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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出題方向以「薪資所得」為主軸，與其他各類型所得作比較，為整個綜合所得稅之精華。雖然是

一般考生耳熟能詳的內容，但是要拿高分並不容易，致勝關鍵在於完整的歸納與比較，且應把握時間

才能掌握分數。 
第二題：乃相當實務的題目，重點在罰則之「罰鍰」與「罰金」的處分機關與救濟程序，罰則向來是命題焦

點，如罰鍰之救濟程序已考過數次，但與往年不同的是：除了涉及稅捐稽徵法之規定外，亦與法律常

識息息相關，如罰金。因此，必須結合刑事罰之觀念，方能得高分。 

 
甲、申論題部分： 

一、所得稅法上何謂「薪資所得」？薪資所得與其他所得類型有何主要不同？薪資所得何以占各類

所得稅收之大半以上？(25分) 

答： 
(一)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得之規定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勞務者之所得，為薪資所得。包括： 
1.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2.薪資包括：薪金、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金、紅利及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行職務而

支領之差旅費、日支費及加班費不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目(現役軍人之薪餉、托兒
所、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立小學及私立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不在此限。 

3.依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自願提繳之退休金或年金保險費，合計在每月工資百分之六範圍內，不計入提

繳年度薪資所得課稅；年金保險費部分，不適用第十七條有關保險費扣除之規定。 
(二)薪資所得與其他所得類型之差異 

類型 薪資所得 其他所得類型 

全數免稅 
僅現役軍人之薪餉；托兒所、幼稚

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立小學

及私立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免稅。 

第七類財產交易所得之土地交易所得、證

券、期貨交易所得。 

定額免稅 
為雇主之目的，執行職務而支領之差

旅費、日支費及加班費不超過規定標

準者。 

第二類執行業務所得之稿費、版稅，每人

每年18萬元)；第四類利息所得每申報戶27
萬元；第九類退職所得。 

分離課稅 

無 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之利息；短期票

券利息所得；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或資產

基礎證券條例等之利息所得；政府舉辦之

機會中獎獎金；告發或檢舉獎金。 
成本費用 
可否扣除 

不可扣除 除了第一類營利所得與第九類退職所得之

外，成本及必要費用皆可扣除 

推計課稅 
無 執行業務所得、租賃所得及權利金所得、

自力耕作漁牧林礦之所得、財產交易所

得、其他所得。 
(三)1.由於薪資所得是我國一般受薪階級的主要收入，除了為雇主之目的，執行職務而支領之差旅費、日支費

及加班費不超過規定標準者，以及現役軍人之薪餉、托兒所、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立小學

及私立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免稅外，一般上班族無法享受任何租稅優惠，連上班工作之成本及必要費

用都不可扣除，僅以每人每年78,000元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取代。 
2.綜觀綜合所得稅之各種所得類型，有的是成本及必要費用可以扣除，如執行業務所得、租賃所得、權利金

所得、自力耕作漁牧林礦之所得、財產交易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以及其他所得；有的是定額免稅，

如利息所得(27萬元以下可以扣除)及退職所得；有的適用分離課稅，如短期票券利息所得、告發或檢舉獎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金、政府舉辦之機會中獎獎金等；有的甚至完全免納所得稅，如土地交易所得、證券、期貨交易所得等。 
3.相較於上述所得類型，薪資所得幾乎無所遁形，明顯受到不公平待遇，因此，薪資所得占各類所得稅收大

半以上。 
 
二、依稅法規定應處「罰鍰」及「罰金」者，由何機關處分之？相對人如有不服，應依何種救濟程

序進行？(25分) 

答： 
(一)罰鍰 

1.依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規定：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者，由主管稽徵機關處分之，不適用稅法

處罰程序之有關規定，受處分人如有不服，應依行政救濟程序辦理。 
2.救濟程序(參照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 

(1)複查：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不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理由，連同證明文件，依下列規

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複查： 
○1 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申請複查。 
○2 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無應納稅額或應補稅額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申請複查。 

(2)訴願：納稅義務人依法提起複查之申請，稅捐稽徵機關未於接到申請書後二個月內複查決定者，或納
稅義務人對稅捐稽機關所為複查之決定，有所不服時，應自接到複查決定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如：國稅局、稅捐稽徵處)向訴願管轄機關(財政部、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
提起訴願。 

(3)行政訴訟 
○1 第一審：納稅義務人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 2 個月內，或提起訴
願逾 3個月不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逾 2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2 第二審：納稅義務人對於高等行政法院提出行政訴訟之判決不服者，應於接到判決書送達後 20 日
內，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二)罰金 
1.罰金是刑法中五種主刑中的一種，刑法的主刑種類，規定在刑法第三十三條內，分別為死刑、無期徒

刑、有期徒刑、拘役與罰金共五種。 
2.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罰；過失行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十二條)。行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刑法第十三條)。處分機關為法院。 
3.救濟程序： 

(1)當事人對於第一審法院(地方法院)之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第二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期間為十
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力。 

(2)當事人對高等法院之第二審或第一審判決有不服者，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最高法院)。上訴期間為十
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力。 

 
【參考書目】 

第一題：施敏編著「稅務法規(概要)」第3-12~3-18頁及上課筆記。 

第二題：施敏編著「稅務法規(概要)」第15-23~15-25頁及上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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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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