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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普考稅法的題目與往年相較稍難。測驗題考了許多細微的規定，程度佳且細心的考生，才能拿高分；

申論題第一題為基本重點，而第二題為大法官解釋的條文，若考生未留意，則不易拿到理想的分數。故整體考

生的分數普遍下降，一般程度者應可拿60分，而程度高者則可拿80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甲所有土地，實施土地重測後面積減少，惟稅捐稽徵處仍依原土地登記簿登記之土地面積核定

地價稅，若甲不服該地價稅之稽徵，應如何主張？（25分） 

 

答： 
甲不服地價稅之稽徵，可採行下列行政救濟程序： 

復查  訴願  行政訴訟（第一審）  行政訴訟（第二審） 

(一)復查(參照稅捐稽徵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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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處分機關申請復查： 
1.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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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復查。 

2.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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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復

查。 

(二)訴願（參照稅捐稽徵法§35Ⅴ及§38Ⅰ） 
納稅義務人依法提起復查之申請，稅捐稽徵機關未於接到申請書後二個月內復查決定者，或納稅義務

人對稅捐稽徵機關所為復查之決定，有所不服時，應自接到復查決定書之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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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行政訴訟 
1.行政訴訟第一審（行政訴訟法§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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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 2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2.行政訴訟第二審（行政訴訟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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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死亡前業已成立，但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之贈與稅，應以何者為納稅義務人？（25

分） 

答： 
(一)大法官解釋第622號(民國95年12月29日)：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所揭示之租稅法律主義，係指人民應依法律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率、納稅方

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迭經本院解釋在案。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六日公布施行之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年內(88年修正為二年內)贈與具有該項規定身分
者之財產，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而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並未規定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

對其課徵贈與稅。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九月十八日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所為

贈與，如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贈與稅者，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發單課徵贈

與稅部分，逾越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增加繼承人法律上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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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九條及第十五條規定之意旨不符，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應不予援用。 
(二)依上述大法官解釋，沒有對繼承人先發贈與稅單的必要，故不得以繼承人為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而

是將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贈與金額納入遺產計算遺產稅，以避免讓同一筆遺產

課兩次租稅。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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