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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會計師稅務法規是近三年來難度指數最低、題型變化最少的考題，且一反常態地，申論題皆以問答題為主，

完全無計算題，對於按部就班、腳踏實地準備的考生而言，應是豐收的一年。申論題中惟有第二題的第二小題

考統一發票彙總開立，可能失 5分外，其餘皆為平時上課或總複習一再耳提面命之重點；而選擇題則難度適中，

可測驗出考生的條文熟析度及細心程度。綜合而言，程度佳者可穩拿 75 分以上；一般程度者，約在及格邊緣 60

分上下。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甄先生漏報一筆課稅所得 50 萬元，將遭受稽徵機關何種處罰？又在何種情形下，甄先生之漏稅罰

可以免除？請就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的規定說明之。（15 分） 

 
【擬答】 
(一)漏報課稅所得 50 萬元之處罰，所得稅法第 110 條規定，視納稅義務是否依規定辦理結算申報而異：  

1.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理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漏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漏稅額 2倍以下

之罰鍰。 

2.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行辦理結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法核定補徵

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 3倍以下之罰鍰。 

(二)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規定，免除漏稅罰之要件如下： 

1.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漏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行調

查之案件，下列之處罰一律免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1)本法第 41 條至 45 條之處罰。 

(2)各稅法所定關於逃漏稅之處罰。 

2.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繳之應納稅捐，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

日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命中事實】 
施敏老師第二回講義 P104、105 及第四回講義 P34。 

 
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中，有關統一發票之下列事項如何規定？ 

(一)統一發票之種類及適用對象？（10 分） 

(二)營業人對其他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得按月彙總於當月底開立統一發票，其程序及條件為何？（5分） 

 

【擬答】 
(一)統一發票之種類及適用對象（參照統一發票使用辦法§7） 

1.三聯式統一發票 

(1)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營業人，並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時使用。 

(2)用途 

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①  

第二聯為扣抵，交付買受人作為依營業稅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②  

第三聯為收執聯③ ，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2.二聯式統一發票 

(1)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非營業人，並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時使用。 

(2)用途 

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①  

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②  

3.特種統一發票 

(1)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時使用。 

(2)用途 

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①  

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②  

4.收銀機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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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業人具有下列條件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使用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 

加值型營業稅之營① 業人。 

經營零售業務者。②  

銷售貨物或勞務可編號並標示價格者。③  

(2)其使用與申報，依「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之規定辦理。 

5.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1)營業人利用電子計算機製作進銷紀錄，按月列印進貨、銷貨及存貨清單，並有專業會計人員者，得經主管稽徵機關

核准，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 

(2)用途 

加值型營業人：規定計算稅額者，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扣抵聯，交付買受人作為依營業法①
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但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由開立人算行銷燬，第三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作為

記帳憑證。 

非加值型營業人：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②  

(二)得彙總於當月底開立統一發票之程序及條件(參照統一發票使用辦法§15 及§15 之 1) 

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5條規定 

(1)條件：營業人每筆銷售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新臺幣50元之交易，除買受人要求者外，得免逐筆開立統一發票。營

業人使用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或使用收銀機收據代替逐筆開立統一發票者，不適用前項規定。 

(2)程序：應於每日營業終了時，按其總金額彙開一張統一發票，註明「彙開」字樣，並應在當期統一發票明細表備考

欄註明「按日彙開」字樣，以供查核。 

2.統一發票使用辦法§15之1規定 

(1)條件：營業人具備下列條件者，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就其對其他營業人銷售之貨物或勞務，按月

彙總於當月月底開立統一發票： 

最近① 3年內無逃漏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且無積欠各項稅捐者。 

最近② 2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藍色申報書者。 

(2)程序：應檢附列有各該買受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名冊，報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並由該主管稽徵機

關於核准時副知各買受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營業人經核准按月彙總開立統一發票後，如有違反第一項之條件者，

主管稽徵機關得停止其按月彙總開立統一發票，改按逐筆交易開立統一發票。 

 

【命中事實】 
施敏老師第一回講義 P35、36。 
 

三、請就稅捐稽徵法有關核課期間與徵收期間的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一)何謂核課期間？如何計算？（4分） 

(二)何謂徵收期間？如何計算？（4分） 

(三)張三於 95年 5 月 3 日申報 94年度綜合所得稅，其核課期間應如何計算？（2分） 

 

【擬答】 
(一)核課期間(參照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2 條規定) 

1.核課期間係指稽徵機關行使核課權之期間，亦即對於課稅事實，稽徵機關得核定稅額填發稅單之一定期間。在核課期

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不得再補稅處罰。其立法意

旨在於使國家課稅之行使，有一定之期間，以免使納稅義務陷於不確定之狀態。 

2.稅捐之核課期間 

(1)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

期間為 5年。 

(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 5

年。 

(3)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 7年。 

3.核課期間之起算 

(1)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 

(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3)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 

(4)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二)徵收期間（參照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規定） 

1.稽徵機關行使徵收權之期間，亦即對於應徵之稅捐，稽徵機關得請求納稅義務人清償之一定期間，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

期間徵起者，不得再行徵收。 

2.計算 

(1)稅捐之徵收期間為 5年，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2)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法院強制執行，或已依強制執行法規定聲明參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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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者，不在此限。 

(3)應徵之稅捐，有第 10 條、第 25 條、第 26 條或第 27 條規定情事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更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4)依第 39 條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行或其他法律規定停止稅捐之執行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行或停止執行

之期間。 

(三)張三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核課期間自申報日（95年 5 月 3 日）起算。 

1.若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 5年，屆滿期間為民國 100年 5 月 2 日。 

2.若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 7年，屆滿期間為民國 102年 5 月 2 日。 

 

【命中事實】 
施敏老師第四回講義 P12、13。 

 

四、請就所得稅法與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說明滯報金如何處罰？（10 分） 

 

【擬答】 
(一)依所得稅法第 108 條及第 108 條之 1規定，滯報金之處罰如下： 

1.未依限辦理結算申報 

(1)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理結算申報，但已依規定補辦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

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 10％滯報金。滯報金之金額，不得少於 1千 5百元。 

(2)稅義務人逾規定之補報期限，仍未辦理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料或同業利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 20％怠報金。怠報金之金額，不得少於 4千 5百元。 

(3)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使用簡易申報書之小規模營利事業及依第 71 條規定免辦結算申報者，不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2.未依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 

(1)營利事業未依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但已依規定補辦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

額者，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徵 10％滯報金。滯報金之金額，不得少於 1千 5百元。 

(2)營利事業逾規定之補報期限，仍未辦理申報，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料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應按核

定應加徵之稅額另徵 20％怠報金。怠報金之金額，不得少於 4千 5百元。 

(二)依加値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9 條規定，滯報金之處罰如下： 

1.營業人未依本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 30 日者，每逾 2 日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報金，金額

不得少於 4百元，最高不得多於 4千元。 

2.其逾 30 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 30％怠報金，金額不得少於 1千元，最高不得多於 1萬元。 

3.其無應納稅額者，滯報金為 4百元，怠報金為 1千元。 

 

【命中事實】 
施敏老師第一回講義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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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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