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
文
者
‥

機
閞
地
址
﹕

臺
北
巿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一
二四號

傅
真

:
(0二

︶
二
三
六
一
四
七
七
八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文
字
號
︰

(九
二
︶

秘台大
一字第

一
九
六
三
五
號

附
件

.﹒新
合
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釋
憲
聲
請
書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九
十

一
年度

判
字
第
二

二
三
八
號
判
決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新

合
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聲
請

貴
部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
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釋
有
違
憲
疑
義
乙
案

﹐請
惠
於

一
個
月
內
就
說
明
二

、
三

、
四
所
列
疑
義
表
示
意
見

﹐

並
請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o
說
明
︰一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規定辦理
。

二
、
貴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與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就
政
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或
巿
地
計
晝

，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領
取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應
否
納
入
個
人
與
瑩
利
事
業
之
所
得
稅
課
稅
範
圍
﹐採
取
不
同
標
準
﹐除
基
於
所
得
計
算
方
式

不
同
與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舉
證
難
易
有
別
外

﹐請
惠
予
具
體
說
明
其
理
由

。
三
﹑貴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是
否
已
廢
止
適
用
﹖如

已
廢
止

﹐請
惠

予
說
明
廢
止
之
理
由

o
第一

頁



四、貴部就前開釋憲聲請書所提疑義,若有其他說明事項﹐請惠予一併表示意見o
正本︰財政部
副
本
﹕本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第一
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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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

函
機
關
地
址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
一

00〉
愛
國
西
路
二
號

﹒
.

傅
真︰

︵O二﹒)
二三五六七二

一 二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速
別
′﹒˙最

速
件

密
第
及
解
密
條
件
﹕普
通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發文字號︰
台
財
稅
字
第

0920455293號
‵

附
件

: ﹒如
稅
明
二

′
‧

主
旨
﹕
大
院
大
函
官
第
審
理

亞
合
板
股
份
有
限
公
可
第
凊
本
部
﹨十
四
年
﹨月
十

{
日

台財稅第八
四˙一

六
四

一
六
三
九
唬
函
釋
有
違
憲
疑
義
乙
幸

函
第
本
部
就
所
列

‵
之
疑
羲
表
示
意
見
乙
第
﹐

復請
查照

。
稅
明
﹕

三
五
號
函
辦
理

。
二

﹌
本
案
謹
據

大
院
所
列
之
疑
義
分
別
稅
明
如
下
︰

一
﹑依

據
大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九
二
︶

秘
台
大
一

字第一
九六

第
一
頁

馴﹏刪
G9221004



(
一

︶
有
關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曰
台
財
稅
第
七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與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就政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或
市
地
計
劃
﹐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領
取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應
否
納
入
個
人
與
營
利
事
業
之
所
得
稅
課
稅
範
圍
，

採
取
不
同
條
準

除
基
於
所
得
計
第
方
式
不
同
與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舉
證
難
易
有
別
外
‥，

請
﹐

具
體
稅
明
其
理
由
乙
節
﹕

.
1所

得
稅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所
得
稅
分
第
條
合
所
得
稅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同
法
第
四
條
並
明
定
免
納
所
得
稅
之
所
得
項
目
。

政
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或
巿
地
重
劃
，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發
給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

雖
第
損
害
補
償
，
惟
非
第
所
得
稅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
傷
害

_ˍ﹒
或
死
亡
之
損
害
賠
償
金
及
依
國
冢
賠
償
法
規
定
取
得
之
賠
償
金
﹂

﹐亦
非
屬
同
條
項
第
十
七
款
規
定
ˉ﹁

因
︰

︰
贈
與
取
得
之
財
產
﹂

,
故
不
論

條
營
利
事
業
或
個
人
領
取
上
開
之
補
償
費
收
入

，
均
無
兔
納
所
得
稅
規
‥

定
之
過
用
﹐首
予
敘
明
。

﹚
2凡

在
中
第
民
國
境
內
經
營
之
營
利
事
業

,其
各
項
所
得
除
法
律
有
兔
稅

規
定
者
外
，
應
依
所
得
稅
法
課
徵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第一
項
、
第
四
條
規
定
甚
明
。

同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四條第
一

項
復
規
定

營
利
事
業
應
仔
持
足
以
正
確
計
第
其
瑩
利
事
幸

第
二
頁



所
得
額
之
帳
簿
憑
證
及
會
計
紀
錄
﹔瑩
利
事
業
所
得
之
計
算

，
以
其
本

_
‵

年
度
收
入
總
額
減
除
各
項
成
本
費
用

、
損
失
及
稅
捐
後
之
純
益
額
為
所

得
額

o營
利
事
業
因
政
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或
市
地
重
劃
﹐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領
取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

既
非
屬
所
得
稅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免

稅
所
得
，
自
應
依
法
申
報
繳
納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故
本
部
八
十
四
年
﹒

入
月
十
六
曰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乃
規
定
，
營
利
事

業
領
取
上
開
拆
遷
補
償
費
應
列
為
其
他
收
入

，
其
拆
遷
之
必
要
成
本
及

相
閞
費
用
或
損
失
，
准
予
一
併
核
實
認
定

o營
利
事
業
依
上
開
規
定
計

算
結
果
，
如
有
所
得
，
始
需
課
稅
﹔如
有
損
失
﹐則
可
核
實
減
除
，
ˍ對

於
依
法
設
帳
記
載
之
營
利
事
業
而
言
′，

符
合
收
入
﹑成

本
、
費
用
配
合

_及
依
法
課
稅
之
原
則
﹣。

本
部
七
十
入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
﹣

六
六
七
三
六
二
號
函
、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二
曰
台
財
稅
第
八
六

一
八‧_八

六
︰
一
二
八
號
函
﹚、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五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六

一
入
九
五
九
九

﹣八號函
〈
詳
附
件
一

)
皆
以
此
原
則
﹐

明
確
核
釋
有
案
。

.
3凡

有
中
莘
民
國
來
源
所
得
之
個
人

﹐其
各
類
所
得
除
法
律
有
兔
稅
規
定

者
外
﹐應
依
法
課
徵
綜
合
所
得
稅
，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第
四
‥

條
規
定
甚
明
。
同
法
第
十
三
條
復
規
定
﹐個
人
之
綜
合
所
得
稅
，

就個_
人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減
除
兔
稅
額
及
扣
除
額
後
之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計
徵
之

第
三
頁



。
_而

個
人
之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

以
依
同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各
類
所
得

合
併
計
算
之

，
各
類
所
得
之
計
算
方
式
則
分
別
以
所
得
類
別
性
質
而
有

不
同
規
定
，
例
如
︰

﹁
薪
賁
所
得
﹂

為
公
、
教
、
軍
、
警
、
公
私
事
業

職
工
薪
賁
及
提
供
勞
務
者
之
所
得
﹐

以
在
職
務
上
或
工
作
上
取
得
之
各

﹜種
薪
資
收
入
為
所
得
額
˙，

﹁
租
賃
所
得
﹂
及

﹁
權
利
金
所
得
﹂
之
計
算

〝
以
全
年
租
賃
收
入
或
權
利
金
收
入

，
減
除
必
耍
損
耗
及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為
所
得
額
﹔

﹁
自
力
耕
作
、
漁
‵牧

、
林
‵曠

所
得
﹂

以
全
年
收
入

減
除
成
本
及
必
耍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為
所
得
額

;
﹁
其
他
所
得
﹂

以‧收入
額
減
除
成
本
及
必
要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為
所
得
額
。
個
人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
法
規
定
領
取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

既
非
層
所
得
稅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兔
稅

所
得
，
係
屬
其
他
所
得
﹐應
依
法
申
報
繳
納
綜
合
所
得
稅
。
惟
考
量
個

人
一
﹑般

多
未
設
帳
「
無
法
逐
項
列
舉
其
成
本

﹑‵費
用
予
以
減
除

，
因之

概
括
推
定
其
成
本
費
用
為
收
入
之

一
00%

，
即
其
補
償
費
收
入
減
除

成
本
及
必
要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為

0
，
尚
無
所
得
可
言
﹐

自
不
發
生
課
徵

綜合所得稅問題，
乃
作
成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之
核
釋
〝

﹣
3綜

上
說
明
，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與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ˍ

第
四
頁



函之規定
俘基淤稅去對於個人與營利事業在會計帳務處理與

所得額之計算上﹐
本有不同之規範

所作配合稅法規定與實務
查
核
之
諜
稅
規
定
﹐

符
合
仿
去
誤
稅
及
租
稅
公
千
之
厙
則

(二
︶

有
關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是

(三˙﹀

否
廢
止
適
用
﹖如

已
廢
止
，

請稅
明
廢
止
之
理
由
乙
節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日
台
財
稅
弟
七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俘
針
對

個
人
取
得
補
償
所
為
兔
稅
之
核
示
﹐

因
易
滋
生
營
利
事
業
亦
可
援
用
之
誤

解
，
爰
經
本
部
於
研
審
九
十
年
度
所
得
稅
法
令
彙
編
時
決
議
予
以
刪
除

(
詳附件二︶

，_自九十一年元月一
曰
起
﹐′非

經
本
部
重
行
核
定
，

一律‥
不
再
援
引
適
用

-。
本
部
嗣
於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九
一

0四
五

0三
九
六
號
函

︿
詳
附
件
三

)
重
行
核
釋
在
案
﹐併
此
敘
明
。

有
關

合
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釋
憲
聲
請
書
第
六
頁
所
提
系
爭
案
件
涉
及

憲法上疑義
(三

)′本
部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曰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釋
對
於
個
人
所
領
取
之
地
上
物
拆
遷
補
償
款
認
定
兔
課
所
‥

得稅，
反之

，
對
於
營
利
事
業
所
領
取
之
拆
遷
補
償
款
認
定
應
課
所
得
稅

侍
將
同
性
質
之
地
上
物
拆
遷
補
償
軟
因
領
取
對
象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之

課
稅
結
果
。

此
差
別
待
過
﹐

是
否
有
違
反
千
等
有
則
的
可
題
而
屬
違
盲
乙

敝
即
ˉ

﹒
第五頁



1營
利
事
幸
或
個
人
因
政
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或
市
地
重
劃
而
徵
收
土
地

仿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發
給
之
各
項
補
償
費

﹐_雖
均
為
損
害
補
償
，

但
因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之
計
算
方
式
與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之
計
算
方
式
不
同

`﹐
財
政
部
依

﹁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及
﹁
租
稅
公
平
原
則
﹂

﹐
並
基
於

﹁涉
及
租
稅
事
項
之
法
律
，
其
解
釋
應
本
於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精
神
，

依各
該
法
律
之
立
法
目
的
﹐

衡
酌
經
濟
上
之
意
義
及
責
質
課
稅
之
公
平
為
之

﹣ ﹐-
﹂

及
﹁
租
稅
負
擔
公
平
原
則
不
僅
止
於
形
式
上
之
公
平
﹐

吏
應
就
實
質

上
使
其
實
現
﹐即
所
謂
核
實
課
稅
原
則
﹂

之
精
神
，
因
之
對
營
利
事
業
﹜

領
取
地
上
改
良
物
等
補
償
費
有
入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四
一

六四
一

六
三
九
號
函
之
規
範
，

及
對
個
人
領
取
地
上
改
良
物
等
補
償

費
有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七
曰
台
財
稅
第
七
八

0四
三
二
七
七
二
號
函
之
規

定
，
兩
者
規
範
雖
有
不
同
﹐_但

符
合
課
稅
公
平
原
則

…
。

﹣
.

.
2反

之
，

營
利
事
業
取
得
補
償
費
收
入
如
准
予
免
納
所
得
稅

不
僅
違
反

_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亦
將
造
成
侵
蝕
稅
源
及
捰
稅
不
公
千
之
不
合
理
現
象

。
例
如
︰

(1
)

張
先
生
七
十
五
年
於
台
中
市
三

00地
號
上
建
屋
自
住
，

另於
.

空
地
上
種
植
景
觀
晨
作
改
良
物
，

合計花費約
一
千
零
八
十
萬
‵

元
。
八
十
三
年
問
台
中
市
政
府
為
舉
辦
土
地
聿
劃
徵
收
其
土
地

第六
頁



﹒
﹏嘲′﹏﹏‥..`唧﹌`﹏

﹐依
法
給
付
補
償
張
君
因
拆
遷
所
受
之
一

切
損
失
為
一

千一
百

萬元
，
其
中
建
築
改
良
物
補
償
九
百
八
十
萬
元

，
農
作
改
良
物

補
償
七
十
萬
元

，
自
行
拆
遷
獎
勵
金
及
人
口
搬
遷
補
助
費
五
十

萬
元
。
由
於
張
君
自
七
十
五
年
建
屋
、
種
植
景
觀
農
作
改
良
物

至
八
十
三
年
自
行
拆
遷
及
搬
遷
該
地
之
費
用
於
申
報
綜
合
所
得

稅時，
依
法
皆
不
可
列
為
其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中
之
扣
除
項
目

，、
故
八
十
三
年
度
雖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領
取
地
上
改
良
物
補

償費等計_一
千一

百萬元
，
乃
以
概
括
推
定
其
成
本
費
用
為
收

′
入之

一
00%

，
尚
無
所
得
可
言

;此
即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函
釋

〈﹐2ˊ)
之

意
匕日

。
甲
公
司
七
十
五
年
於
台
中
巿
三

0一
地
號
上
，
興
建
工
廠
製
造

生
產
塑
膠
用
品

，
另
於
空
地
上
種
植
景
觀
農
作
改
良
物

﹐ˉ合
計

花費約一
千零八十萬元。

八十三年問台中市政府為舉辦
土
地
重
劃
徵
收
其
土
地

﹐
依
法
給
付
補
償
甲
公
司
因
拆
遷
所
受

之一
切
損
失
為
一
千
一

百
萬
元
，
其
中
建
築
改
良
物
及
機
器
設
ˉ

備
補
償
九
百
八
十
萬
元
﹐農
作
改
良
物
補
償
七
十
萬
元

，自行
拆
遷
獎
勵
金
及
人
口
搬
遷
補
助
費
五
十
萬
元

。
甲
公
司
自
七
十

五
年
興
建
工
廠
起
﹐每
年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時
，

依
第
七
頁



(3︶

購
買
機
器
設
備

、
種
植
景
觀
晨
作
改
良
物

等
支
出

'按
規
定
逐
年
提
列
折
舊
費
用
或
攤
提
相
關
成
本
﹐

列﹒
報
為
其
銷
貨
收

_入
之
減
項

(製
造
費
用
或
營
業
費
用

)
;其

於
八
十
三
年
度
依
拆
遷
補
償
辦
法
規
定
領
取
地
上
改
艮
物
補
償
費

等計一﹣千一
百
萬
元
﹐應
全
額
列
為
其
他
收
入

，
而
其
於
八
十

三
年
因
自
行
拆
遷
及
搬
遷
該
地
有
關
工
廠
、
機
器
設
備
、
景
觀

農
作
改
良
物
等
﹐

依
規
定
尚
未
折
減
之
支
出
及
各
項
遷
廠
費
用

、
停
工
費
用
亦
皆
可
列
報
為
當
年
度
營
業
外
損
失
或
費
用

﹐
核

實
減
除

;此
即
本
部
八
十
四
年
函
釋
之
意
旨

_。
以
上
例
示
′﹐

如
基
於
形
式
上
之
公
平
，

將
營
利
事
業
或
個
人
所

領
取
之
補
償
費
皆
准
其
兔
納
所
得
稅
，

_則
承
前
揭

(2︶
之說

明
﹐′營

利
事
業
依
法
已
將
與
建
工
廠
、
媾
買
機
器
設
備
、
種
植

景
觀
農
作
改
良
物
等
支
出
，

按
規
定
逐
年
提
列
折
舊
費
用
或
攤

‧
提
相
關
成
本
，
另
因
自
行
拆
遷
及
搬
遷
該
地
有
關
工
廠
﹑機

器
設
備
、
景
觀
晨
作
改
良
物
等
，

依
規
定
尚
未
折
減
之
支
出
及
各

項遷廠費用
、
停
工
費
用
亦
皆
可
列
報
為
當
年
度
營
業
外
損
失

或費用
﹐
核
實
減
除

;將
使
瑩
利
事
業
獲
得
補
償
費
收
入
兔
稅

﹒
﹐
而
相
關
成
本
‵費

用
、
損
失
復
可
列
報
減
除
之
雙
重
減
稅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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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裊﹐﹒
蠹ˊ′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
更
違
反
實
質
課
稅
之
公

益，
不
但
有
違
﹁

平
。

正
本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

部長林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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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

司法院秘書長 函
地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聯絡方式 ︰ 02_236l8577

受文者︰
發文弓期 ﹕ 中華民國94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9400 1 0348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文

主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榮 、

說明 ︰
ˊ
﹣一﹣ˉ‵、

台 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余 華等聲請財政部82年7
月19日 台財稅字第821491681號函 、 84年8月16日 台財稅字
第841641639號函 、87年9月23日台財稅字第871966516號
函有達憲疑義乙案， 需暸解說明二、三、四、五所列事項
疑義 ， 請 貴部惠示意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20日
內惠彳复，俾供審理之參考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o請檢附資料說明 自′82年度迄92年度止 ， 政府每年對瑩利事業領取之拆遷補償費所課徵之稅收為若千元﹖佔全年總稅收之比例為何﹖
三、 貴部91年1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1O45O396號函 「個人領取

`四、

五 ﹑

法定徵收補償費不課徵所得稅」 等語 ， 是否專指土地徵收
條例第31條 、 第32條及第34條之情形﹖是否尚有依其他規
定而領取之補償費 ，卻應課徵所得稅之情形﹖又，該函釋
既稱 「建築改良補償費、農作改良物補償費 、土地改良物
補償費或拆遷費等法定補償，係屬損害補償性質 ，核無所
得發生， 不課徵綜合所得稅」 等語，則該見解是否應該一
體適用於人民以及瑩利事業領取補償賈之情形﹖若該見解
不得適用於瑩利事業 ， 則針對無所得發生之損害補償卻對
瑩利事業課徵所得稅之理由為何 ﹖
就聲請人於聲諳釋憲理由書中所提憲法疑義如有其他說明
亦請詳述意見。
檢附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榮 、 台 肥料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余 華等聲請書各乙份0

正本﹕財政部



副本 ︰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 ︰ 臺北巿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傳真ˍ︰02_23969038

受文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94年6月 10曰
發文字號︰ 台財稅字第 09404542l50號
速別 ‥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 如文 ˍ
主旨 ︰ 關於 大院大法官審理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榮 、 台 彎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華等聲請本部對於
營利事業領取拆遷補償費課稅相關規定有違憲疑義乙案，
彳复請 查照 。 ‵

說明 ︰ ‧ ‧
]、 復 貴秘書長 94 年 5 月 11 日秘台大一字第 0940010348

號函 。 ′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 1條第2項規定， 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

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本部以土地 ′…〈
之徵收˙， 自 89 年2 月 2 ˙日言亥條例公布後，係依該條例之
規定辦理 ， 爰配合檢討有關個人或營利事業取得各項徵收
或拆遷補償費徵免所得稅之函釋 ， 並針對個人依該條例第
31條 、 第 32 條及第 34 條領取之建築改良物補償等法定補
‵償 ， 以 91 年 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0396號函規範

，係屬損害賠償性質 ， 尚無所得發生，不課徵綜合所得稅
o 至營利事業無上開本部91 年l 月 31 曰函適用之理由如

下︰`
(一)按所得稅法對於個人及營利事業課稅所得及稅額等之計

算，係於第 2 章及第 3 章分別規範0 同法第 13 條及第

第 1 頁 共3 頁 馴刪刪胤 ﹏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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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14 條規定 ， 個人之綜合所得稅 ， 係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
(以其全年之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貴所得‵…

…等各類所得合併計算〉 減除兔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
所得淨額計徵之 ， 上揭稅法尚無明定個人 (執行業務者
除外〉 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綜合所得淨額之憑證及紀
錄。至於營利事業依同法第 21條及第 24條規定， 營利
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及會計紀錄， 其所得之計算， 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

‧ 裝 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o
(二)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 1項及第4條規定，凡在中華民國

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 ，其各項所得，除法律有免稅規定
者外 ， 應依法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領取政府
因舉辦公共工程或市地重割給付之建築改良物等補償或
遷移費 ， 非屬傷害或死亡 〈人身部分〉 之損害賠償金，
亦非政府之贈與' 尚無同法第4條第 1項第3款及第 17
款之適用 。是以 ， 現行稅法並無營利事業領取前揭補償
費得兔納所得稅之規定， 自應依法捰ˍˍ徨尋營利事業所得稅

_ ‥′‥﹒′ 岫
. (三)營利事業因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或市地重劃而拆遷時 ， 其

線 建築改良物之未折減餘額 、停工費用及拆遷等相關費用
依法均可悉數核實認列 ， 其相對領取之補償費 ， 基於收
入與成本配合原則 ， 自應列報為收入0事實上， 由於補
償費之發給係依估算標準給付 ， 其與業者實際拆遷所發
生之成本及費用 ，並不﹁ˍ致o 當補償收入大於拆遷損失

， 其所得應依法列報﹔ 當拆遷損失大於補償收入， 其損
失亦准核實認定﹔ 而當補償收入等於其拆遷損失時， 即
無所得課稅問題。 是以 ， 基於損益之正確計算及課稅公
平原則 ，補償費宜列為其他收入，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

第2頁 共3頁



用則准予一併核業認定。 前開補償業如無須列入營利事
業之收入申報， 而相關成本、 費用卻可申報減除'將形
成重複兔稅之不合理現象。本部爰於84年8 月 16 日台
財稅第 84164l639 號函明確規定︰ 「營利事業因政府舉
辦公共工程或市地重剴 依拆遷補償辦ˊ去規定領取之各
項補償費定列為其他收入 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准予
一併核業認定」。

三 、 有 關 82 年度迄 92 年度止政府每年對營利事業領取之拆遷
補償所課徵之稅收及占全年無稅收之比例乙節 ，據洽本部
各地區國稅局查復' 因拆遷補償收入係螢利事業各項收入
之′ ，結算申報書中未專設 「拆遷補償收入」 科目 ， 無法
以電腦挑檔統計，且部分案件因逾保管年限， 已依法銷毀
爰無法提供。‧ 謹檢附目前本部各地區國稅局就瑩利事業

頜取拆遷補償業核捰凊形之統計貴抖乙份供參
正本︰ 司ˊ去院秘書長
副本︰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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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

司法院秘書長 函
地址: 臺北巿重慶南路1段124號

聯絡方式 ︰ 02_23618577

受文者︰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94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940027666號
速別 ﹕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旨 ︰本院大法官為憲理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榮 、
台 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余 華等聲請財政部82年7
月19日台財稅字第821491681號函 、84年8月16日台財稅字
第841641639號函‵‵87年9月23日台財稅字第871966516號
函有憲憲疑義乙案 需暸解說明二所列疑義事項 請 貴
部憲示憲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又到3日內憲復 俾供
審理之參考0

說明︰
六ˉ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o
二、有關所得稅法第8條各款之規定 ， 僅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之類別 ， 在 貴部財稅實務上 ﹐ 是否僅有個人以及總機
構設在中華民國境外之螢利事業始有該條之適用 ﹖總機構
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瑩利事業 ， 其境內及境外所得稅之謀
徵，依憲人主義是否不適用所得稅法第8條之規定， 而適
用所得稅法第24條之規定課徵﹖請於文到後3日 內檢附相
關資料， 憲示卓見。

正本:財政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丈
正本 ‧ ′ 74年 ˊ乙月苳台日 '

會台字第﹖砂卿ˍ2號
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 ︰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林玉芬 02_23228121

受文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94年12月 26 日
發文宁號 ︰ 台財稅字第 09400634010 號
鬟聾友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普通
附件 ‥
主旨 ︰ 關於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榮 、 台 胭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佘 華等聲請本部有
關瑩利事業領取拆遷補償費課稅規定有違憲疑義 ， 瘍本部ˍ
表示意見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秘書長 94 年 12 月 15 日 秘台大一字第

0940027666 號函 。
一、 查我國營利事業戶斤得稅之課稅，採屬人兼層地主義 。依

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及第3項前段規定， 營利事業之
總機構在中莘民國境內者 ， 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
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瑩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之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

′ 就其中莘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 ， 依本法規定課徵螢
利事業所得稅。所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於同法第 8條
予以明確規範，除採逐項列舉外，並訂有概括性之條款
。至於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則於同法 24 條明定， 以
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之純
益額為所得額 。

、依上開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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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 8 條規定之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徵螢
利事業所得稅' 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
則應就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 ， 合併課徵螢
利事業所得稅， 亦即除所得稅法第 8條規定之 「中革民
國來源所得」 外 ， 其境外來源之所得亦應一併計入課稅
。 惟為避免境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國繳納所得稅， 而
造成重複課稅現象，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後段規定， ﹐
來自 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 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

裝 納之所得稅 ， 得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
扣抵，惟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 而依
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

四、為便於計算上開所稱 「因加計其國外所得， 而依國內適
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2條規定相關之計算公式如下﹕
(國內所得額十國外所得額)X稅率_累進差額
=營利事業全部所得額應納稅額 。
(國內所得額X稅率)_累進差額
=瑩利事業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 . 焉 ‥′〉_.〕
營利事業全部所得額應納稅額_營利事業國內所得額應

繰 納稅額=因加計國外所得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
五、 是依上開計算公式計算國外之可扣抵稅額時 ， 應先區分

國內所得額及國外所得額 ， 始可正確計算其依所得稅法
第3條第2項規定應課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其中所稱
國內所得額 ， 應以依所得稅法第 8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
為準。

六、綜上，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除應依所
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其境內外全部之營利事業所得
，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外 ， 並應就其屬所得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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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條規定之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計算其國內所得額
，據以計算 「因加計其國外所得﹜ 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
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是就總機構在中苹民國境內
之營利事業而言 ，所得稅法第 8條及第 24條規定，均
有其適用 。

正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

﹐ ﹞ ‵‧.

依分層負貴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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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司ˊ去院麻『 年 ﹨ 月

會台孚縉﹖0﹖燹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 ︰ 臺北市中正區(10066)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林玉芬 02一23228121

》曰
__‧ 彥 男‥萇'

J/' L′

受文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94年12月 29 日
發文字號︰ 台財稅字第 09404583990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 ﹕ 關於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新 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侯

說明︰

榮 、 台 巒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佘 華等聲請本部有 "
關營利事業頜取拆遷補償費課稅規定有達憲疑義 ， 潟本部
表示意見乙案 ，謹補充說明意見如后 '請 查照。
前開聲請解釋案 ， 前經本署相關人員於 94 年 12 月 26 日
向 大院大法官說明相關法令規定 ， 經與會大法官噁本署
再就有關所得稅法相關條文之立法沿革等提補充意見 。 爰
謹研提補充意見如吹 ， 請卓參﹕

一、 查中華民國 44年12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 ， 對
於我國境內之居住者及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 均採蜃
人主義課稅 (即就寰宇所得課稅)。依該法第 1 條規
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之個人'應依本
法課征綜合所得稅; 第 2 條規定 ，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
經螢之螢利事業 ， 應依本法課征營利事業所得稅。 有
關綜合所得總額及螢利事業所得額之計算 ， 則分別於
該法第 14 條及 24 條加以規範 。 至於在我國境內無住
所或居所之本國人或外國人 ， 則依該法第 3 條規定僅
就在我國境內發生或取得之所得課稅﹔ 而營利事業本
店在我國境外 ， 而其分支店全部或一部在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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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或在我國境內有代理人者，則依該法第 4 條規
定，就其在我國境內部分之營利所得課稅， 當時並無
類似現行所得稅法第 8 條有關來源所得之規定(附件
1)。

、 嗣因個人未設帳記載 ， 且其國外來源所得不易控制 ，
另工業化國家稅率通常均較我國為高 ， 即令合併課
稅，扣抵之後， 亦難增加我國稅收。為切合實際，避
兔不必要紛擾起見， 爰於52年1 月 29 曰修正所得稅
法第 2 條， 將綜合所得稅之課徵範圍 ， 改採屬地主
義 ， 明定我國境內居住者，應就我國來源所得課稅。
至於我國境內螢利事業之所得稅課徵範圍 ， 則仍採屬
人兼採屬地主義課稅 ， 並未改變 。 惟為配合綜合所得
稅改採屬地主義 ， 乃參酌各國所得稅來源所得割分之
規定 ， 增訂所得稅法第 8 條 ， 明定各項 「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 之範圍 ， 以確定其納稅義務。至於綜合所得
總額或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計算 ， 仍維持於該法第 l4條
及24條予以規範〈附件 2) 。

、 依上開立法沿革 ， 有關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 ‥‥ˍ﹜蔦…ˍ﹣˙‥‥_‥孿〉【﹣_﹜_﹣ˍ_﹐﹣`﹜
業 ， 其課稅所得之計算，原即係依據所得稅法第 24條
規定認定之， 亦即採概括所得之概念'其適用範圍並
不受同法第 8 條有關我國來源所得之限制 。 至於現行
所得稅法第 8 條有關我國來源所得之規定，基本上，
限於須割分國內 、外所得，計算瑩利事業國外來源所
得之可扣抵稅額 ， 或認定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

‧ 業之課徵標的時，始須援引適用 。 ﹒
按營利事業所得，採概括所得慨念計算之作法，與財
務會計所得之認定並無不同 。 依商業會計法第 58 條規
定，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益，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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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之全部成本‵ 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該期稅前純
益或純損，‧ 再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為該期稅後純益
或純損。 前項所稱全部收益及全部成本、 賈′用及損
失， 包括結帳期問 ，按權責發生制應調益之各項損益
及非常損益等在內o 收入之抵銷額不得列為費用， 費
用之抵銷額不得列為收入。 是以 ， 螢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 2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 ， 瑩利事業之會計事
項 ，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 ︴ 二〝
計準則公報業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
得稅結算中報或核課所得稅時 ， 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
法、所釋稅法施行細則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 、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 企業併購
法 、本準則暨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 ， 均應於申報書
內自行調整之0

、 依財圍法人中業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88 年 3 月
15 日(88)基秘字第 041 號有關土地徵收之會計處理之
解釋， 依會計學理， 收益如同時符合 (一) 已實現或
可實現及 (二) 已賺得， 即應認列該項收益 。 土地經
政府機關徵收， 若選擇領取現金及按原徵收補償地價
4 成自頤放業優先貝回釋抆齊全 其徵收損'益應於喪
失原土地所有權且符合核發現金之條件時認列 (詳附
件 3)， 基於同一原則， 螢利事業依法領取之拆遷補償
費如符合上開條件， 其領取之拆遷補償費收益、減除相
關成本、 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 ， 亦應認為所得之一
種，該所得可依規定分配予其股束， 自應依法課稅。
另因營利業業依法領取之拆遷補償費 ， 尚非為其經常
營業活動而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所獲得之收益 ， 依所
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規定 ， 應為非螢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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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部82年7月 19 日台財稅第 821491681號函、
84年8月 16 日台財稅第 841641639號函及87年9月
23 曰台財稅第 871966516 號函乃據以規定，營利事業
依法領取之各項拆遷補償費應列為其他收入 ， 其必要
成本及相關費用准予一併核實認定 ， 依法尚無不合。

正本︰ 司法院秘書長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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