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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8年5月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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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別 ：最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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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珅科技有限公司聲請書

养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珅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秀聲請解釋 

案 ，有暸解說明欄所列事項之必要，請說明惠復，俾供審理 

之參考。

| 說明：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貴院96年判字第1403號判例所示，就計算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51條第3款漏稅額時所得扣減者，「限於稽徵機 

關查獲時已申報之進項稅額」部 分 ，有無違反憲法租稅法律 

主義、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租稅公平原則以及 

實質課稅原則？又對於同法第51條第1款 、第2款規定之違章 

行 為 ，法理上是否亦「限於稽徵機關查獲時已申報之進項稅

i 額」？

正 本 ：最高行政法院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紙本遞送^: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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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年限：

最高行政法院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6巷i 

承辦人：

受文者：司法院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8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院鳳文字第0980000229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 文 （tpa0980000229-200905125494-01240126536130營51 條所漏稅額之計算

1)

主旨：有關鈞院因審理珅，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秀聲請解 

釋 案 ，函請本院就本院96年判字第1403號判例有無違憲等 

事項予以說明乙事，本院說明請詳見後附意見書，請 鑒

核 。

說 明 ：依 鈞 院 98年5月6日秘台大一字第0980010707號函辦理。

正 本 ：司法院 

副本：

院 長 彭 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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曱 、本院96年判字第1403號判例意旨合法且合蕙：

一 、 按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 

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 

營業稅法）第15條第1項 定 有 明 文 。其民國74年11月1 5日修 

正之立法理由為：「本條第1項規定以當月分銷項稅額（按 

7 4 年11月15日修正時，依同法第35條規定每月申報乙次， 

本條亦規定當月分銷項稅額，77年5月2 7日修正為每2月為1 

期 申 報 ，本條亦併修正為當期銷項稅額） ，扣減進項稅額（ 

不限當月分）為計算稅額之方法。銷項稅額大於進項稅額者 

，其餘額即為應納稅額；進項稅額大於銷項稅額者，其餘額 

即為溢付稅額。」是我國所採加值型營業稅，係以當期銷項 

稅额扣減進項稅額（不限於當期）計 算 ，而非逐筆計算，.亦 

不以開立進項稅額之前手已依規定繳納營業稅為申報扣減之 

前 提 。

二 、 同法第35條第1項 規 定 ： 「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以 

每2月為1期 ，於次期開始1 5日 内 ，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 

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應納或溢付 

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 

收據一併申報。」其民國74年11月15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為：

「本條係規定營業人申報營業稅時之時限及申報内容。因改 

制後稅額之計算，應提示進項稅額等有關文件，故規定其於 

f 報時應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並將申報期限延長 

為5 日 ，以應需要。其為使用統一發票者，仍依現行規定加 

附統一發票明細表，以供查核。又依修正條文第15條 規 定 ， 

營業人當月分銷項稅額扣抵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月分之應 

納或溢付稅額。故規定不論有無銷售額均應申報，其有溢付 

稅額時始可留抵或退還。」足見我國營業稅係採申報制，未



依規定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者，除同法第49條有滯 

報金或怠報金之處罰規定外，如有逃漏營業稅情事者，另有 

第51條之漏稅罰規定。依本條申報應納稅額或溢付稅額，應 

將當期銷售額、鐵項稅額全數申報，如短漏報銷售額、銷項 

稅 額 ，致逃漏應納稅額者，固有漏稅罰規定之適用，惟關於 

進項稅額，並未規定應全數於當期申報，前述營業稅法第15 

條之立法理由並明載進項稅額之扣抵不以當期為限。而同法 

施行細則第29條 亦 規 定 ：「本法第4章第1節規定計算稅額之 

營 業 人 ，其進項稅額憑證，未於當期申報者，得延至次期.申 

報 扣 抵 。次期仍未申報者，應於申報扣抵當期敘明理由。」 

是進項稅額是否於當期申報可由營業人自行決定。營業人如 

未於當期申報，自無從於計算當期應納稅額時扣抵當期銷項 

稅 額 ，或留抵或退還。僅於以後申報時，可於申報當期扣抵 

或留抵或退還。尚無只因未於當期申報，即因而發生逃漏稅 

額 之 可 能 ，此觀營業稅法_51條僅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漏稅罰 

規 定 ，而無短漏報進項稅額之漏稅罰規定自明。

三 、營#人有營業稅法第 51條第3款所定短報或漏報銷售額情形 

，其所漏稅額之計算，自應以依規定應申報之銷售額（即已 

申報之銷售額加計短報或漏報之銷售額）計算之應納營業稅 

額與已納營業稅額相較，短少數為所漏稅額。已納營業稅額 

之 計 算 ，係由已申報之銷售額按營業稅率計算其銷項稅額， 

減已申報之進項稅額（含前期留抵稅額） ，如為正數應自行

- 繳納而為已納營業稅額，如 相 等 ，已納營業稅額為0元 ，如

為 負 數 ，則為溢付營業稅額，除營業稅法第39條第1項及第2 

項但書情形，得 退 還 外 ，餘為留抵稅額。加計短報或漏報之 

銷售額後計算之銷項稅額增加，當期已申報之進項稅額並未 

增 加 ，當期取得之進項稅額，如未於當期申報，而嗣後申報



，僅得於申報以後扣抵，則於計算當期之應納營業稅額時不 

能 扣 抵 ，亦即於計算所漏稅額時，不得扣抵。是本院96年判 

字第1403號 判 例 謂 ：「我國營業稅原則上採加值型課徵方式 

，係就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之差額課徵之，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進項 

稅額之扣抵採申報制，故計算同法第51條第 3款漏稅額時所 

得 扣 減 者 ，限於稽徵機關查獲時已申報之進項稅額。」合於 

前述法律規定，並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法律保留原則、法 

律明確性原則、租稅公平原則或實質課稅原則。

乙 、關於聲請人之 主 張 ：

一 、 說 明 三 （一 ）1:

如 上 所 述 ，聲請人於調查時提出之進項憑證，如未於系爭短 

漏報銷售額當期申報，即不得於計算該期應納營業稅額時扣 

抵 ，縱所提出之進項憑證為合法，至多僅能於提出當期申報 

，並扣抵申報以後期之應納營業稅額，與計算系爭短漏報當 

期所漏稅額無關。原處分機關計算系爭漏稅額時，當期未申 

報之進項稅額不予扣抵，未違反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 2 條 

第2項第1款或相關營業稅法規定。上開細則係規定依查得資 

料核定應補徵之應納稅額為漏稅額，至於如何計算應納稅額 

，未另為規定，自仍依母法營業稅法規定為之，尚無逾越營 

業稅法可言。

二 、 說 明 三 （ 一 ） 2 、 （二 ） 4 :

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 雖 未 明 文 「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准予 

扣抵或退還，應以已申報者為前提」之 明 文 ，惟營業稅法第 

15條 規 定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 

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營業人並應依同法第35條第1項 

申報營業稅，則未申報之進項稅額自無從於報繳應納稅額或



溢付稅額時扣抵，此係當然之理。未於當期申報扣抵，僅不

得扣抵當期銷項稅額而已，並非處 罰 ，與營業稅法第49條 、

第50條之罰則不同。稅捐稽徵機關認進項稅額未申報者，於

計算所漏稅額時，不 得 扣 抵 ，係依法為之，非行政裁量問題 

〇

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並非僅得處以行為罰，如有因而漏稅 

情 事 ，依法處以漏稅罰，尚無不許。營業稅法第49條之怠報 

金或滯報金，係對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 

表之行為罰，與同法第51條之漏稅罰無關。況本件並非以聲 

請人未於取得進項憑證當期申報進項稅額而予處罰，實係以 

其短漏報銷售額，於計算所漏稅額時，依法未申報之進項稅 

額不得扣抵致有逃漏稅而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3款 規 定 ，處 

以漏辑罰，即係對短漏報銷售額致逃漏稅之行為處罰，非對 

未於當期申報進項稅額之行為為處罰，未違反營業稅法第15 

條 之 規 定 ，無延伸課稅範圍，增加納稅義務人之租稅負擔而 

牴觸憲法第19條或第15條之規定可言。

三 、說 明 三 （一 ） 3 、 （二 ） 5 :

進項稅額之開立人有無申報繳納營業稅，國庫有無收取該稅 

款與取得該進項稅額者可否扣抵銷項稅額，有無漏稅之認定 

無何影響。舉例言之••開立進項稅額者未報繳營業稅，國庫 

未收到該稅款，取得該進項稅額者，仍可持以申報扣抵銷項 

稅 額 ；反 之 ，如開立銷項稅額者，已報繳營業稅，國庫已收 

到該稅 款 ，而取得該進項稅額之營業人，因該進項稅額屬營 

業稅法第19條所定不得扣抵者，竟持以申報扣抵，有虚報進 

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如因而短繳應納營業稅，仍應處以漏稅 

罰 。是否符合實質課稅原則，係就納稅義務人方面觀察，非 

以國庫有無收到稅款觀察。聲請人以進項稅額開立人已報繳



營 業 稅 ，國庫已收到該營業稅，無稅收之損失，聲請人實質 

上未漏稅，依實質課稅原則，不應處罰。且財政部對輕微漏 

稅依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予以免罰，卻對無實質漏稅 

之本案非故意行為予以重罰，與公平及誠實信用原則形同南 

轅北轍云云，自無足採。至聲請人於嗣後申報扣抵進項稅額 

，自申報時得扣抵銷項稅額，如因而產生留抵稅額，稅捐稽 

徵機關於命補繳漏稅額時，是否允許以該留抵稅額補繳，係 

另案問題，與營業人前已發生逃漏稅情事，其漏稅額之計算 

無 涉 。

四 、 説 明 （二 ）1 、2 :

依釋字第337號 解 釋 ，按營業稅法第51條 規 定 處 罰 者 ，固以 

有逃漏稅行為為要件，惟納稅義務人有無逃漏稅，非依國家 

已否收足稅款認定，前已敘明。本院判例係依營業稅法第15 

條第1項 、第35條第1項規定計算漏稅額，非虛擬之漏稅額， 

未擴增稅法所未規定之納稅義務，亦未割裂適用上開規定或 

違反權利及義務平衡原則之精神，與釋字第640號'、第385號 

等解釋意旨無牴觸。

又本件係因營業人未申報進項稅額而未能於當期扣抵銷項稅 

額 ，並非採須事前審查「核定」後始得扣抵方式處理，自無 

聲請人所稱：原採事後審查，現改採事前審查核定，對同一 

事件或同一性質不為同一處理，違反信用保護及誠實信用原 

則等情可言。

五 、 說 明 （二 ）3 :

有無短漏報銷售額與申報進項稅額係二行為，各有不同之法 

律 效 果 ，短漏報銷售額視其有無致逃漏稅額而決定有無營業 

稅法第51條第3款 之 適 用 ，而是否於當期申報進項稅額，則 

產生是否得於當期扣抵銷項稅額之法律效果，兩者並無必然

5



之 關 連 ，不能因聲請人恰於同期短漏報銷售額及未將同期取 

得之進項稅額全數申報，即認其為單一法律行為。

丙 、同法第51條第1款 、第2款規定之違章行為，法理上是否亦「 

限於稽徵機關查獲時已申報之進項稅額？

此部分非本院96年判字第1403號判例意旨範圍，惟如何計算 

應納稅額、漏 稅 額 ，仍依營業稅法第15條 、第35條規定為之 

，其進項稅額之扣減，依我國營業稅法稽徵制度之設計，仍 

以已申報者為限。



適用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函 《 _ _ n

G09810705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受文者：財政部
: ->■

發文日期：中華 民 國 认 拾 棚 年 伍 月 陸 曰 ‘ 1

發文字掘达台大一字第0 9 8  0 0 1 0 7 0  5k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件：無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珅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秀聲請解釋 

案 ，有暸^明攔所列事項之必要，請靜委就明=並於一星期 

内惠復，I 審理之參考。

說明：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貴部89年10月19日臺財稅字第890457254號函釋（下稱系 

爭函釋）目的為何？是否為防範逃漏稅捐所必需？如何得藉

此遏阻逃漏稅？

三 、 系爭函釋說明第三點所示，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款及第6款 ，據以處罰之案件，「營業人如於經查獲 

後 ，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者，稽徵機關於計算其漏稅額時尚 

不宜准其扣抵銷項稅額。」一節，法律依據及理由為何？其

「尚不宜」一詞，真義為何？是否即為「否」准扣抵？抑或 

主管機關有裁量餘地？依何標準裁量？倘不准扣抵，是否違 

反實質課稅原則或者其他稅法上原理原則？

四 、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5條第 

1項固明文「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

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案稅額。」惟 ：

校據對 可 奄 珍 監 印監印武葉貴I 文發文吳宗鋒

Q09800410



(一） 同法第35條第1項前段卻規定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應「檢 

附退抵稅額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

或溢付營業稅額.....」 ；另營業稅法第51條第2款規定「

納稅義務人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 

表 ，亦未按應納稅額徵納營業稅者。」按漏稅額處一倍至十 

倍罰鍰（同法第49條規定亦同此意旨） ，均未規定「強制」 

營業人或納稅義務人須當期申報進項（稅）額或進項憑證， 

道理何在？此申報進項是否涉及營業人之利益或權利？

(二）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 

算稅額之營業人，其進項稅額憑證，未於當期申報者，得延 

至次期申報扣抵。次期仍未申報者，應於申報扣抵當期敘明 

理由。」營業人得否於取得進項憑證（交易）當期不為扣減 

進項稅額之申報，而選擇於事後任何一期申報進項稅額扣抵？ 

此是否屬於營業人租稅規劃之自主權限範圍？

五 、 依系爭函釋，於查獲營業人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申請營 

業登記而營業者（指一般業者，非限於建築業者） ，於計算 

漏稅額時，不准其於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 

額 ，該營業人於受處罰後另期申報、或補辦營業登記之後， 

是否仍可提出上述合法憑證，依同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據以 

扣抵銷項稅額？有無實例？實務上如何處理？

六 、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款及第6款之漏稅額「以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法查得之 

資料，核定應補徵之應納稅額為漏稅額。」此 「經主管稽徵 

機關依法查得之資料^意義、範圍及内容為何？如於主管 

機關開始調查、裁罰之>前，營業人主動提出上述尚未申報之 

合法憑證，以供主管稽徵機關審酌，能否認為係「依法查得 

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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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第1款核定應補徵之應納稅 

額為漏稅額時，可 否 以 「推計課稅」之 方 法 ，核計其應納稅 

額 ？

八 、 營業稅法第51條第1款 所 謂 之 「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 

業者」 ，自無申報鎖售額之事實，此有無適用同法第45條 、 

第49條 處 罰 ，以及有無違反第35條申報之義務？或此種未申 

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不適用第35條規定？

苹 正 本 ：財政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秘 書 長 謝 O  O

第二層決行
承 辦 軍 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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珅科技有限公司 9 4年營業稅案件聲請解釋案本部意見

問題一、本部 8 9年 1 0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之目的為 

何 ？是否為防範逃漏稅捐所必須？如何得藉此遏阻逃漏 

稅 ？

本部意見•

一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5 款 「虛報進項稅額者」之處罰，應以有此行為，並因而發生 

漏稅之事實為處罰要件，此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3 3 7號解釋之意 

旨。例如營業人曱公司申報當期溢付稅額為1 0 0元 ，惟經稽 

徵機關查獲該營業人當期虛報進項稅額50元 ，溢付稅額應為 

5 0元 ，亦即當期並無應納稅額，僅虛增溢付稅額（累積留抵稅 

額）5 0 元 ，不生逃漏稅款之事實，對政府而言，當期並不產 

生短少稅收之結果，曱公司即不應受處罰。因此，對於營業 

人觸犯營業稅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案件，依大院上開解釋 

及本部7 9年 1 2月 7 日台財稅第790410750號函釋，稽徵機 

關於計算其漏稅額時，應查明其違章行為發生日至查獲曰以 

前各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均大於或等於虛報之進項稅 

額 者 ，則實際並未造成逃漏稅款，免按營業稅法第51條 第 5



款規定處罰，此為本部8 5年 2 月 7 日台財稅第851894251號 

函釋之意涵。本部8 9年 1 0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 

係對於營業人觸犯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 款及第6 款 

之案件，參酌上開本部8 5年函釋規定而做成之解釋。

二 、加值型營業稅制度係依進銷差額課徵營業稅，可避免稅上加 

稅 、重複課稅情形，同時藉由規範營業人申報退抵稅額文件 

及統一發票明細表，以發生進銷勾稽作用及減少逃漏稅機 

會 。計算觸犯營業稅法第51條第 1 款至第4 款及第6 款案件 

之漏稅額時，對於營業人未申報而於其被稽徵機關查獲後始 

提出之進項稅額憑證如仍准予扣抵，將誘使營業人存有不履 

行營業登記及誠實申報義務之僥倖心理。如 此 ，營業人如有 

隱匿進貨之事實，將導致稽徵機關難以查核其是否涉有短漏 

報銷售額情事，並使現行營業稅之進銷自動勾稽機制失具作 

用 ，恐將使我國加值型營業稅課稅制度遭破壞殆盡。

問題二、 本部89年 10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說明三:「營 

業人如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者，稽徵機關於計 

算其漏稅額時尚不宜准其扣抵銷項稅額。」之法律依據及 

理由為何？其 「尚不宜」一詞之真義為何？是否即為「否」 

准扣抵？抑或主管機關有裁量餘地？依何標準裁量？倘不



准扣抵，是否違反實質課稅原則或其他稅法之原理原則？

本部意見•

一 、本部7 3年修正營業稅法草案解說關於該法第35條增訂營業 

人申報時應檢附退抵稅款文件及有無應納稅額均應申報之說 

明如下：

(一） 按本法修正後，營業稅之計算，係採取稅額扣抵法，故 

營業人應提示退抵稅款之文件，如進項憑證及零稅率證 

件 等 ，以供查核。

(二）  修正條文第15條規定，營業人當月分銷項稅額扣抵進項 

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月分之應納或溢付稅額，營業人當月 

分如無銷售額，即無應納稅額，但其進項稅額即為溢付 

稅額，溢付稅額依第39條規定可申請退還或留抵次月應 

納稅額，同時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即銷售營業人之銷項 

稅 額 ，為便於勾稽與留抵，故規定不論有無銷售額均應 

辦理申報。

(三）  本法修正後，進項憑證為營業人扣抵銷項稅額之依據， 

無載明營業稅額之憑證不能扣抵或退稅。

由上可知，我國加值型營業稅係採稅額相減法，並採申報進 

銷項憑證制度。營業人欲申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者，必



須取得合法之進項稅額憑證，因而促使營業人主動向上游營 

業人索取統一發票等進項稅額憑證，進而產生上下游自動勾 

稽作用，此為我國推行加值型營業稅制度成功之主要因素。

二 、營業稅法關於營業人進項稅額扣抵之條文有第15條第 1 項 、 

第 19條 、第 33條 、第 35條第 1 項前段及第39條第 1 項 、 

第 2 項前段。就上開條文之適用而言，營業人之進項稅額， 

依同法第15條第 1 項規定，雖可扣抵銷項稅額，惟該進項稅 

額如屬同法第19條第 1 項規定不得扣抵進項憑證，或雖已支 

付進項稅额惟未取得符合同法第33條規定之憑證，則不得扣 

抵銷項稅額；又營業人如未依同法第35條規定申報退抵稅款 

及統一發票明細表等文件，則亦無從計算其應納或溢付稅 

額 。由此觀之，營業人之進項稅額，應無營業稅法第19條第 

1 項並符合第33條及第35條規定之必要條件，始生依同法第 

15條規定扣抵銷項稅額之效果。次查營業稅法第35條之立法 

理由略以，改制（加值型營業稅制度）後稅額之計算，應提示 

進項稅額等有關文件，故規定其於申報時應檢附退抵稅款及 

其他有關文件；又依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 

稅額扣減進銷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之應納或溢付稅額，故 

規定不論有無銷售額均應申報，其有溢付稅額時始可留抵或



退還。準 此 ，為正確計算營業人之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爰 

對營業人課以填具申報書及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之義務，俾賦予其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 

稅額、退還溢付稅額或留抵應納稅額之權利。是 以 ，營業人 

已依規定檢附扣抵憑證申報之當期進項稅額，始得據以扣減 

銷項稅額及計算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

三 、營業人之進項稅額憑證若未於當期申報，依營業稅法施行細 

則第29條規定，得延至次期申報扣抵，次期仍未申報者，亦 

得於申報扣抵當期敘明理由提出，據以計算申報當期之應納 

或溢付稅額。是以，營業人於稽徵機關查獲其觸犯同法第51 

條規定後始提出合法進項稅額憑證者，該進項稅額憑證仍得 

於申報當期扣減其銷項稅額，並未限制營業人扣抵之權利， 

與加值型營業稅之課稅意旨，尚無不符，惟於計算漏稅額時 

尚不得自漏稅額中減除（問題一之本部意見二參照）。

問題三、 營業稅法第15條 第 1 項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 

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惟 

同法第35條第 1 項前段、第51條第 2 款規定及第49條規 

.定意旨，均未規定「強制」納稅義務人或營業人需當期申 

報進項（稅）額或憑證之道理？此申報進項是否涉及營業



人之利益或權利？營業人得否於取得進項憑證（交易）當 

期不為扣減進項稅額之申報，而選擇於事後任何一期申報 

進項稅額扣抵？此是否屬於營業人租稅規劃之自主權限範 

圍？

本部意見.

一 、 營業人之進項稅額如無營業稅法第19條第 1 項之情事，並符 

合同法第3 3條及第3 5條規定之必要條件，始得用以申報扣 

抵當期之銷項稅額。至於其取得之進項憑證是否符合該法第 

19條及第33條規定，例如購進之貨物或勞務非供交際應酬使 

用 、非供酬勞員工使用，或屬經本部核定载有營業稅額之憑 

證 等 ，營業人知之最詳，故其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之計算， 

營業人負有申報協力義務，此係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 

所必要，為 大 院 釋 字 第 537號所明示。

二 、 營業稅係屬消費稅性質，由買受人負擔，惟考量節省稽徵成 

本及依從成本，稅法爰規定除特殊情形外，原則上由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是以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 

務時所支付之進項稅額，即為其以買受人身分負擔營業稅。 

倘營業人選擇不將可扣抵之進項稅額提出申報扣抵，則該等 

負擔成為其成本費用（營業稅法實施後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



結算申報及帳務處理事項第6 點及第1 2點參照），並不影響 

該貨物或勞務最終消費者應負擔之營業稅額。

後之餘額，為其應納或溢付稅額乂是以，營業人依法申報之
〇

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稅額，亦即該進項稅額將減少其應納稅 

額或增加其溢付稅額，乃營業人之權利。

四 、考量營業人一時疏忽或其他原因，未及時將當期之進項稅額 

憑證申報扣抵而影響其權益，爰於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 

規 定 ，得延至次期申報，次期仍未申報者，應於申報扣抵當 

期敘明理由，以憑核定。又營業人申報之進項稅額可扣抵其 

銷項稅額，並據以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是該進項稅額係屬 

公法上請求權之一種，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 1 項之適 

用 ，爰本部93年 8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304540870號令規定 

營業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稅額憑證，應 受 5 年期間之 

限制。

問題四、依財政部89年 1 0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稽徵 

機關於查獲營業人漏報銷售額，或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 

而營業者（指一般業者，非限於建築業者），於計算漏稅額 

時 ，不准其於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

7



該營業人於受處罰後另期申報或補辦營業登記之後，是否 

仍可提出上述合法憑證，依營業稅法第15條第 1 項規定據 

以扣抵銷項稅額？有無實例？實務上如何處理？

本部意見：

營業人違反營業稅法第51條第 1 款至第4 款及第6 款 ，據以處罰 

之案件，營業人如於經查獲後始提出合法進項憑證，該進項稅額 

之申報如係符合營業稅法第19條 、第33條 、第 35條 、同法施行 

細則第29條 、本部9 3年 8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304540870號令 

之規定者，仍可扣抵銷項稅額或為溢付稅額留抵次期應納之營業 

稅 ，實際案例請參附件2 。

問題五、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 2 項第1 款規定，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 款至第4 款及第6 款 ，以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查得 

之資料，核定應補徵之應納稅額為漏稅額。此 「經主管稽 

徵機關依法查得之資料」其意義、範圍及内容為何？如於 

主管稽徵機關開始調查、裁罰之前，營業人主動提出上述 

尚未申報之合法憑證，以供主管稽徵機關審酌，能否認為 

係 「依法查得之資料」？

本部意見.

加值型營業稅制度係以「銷項稅額」減 除 「進項稅額」之餘額，



為營業人之應納稅額，且係以每一申報週期内全部進、銷項稅額

之總和加減，故無法逐筆詳列區分已用以扣抵之進項稅額明細及 

累積留抵稅額之進項來源明細。營業人於主管稽徵機關開始調查 

前主動提出申報之合法進項憑證，既已因申報作為當期應納（或 

溢付）稅額之計算基礎而可能成為累積留抵稅額，營業人涉嫌觸 

犯營業稅法第51條第 1 款至第4 款及第6 款規定之案件，爰本部 

依 大 院 釋 字 第 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規定，發 

布 8 9年 1 0月 1 9 日台財稅第890457254號函規定略以，其漏稅額 

之計算，應扣減營業人自違章行為發生曰起至查獲曰（調查基準 

曰）止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各期累積留抵稅額之最低金額為漏稅額 

(倘該期間之各期核定累積留抵稅額均大於或等於虛報之進項稅 

額 者 ，則實際並未造成逃漏稅款，問題一之本部意見參照）。 

問題六、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 項第1款核定應補徵之應 

納稅額為漏稅額時，可否以「推計課稅」之方法，核計其 

應納稅額？

本部意見.

參 酌 大 院 釋 字 第 218及 第 361號解釋，推計課稅之概念係在使 

稽徵機關之核定切近實際。惟營業人取得之進項稅額憑證，是否 

有非屬營業稅法第19條 第 1 項並符合同法第3 3條規定而可供扣



抵之進項稅額，乃營業人自身最清楚之課稅事實，屬其應負擔之 

租稅協力義務範圍（問題三之本部意見一參照）。又因營業人購買 

貨物或勞務倘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自不得扣抵銷項稅額，或 

縱取得進項憑證，亦非均得持憑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例如取具普 

通收據或向個人購買之支出，故營業人之所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 

為並非皆有相對應之可扣抵進項稅額。復考量改制後加值型營業 

稅係採總額申報扣抵之設計，進 、銷項稅額扣抵，並不具備一對 

一之對應關係（問題五之本部意見參照）。營業人如盱衡其原料市 

場價格較低，未來可能走升而大量進貨，但短期間銷售量未配合 

成 長 ，則其依法申報進銷項稅額後將產生留抵稅額；另如建設公 

司推出「工程零付款」之銷售案，亦將產生長期巨額留抵稅額。 

爰此，倘事後經稽徵機關查獲其短漏報銷售額，而 以 「推計課稅」 

方法推計其應納稅額，對上開營業人反生不利。況依行政程序法 

第 131條第 1 項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營業人得於5 

年之期限内申報可扣抵之進項稅額，實已符合加值型營業稅「就 

加值額課稅」之實質課稅意旨，實無適用推計課稅之可能，亦不 

宜以推計課稅方式計算漏稅額。

問題七、 營業稅法第51條第 1 款所謂之「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 

營業者」，自無申報銷售額之事實，此有無適用同法第45



條 、第 49條處罰，以及有無違反第35條申報之義務？或 

此種未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不適用第35條規定？

本部意見•

一 、 營業稅法第51條 第 1 款為漏稅罰性質，而第45條性質上為 

行為罰，依行政法院8 4年 5 月 1 0 日5 月份第2 次庭長評事 

聯繫會議決議意旨及本部85年 4 月 2 6 日台財稅第851903313 

號函規定，營業人觸犯營業稅法第4 5條或第4 6條 ，如同時 

涉及同法第51條各款規定者，應擇一從重處罰，勿庸併罰。

二 、 營業稅法第4 9 條係規定未依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 

細表者應處罰之滯報金及怠報金。營業稅法第51條係規範納 

稅義務人各種漏稅之處罰，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 

擅自營業者，尚無依同法第3 5 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營業稅 

額 ，亦無依同法第49條規定加徵滯、怠報金之可能，是以應 

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 1 款規定處罰，而不適用同條第2 款 、 

第 3 款或第5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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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 1條 第 1 款至 

第 4 款及第 6 款 ，於受處罰後另期申報進項扣抵憑證之實例

案例 違章條款 查獲後始提出進項憑證稅額 核認情形

1 第 3 款 2, 368 元 准予核認

2 第 1 款 1，097,185 元 准予核認

3 第 3 款 5, 691, 757 元 准予核認 

5, 662,187 元

4 第 3 款 452, 040 元 准予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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