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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433號陳俊良聲請 

解釋案之說明

壹 、 相關規定

一 、 建築法第11條 規 定 ，該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 

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第 1 項）。應留設之法 

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 轉 ，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 

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第 3 項）。

二 、 土地稅減免規則（下稱土減規則）第 9 條 規 定 ，無償供公眾 

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内，地價稅或 

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

徵 。

貳 、 案由

聲請人於 69年買賣登記取得新北市淡水區◦ ◦ 段◦ ◦ 地 

號土地（宗地面積 422.27平方公尺，持 分 26/180，下稱系爭 

土地），該地為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原免徵地價稅° 

嗣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下稱新北稅處）執行地價稅清查業 

務 ，洽經該府工務局確認，系爭土地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 

空地，於 104年間依土減規則第9條但書（下稱系爭規定）及稅 

捐稽徵法第 21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補徵 99年 至 103年之 

地價稅，分別為新臺幣（下同）7, 026元 、7, 026元 、7, 026元 、 

7, 026元 、7, 026元（合 計 3 萬 5,130元）。聲請人不服，循序 

提起行政救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5年度簡上字第 182 

號判決上訴驳回（附 件 1)後 ，向大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叁 '土 減 規 則 第 9條及建築法第 11條規定修正沿革如下：

曰期 法條釋令 内容 說明

59/5/4 土 地 賦 稅  

減 免 規 則  

第 1 2條

非 都 市 計 劃 巷 道 用 地 ，其 

土 地 賦 稅 全 免 °並依左列規定  

辦 理 ：

配 合 實 際 需 要 增 訂 本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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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期 法條釋令 内容 說明

一 、都 市 計 劃 細 部 計 割 尚

未 公 佈 之 地 區 ，供公共 

通 行 之 巷 道 ，以 6 公尺 

寬 度 為 限 ，其 不 足 6 

公 尺 宽 度 者 ，以現有寬 

度 為 準 。

二 、都 市 計 劃 細 部 計 劃 已

公 布 之 地 區 *現供公共 

通 行 使 用 之 非 屬 細 部  

計 劃 道 路 用 地 * 以 4 

公 尺 寬 度 為 限 ，其不足 

4 公 尺 寬 度 者 ，以現有 

寬 度 為 準 。

前 項 土 地 辦 理 土 地 賦 稅

減 免 ，應 以 辦妥測量分割登記  

者 為 限 。

60/1/13 本 部 6 0 年 非 都 市 計 劃 巷 道 實 際 供 公 共 配 合 實 際 需 要 。

1 月 1 3 曰 巷 道 使 用 之 寬 度 超 過 本 規 則

( 6 0 )台財 (即 土 地 賦 稅 減 免 規 則 ）第 12

稅 第 條 寬 度 標 準 ，其地目業已變更

30276 號 為 「道 」者 ，按其實際寬度免

令 （下 稱 稅 。但其巷道作為建造房屋應

6 0 年 令 ） 留 空 地 部 份 者 ，不 在 此 限 （即 

係 不 予 免 稅 ）。

60/12/22 建 築 法 第 本 法 所 稱 建 築 基 地 ，為一 一 、增 訂 本 條 。

1 1 條 宗 土 地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 二 、建 築 基 地 之 定 義 ，法令迄

地 面 及 其 所 應 保 留 之 空 地 。 無 規 定 ，為利建築管理之

前 項 空 地 之 保 留 ，應包括 實 施 ，參 考 美 、曰等國有

建 築 物 與 其 前 後 左 右 之 道 路 關 規 定 ，以及我國實際情

或 其 他 建 築 物 間 之 距 離 ，其寬 形 ，明定本 條 （立法院公報

度 於 建 築 管 理 規 則 中 定 之 。 第 6 0 卷 第 2 9 期院會紀錄 

第 7 8 頁 參 照 ，附 件 2 ) 。

69/5/5 土 地 稅 減 無 儐 供 公 共 使 用 之 私 有 依 本 部 6 0 年 令 ，於但書明定屬

免 規 則 土 地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在使用 建 造 房 屋 應 保 留 之 空 地 ，仍應

( 土 地 賦 期 間 内 ，地 價 稅 或 田 賦 全 免 。 依 法 課 徵 地 價 稅 。

稅 減 免 規 但 其 屬 建 造 房 屋 應 保 留 之 空

則 名 稱 修  

正 ）第 9 條

地 部 分 ，不 予 免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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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期 法條釋令 内容 說明

73/11/7 建 築 法 第  

1 1 條

本 法 所 稱 建 築 基 地 ，為供 

建 築 物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及 其  

所 應 留 設 之 法 定 空 地 。建築基 

地 原 為 數 宗 者 ，於申請建築前  

應 合 併 為 一 宗 ^

前 項 法 定 空 地 之 留 設 ，應 

包 括 建 築 物 與 其 前 後 左 右 之  

道 路 或 其 他 建 築 物 間 之 距  

離 ，其宽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  

定 之 。

應 留 設 之 法 定 空 地 ，非依 

規 定 不 得 分 割 、移 轉 |並 不 得  

重 複 使 用 ；其 分 割 辦 法 f 由内 

政 部 定 之 。

一 、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文 字 修 正 ，

增 列 第 3 項 。

二 、 修 正 理 由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7 2 卷 第 1 0 1期院會紀錄第 

2 1 頁 參 照 ，附 件 3 ) :

(一） 將 「保 留 之 空 地 」修正為

「留 設 之 法 定 空 地 」，以期 

明 確 ；明定建築物基地應  

合 併 為 一 宗 後 ，始 能 建  

築 。（所 稱 「法 定 空 地 」* 

係 指 都 市 計 晝 法 第 3 9 條 

規 定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73 

卷 第 1 3 期委員會紀錄第 

3 9 頁 參 照 ，附 件 4) »

(二 )  增 訂 法 定 空 地 不 得 任 意 分  

割 、移 轉 及 重 複 使 用 ，以 

利 建 築 管 理 （第 3 項 ）。

92/6/5 建 築 法 第  

1 1 條

本 法 所 稱 建 築 基 地 ，為供 

建 築 物 本 身 所 占 之 地 面 及 其  

所 應 留 設 之 法 定 空 地 。建築基 

地 原 為 數 宗 者 ，於申請建築前  

應 合 併 為 一 宗 。

前 項 法 定 空 地 之 留 設 ，應 

包 括 建 築 物 與 其 前 後 左 右 之  

道 路 或 其 他 建 築 物 間 之 距  

離 ，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  

定 之 。

應 留 設 之 法 定 空 地 ，非依 

規 定 不 得 分 割 、移 轉 *並不得 

重 複 使 用 ；其分割要件及申請  

核 發 程 序 等 事 項 之 辦 法 ，由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定 之 。

一 、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未 修 正 。

二 、 修 正 第 3 項 ，明確授權訂 

定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内  

容 ，使 授 權 目 的 、内容及 

範 圍 具 體 明 確 ；並 將 「内 

政 部 」修 正 為 「中央主管 

建 築 機 關 」，以 符 體 例 。

99/5/7 土 地 稅 減  

免 規 則 第  

9 條 （即現 

行 條 文 ）

無 償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道 路  

土 地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在使用 

期 間 内 ，地 價 稅 或 田 賦 全 免 。 

但 其 屬 建 造 房 屋 應 保 留 之 法  

定 空 地 部 分 ，不 予 免 徵 。

依 9 8 年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  

會 決 議 修 正 ，理由係因修正前  

「無 償 供 公 共 使 用 」之範圍過  

於 廣 泛 且 不 明 確 * 為免閒置未  

開 發 之 土 地 ，亦得主張無償提  

供 公 共 使 用 免 徵 地 價 稅 ，與原 

立 法 之 意 旨 相 違 ，及為防杜投

第 3 頁 共 1 0 頁



曰期 法條釋令 内容 說明

機 ，爰 本 文 「無償供公共使用 

之 私 有 土 地 」，修 正 為 「無償供 

公 眾 通 行 之 道 路 土 地 」:並配合 

建 築 法 規 定 ，但 書 「應保留之  

空 地 部 分 」，修 正 為 「應保留之  

法 定 空 地 部 分 」（本 部 9 9 年 3 

月 1 9 曰 台 財 稅 字 第  

09 9 0 4 5 1 4 5 0 0號 公 告 *附 件 5 )。

肆 、有關聲請人主張土減規則第9 條但書（即系爭規定)之 「建造 

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與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 

土地同屬私人土地供公共使用，卻 被 課 稅 ，違反憲法第 7 條 

平等原則、同法第1 9條及第 2 3條比例原則一節，說 明 如 下 ：

一 、 依前述畚相關規定之修正沿革觀之，對於私人所有供公共 

通行之巷道使用土地，於 5 9 年訂有地價稅免徵規定；60 

年 初 ，本部即發布令釋明定巷道作為建造房屋應保留空地 

部 分 ，不予免徵地價稅。同年底建築法增訂第11條建築基 

地包含建造房屋應保留空地，該條規定雖分別於 7 3 年及 

9 2 年 經 2 次 修 正 ，然建築基地應包含法定空地之規定，並 

未 變 更 ，旨係基於法定空地具維護建築物通風採光，預防 

建築物過度密集，並有助於景觀視野及消防效果（立法院公 

報 第 7 2卷 第 101期院會紀錄第1 8頁 參 照 ，附 件 6 ) 。爰法 

定空地具有其特定之功能，與單純無償供公眾使用之道路 

土 地 ，本即不同，足證本部6 0年令有關巷道作為建造房屋 

應保留空地部分，不予免徵地價稅規定，符合上述建築法 

第 11條 之 本 旨 ，亦可防杜免稅範圍過於寬濫。

二 、 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依 6 0 年增訂建築法第1 1條 

規 定 ，既屬建築基地範圍，並為建築申請獲得核准之必要 

條 件 及 承 諾 之 義 務 ，性質上即與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關 

係 ，使用上同受使用執照所載内容之限制；依 7 3年修正後 

同條第 3 項 规 定 ，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 轉 、

第 4 頁 共 1 0 頁



重複使用，爰其價值與主建築物所占之地面土地價值存有 

高度相關性。嗣 8 4 年制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 條 第 2 項 

及 9 8 年修正後民法第79 9條 第 5 項1，均規定法定空地應 

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 

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核與上開 

建築法規定之意旨相符。綜 上 ，法定空地既禁止單獨移轉， 

應併同主建築物一併移轉(例如出售），爰與單純無償供公 

眾使用之道路土地，於地價稅核課上有所區別，符合憲法 

規定之比例原則。是 以 ，自 6 9 年土減規則修正納入本部 

6 0 年令但書規定（即系爭規定）以 來 ，有關建造房屋應保留 

之法定空地應課徵地價稅之原則，未 曾 變 更 ，以維租稅公 

平 。

三 、又 查 6 9年土減規則修正第9 條規定後，立法委員費鴻泰國 

會辦公室於9 4 年 間 、前立法委員蔡同榮國會辦公室於96 

年間及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於9 8年間，均曾對私人所有之法 

定空地無償供他人作道路使用地價稅之徵免，提出修正建 

議 。當時係因發生私人所有之法定空地被編定為「道」地 

目之案例（經地方建管機關釐清屬7 2 年以前之老舊建物個 

案 ，該年後應即無新增地目為「道 」之案件2) 。又内政部 

為解決自日據時期以來，土地登記薄之記載與現況不符， 

於 7 8年報奉行政院原則同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3(附件7 )， 

是以法定空地已無得逕以登記為「道 」地 目 為 由 ，即認定 

非屬建築基地，應依建築法規定為準。按建築基地依建築

1 公寓大厦管理條例第4 條第2 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 

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 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 

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编施行法第8 條之5 第2 項規定，民法 

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 

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 項規定之限制。

2 内政部72年 1 2月 2 8 日台内地字第202802號函規定，供公眾使用之法定空地縱單獨分割為一筆，仍不 

得變更地目為道。理由係法定空地為建築房屋依法所應保留之空地，即使已單獨分割為一筆並已供公眾 

通行使用，仍屬建築基地一部分，應不得變更地目為「道 _r (該函經内政部106年 6 月 1 5 日台内地字第 

10613045301號函廢止，理由係配合地目等則制度自106.1.1起廢除，爰停止適用涉及地目等則之函釋）

3 内政部105年 10月27 B 台内地字苐1050436952號函規定，地目等則制度自106年 1 月 I 日正式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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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规定，既均須保留法定空地，且建築基地之建蔽率4為 

40%至 6 0 % 5間 ，考量地價稅係地方稅，屬地方政府重要財 

源 ，如修正無償供公眾通行之法定空地准予免徵地價稅， 

恐引發作為道路使用以外之其他法定空地，且無償供公共 

使用者 (例如防火巷、景觀造景等），亦要求援引比照，將 

嚴重影響地方財政，地方政府如要求補助，中央亦無相對 

財源支應，基於租稅公平、地方財政等考量，仍維持法定 

空地應予課徵地價稅之原則。

四 、 此 外 ，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9 8年間召開研商土地稅減免 

規定會議決議，於 9 9年 5 月 7 日修正限縮土減規則第9 條 

本 文 規 定 ，然同條但書規定建造房屋應保留之「空地」部 

分 ，僅係配合建築法修正為「法定空地」，維持應予課徵地 

價 稅 ，乃係基於法定空地源自建築法第n 條 規 定 ，不僅為 

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亦為申請建築獲准之必要條件，且其 

留設目的亦為維護建築物通風採光，預防建築物過度密 

集 ，並有助於景觀視野及消防等功能，提升其居住品質， 

故保留法定空地之利益原即歸屬於建築物所有權人；再 

者 ，建築物所有權人就法定空地之留設，除享有較優良之 

居住品質及環境空間外，未來如有改建或實施都市更新， 

該法定空地之所有權人尚得參與分配更新後之房地，其權 

益不因是否專供或兼供公眾通行使用而受影響，爰法定空 

地排除於地價稅免稅範圍，尚屬公允。

五 、 至早期部分建商與地主合建分屋，並協議由建商代為繳納 

土地增值稅，為減少應繳納土地增值稅，未併同移轉法定 

空地予承買者，導致實務上存有原地主僅持有法定空地而

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 條第4 款規定，建蔽率係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法定空地你 

由建蔽率而來，而建蔽率成立目的，乃為都市保留相當之戶外空間，防止建築用地作過份稠密使用，故 

建造房屋依建築法令規定均應留設一定比例之空地，以維護優良的生活品質-

5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2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住宅區建蔽率不得超過60% ; 第 2 項規定，當 

地都市計畫書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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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建築物之情形，此乃當事人私權關係衍生結果，並不影 

響上述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未來尚能參與改建及都市更 

新分配之事實，以及應課徵地價稅之原則。

六 、 建築基地留設一定比率之空地，既為取得建造執照獲准之 

必要條件，爰法定空地即有遵行建築基地建蔽率規定之義 

務 。從而建築物所有權人保留該法定空地，可享有該空地 

留設提供予建築物之日照、採 光 、通 風 、景 觀 、防 火 、安 

全 等 利 益 ，增進其生活品質；未來該建築基地如有改建或 

實施都市更新，法定空地既屬建築基地，即具有建築上利 

益 ，其所有權人亦得就該法定空地之所有權參與分配，與 

法定空地現況是否作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無涉。倘如聲請 

人 所 述 ，以法定空地係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為由， 

即得免徵地價税，除不符合租稅公平外，經洽全國各地方 

稅稽徵機關統計，1 0 9 年建築基地應保留之法定空地課徵 

地價稅金額（初步估算約26 8億元至 40 2億元），預估其中 

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課徵地價稅約27億元至 121億 

元6。相較於同年地價稅實徵數約91 8億 元 ，對地方政府稅 

收影響至鉅。

七 、 如 前 所 述 ，法定空地既為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依法應併同

主建築物一併移轉，其價值與其主建築物所占之地面土地 

價值存有高度相關性，爰二者於地價稅之核課上，自應作 

相同之處理；至於稅率部分，原則應依土地稅法第16條規 

定之一般用地稅率（10L至 55W課 徵 ，倘符合同法第17條 、 

第 1 8條規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2 1 )、工業用地（101)之要 

件 ，土地所有權人依同法第4 1條 規 定 ，亦可申請按各該特 

別稅率課徵。法定空地與其主建築物所占地面之土地，既 

均屬建築基地，於地價稅核課上，不宜有別。系爭規定應

6 109年財政統計年報，全國地價稅實徵淨額約918億元；另依各地方稅精徵機關預估所轄109年度法定 

空地課徵地價稅約40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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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遠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同法第19條 及 第 2 3條比例

原 則 。

八 、 本案聲請人所有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即系爭土 

地），雖兼作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惟與單純且無償供公 

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仍 屬 有 別 ，依土地稅法規定’應併同 

其主建築物所占地面之土地課徵地價稅。又系爭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住宅區，經新北市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確屬建造 

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自無免徵 

地價税規定之適用。依新北稅處復查決定書（附 件 8)所 載 ’ 

因聲請人所有坐落該市淡水區土地，除系爭土地外，尚有 

〇〇段 ◦ ◦ 地號土地（即主建築物所占地面土地），面積 

3 9 8, 2 4平方公尺，業經核定面積 3 0 0平方公尺（即土地稅 

法 第 17條 第 1 項規定之面積上限 3 公畝），准按自用住宅 

用 地 2 t 稅率課徵地價稅，爰其餘 98. 2 4 平方公尺及系爭 

土 地 60. 9 9平方公尺面積，係依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九 、 又依内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9 5年 6 月 3 0 日營署建管字 

第 0952910416號函（附 件 9)規 定 ，建築基地内設置之私設 

通 路 ，已計入建築基地範圍，屬該建築基地之一部分，至 

是否認定為法定空地，應 依 「個案」申請當時法令條文規 

定認定核處。倘個案土地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屬法定空地， 

如 前 所 述 ，自應與其建築物所占地面之土地適用相同租稅 

待 遇 ，尚不宜以該法定空地有供作道路使用之情形，地價 

稅即准予免稅，以符租稅公平。有關聲請人以聲請書所列 

分析空地性質、地價稅徵免及不同法定空地之課稅情形， 

逕予認定有違公平等原則一節，尚不足採。

十 、實 務 上 ，不乏類似本案法定空地之所有權人主張其土地係 

無償供作道路使用，應依土減規則第9 條本文規定免徵地 

價稅之案件，部分經民意代表協調後，土地所有權人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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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類土地之未來建築利益不再爭執；部分案件循救濟管道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相關判決7均支持應依系爭規定課徵地價 

稅 ，併此敍明。

伍 、有關聲請人主張土地稅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本部；平均地權 

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内政部，而土地稅法第6 條與平均地 

權條例第25條授權非屬該法中央主管機關之行政院訂定發布 

土減規則，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一節，說 明 如 下 ：

一 、土地稅法於6 6年制定第6 條 規 定 ，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 

用 ，增進社會福利，對於國防、政 府機關、公共設施、研究 

機 構 、教 育 、交 通 、水 利 、給 水 、礦 業 、鹽 業 、墾 荒 、宗 教 、 

醫 療 、公私墓、慈善事業等所用之土地及農地改良提高等則 

者 ，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其立法說明以，該條係根據土地法施行法第4 6條及田賦徵收 

實物條例第19條 第 1 項規定，土地稅之減免，授權行政院就 

減免標準及程序訂定規則實施（立法院公報第66卷第4 4期院 

會紀錄第1 3 頁 參 照 ，附 件 10 )。

二 、參 據 7 5年 1 月 1 6 日立法院内政、財 政 、經 濟 、司法四委員 

會 第 7 6 會期第 1 6次聯席會議審查平均地權條例第2 2條 (75 

年修正為第2 5條）規 定 時 ，本部代表答復立法委員質詢以： 

「土地稅減免規則的母法有二：一是土地法（應為土地稅法） 

第 6 條 ，一是平均地權條例第2 2 條 ，而平均地權條例第22 

條只有走廊用地稅率由行政院訂，其他所有應減的地價稅都 

由土地稅減免規則來規範，為使地價稅部分能更周延，並把 

減稅的範圍擴大，故規定由行政院另訂減稅標準及程序」（立 

法院公報第7 5卷 第 4 2期委員會紀錄第 8 3 頁參照，附 件 11)， 

該條例修正案經總統7 5年 6 月 2 9 日修正公布。

7 類似判決甚多，例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13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稅簡字第 

2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稅簡字第3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13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32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1692號裁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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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依 7 8 年立法院財政、内 政 、司法三委員會報告審査行政院 

函 請 審 議 「土地稅法修正草案」案院會紀錄，土 地 稅 法 第 6 

條係配合上開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修正（立法院公報第7 8卷 

第 8 0 期院會紀錄第2 4 頁參照，附 件 1 2 )，增訂得予減免土 

地稅之相關情形，以期規範一致，經總統 7 8年 1 0月 3 0 日修 

正 公 布 。揆諸其立法過程，尚無違背正當法律程序。

四 、 綜 上 ，土地稅法第6 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 5 條 規 定 ，涉及 

財 政 、内 政 、國 防 、經 濟 、交 通 、宗 教 、醫 療 、衛生及公益 

事業等事業使用之土地，肩負一定政策目的。基於功能最適 

原 則 ，該 2 條皆定明由行政院另訂減稅標準及程序，有利該 

院視整體情況，依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應無違背正當法律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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