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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第(一)項

所得稅法第3 9條第1項但書所稱「該管稽 

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內各期虧損」 ，會計 

及稅務申報實務如何認定？
又如依系爭函辦理，則其於實務及學理上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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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財務會計上之會計所得和稅法上之課稅所得各有不同目 

的 ，不應混淆。

2 .  會計所得(虧損)必須依所得稅法規定進行調整為營所稅

課稅所得(虧損），課稅所得始為營所稅稅基。

3 .  申報課稅虧損既經稅局核定後 ，即應是所得稅法39條所 

稱 「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內各期虧損」 。但系爭 
函釋卻要求必須以第4 2條轉投資收益沖減已核定之虧損 

金 額 ，造成虧損金額減少，與核定通知書已核定虧損金 

額不同，於實務上造成前後矛盾的不合理現象。

4 .  往年虧損扣要件既經所得稅法明定，系爭函釋增加沖減 

第42條要件，使營利事業僅得主張沖減後「餘額」 ，該 

函釋逕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鈞院解釋實務悖離， 

亦不合乎憲法學理。

問題一第(一)項回覆

c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H?



所得税法第39條雖非會計所得減項，但卻係所得税法所 

規定之課税所得減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異項目

會計所得 

(虧損）

商業會計法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例 ：未實現損益(如存貨跌價損失），稅法規 

定不計入所得(如國內股利收入）、不符稅法

目的之費用或損失(如罰款)或基於政策目的 

嚴格審查其必要性的費用（如交際費）

課稅所得 

(虧損）

所得税法
所得税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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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所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格式^ 依所得稅法調整

含未實現、估計數________ 會計所得(虧損)_ _課稅所得(虧損） 已實現+憑證主義
撗  益 項 目 帳 載 結 算 金 額 自 行 • 依 法 調 豎 後 全 額

0 1 營 業 收 入 總 額 ( 包 括 外 匯 收 入  元>

0 2 減 ：銷 貨 退 回

0 3  銷 W 折 議 0 3

0 4 苷 業 收 八 泠 餌 （(H -02-0:: 04

0 5 營 業 成 本 （請 填 第 明 # w 表 ） 05

0 6 營 業 也 利 （0 4 - 0 5 ) 0 6

3 3 營 業 淨 利 （0 6 - 0 8 )

1 0 4苷 業 淨 利 本 （3 3 + 0 4 x 1 0 0 ) 10 4

營

3 4 非 營 業 收 入 總 额 （3 5 至 4 4 合 計 ） 34

拽■收£• 4•灌f i.表 之 拽 |戈 - 气 丨 a 外找m t a .’ 
* ■ • ■ ■ * • • • 3 5

3 6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4 2 條 規 定 取 得 之 股 利 或 盈 餘 3 6

■X

*50 T'J 3 8

3 9 杻 8 收 入 3 9

4 0 遴 分 資 度 利 益 1包括《 券 、朗 & 、土 地 夂 易 < 4 0

4 1 佣 金 收 入 41

•1:3兌 換 & 益 4 3

4 4  f*h技八 t 人 •11

非

.V

4 5 非 苷 業 捐 失 及 费 用 總 額 1 4 6 至 5 2 合 計 45

4 6  #1.包 支 出 46

4 7 投 資 損 失 4 7

•48處 分 W 產 相 失 （包 括 沒 卷 、期 货 、土 地 交 f t 相 失 〉 4 8

* 1 9 災 富 指 失 •19

5 1 兌 換 指

■J l=

&=.

| : 3 全 年 所 得 額 （3 3 + 3 4 - 1 5 3
1------------------------------

-••I - - - •.， . . . .  • ■.! • •. ‘ 9 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 "

'.''.f - : : .. . . i , 、 ' 9 9 ---------^ ---------

101 免浓叫 之出 *  «  4 ‘ M- h .̂ -----------------

5 7 合 於 獎 勘 規 定 之 旁 . 稅 所 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5 通 用 噸 位 稅 制 收 入 之 所 得 < 楨 失 M 請 填 咐 第 C 2 頁 ） --------------- --------- -

1 2 6依 船 舶 淨 噸 位 計 篝 之 所 得 （請 f r t計 算 表 > 1 2 6 ------- -----------------

1 2 9 申 小 企 言 增 俺 S 工 或 扣 簖 菥 访 费 用 加 也 減 除金額 12 9 -------------- ---------

1 3 2 % 蔥财展樣 « 舆 戍 柃 • 之 ■支出如; k k : i 、诉 1 3 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8 _____ ________________  .|.V i . ':，■： ；. ' ■ N • - 扣除額  I t H  V 】 5 5 — — —

邱 課 稅 所 仔 頻 153-抑 -99- m  -57-132-58-55-12: 5 9

申報書第36項 「依所得稅法 

§42取得之股利或盈餘」 ，

是會計所得科目•但依稅法 

規規定不計入課稅所得。 

所以在53列計算稅上的全年 

所得額時•並未包含第42條 

轉投資獲配股利。申報欄是 

斜 槓 （表示不計入）

申報書第55項 「前十年核定 

虧損本年度主張扣除額」非 

會計科目科目•但依法係課 

稅所得科目•得予課稅所得 

扣 減 。

+本案爭議!！！

66年函釋卻違反稅法規 

定各年度核定虧損應先 
沖減第42條轉投資收益。

cja中鍤集團 STEEL CAN MAKE IT



營利事業取得所得稅法第42條所稱股利之必要費用， 
可否於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作為費用，予以 

列報減除？又理由為何？

問題一第(二)項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H?



1 .  依釋字第493號所肯認之「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

原則」 ，為取得第42條轉投資收益而支付之必要 

費 用 ，不得歸由其他應税之收入項下減除〇釋字
第693號亦再次肯定該原則。

2 .  鈞院認為適用特別課稅方式處理的獨立計算特別 

課税所得部門(不計入課稅所得、免納或停徵）與 

不適用特別課稅方式的綜合計算一般課税所得部 

門兩者間的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應依據收入與成 

本費用配合原則，個別獨立歸屬計算。此為量能 
課稅原則與客觀淨所得原則的憲法要求。

3 .  系爭函釋以應屬於特別課税所得部門的第42條收 

入沖減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而影響應屬於一般 

課税所得部門的往年扣抵權，顯然違背前述原則。

問題一第(二)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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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493號
民國88年10月2 9日
解釋爭點

財政部就免稅與應稅所得之成本及費用計算之函釋違憲？
解釋文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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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明定。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前 

段規定，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公司投 

資收益部分，依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公司組織 

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 

其中百分之八十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 ；則其相關成本費用，按諸收入與成本費用 

配合之上揭法律規定意旨及公平原則，自亦不得歸甶其他應稅之收入項下減除。至 

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應分攤之相關成本費用，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 

應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減除外，因投資收益及證券交易收入源自同一投入成本， 

難以投入成本比例作為分攤基準。財政部八十三年二月八日台財稅第八三一五八二 

四七二號函說明三，採以收入比例作為分攤基準之計算方式，符合上開法條規定意 

旨 ，與憲法尚無牴觸。惟營利事業成本費用及損失等之計算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 

為貫徹憲法第十九條之意旨，仍應甶法律明確授櫂主管機關訂立為宜。

*現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已修正為全額不計入所得額，並授權制定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法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H8



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 

是否應屬同法第24條第1項所稱應稅所得，而為年度 

收入總額之一部分，並用以計算出純益額（所得額）

或虧損？

問題一第(三)項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H?



1 .  獲配股利公司自發放股利公司取得轉投資收益，屬於會 
計所得。但轉投資收益依所得税法4 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非屬應稅所得。

2 .  稽徵機關實務上向來亦肯認非屬應稅所得，故營所稅核 

定通知書第36列規定，「36依所得稅法第42條取得之股 

利淨額或盈餘淨額」是直接載明不計入「53全年所得額」 

計 算 ，因此更不會被計入「59課稅所得」（或虧損）。

3 .  所得税法第4 2條規定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税所得之理由， 

在於國內投資收益於分配前，已經在台灣繳過營利事業

所得税，立法者不欲在最終被投資公司的營業利潤繳過 
一次營所稅，後 ，而落入最終自然人股東手中前，在中 

途其他營利事業階段再度被課徵營所稅。

問題一第(三)項回覆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10



**營所稅核定通知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取
自
民
國

年
度

系
爭

年
度
核
定
通
知
蚩

34非營業收入總 
額明定「36所得 
稅法第42條股利 

淨額或盈餘淨額 
不計入。」
結算申報書表格 
亦明示「不計入 
全年所得額」

_ 全年度所得額=
33營業淨利 

+ 34非營業收入總額
(不含所得税法第42條 ） 

-4 5非營業損失及費用總額

36項所得稅法第42條不計入非營業 

收入總額，因此應非全年所得額之一 

部 ，更不會是課稅所得額之一部分。 
(但爭議出在函釋和55項!）

應納稅額=課稅所得額*稅率

11



問題一第(四)項

營利事業受配所得稅法第42條所規定之股利，如內含可扣抵稅 

額 ，則於依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計算各期虧損時，應將 

此等股利淨額減除後，始得作為計算盈虧互抵之虧損數，系爭 

函是否造成此等股利發放公司階段及獲配公司階段皆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而有重複課稅之疑慮？

又其結論是否會因此等股利係不含可扣抵稅額而有所不同？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12



問題一第(四)項回覆

1 .  適用系爭函釋時，股利發放公司階段及獲配公司階段皆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會有重複課稅情形。

(1) 系爭函釋要求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須先沖減各年度轉投 

資收益，相當於使原本依據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不計 

入課稅所得的股利全部或一部，滾入獲配股利公司的課 
稅所得，而再被課徵營所稅。形成兩公司重複課稅。

(2) 因股利發放公司階段已繳納營所稅，故依所得稅法第 

4 2條之立法理甶，在於投資收益僅在營利事業階段課 

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此一立法意旨在兩稅合一存廢 

前後並無二致。）。

(3) 系爭函釋違反前揭立法者的決定，顯屬違憲。

2 .  股東可扣抵稅額是自然人股東才有扣抵權限，無論在107年

施行前有可扣抵稅額，或107年後無可扣抵稅額，皆與獲配

「公司」之營所稅計算無涉。因此本案爭議與可扣抵稅額存廢

無 關 。

$ 中鍤集囿 STEEL CAN MA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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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 2條修正理甶 

現行法（107.02.07)

為消除重複課稅，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營利事業取自 
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無論 

轉投資層次之多寡，投資收益僅在營利事業階段課徵一= 欠營利 

事業所得稅，俟盈餘分配予個人股東時，甶個人股東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課稅。本次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僅修正個人 

股利所得課稅方式，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仍 
宜維持僅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

系爭年度時有效法(86.12.30)

_ 、在兩稅合_之設算扣抵制下，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 

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僅在最終被投資事 

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16



系爭函之內容是否有變相擴大稅基，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 

義務？

請由財務會計、租稅公平或租稅法律主義等觀點說明之。

f  w \  m ,

問題一第(五)項

cj] 中IS集固 STEEL CAN MA17



問題一第(五)項回覆

系爭函之內容有擴大稅基，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情形。

租稅法律主義

1 .  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稅基不應該以函釋規定

2 .  違反所得稅法39條 ，限縮虧損扣抵適用範圍，擴大稅基

3 .  違反所得稅法42條 ，造成公司間稅基重複計算課稅 

租稅公平

1 .  就同一家公司而言，針對不同種類獨立計算特別課稅所

得 ’是否需沖減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的處遇不同。

2 .  不同公司即使長期營運成功和獲配轉投資收益相當，但 

會因為獲配股利和虧損年度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稅負。

cj] 中鍤集囿 STEEL CAN MA18



影響租稅中立

1. 系爭函釋只會影響在國內建立多層次轉投資架構者，變相 

懲罰採用多層次投資架構的營利事業

2. 系爭函釋導致重複課稅將影響公司股利發放的決策。

3. 造成長期投資（轉投資收益）之租稅負擔重於短線交易 

(證券交易所得），不利長期投資。

關於財務會計觀點

請參酌以下釋例及相關說明。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lg



釋例1 盈虧互抵-適用66年函釋之不合理課稅情形

假設：AB兩家公司兩年度合計獲利相同，兩年度都收到被投資公司發放現 
金股利8 0 元 ，6 6 年函釋將造成所得波動大的B公司兩年度合計税負增加。

A 公司 B 公司

稅務申報項目 第1年 第2年 第1年 第2年

營業收入 1000 1500 1000 1500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0 1200 1200 800

營業淨利(虧損） 200 300 (200) 700

所得稅法4 2條取得之股 

利淨額 / / /
收到轉投資發放現金股利8 0元於營所稅申

報書36項不填列

全年所得(虧損)額 200 300 (200) 700

以前年度核定虧損扣抵 (120)
依66年函釋，核定虧損200元要先扣除股利 

80元

課税所得(虧損） 200 300 (200) 580

稅率 2 0 % 2 0 % 2 0 % 2 0 %

應納稅額 40 60 0 116

兩年度稅負負擔 100 11L6 差異16元

多繳之16元 .即 為 B 公司取具之股利所得80元 .在受配階段又再依2 0 % 課稅(80*20%)

[J] 中鍤集固 STEEL CAN MAKE IT.



釋例2 盈虧互抵-未適用66年函釋之合理課稅情形

假設：AB兩家公司兩年度合計獲利相同，兩年度都收到被投資公司發放現 
金股利8 0 元 ，因未適用6 6 年函釋，兩家公司兩年度合計税負相同。

A 公司 B 公司

稅務申報項目 第1年 第2年 第1年 第2年

營業收入 1000 1500 1000 1500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0 1200 1200 800

營業淨利(虧損） 200 300 (200) 700

所得稅法4 2條取得之股 

利淨額 / / /
收到轉投資發放現金股利8 0元於營所稅申

報書36項不填列

全年所得(虧損)額 200 300 (200) 700

以前年度核定虧損扣抵 (200)

課税所得(虧損） 200 300 (200) 500

稅率 2 0 % 2 0 % 2 0 % 2 0 %

應納稅額 40 60 0 100

兩年度稅負負擔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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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66年函釋內容以財務及稅務會計觀點回覆

♦ 從釋例一可知，66年函釋之適用造成投資收益落在不同公司 

(損益穩定的A公司V.S.損益波動的B公司），或同一公司不 

同年度（B公司第一年V.S.第二年），會有不一樣的課稅結果

♦  66年函釋混淆了財務會計（會計原則認列）與稅務會計（稅 

法規定調整）之損益觀念及理論體系，變相擴大稅基，不論 

在學理或實務上均不合理

♦ 所得稅法第42條之投資收益不是「免稅」 ，它是一種最底層 

被投資公司已經被課過稅的特殊性質所得，稅制上避免對同 

一性質所得重複課稅，而在營利事業受配階段「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 ，不會造成受配年度與虧損扣除年度「雙重獲益」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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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系爭6 6年函釋

1. 增加法律所無限制

2. 違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3. 違反租稅法律主義、違法擴大稅基

4. 破壞租稅中立及租稅公平

請 宣 告 「違 憲 立 即 失 效 」

cjj中I® 集囿 STEEL CAN MAKE IT.



針對鈞院來函所提問題三所需資料
本案聲請人於98年度投資收益為83億餘元，請問該年度 

主要投資收益項目為何？

又前後5個年度之投資收益及虧損數額如何？

單位：億元

年度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現金股利 35 50 56 64 97 82 66 56 53 51 54

股票股利 6 7 4 16 12 2 1 10 23 7 3

股利合計 41 57 60 80 109 84 67 66 76 58 57

中鋼課稅所 

得額
578 614 387 505 517 (58) 371 181 24 65 146

中鋼合併課 

稅所得額
(97) 391 200 (6) 131 234

中鋪集團 STEEL CAN MAK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