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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官 第
依 極 法 依 按 聲 案 審 曰 為
循 確 第 法 憲 請 與 理 台 九 行
'法 保 十 律 法 •解 前 案 財 七 政
律 人 五 所 第 釋 件 稅 户 、 法 聲
之 民 條 定 十 憲 大

院
聲
請
之
類
似
案
件
併
案
審
理

法 字 四 院 請
明 財 就 要 法 第 第 號 八 事
文 產 人 件 條 之 五 七 令 十 項
規 之 民 負 規 百 條 五
定 存 財 繳 定 的 第 〇 布 年
為 續 產 納 > — ■ ■ ■ 1 ■■ 之 判-

J 權 稅 人 項 〇 — i 字
f 俾 應 才月 民 第 一 遺 第

俾 得 予 之 有 ■ 一 - 八 產
)免 行 保 義 依 款 及 十
行 障 務 法 及 贈 九

、政 其 之 律 第 號 與 號
議 白 規 享 納 八 函 稅
關 由 定 減 稅 條 之 法 定

免 之
謹
將

關
事
項

明
如
左

第 規 施 判

I 用 除 繳 義 一 定 行 決
、 消 納 務 項

附
細

收 極 之 T 之 則 附
rfrj 益 確 優 乃 規 件 1_ 件
侵 及 保 惠 在 定 第 一

害 處 人 y 揭 號 號
憲 分 民 而 示 聲 十

S ^ *

法 之 財 無
5
稅

請 所
‘所 
，保

權
能

k .

之
繳
納

解
釋

發
生

條

附

適
用

障 0 存 法 法 憲 有 財
基 绩 律 律 法 件 政
此 主 〇 觸 —̂ 部

民 1 態 規 義 為 憲 號 七
財 行 免 定 1_

免 法 '̂ 〆 十
年產 政 於 稅 9

見 之 y

權 機 遭 捐 其 解 情 暨 十
〇 關 之 主 歧 事 財 —

今 如 第 義 要 異
3 政 月

行 欲 二

務 意 3 兹 部 —■■

政 課 人 而
旨

誠 依 七 十
法 徵 侵

■二-

係 請 i] 十 曰
院 租 害 〇 指 法 * 九 (70)
八 稅 » 又 人 大 院 年 台

十 即 更 按 民 院 大 Jl

五 須 積 憲 僅 將 法 月 稅



年
判
字
第
三
十
九
號
確
定
判
決
，
適
用
財
政
部
七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母
⑽
台
財
稅
第
三
九
七
六
四
號
令
發
布
之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
暨
財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曰
台
財
稅
字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之
規
定
，

妨
礙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存
續
。
本
諸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意
旨
，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五
年
判
字
第
三
十
九
號
確
定
判
決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暨
財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釋
之
規
定
實
不
應
予
以
維
持
。
按
聲
請
人
前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五
日
即
已
向
大
院
大
法
官
聲
請
作
成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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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行 值 t 上 應 淨 八 十 詎 之 為 酌
為 分 加 溯 依 值 一 — 嗣 每 時
時 別 計 及 遺 估 條 後 股 財
遺 提 既 產 定 號 規 財 資 政 么、

產 高 往 及 之 函 定 政 產 部 司
及 為 公 之 贈 釋 計 部 淨 台 業
贈 ■----- 司 效 與 稽

*

算
台 值 北 經

與 所 力 稅 徵 ~ I 外 北 均 市 會
稅 九 持 7 法 機 遺 f 市 4 - 國 計
法 • 上 而 施 關 產 復 國 超 稅 師
第 八 市 將 行 於 及 依 稅 過 局 簽

>五 股 財 細 核 贈 財 每 所 證
1涤 及 票 政 則 算 與 政 於 股 核 及
第

X

✓  N M . 部 第 該 稅 部 核 y V 定 監
%

未 其 法 法 於 % 十 察
* 實 後 十 條 施 上 元 人

^  > 現 所 八 所 行 開 > 公 杳
元 之 為 條 稱 細 轉 公 並 司 核

I r 溢 之 規 之 則 讓 司 無 歷
因 價 前 定 資 第 行 每 任 年 提

1聲 此 開 計 產 — 月S: 何 累 請
請 認 致 函 算 淨 十 完 資 以 股
人 定 使 釋 1_____ 值 九 成 產 顯 未 東
實 聲 規 » 時 條 後 淨 不 分 合
際 請 定 並 } 規 之 相 配 承
轉 人 公 溯 基 對 定 七 時 當 盈
讓 有 司 及 於 於 未 十 之 餘 1

，系 以 七 適 行 公 上 除 代 等 並
顯 十 用 政 司 市 年 按 價 資 報

教 著 九 於 機 # 之 九 前 讓 料 請
不 年 聲 關 投 公 月 與 » 主

之 相 四 請 所 杳 司
、

遺 財 據 管
l & r

1畀 當 月 人 為 # 股 曰 產 產 以 機
格 代 十 先 之 有 票 台 及 之 核 關
與 價 八 前 解 之 以 財 贈 情 算 核
台 讓 曰 依 釋 上 贈 稅 與 事 ■ m

與 及 法 性 市 與 字 稅 〇 次 之
市 財 八 完 函 公 曰 第 法 交 財
國 產 月 成 令 司 該 七 施 易 務
稅 情 十 之 均 股 公 九 行 a 報

事 曰 移 發 票 司 〇 細 表
核 每 # 生

I & r

1 貝 之 m ■ 1 則 5

定 遂 股 行 實 值 資 〇 第 公 暨

資 依 淨 為 質 9 產 一 二 司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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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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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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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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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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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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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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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僅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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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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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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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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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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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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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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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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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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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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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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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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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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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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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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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所 核 淨 核 如 生 年 曰 項 月
T 以 得 估 值 定 該 繼 四 該 之 五
九 台 稅 9 之 遺 公 承 月 公 規 曰
條 財 額 其 差 產 司 事 一 — 司 定 發
所 稅 公 額 稅 行 實 十 之 布
稱 字 即 司 或 號 或 曰 *=n -1 9

第 稅 淨 按 贈 於 贈 (67) 資 未 並
未 七 後 值 經 與 被 與 台 產 上 於
上 九 淨 過 稅 繼 行 淨 市 七
市 〇 i i 計 曰 時 承 為 稅 A 或 十
公 _ —— 算 數 7 人 t 字 上 年

>司 〇 \_ 3 占 已 死 而 第 估 櫃 十
— ■' 〇 應 兩 編 亡 遺 定 之

M

m

八 iE 以 結 有 時 產
2

之 股 月
m 11 稽 各 算 資 A 或 〇 份

S 徵 該 間 產 贈 贈 四 I_ 有 十
I I 號 機 公 總 負 與 與 九 依 限 曰

* 函 關 司 曰 債 人 標 號 財 公 及
對 變 竟 資 數 表 為 的 函 政 司 八

5於 更 援 i 之 者 贈 中 釋 部 股 十
^公 之 引 負 比 7 與 有 見 票 五
司 見 財 債 例 得 行 解 十 f 年
轉 解 政 晨 以 為 公 五 除 四

投 9 部 中 核 該 時 開 均 年 前 月
資 認 於 之 算 公 r i 上 認 七 條 十
持 稽 本 本 其 司 市 所 月 第 七

徵 件 期 股 行 編 公 稱 此 曰
这之 機 # 損 票 號 製 司 _ , a 項 修
上 關 讓 益 價 前 資 行 資 ㈣ 規 正

，市 於 行 減 值 期 產 台 定 0

岁公 核 為 除 Q 結 負 月§： 淨 財 情 依
司 算 發 依 I_ 算 債 票 i t 稅 形 據
股 遺 生 規 、 之 表 須 字 外 該
票 產 後 定 ~ I 資 1 核 第 施

價 及 ♦ 稅 未 A 但 估 係 應 行
值 贈 始 率 上 淨 於 遺 指 四 以 細

與 於 市 值 t 產 — i 五 繼 則
應 稅 七 計 公 報 或 在 九 承 第
依 法 十 應 司 加 時 贈 年 四 開 ■ ■ 1

遣 施 九 ih 月泛 計 與 度 號 始 十
產 行 年 營 票 前 稽 價 進 及 曰 九
及 細 a 利 後 徵 行

%

^  \ 條
贈 則 月 事 值 兩 機 者 中 十 贈 第
與 第 7T 業 之 期 關 ， 發 七 與 ■----



㈡
1 . 聲 適 考 則 稅

⑴ 之 財 請 用 量 第 法
的 稅 公 國 租 政 人 於 本 _  - 施

1 賦 倘 眾 家 稅 部 對 上 件 十 行
而 ) 人 事 制 法 七 於 開 聲 九 細

而 民 務 定 律 十 前 移 請 條 則
恣 應 並 之 遺 主 九 項 轉 人 所 第
意 俟 未 財 產 義 年 疑 行 係 訂 ______-

虛 人 因 政 及 概 台 義 為 於 之 十
擬 民 此 n 贈 念 財 所 9 上 ~ ) 八
人 實 實 的 與 相 稅 持 顯 開 杳 條
民 際 際 3 税 達 字 之 與 七 規
業 取 獲 對 法 j

第 見 憲 十 淨 定
已 得 有 於 之 顯 解 法 值 計
取 利 人 目 蚨 4t 及 揭 年

(_

算
得 益 何 民 侵

/L i

O
解 橥 函 之 〇

■— 時 利 確 ) 害 決 保 釋 計 該
定 得 眚 應 又

b
疑 障 算 七

之 方 在 民 基 成 標 十
利 以 1 得 於 受 A

必 本 前 準
得 其 則 之 人 憲 須 人 即 所 年
, J 取 國 經 民 法 解 權 已 為 函
而 得 家 濟 因 第

函
釋
逾
越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釋 之 依 之 釋
對 之 白 財 繼 十 憲 意 據 函 除

原 進 承 五 法 音 當 釋 明 ■
該 因 得 行 遣 條 之 不 時 截 顯
虚 加 創 產 保 理 付 有 夕火

f *»、 與
擬 以 設 與 或 障 由 〇 效 不 財
利 課 租 分 受 之 之 同 政

得 稅 稅 配 有 財 法 部
之 9 之 贈 產 令 致
部 如 名 此 與 權 及 人 前
分 此 義 時 而 • 函 民 對
為 始 要 始 取 釋 於 於
課 付 求 有 得 完 適 遺
徵 合 人 課 利 立

法

的
1

成 用 產
稅 法 民 稅 益 轉 時 及
捐 律 繳 之 ) 讓 無 贈
之 要 納 必 國 行 所 與
行 求 遺 要 家 為 準 稅
為 課 產 〇 基 而

並
據 法

0 或 反 於 與 7 施
且 之 贈 處 實 追 亦 行
就 與 之 理 質 潮 細



(2)
y 9 轉 得 公 以 票 司 舉 行 捐 實
反 此 行 任 司 顯 於 之 例 質
生 # 為 何 之 公 股 而 對 則 租
侵 惟 當 利 股 不 開 票

-二■
於 國 稅

害 與 時 得 票 相 市 予 ’ 人 家 法
遺 繼 當 場 乙 倘 民 即 律

產 產 受 蚨 移 之 收 ， 甲 課 不 主
權 及 人 依 # 代 盤 經 以 徵 得 義
之 贈 如 財 曰 價 價 稅 資 贈 於 之
i結 與 立 政 並 讓 之 捐 J - 與 人 概

稅 即 部 未 與 未 稽 負 稅 民 念

r 法 # 之 出 財 眚 徵 債 Q 並 觀

% 之 認 函 售 產 機 表 無 之
課 之 釋 J 利 關 上 取 7

9 稅 變 見 根 須 益 依 所 得 課
國 原 現 解 本 就 後 財 載 徵
家 則 價 5 未 其 y 政 之 何 贈

不 i t 曱 取 差 核 部 資 利 與
符 予 與 得 額 定 上 產 得 稅

對 以 乙 任 --- 該 開 淨 之 之
人 更 估 卻 何 百 公 函 值 情 目
民 將 定 仍 利 元 司 釋 每 形 的
增 9 須 益 之 股 見 股 下 既
加 人 而 就 > 部 票 解 新 在

S之 民 該 故 分 價 7 台 卻 於
利 為 以 未 甲 繳 值 加 幣 形 人
得 一 行 取 與 納 每 計 五 式 民

不 為 得 乙 贈 股 移 十 上 因
% . 存 人 之 亦 與 為 # 元 冠 贈
課 在 實 利 均 稅 新 時 之 以 與
稅 之 際 益 〇 台 該 價 贈 行
» 利 獲 繳 就 惟 幣 公 格 與 為
1 得 取 納 該 此 — 司 讓 稅 受
應 之 贈 k - 時 百 所 售 法 有
俟 負 利 與 實 該 五 持 一 之 利
乙 繳 得 稅 現 公 十 有 未 名 益
實 納 為 1 之 司 元 之 上 義 i

際 稅 課 此 利 # 上 市 1 故
出 捐 稅 顯 益 投 而 市 、 而 應
售 之 之 係 部 資 認 公 上 以 課
股 義 標 以 分 上 曱 司 櫃 徵
票 務 準 移 取 市 係 股 公 i 提 稅



並
因
此
取
得
可
得
計
算
之
實
際
利
益
時
，
始
就
其
取
得
之
利
益
課
徵
所
得
稅
、
證
券
交
易
稅
或
其
他
符
合
課
稅

構
成
要
件
之
稅
目
，
而
非
於
事
前
即
虛
擬
乙
已
經
取
得
一
定
之
利
得
而
對
曱
課
徵
贈
與
稅
，
否
則
，
倘
若
甲
於

完
成
移
轉
行
為
後
-
該
未
上
市
公
司
所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價
值
連
續
下
跌
或
上
漲
時
，
乙
所
獲
得
之
利
得

或
損
失
，
與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依
據
財
政
部
上
開
函
釋
所
計
算
甲
之
擬
制
贈
與
數
額
根
本
無
法
符
合
。
是
以
，
倘

依
財
政
部
上
開
函
釋
見
解
，
無
非
令
聲
請
人
就
未
取
得
之
利
得
亦
須
負
擔
稅
捐
，
此
顯
與
憲
法
上
稅
之
固
有
意

義
相
達
。
是
以
，
憲
法
雖
規
定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
惟
國
家
亦
僅
能
針
對
人
民
確
實
實
現
之
利
益
徵

稅

，
而
非
以
人
民
無
法
掌
握
或
無
法
計
算
之
價
額
作
為
課
稅
之
標
準
。

2.
財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台
財
稅
字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釋
達
反
比
例
原
則
：

⑴
按
比
例
原
則
係
淵
源
於
憲
法
上
法
治
國
思
想
一
般
法
律
原
則
之
一
種
，
係
具
有
憲
法
層
次
之
法
原
則
，
足
以
發

生
拘
束
行
政
、
立
法
及
司
法
等
行
為
之
效
力
，
此
亦
為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四
二
八
、
第
四
三
六
號
及
第
四
七
一
號

解
釋
以
降
各
號
解
釋
所
肯
認
，
其
主
要
之
意
義
即
在
於
國
家
行
為
應
切
合
「適
合
性
原
則

(
合
目
的
性
)
」

、

「
必
要
性
原
則

(
最
小
侵
害
原
則
)
」
以
及
「
狹
義
比
例
原
則

(
比
例
性
衡
量
)
」

。
易
言
之
，
國
家
之
各
項

第
九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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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 其 〇 概 按 民 或 言 所 制 的 行
令 他 舉 念 憲 繳 所 J 人 而 為

國 途 例 與 法 納 採 基 達 民 有 除

家 徑 而 目 第 稅 於 成 多 須
於 獲 言 十 捐 段 處 之 利 種 具
人 有 J 之 9 無 理 公 最 手 有
民 所 國 法 條 蓋 法 公 益 小 段 合
未 得 家 律 雖 如 達 眾 因 之 可 法
取 、 雖 後 規 此 成 事 的 手 供 之

、得 或. 得 1 定 無 其 務 成 段 選 n

m 人 對 人 9 非 之 比 為 擇 的
丨何 民 於 民 人 係 的 目 例 之 採 與

確 人 始 民 寓 、 的 〇 用
實 民 須 有 法 或 9 如 甚 時 段

時 取 課 於 依 律 未 國 此 且 9 外
5 得 徵 法 之 採 家 之 基 ，

亦 遺 所 成 律 名 取 雖 國 白 於 且

i得 產 得 要 納 > 最 得 家 公 憲 該
1對 或 件 稅 行 小 制 行 益 法
於 贈 該 之 侵 侵 定 為 及 保 段
人 與 遺 當 義 害 害 法 始 私 障 必

民 時 產 時 務 人 手 律
/rfr

付 益 人 須
課 7 稅 备 9 民 段 合 之 民 係
徵 始 成 it 惟 財 之 制 憲 衡 基 能
L所 得 贈 納 此 產 前 人 法 量 本 達

為 與 稅 係 權 提 民 比 角 權 成
稅 之 稅 之 指 之 下 納 例 度 利 n

〇 » 義 國 實 ? 稅 原 而 之 的

惟 務 家 〇 亦 則 意 者
產 倘 其 9 必 得 惟 之 9 旨 始
稅 依 必 如 須 強 此 要 人 7 足

財 須 此 制 冠 # 求 民 國 當
贈 政 係 始 定 以 4田 〇 之 家 之

與 部 人 得 合 稅 國 是 權 亦 〇

稅 之 民 謂 旱 法 家 以 利 倘
捐 上 確 其 課 之 > 受 能 國

開 實 為 徵 名 無 就 到 家
則 函 經 憲 該 義 合 租 限 取

國 釋 由 法 種 而 法 稅 制 侵 達
家 見 交 上 稅 迫 因 法 害 成
雖 解 易 之 負 使 的 律 須 歲 該
亦 稅 之 人 而 與 限



⑷
如 減 稅 擬 課 度 得 與

⑶
進

Jrff

付 得
且 此 少 咸 聲 徵 侵 分 步 達

方 之 其 請 贈 害 則 配 言 根 成
為 符 虞 他 人 與 人 國 之 本 其
避 合 ) 國 之 稅 民 家 所 j .■» 增
免 比 國 家 利 抑 財 即 不 就 法 加
因 例 家 所 得 產 得 同 稅 合 稅

原 ii 規 所 權 者 法 旱 收
擬 則 定 課 得 及 據 係 之 國 之
人 之 選 之 徵 稅 重 憲 贈 概 家 財
民 精 擇 稅 贈 〇 複 法 與 念 對 政
之 義 侵 捐 與 是 課 第 稅 而 於 上
利 3 害 /^ S 稅 就 稅 十 所 人 目
得 亦 又 詳 T 本 之 九 課 民 的

與 民 參 則 件 理 條 徵 所 之 J

造 贈 權 後 俟 之 念 之 之 得 利 惟
成 與 利 段 該 情 授 對 稅 得 其
人 稅 之 ⑸ 利 形 國 權 象 捐 參 選
民 係 最 得 而 家 制 係 與 予 擇
對 對 小 實 亦 定 屬 贈 分 之
於 於 冬 國 現 1 僅 法 於 與 配 手
稅 不 段 家 時 倘 得 律 某 稅 之 段
捐 勞 T 財 若 採 對 種 捐 目 顯
稽 而 即 稅 實 稅 取 — \ 於 的 與
徵 ----- 1 俟 收 際 對 人 不 性 所
程 獲

!______

人 入 獲 稽 於 民 勞 質 更 得
序 民 根 有 徵 人 課 上 非 稅
無 者 實 本 利 機 民 徵 獲 同 侵 法
預 課 際 無 得 關 財 所 {_ 屬 害 或
期 徵 取 減 者 不 產 得 之 於 X 遺
可 之 得 少 亦 依 權 情 國 民 產
能 目 利 之 須 據 取 形 家 權 及

1 的 得 虞 據 財 小 贈 7 對 利 贈
以 相 時 ， 以 政 侵 與 是 於 之 與
及 付 始 國 繳 部 害 稅 倘 人 最 稅
國 0 對 家 上 之 人 民 小 法
家 其 財 證 開 手 蚨 民 之 之
之 課 稅 券 函 段 基 確 利 段 立
稅 徵 收 交 釋 J 於 實 得 〇 法
收
計
算

稅
捐

入
既
無

易
所
得

見
解
虚

而
選
擇

避
免
過

獲
有
利

進
行
參

4 s x

念
不



(5)

證 即 而 以 條 稅 況 至 贈 就 課 標
券 以 定 停 例 9 依 過 與 其 稅 準
交 視 1 徵 之 其 因 度 課 確 要 係
易 為 倘 證 立 立 前 侵 稅 實 件 立
無 贈 有 券 法 法 所 害 之 取 j 於
庸 與 利 交 意 意 得 人 計 得 則 一

繳 之 得 易 旨 旨 民 算 之 本 浮
納 方 即 所 係 法 之 情 利 件 動
所 式 需 得 證 因 第 財 形 得 稅 之

1

J 依 稅 券 簡 四 產 相 對 捐 集
強 法 〇 交 化 條 權 符 聲 稽 中

£ 課 繳 易 稽 之 J T 請 徵 市

%

人 納 以 本 徵 — 而 符 人 機 場
民 證 » 需 程 之 與 合 課 關 股

係 先 券 人 課 序 規 憲 平 徵 亦 票
出 行 交 民 徵 並 定 法 等 贈 得 收

針 易 獲 證 率 之 原 與 於 盤
對 所 取 券 及 白 比 則 稅 繼 價
一 得 利 交 合 民 例 及 » 受 之

上 尚 稅 益 易 理 國 原 租 如 人 結
之 未 9 之 稅 課 七 則 稅 此 出 果
考 確 如 時 及 稅 十 相 公 不 售 9

量 定 此 點 證 原 九 符 平 僅 系 倘
之 始 本 券 則 年 0 原 符 爭 右

i f f 利 符 即 交 而 一 則 合 聲
益 合 應 易 定 月 5 ： 請

容 繳 稅 視 所 〇 一 更 產 公 人
納 法 其 得 換 曰 係 及 司 之
贈 上 於 稅

1

起 就 贈 股 行
部 與 按 移 之 人 與 票 為
為 稅 值 # 僅 證 民 稅 並 確
廣 〇 課 股 係 依 券 之 法 確 實
徵 至 稅 票 因 所 交 確 之 實 符
稅 於 之 時 特 得 易 實 立 從 合
源 現 本 是 殊 所 利 法 中 遺
9 行

匕

曰 否 之 法 得 得 因 獲 產
而 所 9 實 政 及 ^亭 參 的 取 及
將 得 而 際 策 證 止 與

且
利 贈

原 稅 # 取 導 券 課 分 得 與
k 法 於 得 交 徵 配 與 後 稅
以 規 先 利 而 易 所

般 始
法

證 定 前 益 予 稅 得 不 之



(6)
增 成 台 釋 依 甚 重 豈 民 交 證 券
為 移 幣 y 證 且 覆 權 易 券 交
新 轉 — 將 券 > 課 聲 利 行 交 易
台 行 百 該 交 承 稅 請 之 易 所
i 為 五 公 易 前 之 人 最 卻 所 得

後 十 司 稅 之 結 於 小 得 稅
百 立 元 持 條 例 果 繳 命 均 因
五 即 有 例 7 納 段 聲 已 課

十 將 並 之 之 甲 更 贈 0 請 不 徵
元 就 上 規 與 不 與 且 人 予 之
Q 持 該 市 定 乙 符 稅 倘 須 課 稅
若 有 超 公 > 係 合 後 將 就 徵 捐
乙 之 過 司 就 以 比 .— 證 轉
於 上 之 股 五 每 例 繼 政 根 券 為
此 市 ■■ ■ A

T J T 十 股 原 受 策 本 交 以

時 公 百 以 元 新 則 人 改 不 易 贈
以 司 元 收 之 台 之 仍 變 存 所 與
新 股 部 盤 交 幣 精 可 在 得 稅
台 票 分 易 五 認 之 稅 之
幣 賣 視 計 繳 十 〇 就 為 利 名
一 出 為 算 納 元 同 證 得 人 a
百 J 贈 其 證 之 一 券 繳 民 強
五 則 與 價 券 價 標 交 納 更 課 .

十 乙 而 值 交 值 的 易 贈 無 人
元 以 課 後 易 轉 再 所 與 繳 民
之 一 徵 併 稅 讓 次 得 稅 納 納
價 百 贈 入 該 繳 仍 * 贈 稅
格 元 與 資 而 納 須 其 與 之
轉 價 稅 產 稽 上 證 3安 不 稅 義
讓 格 淨 徵 市 券 值 僅 之
與 購 倘 值 機 公 交 課 達 義 〇

丙 得 該 計 關 司 易 徵 反 務 否
之 未 算 亦 之 所 證 平 則

則 月£ 上 1 將 股 得 券 等 然
乙 票 市 核 依 票 稅 交 原 對 國
亦 } 公 定 財 ? 易 則 於 家
須 每 司 每 政 該 此 所 聲 對
依 月£ 於 股 部 次 不 得 更 請 於
證 淨 甲 價 之 轉 僅 稅 人 —

券 值 、 值 上 將 時 侵 之 般
交 即 乙 開 甲 造 9 害 證 人

易 會 冗 新 函 須 成 則 人 券 之



3.
(1) 徵 財 (7)

律 基 政 首 稅 政 未 拒 最 方 稅
之 於 上 按 捐 部 更 眚 系 小 條
授 憲 之 之 發 爭 向 例
權 法 目 憲 稅 布 侵 、 判 段 甲 之

第 的 法 基 遣 害 甚 決 〇 課 規
中 _ 7 第 計 產 X 至 適 徵 定

十 而 十 算 及 民 根 用 贈
之 以 九 方 贈 權 本 財 與 就
? 條 高 條 A 與 利 不 政 稅 該

齊 規 權 規 9 稅 之 存 部 ) ■-

m 定 對 定 顯 法 最 七 一 百
y 於

«

• 已 施 小 之 十 方 五
國 人 ----- 1 達 行 手 之 Jl 十
家 民 人 背 細 段 利 年 復 元

民 欲 之 民 憲 則 T 得 向 之
之 限 財 有 法 第 白 亦 財 乙 部
具 制 產 依 第 與 須 稅 課 分

m 人 為 法 十 十 憲 負 字 徵 課
民 無 律 九 iu 法 第 證 徵

為 白 對 納 條 條 之 稅 七 券 證
政 由 待 稅 所 及 比 負 九 交 券
事 權 給 之 揭 台 例 7 〇 易 交
實 利 付 義 橥 原 此 稅 易
符 者 之 務 之 稅 則 不 6

9 稅
須 課 1_

~ 1 字 有 僅 實 〇

依 徵 7 租 第 違 有 八 有 此
捐 行 乃 稅 七 〇 違 重 時
法 法 為 係 法 九 立 覆

律 因 律 〇 法 號 國
所 之 本 稅 主 —- 者 函 稅 家
規 本 係 捐 義 〇 制 之 之 就
範 旨 侵 係 1 _

■----- 定 結 嫌 該
之 9 害 公 I 八 遺 果

1 ■—

抽 稅 人 法 三 產 j 殊 百
象 捐 民 人 及 將 非 元
構 之 財 團 號 贈 侵 之
成 課 產 體 函 與 人 害 部
要 徵 權 為 釋 稅 民 人 分
件 即 之 達 3 法 就 民
時 須 行 成 作 之 一 權 顯
? 為 其 因 根 利 蚨

始 法 財 的 本 之 一



(2)

定 之 解 七 之 律 指 次 此 得
其 為 所 釋 號 内 納 附 人 依 即 依
理 須 得 、 容 稅 件 民 據
由 經 相 稽 第 1 之 四 有 大 大 法

不 由 當 徵 _ 於 義 號 依 院 院 定
僅 立 -— 合 務 據 大 太 之
係 法 以 關 七 理 〇 法 法 法 課
基 程 維 於 號 範 係 另 律 官 官 稅
於 序 租 核 、 圍 指 依 所 於 於 程
— 1 制 稅 定 第 内 人 定 釋 釋 序
法 定 公 納 民 大 之 字 字 對

律 法 平 稅 —■ 本 有 院 納 第 第 人
保 律 原 義 五 屬 依 大 稅 ■ ■ 一 民
留 加 則 務 號 立 法 法 主 五 課
原 以 人 及 法 律 官 體 五 一 徵
則 規 附 所 第 裁 所 於 、 號 號 稅
1„ 範 # 得 夏 定 釋 稅 解 捐
及 額

、

之 要 字 目 釋 釋 I

— 1 而 號 時 七 事 件 第 、 所 中 人
國 課 號 項 負

-1 —
稅 明 首 民

會 稅 〇 應 解 繳 1 I "■
〆 、 率 揭 揭 亦

保 更 職 本 釋 附 納 九 、 1 憲 始

留 必 故 於 說 件 稅 號 納 憲 法 須
原 須 1 經 明 五 捐 解 稅 法 上 依 '
則 該 制 驗 在 號 之 釋 方 第 ~ 1 法
1_ 當 憲 法 案 、̂〆 義 亦 法 十 租 定
之 於 者 則 0 務 明 及 稅 構
精 法 以 又 此 示 納 條 法 成
神 律 明 力 依 並 享 3 稅 規 律 要

T 所 文 求 迭 成 憲 期 定 主 件
更 規 將 客 大 經 免 法 間 人 義 及
在 定 租 觀 院 繳 第 等 民 1______ 稅
於 之 合 大 大 納 十 項 有 之 捐
嚴 構 之 理 法 院 之 A 依 本 稽
格 成 課 官 大 優 條 而 法 i 徵
限 要 徵 使 釋 法 惠 規 % 納 〇 程
制 件 及 與 字 官 〇 定 i k 稅 序
國 時 繳 納 第 釋 至 人 稅 之 繳

家 始 納 稅 _ . — 字 法 民 義 義 納
於 得 程 A 1 ■ 第 律 有 務 務 稅
無 為 序 務 八 一 所 依 之
法 之 規 人 號 定 法 意 係 1



值 行 J 规 訂 第
(3)
再 對 1— 基 y 律

有 遺 但 定 定 十 者 於 5 本 進
明 產 卻 5 之 九 其 其 k 、 而 逾
確 及 ■ * ■、 方 施 條 依 稅 目 則 越
之 贈 繳 符 行 所 捐 的 T 國 法
法 與 納 上 細 明 大 之 應 而 家 律
律 稅 法 開 則 定 院 負 具 要 之 之
規 法 律 憲 » 9 大 擔 有 求 課 情
定、 對 法 僅 所 法 始 保 國 稅 形

n h 規 所 能 謂 官 能 障 家 行 下
A i 涉 定 示 就 依 釋 於 人 以 *

& 及 稅 租 實 法 字 事 民 南 取 對
磚 稅 捐 稅 施 律 第 前 財 權 得 人

基 甚 法 母 納 產 行 合 民
而 依 或 律 法 稅 以 權 政 法 之
僅 據 由 主 有 > 〇 衡 及 徵 性 財
以 之 行 義 關 兼 號 量 禁 稅 與 產

m 未 之 事 指 y 止 必 正 權
% 公 機 本 項 納 釋 並 無 須 當 逕
財 開 關 旨 而 稅 理 能 f i 符 性 行
政 上 訂 I 為 及 由 預 制 合 〇 剝
部 市 定

附
規 免 書 測 徵 ~ 1 故 奪

以 公 之 定 稅 所 其 收 課 現

、發 司 施 件 之 述 所 國 稅 代 避

W 股 行 七 如 範 ? 應 民 要 法 免
If 票 細 號 涉 圍 --1 負 財 件 治 國
政 價 則 及 按 it 產 法 國 家
ft 值 所 納 均 人 之 之 定 將 恣
% 之 規 可 稅 應 民 税 意 主 --1 意
之 認 定 知 及 依 有 捐 義 義 租 干
方 定 稅 人 免 法 依 為 〇 1_ 稅 涉
式 捐 民 稅 律 法 何 蓋 以 法 人

y 並 之 雖 之 之 律 〇 唯 及 律 民
於 無 義 有 範 明 納 有 ~ 1 主 財
遺 如 務 依 圍 文 稅 如 課 義 產
產 土 法 1 1 之 此 稅 1 _ 權
及 地 是 律 仍 至 義 t 要 列 之
贈 或 姑 納 當 主 務 納 件 為 行
與 房 先 稅 依 管 9 稅 明 憲
稅 屋 不 之 法 機 為 義 確 法 與
法 之 義 律 關 憲 務 主 上 所
施 1貝 現 務 之 所 法 人 義 之 有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予
以
訂
定
，
已
有
達

r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及

「
授
權
明
確
性
主
義
」
•，縱
認
該
施
行
細
則

之
規
定
尚
不
致
達
憲
，
依
該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未
公
開
上
市
公
司
之
股
票
價
值
亦
應
財
政
部
前

所
為
之
釋
示
，
而
按
該
公
司
之
「資
產
淨
值
」
估
定
。
迺
系
爭
判
決
竟
援
引
僅
具
行
政
命
令
性
質
之
財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釋
，
以
未
公
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如
持
有
轉
投
資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應
依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
按
收
盤
價
估
定
，
顯
已
達
反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甚
且
，
財
政
部
於
本
件
聲
請
人
完
成
移
轉
行
為
後
，
始
針
對
本
件
之
情
狀
為
一
新
釋
示
並
予
以
追
溯
適
用

，
顯
係
藉
由
個
案
立
法
並
追
溯
適
用
之
方
式
，
達
到
創
設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所
未
規
範
及
所
未

授
權
之
部
分
，
此
顯
然
達
反
「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及

「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

。

⑷

综

而
言
之
，
租
稅
既
係
國
家
及
地
方
自
治

圑

體
對
國
民
財
產
自
由
權
之
侵
害
，
及
對
職
業
及
營
業
自
由
之
干
預

，
本
應
受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限
制
，
並
應
符
合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所
揭
橥
之
「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

即
課
稅

之
要
件
是
否
合
乎
「課
稅
要
件
法
定
主
，義
」
及

「課
稅
要
件
明
確
主
義
」

。
蓋
憲
法
上
租
稅
概
念
中
對
於
人
民

基
本
權
之
保
障
，
乃
先
於
租
稅
行
政
權
及
租
稅
立
法
權
，
因
此
，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就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規
範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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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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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則 果 財
_ 9 政 由 諸 以 !_ 民 定 立 不
• 已 部 行 如 所 稅 並 租 法 僅

明 於 政 租 基 得 捐 未 稅 權 在
顯 移 機 稅 於 稅 之 因 客 或 於
達 轉 關 主 租 法 義 具 體 行
背 行 白 體 稅 第 務 體 之 政 法
—1 為 行 法 四 9 之 負 權 律
法 後 制 租 律 十 否 事 擔 根 依

不 始 定 稅 主 八 則 實 必 本 據
溯 發 行 客 義 條 不 或 須 無 者

t 既 布 政 體 ) 等 啻 行 該 立 人
It 往 之 命 有 規 變 為 當 法 民
i 原 台 令 稅 關 定 相 而 或 不

則 財 或 基 創 9 產 執 負
1— 稅 任 及 設 均 奪 生 律 行 納
與 字 其 稅 或 以 人 利 之 之 稅
~ 1 第 率 力口 U才 民 益 構 權 之
信 七 布 等 重 產 之 時 力 義
賴 九 函 1 人 取 財 t 要 » 務
保 〇 釋 白 民 得 產 即 件 故
谩 創 應 稅 時 3 無 ? 憲 甚
原 〇 設 由 捐 之 而 贈 且 法 且
則 計 成 非 與 其 上 法
1— 八 算 法 i 本 t k 可 對 稅 律

\\ 及 二 稅 機 等 或 徵 於 之 名
V

~\
二 捐 嚴 時 ------ 1 整 概 義

法 號 之 依 重 價 稅 國 體 念 上
安 函 標 國 影 捐 家 財 即 為

9
定 釋 準 會 響 低 1_ 白 產 憲 —
性 9 〇 保 人 為 〇 不 之 法 而
原 並 留 民 估 此 得 稅 上 實
則 實 原 貝才 價 觀 強 負 對 質
1— 質 則 產 之 商 課 必 課 上
、 上 加 權 標 業 人 須 稅 非
~ 1 發 以 之 準 會 民 合 權 憲
法 生 制 租 3 計 以 理 之 法
之 溯 定 稅 即 法 繳 正 限 意
可 及 ， 構 足 第 納 當 制 義
預 既 而 成 明 四 —I T 7 之
測 往 不 要 知 十 贈 倘 亦 稅
性 之 應 件 0 四 與 若 即 ?

原 效 委 1 是 條 稅 人 特 則



o

立 物 損 法 立 1 令 種 文 溯
(1)
現

法 後 他 律 法 禁 施 示
> 規 適 代

o 人 秩 止 行 止 藉 定 用 法

為 始 器 序 並 追 前 法 以 立 過 治
避 立 物 9 追 溯 即 追 保 法 去 國

免 法 加 俾 溯 既 已 溯 障 者 之 家
人 將 以 適 往 從 適 人 不 事 強

民 此 處 人 用 除 事 用 民 得 實 調

~ 1 種 罰 民 於 維 行 之 對 制 與 法

昨 行 J 免 該 護 為 原 於 定 法 律
曰 為 至 於 特 人 之 則 國 任 律 秩

之 納 於 立 定 民 民 家 何 關 序

是 入 過 法 個 對 事 除 行 溯 係 之
1 _ 刑 失 報 案 政 責 當 為 及 T 連

成 法 毁 復 > 府 任 蚨 之 既 此 續

— 1
} 損 之 且 之 或 適 可 往 即 性

今 並 則 恐 禁 信 義 用 預 之 是 與

曰 據 未 懼 止 賴 務 在 測 法 法 安

之 此 作 C 國 J * ----- 1 性 律 不 足

課 如 舉 家 重 亦 罪 9 〇 溯 性
1 _ 予 是 例 以 點 在 刑 俾

〇
及 7

9 某 規 而 個 應 T I T 法 能 H i tWu 為

我 甲 定 案 在 止 定 規
r - ^

〇
往 保

國 刑 〇 » 立 於 之 I_ 劃 之 障

刑 罰 假 依 法 禁 列 之 經
1—^

基 人

法 1 設 據 之 止 刑 濟
h *

&

笑
X A

本 民

第 此 立 我 方 國 附 事 生 理 正

一 種 法 國 家 件 處 活 ， 念 當

條 立 者 开丨J 7 針 八 罰 第
〇

即 法 於 法 達 對 號 進 以 理

開 即 某 之 到 業 、^ ， T 而 條 美 之

宗 為 甲 規 原 已 〇 事 創 第 國 l a

明 追 過 定 應 發 是 後 造 九 憲 賴

義 溯 失 7 已 生 從 加 社 項 法
9

禁
止
法
4 E ]

揭 既 毁 僅 通 之 本 諸 會 第 為

示 往 損 就 案 個 質 人 _ ~ 例
~ 1 之 他 故 架 案 上 民 祉 款 >

罪 個 人 意 構 進 以 於 〇 k ~ 即 規
追

刑 案 之 毁 之 行 觀 法 此 HS 明



(2)
官 人 法 條 矧 更 公 毋 m 來 另 法

於 民 不 但 依 是 審 寧 基 發 從 定

釋 不 溯 書
大

實 1 _ 是 礎 生 權 原
字 得 既 ) 現 之 憲 * *

， 力 則

第 預 往 對 院
t 憲 實 法 進 至 分 1—

四 見 原 於 大
■，J * 法 ! 權 而 於 立 9

七 
_ ■

之
變
$

則 
1 _

繼
承
a f l

官
釋

權
力 附

h

分
認
定

司
法

的

角
期
能

、號
更

9 明 始
1个

字 分 件 立 孰 則 度 杜

h 任 白 在 第 立 九 之 是 從 以 絕

釋 意 指 該 五 不 號 具 孰 事 觀 此

對 出 法 十 可 體 # 個 種

其 法 公 四 或 〇 落 〇 案 --1 無

|| 財 不 布 號 缺 質 實 要 救 立 法

m 產 得 以 解 之 9 濟 法 預

同 進 溯 前 釋 规 之 避 之 y 1__ 測
行 及 之 j

範 7 免 針 之 且
溯 公 案 〇 法 立 法 對 规 事

書
以
. - 1 

t

及
之
剝
奪
?

布
之
前
的
案

件

I
不
適

現
行
遺
產
稅

不
溯
及
既

法
者
越
俎

不
溯
及
既

已
經
發
生

範
對

象
應

後
加
諸
人

致 用 
1__

法 往 代 往 之 係 民
£s： 其 T 既 不 庖 原 事 ■— 不

舉 生 俾
附

僅 行 則 實 般 利

活 免 明
是

使 7 1 效

%
陷 法 件 文 保 司 與 以 普 果

法 於 律 十 規 障 法 其 立 遍 之

上 不 、 定 人 者 定 法 之 國

保
安 行 溯 民 之 位 者 大 家

障
人

身
自

狀
態
<3

嗣

政
命
令
甚

1

更
揭
檗
宮

及

既
往

j

則

對
政
府
之

權
力
*

甚

為
立
法
之

所
訂
定
之

眾
9

且

其

行
為
0

'由 劉 行 法 依 正 至 技 法 效
之 鐵 上 

~ 1

該 當 行 術 律 力

各 錚 釋 法 信 ~ i 作 應
種 大 函 租 第 賴 立 題 為 向

建 法 以 稅 八 T 法 評 未



制
及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對
人
身
自
由
所
普
遍
賦
予
之
權
利
，
如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法

律
安
定
性
與
法
律
可
預
測
性
等
原
則
，
均
應
有
其
適
用
」

(
附
件
十
一
號
)

，
更
明
白
揭
示
法
不
溯
既

往
係
一
憲
法
層
次
之
原
則
。
申

言

之

-
法
不
溯
既
往
係
一
法
治
原
理
下
之
當
然
原
則
，
我
國
憲
法
雖
未

如
美
國
明
文
規
定
，
但
此
並
無
礙
此
一
原
則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之
效
力
，
並
直
接
拘
束
立
法
、
司

法

、
以

及
行
政
等
權
力
，
當
然
亦
為
行
政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時
必
須
嚴
格
遵
行
之
原
則

(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十

三
、十
四
、十
八
條
參
照
)
。

⑶
進
步
言
之
，
法
不
溯
既
往
原
則
，
其
所
適
用
之
對
象
不
獨
應
及
於
立
法
權
，
凡
可
能
發
生
無
預
期
效
果
，
而
有

善
意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適
用
之
各
項
公
權
力
行
為
均
應
受
其
限
制
。
換
言
之
，
對
於
過
去
已
發
生
而
為
納
稅
義
務

人
所
信
賴
之
各
項
法
律
及
行
政
規
章
，
行
政
機
關
均
不
得
再
予
追
溯
處
理
。
而
行
政
機
關
就
稅
法
所
為
之
行
政

解
釋
，
雖
然
在
法
律
性
質
上
僅
係
機
關

内

部
規
則
，
對
下
級
機
關
始
有
拘
束
力
-
但
既
已
對
外
發
布
，
則
基
於

「
平
等
原
則
」
及

「
行
政
自
我
拘
束
原
則

J

 
,
人
民
對
之
仍
有
產
生
信
賴
之
可
能
，
故
行
政
機
關
即
不
得
僅
以

行
政
解
釋
應
自
法
規
生
效
曰
起
有
其
適
用
之
形
式
主
義
見
解
，
作
為
其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及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第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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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之
要
求
與
理
念
，
國
家
必
須
建
立
起
人
民
對
於
稅
法
之
明
確
性
、
持
續
性
與
可
計
算
性
之

信
賴
，
司
法
者
並
應
就
規
範
在
後
並
發
生
溯
及
既
往
效
果
之
法
律
或
行
政
命
令
是
否
業
已
侵
及
人
民
之
信
賴
保

護
進
行
審
查
。
否
則
，
該
稅
法
之
適
用
勢
將
違
反
憲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引
導
出
之

r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

⑷
依
吳
大
法
官
庚
於
釋
字
第
二
七
一
號
解
釋
不
同
意
見
書
中
所
揭
示
，
「信
賴
保
護
為
戰
後
發
展
成
功
之
理
論
，

但
實
為
既
得
權
保
障
之
進
一
步
延
伸
，
最
初
表
現
於
對
相
對
人
有
利
之
行
政
行
為
，
除
非
保
障
其
信
賴
利
益
，

否
則
不
得
因
原
來
行
政
行
為
違
法
而
加
以
撤
銷
，
繼
者
擴
及
立
法
行
為
，
如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溯
及
既
往
之
法
律

而
侵
害
人
民
權
益
時
，
亦
屬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
乃

有

『
信
賴
保
護
作
為
自
由
保
護
』
之
憲
法
原
則
之
架
構
。
」

(
附
件
十
二
號
)
由
是
可
知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實
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
對
於
包
括
租
稅
行
政
在

内

之

切
行
政
作
用
，
均
有
適
用
，
應
無
庸
置
疑
。
職
故
，
法
溯
及
效
力
之
禁
止
，
並
非
僅
對
於
法
律
之
制
訂
加
以
特

別
之
限
制
，
更
具
有
一
般
性
之
拘
束
效
力
，
俾
免
人
民
遭
受
任
何
不
可
預
見
、
溯
及
生
效
之
高
權
行
為
所
為
之

基
本
人
權
之
侵
害
。
蓋
人
民
之
所
以
負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
乃
在
於
國
家
對
於
公
眾
事
由
之
支
出
需
藉
由

第
二
十
三
頁

 

rM

 ic
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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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⑸
憲 容 係 且 意 果 態 僅 民 憲 擔 對
法 具 指 依 將 而 違 僅 法 稅 於
雖 體 有

大
法 生 並 反 能 保 捐. 人

不 關 溯 法 依 障 〇 民
排 範 納 院 及 敌 僅 治 現 個 倘 經
除 圍 稅 太 既 行 根 國 行 人 若 濟
立 明 之 法 往 政 據 原 法 財 租 財
法 確 義 官 予 單 則 律 產 稅 之
者 之 務 釋 以 關 純 之 規 權 法 參
Fit 方 應 字 適 殊 之 法 劃 之 律 與

成 以 第 用 不 法 安 其 理 之 分
行 法 — — ， 得 律 定 經 念 構 配

(4 就 律 四 推 以 文 性 濟 勢 成 而
徵 定

M ■
翻 達 義 上 必 要 取

關 收 之 號 稅 背 而 更 之 蕩 件 得
就 稅 t 解 捐 稅 發 將 生 非 7

租 捐 並 釋 義 捐 生 造 活 無 人 故
所 未 之 務 義 J 成 與 存 民 國

% 為 限 意 人 務 更 個 地 〇 所 家
制 之 制 旨 基 人 係 人 位 甚 得 即
定 授 其 - 於 所 權 » 且 預 必

行 權 應 ------1 信 已 於 矛j 倘 見 須
政 規 規 憲 賴 經 行 白 承 國 使
命 定 定 法 所 信 政 由 認 家 則 人

於 第 產 賴 機 之 行 之 國 民
、以 並 何 4~ 生 之 關 不 政 立 家 處
執 # 種 九 之 法 對 當 命 法 之 於

憲 法 條 稅 律 於 侵 令 本 徵 一

% 法 律 規 法 狀 過 害 得 係 稅 得
律 所 〇 定 上 態 去 0 以 為 行 共

1 不 法 人 之 及 之 按 溯 規 為 見
惟 許 律 民 地 已 案 稅 及 範 即 共
其 1_ 基 有 位 終 件 捐 既 社 形 信
授 ，̂S 於 依 0 結 所 義 往 會 同 之

權 附 特 法 之 為 務 之 共 人 狀
之 定 律 事 之 人 方 同 民 態
内 十 a 納 實 處 所 式 生 之 下
容 -1 M 的 稅 關 理 信 為 活 特 而

號 9 之 係 方 賴 之 而 別 公
目 而 義 9 法 之 9 發 犧 平
的 3 以 務 而 與 法 則 1 牲 地

與 故 内 ， 任 結 狀 不 人 7 負



範
圍
仍
須
符
合
具
體
明
確
之
要
求
，
且
必
須
係
就
細
節
性
與
技
術
性
之
部
分
始
得
為
授
權
。換
言
之
，基
於
「依

 

法
行
政
原
敗
」

，
行
政
機
關
無
論
係
針
對
抽
象
事
實
制
定
行
政
命
令
或
針
對
具
體
事
實
作
成
行
政
處
分
，
均
必

須
依
據
立
法
者
之
授
權
，
本
於
立
法
目
的
及
立
法
者
之
原
意
，
就
立
法
之
意
旨
加
以
解
釋
，
不
得
恣
意
逾
越
或

自
行
創
設
。
甚
且
，
行
政
處
分
係
行
政
機
關
對
於
過
去
已
發
生
之
事
實
且
該
當
於
已
公
佈
生
效
之
法
律
或
行
政

命
令
所
規
定
之
構
成
要
件
所
為
之
行
政
行
為
.，而
基
於
法
不
溯
既
往
原
則
，
行
政
命
令
應
僅
對
其
發
布
生
效
後

所
發
生
之
事
實
始
具
有
拘
束
力
，
故
其
效
力
應
係
向
將
來
發
生
，
而
人
民
亦
將
自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制
定
之
行

政
命
令
公
佈
或
發
布
曰
起
，
始
對
於
政
府
依
據
該
法
律
或
行
政
命
令
實
施
公
權
力
產
生
相
當
甚
至
絕
對
之
信
賴

。
是
縱
行
政
機
關
嗣
後
基
於
立
法
之
意
旨
而
另
行
制
定
一
新
的
行
政
命
令
以
為
法
律
之
解
釋
，
惟
人
民
亦
須
至

該
行
政
命
令
發
布
之
日
起
始
可
能
對
於
該
行
政
命
令
產
生
信
賴
。
職
故
，
行
政
機
關
雖
得
對
於
過
去
發
生
之
事

實
作
成
行
政
處
分
，
但
其
亦
須
本
於
事
實
發
生
時
為
人
民
所
信
賴
之
法
令
規
定
，
而
非
基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所
發

布
之
新
的
法
令
，
蓋
人
民
對
於
法
令
之
信
賴
乃
存
在
於
行
為
時
之
法
狀
態
，
根
本
無
可
能
預
測
行
為
後
法
令
會

有
如
何
之
變
動
。
是
倘
放
任
國
家
以
行
政
命
令
溯
及
於
法
律
公
佈
時
生
效
並
與
行
政
處
分
配
套
執
行
，
無
疑
將

第
二
十
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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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 9 九 贈 意 之 法 系 、 對
亦 則 年 與 信 稽 與 爭 上 就 人

%. o

o

就 度 稅 賴 徵 結 條 櫃 民
須 本 並 之 確 程 果 文 公 件 之
繳 股 件 無 本 音 序 產 所 司 而 信
納 > c 而 增 質 荐 ) 生 稱 之 賴
證 o 言 繳 實 在 此 相 之 股 9 保
券

C s

去

1 證 0 從 當 ~ I 票 財 謾
交 唯 券 贈 且 聲 之 資 政 形
★ 交 與 按 請 信 產 值 部 A
4兒 a s 之 易 稅 贈 人 賴 淨 之 既 絞

約
W A

o 影 所 之 與 歷 ik 計 已 殺
元 響 得 預 稅 來 而 i_

算 於 之
1

U l 乃 稅 課 主 中 得 之 方 其 結

萬
〇

5
係 之 J 要 報 據 意 式 令 果

元 聲 問 亦 是 稅 以 義 有 頒 Q

5 X 請 題 即 因 負 預 時 明 之

m C O
U ) 人 J 在 為 之 測 * 確 遺

% U )

o
須 倘 強 防 行 或 則 之 產

人 增 財 調 止 為 衡 人 規 及

根 股
繳 政 贈 — 具 量 民 定 贈

本 證 部 與 般 其 顯 1 與
無 〇 券 於 稅 人 *— 所 敗

4 而 稅

可 交 聲 對 利 致 可 因 參 法% 易 請 遺 用 性 能 對 施
% o 稅 人 產 生 與 負 其 行
擇 是 約 完 稅 前 一 財 歷 細

倘 成 之 贈 般 之 d i 年 則

財 ^ _ 移 附 與 性 稅 部 所 第
贈 政 幣 轉 以 賦 對 另 ■ 1

與 部 _ 行 性 規 附 及 於 頒 十
稅 上 百 為 避 件 稅 過 之
■— 開 禺 前 附 死 - f 捐 去 行 條
八 函 元 即 件 後 四 稽 之 政 中
九 釋

t I 
V 先 十 遺 號 徵 案 釋

、 發 ro 行 五 產 '̂ ^ 機 件 函 對

四 布 bo 發 號 稅 1 關 所 復 於
七 i . 元 布 而 即 所 為 得
六 先 系 〇 產 可 可 之 據 公
、 ) o

爭 因 生 驗 能 處 以 開
六 聲 函 七 證 發 理 認 上
■— 請 X 釋 十 故 善 動 方 定 市



發 益 相 私 適 官 了 聲 證

1

〇
生 足 因 對 益 用 庚 顯 後 請 聲 元

溯 徵 此 人 何 於 然 始 人 請 0

及 it 而 遭 者
大

係 訂 人 況
既 賴 獲 受 县 除 ~ 1 頒 可 確 杏

往 致 不 應 院 不 一 能 無
效 護 益 利 較 具 大 教 不 仍 逃 爭

果 原 處 之 高 法 而 利 捨 漏
之 則 顯 結 價 ik 官 殺 於 繳 任
法 確 然 果 i i 得 釋 1 _ 人 納 何 公

規 為 大 9 〇 字 1 民 金 稅 司

或 現 於 原 倘 護 第 將 之 額 賦 股
函 代 相 則 形 之 四 ik 行 較 之 票
釋 法 對 上 A 信 七 人 政 低 動 之

0 治 人 不 信 賴
號

民 釋 之 機 受
詎 國 或 得 賴 利 無 函 〇 讓

系
爭
判

之
重
要

其
他
利

為
之

9

利
益
之

益
外

解
釋
提

法
相
信

並
認

券
交
易
稅
而
就
金
額
較
高
之

易
言
之

人
與
聲

決 原 害 倘 事 必 出 既 該 1 請

竟 則 關 制 實 須 之 存 函 倘 人
» 係 定 關 審 協 之 釋 財 之

章 而 人 法 係 酌 同 法 意 政 間

取 行 之 規 為 符 意 律 曰 部 並

義 政 私 係 過 合 見 秩 於 無
機 益 針 去 信 書 序 溯 移 任

誤 關 者 對 存 賴 中 J 及 轉 何

引 實 將 在 保 亦 而 既 行 親
不 即 來 之 護 明 遭 往 貝冒 為

大 應 # 發 事 之 揭 致 適 與 關
院 亦 法 生 實 利

*

不 用 稅 係
大 不 所 之 ? 益 — 1 可 於

V
前

法 得 不 事 制 的 主 預 先 i t 即 故
官 制 許 只 定 性 張 見 前 財 已 亦
釋 定 〇 關 法 質 有 之 業 政 發 無
字 形 係 規 以 信 損 已 部 布 遺
第 成

附
而 溯 及 賴 失 終 於 系 產

上 適 及 銜 保 〇 了 人 爭 稅
或 件 用 既 量 護 矧 之 民 函 問

七 實 十 往 公 原 吳 行 行 釋 題
號 質 且 的 益 則 大 為 為 t

解 上 號 公 與 之 法 時 終 則 足





⑴
按
租
稅
法
上
之
所
以
禁
止
行
政
機
關
類
推
適
用
法
律
課
人
民
以
繳
納
稅
捐
之
義
務
，
無
非
係
因
由
行
政
機
關
自

行
制
定
、
發
布
行
政
命
令
類
推
適
用
立
法
者
所
未
規
範
之
租
稅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與
計
算
之
標
準
，
而
造
成
納
稅

義
務
人
負
擔
時
，
其
不
僅
形
同
由
行
政
權
自
行
創
設
租
稅
之
項
目
與
課
徵
之
標
準
，
侵
及
憲
法
所
規
範
之
國
會

保
留
之
範
圍
，
更
直
接
造
成
人
民
財
產
權
受
到
法
律
以
外
限
制
之
危
機
。
是
故
，
基
於
法
治
國
原
則
、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以
及
法
安
定
性
之
要
求
，
租
稅
法
上
之
類
推
適
用
實
應
予
以
禁
止
。
揆
諸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一
五

號
解
釋
即
明
揭
：
r

依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稅
務
機
關
自
不
得
比
照
貨
物
稅
稽
徵
規
則
第
一
百
二
十
八
條
關
於

遺
失
查
證
之
規
定
補
繳
稅
款
」

(
附
件
十
七
號
)

，
及
第
二
一

o

號
解
釋
：

「
：
：
獎
勵
投
資
條
例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
關
於
限
額
免
納
所
得
稅
之
利
息
，
係
規
定
『除
郵
政
存
簿
儲
金
及
短
期
票
券
以
外
之
各
種

利
息
』
，
並
未
排
除
私
人
間
無
投
資
性
之
借
款
利
息
——

財
政
部
⑽
台
財
稅
字
第
三
七
九
三
〇
號
函
並
認
『
不

包
括
私
人
間
借
款
之
利
息
。
』
縱
符
獎
勵
投
資
之
目
的
，
惟
逕
以
命
令
訂
定
，
仍
與
當
時
首
述
之
法
條
『各
種

利
息
』
之
明
文
規
定
不
合
，
有
達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租
稅
法
律
之
本
旨
。
」

(
附
件
十
八
號
)
即
可
推
之
，
倘
任

令
行
政
機
關
以
行
政
命
令
類
推
適
用
，
致
創
設
或
增
加
納

税

義
務
而
不
制
於
納
稅
義
務
人
時
，
實
已
達
反
憲
法

第
二
十
九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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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施 值 認 產 第 按 憲 政 原 J 不 稅
行 計 負 財 法 釋 則 若 献 於
細 算 上 債 政 第 示 而 已 T 憲
則 之 市 表 部 七 衍 就 則 法
第 方 公 中 四 先 條 行 生 法 租 上
— — 式 司 之 九 前 所 政 之 令 稅 之
十 予 股 本 號 於 定 先 -- 1 之 不 適
九 以 票 期 函

A  >
之 例 行 構 啻 法

條 計 價 損 釋 十 平 7 政 成 形 性
及 算 值 盖 五 等 對 U 要 同 即
財 〇 之 減 7

年 原 於 我 件 特 應
政 且 核 除 均 七 則 相 拘 、 別 由
部 稅 估 依 認 月

〇 同 束 執 犧 人
先 捐 規 之 原 行 牲 民
前 稽 定 上 日 事 則 方 而 卣

所 徵 用 稅 市

財
稅
字
第

實 1_____ 法 徹 有
為 機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A -

率 公 及 或 底 公
之 關 核 司 為 ~ 1 

租
結 剥 平

函 於 計 股 相 果 奪 支
釋 財 應 票 異 稅 為 人 出

1 政 納 價 之 公 -— 民 、

以 部 營 處 平 定 之 平
公 發 利 之

u y

五
九

理 原 之 白 等
司 布 事 核 } 則 釋 由 負
杳 上 業 估 蓋 1 _ 示 及 擔
I 開 订 所 、 四 如 t 9 財 以
% 函 細

得 其 號 此 行 或 產 履
債 釋 則 稅 公 及 不 政 已 權 行
表 前 第 額 司 T \ 僅 形 0 其
上 淨 十

七
與 關 職 應

所 亦 十 即 值 i t 即 行 故 盡
列 一 八 稅 之 年 賴 不 政 之
之 向 條 後 計 四 保 得 先 行 社
之 援 關 淨 算 月 護 率 例 政 會
~ 1 用 於

i t
j 一 原 爾 時 機 義

杳 遺 上

市
應 十 則 J 關 務

I 產 為 以 曰 相 翻 則 於 上
淨 及 公 標 各 悖 其 基 執 體
值 
1 „

贈 司 準 該 台 已 於 行 現
與 股 9 公 更 為 平 〇

為 稅 票 從 司 稅 違 之 等 令 如
核 法 價 未 資 字 反 行 性 時 右



布 見 因 及
7.
退 所 所 而 算 市 定

該 解 善 四 贈 禹 衍 為 之 公 股
號 而 意 與 步 生 之 方 司 票
函 為 信 號 稅

丨

之 補 財 股 價
釋 移 賴 、 法 j —1 稅 政 3 票 i i

前 # 財 第 之 縱 行 處 部 溯 價 之

即 行 政 ■ ■ 立
大

政 分 之 及 值 標
已 為 部 法 白 亦 上 適 之 準
完 9

先 目 院 與 開 用 核
〇

並 前 號 的 大 拘 其 釋 於 估 詎
% # 對 及 而 法 束 先 函 聲 亦 系
轉 明 於 第 具 官 原 前 不 請 應 ■T

A f 知 遺 四 認 則 處 僅 人 適 判
為

■*<5.

產
■— ■ 財 1_ 理 業 業 用 決

> 顯 及 〇 定 政 及 他 已 已 遣 竟
是 不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號 之 部 — 1 人 達 完 產 以

倘 相 解 法 上
開

租 之 背 成 及 財
當 釋 理 稅 股 國 之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政
N t 之 9 基 函 公 票 家 移 部

i員 交 應 礎 釋 平 價 應 轉 於
保 易 認 與 原 值 保 行 聲
護 而 上 並 遺 則 護 為 請
原 仍

細
則
第

開 無 產 I_ 定 聲 3 人

a 則 執 規 任 及 〇 有 請 而 移
意 定 何 贈 所 人 維

? 田

則

¥

轉
1 去 為 1 顯 達 與 不 之 持 行
不 之 十 難 憲 稅 同 善 稽 為

的 適 之 法 9 意 徵 完
惡 條 两 施 顯 信 機 十

八
A

往 意 關 於 9 行 然 賴 關 後
原 漏 於 本 惟 細 違 所 條 始
則 稅 f 案 揆 則 反 且 為 關 發
為 行 A 之 諸 第 憲 稅 之 於 布
憲 為 淨 情 法 捐 原 上 之
法 » 值 形 大 十 第 稽 處 市 行
之 更 意 〇 院 九 七 徵 分 公 政
基 係 義 蓋 大 條 條 機 9 司 釋
本 於 所 今 法 係 平 關 則 股
理 財 為 聲 官 符 等 對 就 票 9

念 政 之 請 釋 合 權 聲 聲 價 以
» 部 函 人 字 i 及 請 請 值
則 發 釋 係 第 產 其 人 人 計 上



多 或 法 拘 義 十 综
項 為 官 九 上
稅 調 解 原 法 條 論
法 查 釋 則 不 ? 陳
上 〇 案 以 溯 暨 9 虞 於 財 稅 聲
之 必 件 及 既 財 行 〇 本 政 者 請
重 要 9 比 往 政 政 案 部 同 人

要 時 應 例 、 部 法 實 上 視 因
原 參 原 信 七 院 有 開 9 信
則 得 k 則 賴 十 八 難 函 依 +員

行 制 9 十 以 釋 遺 財
其 憲 應 護 年 五 適 與 產 政
所 詞 、 屬 、 年 用 遣 及 部

辯 修 達 法 月 判 之 產 贈 於
涉 憲 憲 安 字 情 及 與 移
之 t_ 及 無 定 曰 第 9 贈 稅 轉
人 7 立 效 性 台 —_ ■ 否 與 法 行
民 司 法 之 、 財 十 則 稅 第 為

基 法 資 規 法 稅 九 即 法 五 時
本 院 料 定 可 字 號 有 施 條 之

權 大 » 〇 預 第 確 過 行 之 函
利 法 並 爰 測 七 定 度 細 規 釋
義 官 得 請 性 九 判 侵 則 定 見
務 審 依 、 〇 決 第 課 解
保 理 請 鈞 授 _—— 於 又 __ 以 而
障 案 求 院 權 〇 聲 民 十 具 為

件 大 明 一 請 之 有 移

般
法 逕 法 確 八 人 財 條 處 #
第 行 官 性 _ ~*z_ 之 產 之 罰 行

案 十 通 依 —_ 案 權 規 漏 為
件 _~~_ 知 聲 禁 號 件 而 定 稅 即
所 條 聲 請 j h 函 適 有 於 性 應
可 第 請 事 類 之 用 達 通 質 為
i：匕 一 人 項 推 規 之 反 案 之 相
擬 項 、 作 適 定 遺 憲 之 擬 同

定 關 用 產 法 適 制 之
故 有 係 解 因 及 第 用 贈 保
本 明 人 釋 平 牴 贈 ■ 並 與 護
案 文 及 為 等 觸 與 十 稅
實 〇 有 # 原 憲 稅 何 〇 而
具 由 關 〇 則 法 施 條 違 易 不
有 於 機 另 、 租 行 比 憲 言 應
— 1 本 關 按 行 稅 細 例 之 之 與
原 說 ? 政 法 則 原 處 1 惡
則 明 ~ 1 a 律 第 則 縱 意
上 及 7 大 我 主 二 之 惟 認 漏



之
重
要
性
」
，
爰
聲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惠
賜
聲
請
人
當
庭
予
以
說
明
之
機
會

7
W



附
件
一
號
：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五
年
度
判
字
第
三
十
九
號
判
決

附
件
二
號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附
件
三
號
：
財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附
件
四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八
五
號
解
釋

附
件
五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六
九
號
解
釋

附
件
六
號
：
太
法
官
釋
字
第
二
一
八
號
解
釋

附
件
七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二
一

 0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附
件
八
號
：

J
A
S
E
S

 WI
L
L
A
U
D

 HC
R
S
T
,

 DE
A
L
I
N
G

 WI
T
H

 ST
A
T
U
T
E
S
,

 83
-
8
4
(
1
9
8
2
)

附
件
九
號

：r
A
C
H
E
M
C
E

 H
.

 T
R
E
E

,

 AM
E
R
I
C
A

2;0
〇

2:S
T
1T

C
T
I
0

2 :A
L

 L
A
W

,

 49
1

 (1
9
7
8
)

附
件
十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五
十
四
號
解
釋

附
件
十
一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四
七
一
號
解
釋
之
劉
鐵
錚
大
法
官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附
件
十
二
號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二
七
一
號
解
釋
之
吳
庚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一

二

十、U

 

頁
 

一

 

.1



a .

i

此
致

司
法
院

所
附
關
係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件
數

如
後
附
表

中
華
民

國

八

八
 

年

 

聲
請
人
姓

五

月

十

四

曰

名

代
理
人
姓

名

©



附
件
十
三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四
六
號
解
釋

附
件
十
四
號
：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附
件
十
五
號
：
王
建
煊
，
租
稅
法
，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
第
二
八
八
頁

附
件
十
六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四
七
二
號
解
釋

附
件
十
七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一
五
一
號
解
釋

附
件
十
八
號
：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二
一

 0

號
解
釋
文

第
三
十
七
頁



.聲

，
請

 

書

b

 

- 
.
9
.

 
. 

^

.

. 

.

.

 

.

.

■■
■

■

.
 

.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主

 

旨

•■有
關
聲
請
人
向

 

鈞
院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乙
案
，敬
請
儘
前
處
理
*並
懇
請
鑑
核
賜
准
聲
請
人
等

 

到
院
說
明
，無
任
感
禱
。

說

明

：1

 
、依
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聲
請
。

二
 
'聲
請
人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四
日
提
出
釋
憲
聲
請
書
，茲
因
本
案
系
爭
釋
函
亟
具
不
合
法
理
情
之

 

規

定

，
使
人
民
一
旦
有
未
上
市

® : .
票
之
買
賣
或
遺
贈
情
事
，
均
有
可
能
遭
受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援

 

引
適
用
該
釋
函
而
課
以
鉅
額
稅
款
，不
異
置
廣
大
人
民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益
有
隨
時
遭
受

 

嚴
重
侵
害

t
急
迫
狀
態
；
包
括
聲
請
人
及
類
此
案
件
遭
誤
課
之
納
稅
人
，為
繳
納
鉅
額
贈
與
稅

 

而
向
財
政
部
台
北
市
國
稅
局
辦
理
之
抵
繳
股
票
，短
期

内

亦
隨
時
有
被
國
有
財
產
局
依
法
拍
賣

 

出
售
之
窘
迫
可
能
，故
敬
請

 

鉤
院
惠
予
儘
前
處
理
本
案
為
荷
。

三
、又
因
本
案
系
爭
釋
函
涉
及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稅
捐
稽
徵
實
務
、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理
、證
券

交
易
實
務
暨
公
司
法
令
規
定

...

等
諸
多
法
理
及
實
務
見
解
問
題
，懇
請

 

鈞
院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鑑
核
賜
准
聲
請
人
偕
同
相
關
專
業
人
士
等
到
院

 

說
明
，無
任
感
禱
。

聲
請
人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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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
一 o

o
)愛
國
西
路
二
魏

 

傳
真
•
■
(
0

二
)
二
三
二
二
八
二
〇
七

■ 

-
-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速

別

.

.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民國

f

 f

拾
實

拾
捌
日
姜

發
文
字
號
：
台
財
稅
第
八
八
一
九
四
四
六
四
二
號

附
件
：
如
文

 

/

主
旨
：
有
關

 

君
申
請
釋
憲
案
，
涉
及
之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十
九
條
及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釋
，其
立
法
意
旨
及
法
律
意
見
，
復
如
說
明
，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

、

 復
貴
處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日

(
八
八
)
處
大
一
字
第
一
七
三
二

o
號
函
。

二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之
課
稅
範
圍
，
依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本

 

法
稱
財
產
，
指
動
產
、
不
動
產
及
其
他
一
切
有
財
產
價
值
之
權
利
。
」
而
財
產
價

 

值
之
計
算
，
依
同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遺
產
及
贈
與
財
產
價
值
之
計
算
，

以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時
或
贈
與
人
贈
與
時
之
時
價
為
準

...

.
」
為
執
行
上
開
條

文
所
定
「時
價
」
，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章
定
有
估
價
標
準
，
於
適
用
有
疑
義
時

G8829928



，再
以
函
釋
闡
明
。茲
就
本
件
涉
及
之
細
則
及
函
釋
說
明
如
次
：

(一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
「凡
已
在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以
下
稱
上
市
)
或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
以
下
稱
上
櫃
)
之
有

 

價
證
券
，
依
繼
承
開
始
日
或
贈
與
日
該
項
證
券
之
收
盤
價
估
定
之
：
：
」

 

，
係
因
遺
產
或
贈
與
標
的
為
公
開
上
市
或
上
櫃
之
有
價
證
.券
時
，
其
同
一

 

天
之
市
場
成
交
價
有
多
種
，為
免
時
價
認
定
之
'困
擾
，爰
明
定
以
收
盤
價

 

為
準
。

(
二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

 r

未
上
市
或
上
櫃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票

，
除
前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情
形
外
，
應
以
繼
承
開
始
日
或

 

贈
與
日
該
公
司
之
資
產
淨
值
估
定
之
。
：
：
」
係
因
未
上
市
、未
上
櫃
公

 

司
股
票

，
於
繼
承
曰
或
贈
與
日
，常
因
無
交

易
記
錄

，
或
縱
有
交

易
紀
錄

 

，
惟
因
交
易
不
頻
繁
或
因

非
屬
公

開
市
場

之
買
賣

，其
價
格
易
淪
為
人
為

 

控
制
，
而
難
以
認
定
其
客
觀
之
市
場
價
格
，爰
明
定
以
公
司
資
產
淨
值
估

 

定
。

(
三
)

 
本
部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

r

稽
 

徵
機
關
於
核
算
遺
產
或
贈
與
財
產
中
未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之
資
產
淨
值
時
，

 

對
其
轉
投
資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應
依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估
價
。
」
即
應
就
未
上
市
公
司
持
有
之
上
市
股
票
，先

第
二
頁



按
收
盤
價
格
調
餐
上
市
股
票
價
值
後

(
而
不
是
公
司
帳
載
之
買
入
成
本
)

 

，
再
計
算
資
產
淨
值
，
以
符
合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十
條
「時
價
」
之
規

 

定
。
若
依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核
算
資
產
淨
值
時
，

 

對
未
上
市
公
司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僅
依
原
公
司
帳

载

成
本
計
算
，

 

則
不
同
之
未
上
市
公
司
持
有
相
同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將
因
不
同
時
點
購

 

買
成
本
之
不
同
而
產
生
不
同
之
估
價
，
有
違
課
稅
公
平
；
又
財
團
企
業
大

 

股
東
，
得
藉
成
立
控
股
公
司

(
未
上
市
)
，
於
財
團
企
業
股
票
上
市
前
或

 

上
市
後
低
價
時
，
將
財
團
企
業
股
票
移
轉
於
控
股
公
司
，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上
漲
時
，
按
較
低
之
成
本
價
計
算
，
則
其
直
接
持
有
之
控
股
公
司
股
票

 

淨
值
，
將
不
受
股
價
上
漲
之
影
響
，
於
繼
承
或
贈
與
時
，
即
得
按
較
低
之

 

價
值
課
稅
，
而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價
下
跌
低
於
成
本
價
時
，
依
財
務
會
計
穩

 

健
原
則
所
採
之
成
本
市
價
孰
低
法
，
卻
得
按
較
低
之
市
價
核
算
淨
值
課
稅

 

，
除
助
長
投
機
外
，
相
較
於
直
接
持
有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之
股
東
，
應
按
上

 

漲
後
股
票
之
價
值
課
稅
，
亦
顯
有
違
課
稅
公
平
，
故
基
於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十
條
「遺
產
及
贈
與
財
產
之
計
算
，
以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時
或
贈
與
人

 

贈
與
時
之
時
價
為
準
」
之
規
定
，
函
釋
核
算
未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之
資
產
淨

 

值
時
，
對
其
轉
投
資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應
依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估
價
，
即
依
繼
承
日
或
贈
與
日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之

收

盤

價

計

算

。

 

. 

.

' 

. 

...

 

:

三
、

 

有
關
資
雇
淨
值
之
計
算
：

本
部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台
財
稅
第
三
五
四
四

o
號
函
釋
：

r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稱
『資
產
淨
值
』
一
詞
，係
指
營
利
事
業
資
產
總
額

 

與
負
債
總
額
之
差
額
而
言
。
」
惟
於
核
算
公
司
之
資
產
淨
值
時
，
本
部
七
十
一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台
財
稅
第
三
一
八
九
七
號
及
七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台
財
稅
第
四

o
 

1八
三
三
號
函
，
早
已
明
示
就
公
司
持
有
之
土
地
，
應
依
行
為
日
當
期
之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計
算
，
及
對
公
司
未
分
配
盈
餘
之
計
算
，
應
以
經
稽
徵
機
關
核
定
之
未
分
配

 

盈
餘
為
準
，
顯
非
以
公
司
帳
載
淨
值
為
準
，系
爭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穴
曰
台
財
稅
第

 

七
九
〇
二
〇
一
八
三
三
號
函
釋
，係
就
淨
值
計
算
再
為
補
充
闌
明
，
與
以
往
函
釋

 

並
無
抵
觸
。
另
本
部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第
八
七
一
九
七
二
八
〇

 

一

號
函
釋
：
「未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淨
值
之
核
算
，
就
該
公
司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於
依
繼
承
日
或
贈
與
曰
收
盤
價
計
算
時
，
不
預
扣
證
券
交
易
稅
及
手
續
費
。

」

(
以
上
函
釋
詳
附
件
影
本
)
。

四
、

 

本
件
君
申
請
釋
憲
補
充
理
由
，
對
稅
法
規
定
多
所
誤
解
，
茲
擇
其
要
者
說
明
如

 

次
：(

一
)
遺
產
稅
之
課
徵
，
制
度
上
有
採
總
遺
產
稅
者
，
亦
有
採
分
遺
產
稅

(
又
稱

 

繼
承
稅
)
者
，
而
贈
與
稅
課
徵
之
目
的
，
係
避
免
當
事
人
死
亡
前
無
償
移



(
,
 

,

'■
『

，"

:
.

轉
財
產
致
影
響
，死
亡
後
遺
產
稅
之
課
徵
，
故
贈
與

税

通
稱
係
遣
羞
氣
之
輔

 

助
稅
，遺
產
稅
採
總
遺
產
稅
者
，
贈
與
稅
係
採
贈
與
人
稅
，
即
對
贈
與
人

 

課
徵
贈
與
稅
，
而
採
分
遺
產
稅
者
，其
贈
與
稅
則
係
採
受
贈
人
稅
，
即
對

 

受
贈
人
課
徵
贈
與
稅
，
我
國
遺
產
稅
係
採
總
遺
產
稅
制
，
故
贈
與
稅
係
採

 

贈
與
人
稅
，
且
為
避
免
重
複
課
稅
，
受
贈
人
非
自
營
利
事
業
受
贈
之
財
產

 

，
所
得
稅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七
款
明
訂
免
納
所
得
稅
，
顯
然
贈
與
稅

 

並
非
對
取
得
利
益
之
人
課
稅
。

二
)

 

贈
與
稅
係
因
生
前
贈
與
移
轉
財
產
行
為
而
就
贈
與
時
贈
與
財
產
價
值
課
徵

 

之
移
轉
稅
，
而
非
就
受
贈
人
取
得
財
產
後
變
現
之
金
額
課
稅
，蓋
受
贈
人

 

取
得
後
，
可
能
為
有
償
移
轉
，
亦
可
能
為
無
償
移
轉

(
贈
與
或
繼
承
)
，

 

如
應
俟
受
贈
人
出
售
並
確
實
獲
取
利
得
後
始
得
課
贈
與
稅
，

财

富
豪
之
家

 

可
經
由
贈
與
、
再
轉
贈
與
，
將
非
現
金
財
產
代
代
相
傳
而
規
避
遺
產
稅
及

 

贈
與
稅
，殊
與
遺
產
稅
平
均
社
會
財
富
之
目
的
相
違
，
又
受
贈
人
事
後
縱

 

將
受
贈
物
出
售
，
而
其
售
價
與
受
贈
時
之
價
值
不
同
時
，
係
受
贈
人
取
得

 

後
產
生
虧
損
或
所
得
問
題
，
該
部
分
與
贈
與
人
無
關
，
即
贈
與
額
與
稅
額

 

並
不
隨
之
而
產
生
增
減
變
化
，申
請
釋
憲
理
由
稱
應
俟
繼
受
人
出
售
並
確

 

實
獲
取
利
得
後
始
課
贈
與
稅
，
方
與
憲
法
之
比
例
原
則
相
符
，
應
係
誤
解

三
)

 

贈
與
未
上
市
、未
上
櫃
公
司
股
票
，
稽
徵
機
關
係
就
贈
與
時

(
或
贈
與
日

第
五
頁



五

)、該
公
司
繼
續
經
營
情
況
下
之

f
產
淨
值
估
價
課
稅
，
至
於
贈
與
後
，
該

 

公
司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償
格
漲
跌
、有
無
出
售
似
及
出
售
後
有
無
再

 

買
進
等
，
均
與
贈
與
人
無
關
，
又
受
贈
人
取
得
該
股
票
後
亦
可
隨
時
再
為

 

移
轉
，與
該
未
上
市
、未
上
櫃
公
司
轉
投
資
持
有
之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有
無

 

出
售
亦
無
關
0

(
四
)
證
券
交
易
稅
係
就
有
價
證
券
之
買
賣
行
為
課
稅
，贈
與
行
為
不
課
證
券
交

 

易
稅

(
註
：
以
顯
著
不
相
當
代
價
出
售
未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售
價
部
份
課

 

證
券
交
易
稅
，
淨
值
與
售
價
差
額
部
份
，
則
課
贈
與
稅
不
課
證
券
交
易
稅

 

)
，
惟
受
贈
人
事
後
出
售
時
，
仍
應
就
該
買
賣
行
為
課
徵
證
券
交
易
稅
，

 

其
前
後
有
二
個
行
為
，
並
無
贈
與
稅
與
證
券
交
易
稅
重
複
課
稅
之
情
事
。

、系
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如
申
請
釋
憲
理
由
所
稱
「其
所
持
有
之
上
市
股

 

票
幾
乎
為
公
司
之
全
部
財
產
」
，
於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該
公
司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票
收
盤
價
每
股
八
十
元
，
該
公
司
每
股
淨
值
一
二
九
.
八
元
，
而
七

 

十
九
年
八
月
十
日

 

公
司
股
票
收
盤
價
每
股
三
十
一
元
，
該
公
司
每
股
淨

 

值
六
十
六
.
六
元
，
惟
君
之
轉
讓
價
格
均
為
每
股
五
十
元
，
且
依
其
所
述
理
由

 

，
 

公
司
股
價
不
論
多
高
，
只
要
在
其
成
本
價
之
上
，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每
股
之
價
值
均
為
五
十
元
，
就
一
股
票
投
資
公
司
而
言
，
其
所
投
資
之
股

 

票
價
格
上
漲
，
若
謂
該
投
資
公
司
股
票
之
市
場
價
格
不
受
影
響
，
顯
與
事
實
相
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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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
又
申
請
釋
憲
理
由
謂
若
知
應
按
收
盤
價
核
算
淨
值
，
則
其
只
要
多
繳
約
二
百
幕

 

元
之
證
券
交
易
稅
，
似
亦
說
明
，其
若
知
應
按
收
盤
價
椋
算
淨
值
，
則
可
按
每
股

 

一
二
九
•
八
元
及
六
十
六
.
六
元
出
售
，
顯
然
該
股
票
於
系
爭
行
為
日
是
有
該
等

 

價
值
，
而

 

僅
以
五
十
元
讓
售
，
是
以
其
涉
有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
以
顯
著
不
相
當
之
代
價
讓
與
財
產
」
之
事
證
明
確
，
併
予
陳
明
。

正
本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

第
七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