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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隨堂測驗第一回 

範圍：遺產與贈與稅（一） 

朱智豪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試説明擬制贈與與擬制遺產?是分別說明之。 

 

 

 

 

 

二、試述信託財產在什麼情況下不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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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隨堂測驗第二回 

範圍：遺產與贈與稅（二） 

朱智豪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依稅捐稽徵法規定徵收期間應如何計算?又欠稅案件未結案件之處理方式為何? 

 

 

 

 

 

 

二、有關稅捐稽徵法規定租稅保全方式為何？又滯納金之規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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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隨堂測驗第一回解答 

範圍：遺產與贈與稅（一） 

朱智豪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 

【擬答】 

（一）依遺產贈與稅法第 15 條規定，擬制遺產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

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 

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後至前項修正公布生效前發生之繼承案件，適用前項之規定。 

（二）依遺產贈與稅法第 5 條規定，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

課徵贈與稅： 

一、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二、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 

三、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其不動產。 

四、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部分。 

五、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與。但能證明支

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六、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

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二、 

【擬答】 

依遺產贈與稅法第第 5-2 條規定，信託財產於左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或為其他處分者，不課徵

贈與稅： 

一、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二、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三、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四、因信託關係消滅，委託人與受託人間或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五、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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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隨堂測驗第二回解答 

範圍：遺產與贈與稅（二） 

朱智豪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 

【擬答】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徵收期間應如何計算?又欠稅案件未結案件之處理方式為何? 

（一）依稅捐稽徵法 23 條規定，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

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

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第十條(公告延長)、第二十五條(提前開徵)、第二十六條(申請延長)至第二十七條規

定(分期繳納)情事者，前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三十九條暫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行者，第一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

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

再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

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二）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

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執行

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繼續執行，其執行期間不得逾一百二十一年三月四日： 

一、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 

二、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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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答】 

（一）所謂租稅保全，以法律許可之方法，暫時限制納稅義務人處分其財產或限制其出境，以利將來強制

執行，故租稅保全之方法如下所示: 

1.不得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 

2.限制減資或註銷登記 

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適用之，納稅義務人欠

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

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之登記。 

3.實施假扣押 

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

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

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 

4.限制出境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

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

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利事

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

其負責人出境，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或稅捐稽徵機關未實施第一項第一

款前段或第二款規定之稅捐保全措施者，不適用之： 

(1)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

法送達。 

(2)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五年。 

5.提前開徵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稅捐稽徵機關，對於依法應徵收之稅捐，得於法定開徵日期前稽徵之。但納

稅義務人能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1)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 

(2)納稅義務人於稅捐法定徵收日期前，申請離境者。 

(3)因其他特殊原因，經納稅義務人申請者。 

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應徵收之稅捐而未開徵者，於破產宣告或公司

重整裁定時，視為已到期之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 

（二）有關滯納金之規定，依稅捐稽徵法 20 條規定，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三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

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期間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提出具體證明，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回復原狀並同時補行申請延期

或分期繳納，經核准者，免予加徵滯納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