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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相關法規】113年考前叮嚀（三) 

王如 老師提供 

一、特種稅額之計算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1 條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就其銷售額按第十一

條規定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但典當業得依查定之銷售額計算之。 

（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2 條 

第十二條之特種飲食業，就其銷售額按同條規定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但主管稽徵機關得

依查定之銷售額計算之。 

（三）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3 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小規模營業人、依法取得從事按

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業，及其他

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除申請按本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並依第三

十五條規定申報繳納者外，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之銷售額按第十三條規定之稅率計算營業

稅額。 

（四）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4 條 

1.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經營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特別規定欄所列非

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部分，得申請依照本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並依第三十五條規

定申報繳納。 

2.依前項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申請依照本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者，經核准後三年內

不得申請變更。 

3.財政部得視小規模營業人之營業性質與能力，核定其依本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

並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繳納。 

（五）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5 條 

1.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取得

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依規定申報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百分之十，在查

定稅額內扣減。但查定稅額未達起徵點者，不適用之。 

2.前項稅額百分之十超過查定稅額者，次期得繼續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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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 

(C) 1. 我國居住者個人甲及乙於 110 年合夥成立 A 商號，由甲負責經營，因每月銷

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而經核定為小規模營業人並採查定課徵營業稅，

111 年均未達營業稅起徵點，下列有關 A 商號及合夥人相關課稅情形，何者

正確 ? 

(A)甲應於 112 年 5 月辦理 A 商號 11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惟無

須計算及繳納稅額 

(B)乙於 112 年 2 月取得 A 商號 111 年度之盈餘，應併入其 112 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課稅 

(C)A 商號於 111 年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

證，並依規定申報者，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 10%，在查定稅額內扣減 

(D)A 商號 111 年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制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計入該

商號之所得額 

（六）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6 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

營業人、小規模營業人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其營業稅起徵點，

由財政部定之。 

（七）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4 條 

1.本法第二十三條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以進項稅額百分

之十扣減查定稅額者，其進項憑證應分別於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之五日前，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並以當期各月份之進項憑證為限。 

2.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申報，或非當期各月份進項憑證，不得扣減查定稅額。 

（八）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但書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營業人，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查定銷售額

者，其應納稅額由主管稽徵機關於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底前分別按查定稅額計算填發

繳款書通知繳納。 

二、稅籍登記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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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1 條 

1.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之年銷售額逾一定基準者，應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稅籍登記。 

2.依前項規定委託代理人者，應報經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代理人時，亦

同。 

3.第一項年銷售額（113 年適用標準為年營收 48 萬元）之一定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三）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9 條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

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稅籍登記。 

（四）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0 條 

1.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申請稅籍登記之事項有變更，或營業人合併、轉

讓、解散或廢止時，均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變更或註銷稅籍登記。 

2.前項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但因合併、增

加資本、營業地址或營業種類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 

（五）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1 條 

營業人暫停營業，應於停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復業時，亦同。 

【模擬試題】 

(B) 1. 跨境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有關課徵營業稅之相關規定何者是錯誤

的?  

(A)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營業人 

(B)在境內無營業場所者，不須辦理稅籍登記 

(C) 在境內無營業場所者，年銷售額超過 48 萬元，應自行辦理稅籍登記並報

繳營業稅  

(D)在境內無營業場所者，年銷售額超過 48 萬元，應委託境內代理人辦理稅

籍登記並報繳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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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報繳納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條 

1.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

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

報。 

2.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一期，於次月十

五日前依前項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一年度內不

得變更。 

3.前二項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者，並應檢附統一發票明細表。 

（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 

1.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應檢附之退抵稅款

及其他有關文件如下： 

(1)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扣抵聯。 

(2)載有營業稅額之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 

(3)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之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 

(4)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及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 

(5)第十一條規定適用零稅率應具備之文件。 

(6)第十四條規定之證明。 

(7)營業人購買舊乘人小汽車及機車進項憑證明細表。 

(8)載有買受人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開立抬頭為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以前之收據扣抵聯。 

(9)營業人須與他人共同分攤之水、電、瓦斯等費用所支付之進項稅額，為前款收據扣抵

聯之影本及分攤費用稅額證明單。繳費通知單或已繳費憑證抬頭為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一月以後者，為統一發票之影本及分攤費用稅額證明單；其為雲端發票者，為載有

發票字軌號碼或載具流水號之分攤費用稅額證明單。 

(10)員工出差取得運輸事業開立之火（汽）車、高鐵、船舶、飛機等收據或票根之影本。 

(11)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填發之貨物清單扣抵聯。 

(12)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及營業稅額之電子發票證明聯。 

(13)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或影本。 

2.營業人經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准者，得以載有進銷項資料之磁帶、磁片、光碟片媒體或以

網際網路傳輸資料代替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之證明文件。 

3.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向稽徵機關申請以進項憑證編列之明細表，代替進項稅額扣

抵聯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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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徵收率 

憑證總計金額ｘ徵收率 

 (1)營利事業所得稅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者。 

 (2)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3)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且股票已上市者。 

 (4)連續營業三年以上，每年營業額達一億元以上，且申報無虧損者。 

 (5)進項憑證扣抵聯數量龐大者。 

4.營業人以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憑證影本，作為退抵稅款證明文件者，應按期彙

總計算進項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5.前項進項稅額，尾數不滿通用貨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6.營業人取得公用事業開立之雲端發票及該銷售額發生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出具

之證明單，應以憑證編列之明細表，代替原憑證申報。 

（三）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8-1 條 

1.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除申請核准

以每月為一期申報者外，應以每二月為一期，分別於每年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

月、十一月之十五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營業人，申請改以每

月或每二月為一期申報者，應自核准後之首一單月起適用。 

（四）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 條 

1.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應由

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給付額依第十條所定稅率，計算營業稅

額繳納之；其銷售之勞務屬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之勞務者，勞務買受人應按該項各款稅

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

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其為兼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

勞務者，繳納之比例，由財政部定之。 

2.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

務，其代理人應於載運客、貨出境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

計算營業稅額，並依前條規定，申報繳納。 

3.第六條第四款所定之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須申請稅籍登記者，應就銷售額按

第十條規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報稅之代理人依前條規定申

報繳納。 

  

進項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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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1 條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供教育、研究

或實驗使用之勞務予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者，勞務買受人免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六）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7 條 

1.外國技藝表演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演出之營業稅，應依第三十五條規定，向演出地主管

稽徵機關報繳。但在同地演出期間不超過三十日者，應於演出結束後十五日內報繳。 

2.外國技藝表演業，須在前項應行報繳營業稅之期限屆滿前離境者，其營業稅，應於離境

前報繳之。 

（七）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8 條 

1.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設於中華民國境內各地區者，應分別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得向財政部申請核准，就總機構及所有其他固

定營業場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由總機構合併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

或溢付營業稅額。 

（八）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 

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核准由總機構

合併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者，其所有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仍應向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及進項憑證。 

【模擬試題】 

(D) 1. 外國技藝表演業，將在我國境內演出 7 日，並於演出後於境內觀光旅遊 1 個

月後出境，其表演收入應於何時報繳營業稅?  

(A)入境時  (B)出境時   

(C)演出前 15 日內 (D)演出結束後 15 日內  

四、溢付稅額之處理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9 條 

1.營業人申報之下列溢付稅額，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 

(1)因銷售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 

(2)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3)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2.前項以外之溢付稅額，應由營業人留抵應納營業稅。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財政部核准

退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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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擬試題 

(B) 1. 下列何種情況溢付之營業稅得申請退還？①因銷售免稅貨物或勞務②因購置

自用乘人小汽車③因進口機器設備④因合併註銷登記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B)  2. 甲公司為加值型營業稅之營業人，當期國內應稅銷售額為 600 萬元，外銷銷售

額 100 萬元，因進貨及費用而取得之進項稅額為 25 萬元，上期累積留抵稅額

10 萬元，則該公司本期營業稅：①應納稅額 5 萬元②應退稅額 5 萬元③留抵

稅額 5 萬元④退稅限額 5 萬元 

(A)①④ (B)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 

銷項稅額＝6,000,000*5%+1,000,000*0 

＝300,000 

300,000-250,000-100,00＝-50,000…溢付稅額 

得退稅限額＝1,000,000*5% 

＝50,000 

應退稅額＝50,000 

本期累積留抵稅額＝0 

五、稽徵程序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0 條 

1.依第二十一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典當業及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

額之營業人，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其銷售額及稅額，每三個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

次。 

2.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其銷售額及稅額，

每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次。 

（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1 條 

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

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 

（三）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2 條 

1.依本法規定，由納稅義務人自行繳納之稅款，應由納稅義務人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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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本法規定，由主管稽徵機關發單課徵或補徵之稅款及加徵之滯報金、怠報金，應由主

管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納稅義務人，應於繳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公

庫繳納之。 

3.納稅義務人，遺失前項繳款書，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補發，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接到

申請之次日補發之。但繳納期限仍依前項規定，自第一次繳款書送達之次日起計算。 

（四）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2-1 條 

1.主管稽徵機關收到營業稅申報書後，應於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六個月

內，核定其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自動向主管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主管稽

徵機關應於受理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核定。 

3.第一項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案件，其無應補繳稅額或無應退稅額者，主管稽徵機關

得以公告方式，載明按營業人申報資料核定，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文書之送達。 

（五）模擬試題 

(D) 1. 某有陪侍之酒吧本期銷售額 800 萬元，添購新音響設備 200 萬元，進項稅額

10 萬元，請問本期應繳營業稅多少元?  

(A)120 萬元 (B)150 萬元 (C)190 萬元 (D)200 萬元 

(C)  2. 有關小規模營業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銷售額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 

(B)由主管稽徵機關每三個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次 

(C)進項稅額皆不得扣減應納稅額 

(D)免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A) 3. 依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特種飲食業，由主管稽徵機關隔多久填發繳款書通知繳

納一次? 

 (A)每月  (B)每兩個月  (C)每三個月 (D)每六個月 

(C) 4. 採查定課徵之某小規模營業人，查定每季營業額 42 萬元，當季進貨取得統一

發票金額 25 萬元，進項稅額 12,500 元，並依規定申報其進項稅額。則其當季

經查定之應納營業稅額為多少 ? 

(A)1,700 元 (B)2,000 元 (C)2,950 元 (D)4,200 元 

(C) 5.  我國居住者個人甲及乙於 110 年合夥成立 A 商號，由甲負責經營，因每月

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而經核定為小規模營業人並採查定課徵營業

稅，113 年均達營業稅起徵點，下列有關 A 商號及合夥人相關課稅情形，何

者正確 ? 

(A)甲應於 114 年 5 月辦理 A 商號 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惟無

須計算及繳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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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乙於 114 年 2 月取得 A 商號 113 年度之盈餘，應併入其 114 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課稅 

(C)A 商號於 113 年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

證，並依規定申報者，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 10%，在查定稅額內扣減 

(D)A 商號 113 年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制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計入該

商號之所得額 

六、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3 條 

1.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

並補徵之： 

(1)逾規定申報限期三十日，尚未申報銷售額。 

(2)未設立帳簿、帳簿逾規定期限未記載且經通知補記載仍未記載、遺失帳簿憑證、拒絕

稽徵機關調閱帳簿憑證或於帳簿為虛偽不實之記載。 

(3)未辦妥稅籍登記，即行開始營業，或已申請歇業仍繼續營業，而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 

(4)短報、漏報銷售額。 

(5)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 

(6)經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而不使用。 

2.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顯不正常者，主管稽徵機關，得參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料，核定

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徵之。 

七、行政罰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9 條 

營業人未依本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三十日者，每逾二日按應

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一滯報金，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二千

元；其逾三十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三十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三千元，

不得超過新臺幣三萬元。其無應納稅額者，滯報金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怠報金為新臺幣

三千元。 

（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9-1 條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代理人，未依規定期間代理申報繳納營業稅者，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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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0 條 

1.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加徵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除移送強制執行外，

並得停止其營業。 

2.前項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

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

徵收。 

八、漏稅罰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 

1.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並得停

止其營業： 

(1)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 

(2)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 

(3)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4)申請註銷登記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停止其營業後，仍繼續營業。 

(5)虛報進項稅額。 

(6)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營業稅。 

(7)其他有漏稅事實。 

2.納稅義務人有前項第五款情形，如其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之憑證，經查明確有進

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所交付，且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法補稅

處罰者，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二）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 條 

1.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

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但處罰金額不

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2.營業人有前項情形，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並停止其營業。 

（三）模擬試題 

(A) 1.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何種情形，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

並得停止其營業？①虛報進項稅額②經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而不使用③未依

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④於帳簿為虛偽不實之記載 

(A)①③(B)②④(C)③④(D)①② 

(A)  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經查獲者，一年內經

查獲幾次，應停止其營業 ?為停止營業處分時，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幾個月? 

(A)2 次 ; 2 個月(B)3 次 ; 3 個月(C)3 次 ; 6 個月(D)4 次 ;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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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依現行稅法，營業稅納稅義務人虛報進項稅額，除追繳稅款外，處多少罰鍰?  

(A)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B)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C)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D)所漏稅額五倍以下  

九、統一發票獎金 

（一）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8 條 

為防止逃漏、控制稅源及促進統一發票之推行，財政部得訂定統一發票給獎辦法；其經費

由全年營業稅收入總額中提出百分之三，以資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