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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所得稅，以所得為稅源依課稅標準及租稅客體或對象來課徵。由於具有真正的

稅源，故可充實國庫收入；納稅屬於義務行為，人民經由納稅可以瞭解到享受權利

與盡義務的關係，人民自發的繳稅行為，就是提升公民素養的最佳作法。除了義務

外，人民繳納稅賦也成了政府收入最大來源，稅收上約占了政府總收入的 2/3，是維

持一個國家財力的重要根本。人民的納稅是間接的付費，讓民眾享受到政府建設的

成果。而納稅的目的，就是希望縮短貧富間差距，像是所得稅就是以累進的方式來

計算，讓所得多者多繳一點稅，收入少者少繳一點稅，以達到租稅公平的目的。依

法納稅為國民應盡的義務，  

現行台灣所得稅分兩大類：綜合所得稅與營利事業所得稅。前者課稅範圍包括

「凡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個人，不論是本國人或外國人，亦不論是否居住於中華

民國境內，具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均應課徵或扣繳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具

有公平、量能課稅的效果，而且稅源廣泛，稅收穩定，是當前世界上各先進國家的

主要稅目。 

  關於這次的報告『個人綜合所得稅－薪資所得』，針對四個國家的薪資所得課稅

做深入的比較；分別是：中國、日本、美國和台灣。從最基本的個人所得稅中，將

薪資所得部分自所有應課所得項目中擷取介紹。 

A部分：就各國於薪資所得上所訂各種不同課稅主體、薪資所得免稅部分、稅率標準、

扣除額、免稅額等部分詳述。 

Ｂ部分：統整簡表和台灣比較。並對各國薪資課稅舉出兩個例子(1)本國人在外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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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否列入課稅(2)外國人在當地收入薪資是否列入課稅。來讓各位更了解其所屬國

家的薪資課稅標的。 

Ｃ部分：課徵薪資所得稅對人民的影響，用統計數據和報導文獻探究對薪資所得課

稅是否影響到工作意願。 

現今個人所得稅中薪資所得佔其稅收絕大部份，因此，我們針對薪資所得部分來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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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個人所得稅之薪資所得 

課稅主義： 

台灣現行的個人所得稅制係採屬地主義的精神，也就是對於中華民國境內來源

所得予以課徵個人所得稅，而若是來自於非中華民國境內的所得均非個人所得稅之

課徵範圍。此一規定在於，所得稅法第二條之規定： 

(一)、凡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來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

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 

 

一、課稅主體： 

課稅主體其主要之意義即是指負有納稅義務之人，也就是所謂的納稅義務人，

而在台灣之個人所得稅制度中納稅義務人即是「凡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個人，應

就其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說，無

論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只要有來自於所得稅法所定義的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即

負有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義務。 

    而所謂的納稅義務人在台灣可以加以區分成兩種，此種納稅義務人在納稅義務

上最大的差異在於其申報方式的不同：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為居住者，以自行結算申報方式繳納申

報為主，再輔以扣繳制度作為掌握稅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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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為非居住者，以就源扣繳方式繳納。 

至於如何分居住者與非居住者，依據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基本上符合以

下兩個要件，即屬於居住者的身分：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在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個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滿一

百八十三天者。 

當然非屬於以上兩個條件者，即稱之為非居住者。但是依據所得稅法第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但書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個課稅年度內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超過九十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雇主所取得之勞務報

酬不在此限。 

納稅義務人 種類 繳稅方式 

1、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簡稱居住者) 

結算申報 

2、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簡稱非居住者) 

就源扣繳 

 

 

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

個人 

3、大陸、香港及澳門地

區人民有台灣地區來源

所得者 

按其屬居住者、非居住者

身份而課稅。 

二、課稅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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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稅客體又可以稱之為課稅的範圍，簡言之，就是哪些所得是屬於應納稅之所

得。前面己敘述，台灣之綜合所得稅其課稅所得係採用「屬地主義」之精神，因此

其課稅之範圍又可定義為「中華民國來源所得」，所以如果個人有來自非中華民國境

內之所得自然就不用列入課稅。 

 

三、薪資所得：(所 14○3 )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勞務者之所得 

1、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2、內容包括：薪資、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金、紅利及各種補助費。 

a、 薪資：本薪、底薪、本俸、年幼俸、工資、公費、特支費。 

b、津貼：房屋津貼、交通津貼、眷屬津貼、實物配給、勤務津貼。 

c、 各種補助：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教育補助。 

d、獎金：年終獎金、考績獎金、全勤獎金、不休假獎金、破案獎金。 

e、 其他給與：車馬費、加班費、紅利(含董監酬勞、員工紅利)。 

3、但為雇主之目的，執行業務而支領之差旅費、日支費、加班費，不超過規定標準

者，及依法免稅之項目(如現役軍人之薪餉等)，不包括在內。 

4、上述差旅費、日支費及加班費之支給標準，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擬訂報請財政

部核定之。 

5、公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 

a、 以在校之學業操行達一定標準者 → 為獎學金 → 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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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在學子女人數發給者 → 為薪資所得 → 課稅。 

6、演講鐘點費： 

a、 專題演講：與稿費等合計 18 萬以下(屬執行業務所得) → 免稅。 

b、授課鐘點費：屬薪資所得(訓練班、講習會) → 課稅。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意義 

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

95 年度每人每年可扣除 78,000，其申報之薪資所得未達 78,000 元者，就其薪資所得

額全數扣除，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依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分開計稅部分之薪資

最高扣除 78,000 元，薪資所得未達 78,000 元者，就其薪資所得額全數扣除。所得稅

法之所以允許薪資所得有特別扣除，其理由大致如下： 

(1) 薪資所得之實質納稅能力較財產所得為低：財產所得只要有財產之存在，原

則上即可源源不斷地產生所得。但薪資所得是一種勤勞所得，不工作即無收

入，其收入受個人之體力及年齡而有限制。因此薪資所得者必須為疾病、災

害及退休後之生活而儲蓄，以致其納稅能力受到限制。 

(2) 薪資所得之相關成本未全准減除：薪資所得之某些必要費用稅法並未准許減

除，因此使應課稅之薪資所得金額偏高。此等未准減除之成本項目甚多，常

見者為：上下班之交通費、為工作而購置摩托車或腳踏車之支出、職業性之

服裝費以及職業婦女出外工作所增加之家庭管理及照顧孩童費用等均未准

減除，故宜給予特別扣除以為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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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薪資所得係犧牲休閒而產生，成本較高：工作與享受休閒，除少數情形外，

通常不能兼得。欲工作即須犧牲休閒。但財產所得之產生則不以犧牲休閒為

條件，因此對薪資所得應給予適當之所得稅減免以為補償。 

(4) 薪資所得逃稅不易，實質稅負較高：由於扣繳制度之採行，使薪資所得之課

稅資料完全為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少有逃漏之機會。但其他所得則每月甚多

之逃漏，例如房屋租賃所得及民間之利息收入等往往均為政府難以控制之稅

源。相對之下，薪資所得之稅負乃偏高，故宜有所減免。 

企業節稅策略」等課程，視同授課鐘點費，須課稅。 

 

薪資所得扣繳率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 

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註 1)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註 2) 

A、非固定薪資 6%(註 3) 

B、固定薪資 

   (1)、10% 

   (2)、按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查表 

 

20% 

固定薪資與非固定薪資之差異 

薪資所得可以分為固定薪資所得及非固定薪資所得，固定薪資所得每人每個月固定

領取，不因給付單位盈虧而受影響，且其每月領取之金額不會有太大變動，如受雇

員工每月所領取之工資或薪資。非固定薪資所得並非固定領取，是否給付，僱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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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絕對的決定權而不受契約的約束，例如員工所領的年終獎金及特別節日的獎金(如

端午節及中秋節獎金)等，是否發放，發放金額多寡可能受僱主事業經營盈虧影響，

並不會每個月固定發放。公司發放給員工紅利雖然是從公司的盈虧中提撥，在性質

上係員工與股東共享經營成果，理論上應屬營利所得，但員工並不直接承擔公司經

營失敗之風險與股東之性質不同，公司分配之紅利多寡亦視公司經營情況而定，且

員工所投資的是勞力與心力而非錢，因此在所得分類上歸為非固定薪資。 

勞務報酬 

1、原則：勞務報酬以勞務提供地是否在我國境內為準。凡在我國境內提供勞務 

         之報酬，均為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至於勞務報酬由何人支付在何地支 

         付，均在所不問。 

2、例外：(1)勞務提供地在境外，仍課稅：如駐外人員。 

           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及其一般僱用人員在國外提供勞務之報

酬，其提供勞務地雖不在我國境內，但仍視為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唯本款之適用，以各該人員在駐在國提供勞務之報酬，享受駐在國免徵

所得稅之待遇者為限。 

         (2)勞務提供地在境內，不須課稅：如未超過 90 天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年度內在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超

過 90 天者，其自我國境外雇主所取得之勞務報酬，不包括在中華民國

來源所得範圍內。 

           故其適用條件有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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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 

b、一課稅年度居留不逾 90 天。 

c、 自境外僱主取得之勞務報酬。 

         (3)外國營利事業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核准在中華民國

境內投資者，該外國營利事業之董事或經理人及所派之技術人員，因辦

理投資、建廠或從事市場調查等臨時性工作，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

國境內居留期間合計不超過 183 天者，其由該外國營利事業在中華民國

境外給與之薪資所得，不視為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 

         (4)自國外聘請之技術人員及大專學校教授，依據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

育、文化機構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構所簽訂技術合作或

文化教育交換合約，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勞務者其由外國政府機關、團

體或教育、文化機構所給付之薪資。 

薪資所得統整： 

薪資所得是以勞務提供地是否發生在我國境內為準，如在我國境內提供勞務所

得之報酬，即為中華民國境內所得，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年度

內在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滿九十天者，則僅對其取自我國境內僱主之所得予以課

稅，如居留超過九十天以上者，則不僅對其取自我國境內之所得課稅，對其取自我

國境外僱主之所得亦應課稅。 

薪資所得就是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的各種收入，包括薪金、俸給、工資、津

貼、歲費、獎金、紅利及各種補助費和其他給與，如車馬費等。下列各種薪資所得



個人所得稅 

              1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 年) 

依法免稅，免合併申報： 

薪資所得就是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的各種收入，包括薪金、俸給、工資、津

貼、歲費、獎金、紅利及各種補助費和其他給與，如車馬費等。下列各種薪資所得

依法免稅，免合併申報： 

(一) 現役軍人的薪餉。 

(二) 托兒所、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立小學及私立初級中學之教職

員薪資。 

(三) 公、教、軍、警人員及勞工所領政府發給的特支費、實務配給或其代金及

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人員所領單一薪俸中，包括相當於實務配給及房

屋津貼部分。 

(四) 自本國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或其他

公私組織，所取得的為了獎勵進修、研究或參加科學或職業訓練所發給的

獎金和研究，考察補助費等。(但所取得的這些款項，如果是對於發給人提

供勞務的報酬，就不適用)。 

(五) 為雇主之目的，執行職務而支領之差領費、日支費、不超過規定標準的。 

1、有關加班費免納所得稅之規定如下： 

(1)公私營利事業員工，依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以及第三十二條規定「每月平均延長工作總時數」限度內支領的加班費可

免納所得稅，其延長工作時間，男工一日不得超過三小時，一個月工作總時數

不得超過四十六小時；女工一日不得超過二小時，一個月工作總數時不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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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時。 

     (2)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的目的，在國定假日、例假日、特

別休假日執行職務所支領的加班費，其金額符合前列規定標準範圍內時，免納

所得稅，其加班時數，可不計入「每月平均延長之工作總時數」內計算。機關

團體員工，依政府規定標準支領的加班費，可免納所得稅。 

    2、車馬費等每月定額給付須課稅。 

       即無論有無加班及加班時數多寡，一律按月定額給付者，則屬於津貼性

質，應併同薪資所得課稅，不得適用免稅規定。 

(六) 講演鐘點費定額免稅 

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的鐘點費、屬

於(講演鐘點費)依所得稅法規定，可定額免稅，即該項講演收入與稿費、版

稅、樂譜、作曲、編劇、漫畫等各項收入，全年合計數超過新台幣十八萬

元以上，超過部分仍應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如某大官張三應某文教基

金會邀請，作(司法改革)之演講，由於大官、政客之演講，不論其學問如何，

演講內容好壞，在稽徵實務上，均視為(專題演講)，至於一般人民，如大學

教授、會計師等之演講，則須視為授課鐘點費，須視同薪資課稅。 

(七) 授課鐘點費須課稅 

公私機構、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練班、講習會，及

其他類似性質的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的鐘點費，屬於「授

課鐘點費」，該項鐘點費是薪資所得的一種，依法應由給付人於給付時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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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所得人必須將該所得併入薪資所得申報課稅。此項範圍，包括專業

學者等至管理顧問公司短期上課，如講授「企業節稅策略」等課程，視同

授課鐘點費，須課稅。 

五、稅率 
註一：台灣稅率與累進稅額如下表所示： 

 所得稅速算表 

所得淨額 稅率 累進差額  

0～37 萬 6％ 0 萬 
 

37～99 萬 13％ 2.5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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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98 萬 21％ 10.51 萬

198～372 萬 30％ 28.33 萬 

372 萬以上 40％ 65.53 萬
 

辨別薪資所得節稅有方： 

    薪資所得在綜合所得淨額計算時，僅可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而薪資在取 

時，雇主均會予以扣繳，因此，薪資所得的節稅方法最少，逃漏的機會也降低。 

然而納稅義務人或可從區分所得種類，將薪資轉換成其他類型所得，以達到節稅 

目的。將舉實例就薪資所得的區別方式予以說明。 

(一)、加給、津貼 

     1、警察人員支領勤務津貼應併計薪資所得扣繳：警察人員業已發有制服， 

所領之勤務津貼，依現行所得稅法尚無免稅規定，自應按其支領之勤務津貼金額 

併計薪資所得和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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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事警察人員按月所領外事加給應併計薪資所得課稅：查薪資所得之計 

算，以每月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本案外事警察人員 

按月所領外事加給一項，既係其每月在職務上之所得，依上開條文之規定，自應 

併計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3、航勤服務職工所收取之小費核屬薪資所得應報繳稅款：公司航勤服務職 

工所收取之小費，屬提供勞務之報酬，為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 

得性質。其由公司職工福利委員會代為處理，配合員工自繳互助金餘額統收分配， 

仍應按薪資所得報繳所得稅。至其中屬職工歷年自繳互助金餘額發給部分，因係 

取回自繳資金，應可免再計徵所得稅。 

     4、郵局員工招攬郵政簡易人壽保險業績津貼按薪資課稅：所得稅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所稱執行業務者，係指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 

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力營生者。郵局 

員工非屬上述法條所稱之執行業務者。 

郵局從業員工依其招攬「郵政簡易人壽保險」之業績而領取之津貼，屬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私事業職工提供勞務之所得，應按薪資所得

辦理扣繳及申報。不得依「執行業務報酬」或「佣金」項目辦理扣繳及申報。 

     5、農業試驗所及改良場人員所領之技術津貼核屬薪資所得：台灣省政府農 

林廳所屬農業改良場人員所領行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之技術津貼，係按職級每月 

定額支給，核屬所得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之薪資所得，應於給付時依法扣繳 

所得稅，併計各該受領人取得年度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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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工地差勤費按薪資所得課稅，貴公司支給各工地工作人員之工地差勤費 

，係工地職務加給性質，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之薪資所得，應於 

給付時依法扣繳所得稅，並併計各該受領人取得年度綜合所得課稅。 

     7、省水產試驗所試驗船船員所領航海津貼屬薪資所得仍應課稅：台灣省水 

產試驗所試驗船，船(職)員隨船前往遠洋近海執行試驗研究，所支領之航海津貼 

，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一款規定，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薪 

資收入，不得免納所得稅。 

     8、醫師分得之醫師指定費係薪資所得：台灣省立 xx 醫院向病患收取「醫師指

定費」，按醫師被指定之次數統籌分配給付，係屬被指定醫師之薪資所得， 

應依薪資所得有關規定，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二)、董監薪資、酬勞 

     1、公營事業董事監察人等支領定額車馬費屬薪資所得：各公有公營事業機 

構之董監事、監察人按月所領之定額車馬費，既係其職務上所取得，應屬所得稅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之薪資所得，依法應扣繳稅款，並合併納稅義務人其他 

各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2、董監事及員工之酬勞金應按薪資所得扣繳稅款：公司組織在已課徵營利 

事業所得稅後之盈餘項下給付董監事及員工之酬勞金，屬於工作之報償，並非投 

資者之利益，應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關於獎金、紅利之規 

定，按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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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董事長領取之薪資如因故退回仍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查關於公司執行

業務之股東、董事、監察人之薪資，依照所得稅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為不論盈 

虧必須支付者，始得列為費用。本案公司組織執行業務之董事長所領取之薪資，既

經列帳為費用，此項薪資所得應為不論公司盈虧均可取得者，至日後公司經營 

不振，其退回已領之薪資，應屬其自願對公司之贈與，自不得要求註銷，該部分 

薪資所得仍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 

     4、董監事等自外埠返事業所在地之交通費膳宿雜費課稅規定：a、營利事業董

事、監察人或執行業務之股東，基於事業業務需要，不定期自外埠居住地至該事業

所在地處理、稽核或視察業務，所核實支付之交通、膳宿雜費，營利事業 

方面，得依有關規定，以旅費列支。個人方面，得適用本部核定之營利事業員工 

差旅費、日支費免稅標準之規定；惟如係按期定額給付之交通、膳宿雜費，則屬 

屬津貼性質，應併計受領人之薪資所得扣繳稅款，並按薪資支出予以認定。b、營利

事業董事、監察人及執行業務之股東，基於個人之目的，或非執行業務之股東，至

該事業所在地查詢有關業務，所發生之交通、膳宿雜費，核屬私人費用，不得列為

事業之費用。 

 

(三)、車馬費 

     1、營利事業因公以車票交通勤員工支領按實報銷免併薪資扣繳：xx 公司因未

備交通工具，經購買車票交由通勤員工乘搭交通工具之用，此種情形係因 

執行工作必須支付按實報銷之費用，免予合併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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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營事業退役將級顧問所領交通費屬薪資所得：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 

類薪資所得第二款規定：「薪資包括：薪資、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金、紅利、

退休金、養老金、各種補助費及其他給與，公營事業退役將顧問所領之交 

通費，依上開法條規定，應屬薪資所得現行所得稅法尚無免稅規定，自須合併薪資

收入扣繳稅款並計徵綜合所得稅。 

     3、私立學校董事長董事每月交通費屬薪資所得：私立學校發給該校董事長、 

董事等之月交通費，係屬其在職務上取得之報酬，應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類之薪資所得，依法應併同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四)、退休金 

     1、公司分次給付員工退休金為薪資所得非變動所得：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類第二款規定，按月或按年分期給付之退休金或養老金，係屬薪資所得 

，除同法第四條第四款所規定得免稅外，應合併計徵綜合所得稅。又第十四條第 

三項復規定，一次給付之養老金、退休金始得僅以半數作為當年度所得，其餘半數

免稅。是以公司給付員工退休金，如先給予半數，餘額按月給付，或按月給付實施

一段時間後，改將未領之餘額一次給付，均非屬一次給予，應依薪資所得之 

規定於給付時扣繳稅款。 

     2、公司合併原公司所設職工退休基金按比例分發原有職工課稅規定：甲公 

司與乙公司合併經營，甲公司被乙公司吸收而消滅，其原設置之職工退休基金管 

理委員會所提存全部基金(包括員工與公司相對提撥)，可否按比例發放給原有職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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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甲公司職工退休基金管理委員會隨該公司消滅而解散時，其退休基金之累積餘

額如分配給員工作為一次退休金或離職金時，係包括員工自提款本息及公司公提款

本息者；其屬員工歷年自提之本金部分，因該項本金已於發給薪資所得年度課徵所

得稅，應免再計徵所得稅。至自提之孳息部分，應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八目「儲蓄投資特別扣除」之規定辦理。其屬於公司本身提撥之基金及其孳

息部分，員工取得時，除具有勞工或殘廢者身分，得依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四款規

定免徵所得稅外，其餘應依照同法第十四條末項規定，以其半數作為當年度所得，

其餘半數免稅。該公司如將員工自提款本息全數發還給員工 

外，其屬於公司公提款之本息部分，未分配給員工，則其未分配之剩餘部分，由該

公司收回時，應列為其收回年度非營業收益課稅。 

     3、營利事業職工退休金養老金徵免所得稅之規定：a、營利事業員工於退休、

死亡或離職時領取之退休金，其中屬於領回員工歷年自其薪資中提繳部分，因參加

該項計畫之員工，已按其每月薪資總額(包括提繳退休基金部分在內)扣繳稅款，並於

年終按總額辦理結算申報，自應准免再計徵所得稅。b、營利事業員工於退休或死亡

等情形發生時所領之退休養老金，其中屬於營利事業配合提存部分，及該部分之孳

息，因均屬養老退休金性質，如該員工係勞工者或殘廢者，依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得免徵所得稅，否則應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五)、補助款、獎助金 

     1、省政府不兼廳處長委員所領委員研究考察補助依法課稅：台灣省政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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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廳處長委員所領之「委員研究考察補助費」，既係按月支領固定金額，依法應 

合併薪資所得依率扣繳稅款。 

     2、發給員工產品作為出勤獎勵應折價併入薪資所得：xx 公司發給員工四 

十九年度出勤獎勵品之電扇，應依照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得第 

三目之規定，以時價折算併入薪資扣繳稅款。 

     3、礦工所領救助金如屬補助費應認屬薪資所得：礦工所領救助金，如屬「損 

害賠償金」性質可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免徵所得稅；如屬「補助費」性 

質，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規定，應認係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 

     4、公教子女教育補助費為薪資所得教育獎學金免稅：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類第一、二款規定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

入為所得額。前項薪資包括薪金、俸給、津貼、歲費、獎金、紅利、各種補助費及

按月或按年分期給付退休金或養老金。有關公教子女教育補助費之發給， 

並不以子女在學成績是否達到特定標準為條件，凡公教人員在學子女均按人發給，

故應屬前述薪資收入之一種，應依法合併課徵所得稅。至所稱公教退休人員有領取

子女教育補助費乙節，因依法屬其退休金之一部分，依同法第四條第四款 

規定免納所得稅。 

     5、水利會發給資深績優人員之表揚獎金係屬薪資所得：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類規定：「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

所得額」「薪資包括：薪資、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金…」。 

        XX 農田水利會為慶祝水利節，發給連續服務滿十年以上之資深績優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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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獎金，係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所稱之薪資所得，不得免納 

所得稅。 

     6、獎金如不以現金或實物分配不視為員工薪資：公司撥付所屬單位之獎金 

，如不以現金或實物分配予個人，而係作為該單位全體員工之康樂活動經費者， 

應不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准免扣繳所得稅。 

(六)員工取得營利事業給付之醫藥費為其薪資所得:營利事業對員工醫藥費之補助給

付,係屬營利事業對員工之補助費用性質,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

之規定,屬於薪資所得中各種補助費之ㄧ種,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 

 (七)病假在六個月內或滿一年自願退休退職時所發醫療補助費屬薪資所得:適用「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人員,請延長病假在六個月內或已滿一年,自願退休退職時,依規定得

由服務機關、團體、學校或事業發給三個月俸給以內之醫藥補助費，核屬所得稅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規定薪資所得，扣繳義務人應於給付時依法扣繳所得稅，各

該所得人應合併取得年度申報納稅。 

 (八)為外籍職員之子女所支付之教育費屬補助費:公司為外籍職員之子女所支付之

教育費,係屬公司對該員工所為之補助。是項補助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類第二項

之規定,屬於薪資所得中各種補助費之ㄧ種,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此項費

用應可以薪資費用核實列支。 

 (九)公保或勞保由服務機構補助保險費部分不視為: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

準則第八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由營利事業負擔之勞工保險類,不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

資所得 。政府公教人員投保公務人員保險,由各該單位予以補助部份,應一致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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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參予公保、勞保,由服務機關或事業補助繳納之保險費部分,不視為被保險員工之

薪資所得。 

(十)保險公司業務代表所領年終講業績獎金仍屬薪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執行業務者,係指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士、著作人、經

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立營生者。保險公司業務代表非屬上

述法條所稱之執行業務者。 

     保險公司業務代表,既係由保險公司所約雇,雖其報酬係依其招攬保險之業績,按

公司每月收到保險費之百分比,由公司給付業務津貼,全年業務津貼總額達一定標準

者,按業務津貼總額之百分比,由公司另行給付年終業績獎金。是項業務津貼及年終業

績獎金,仍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所稱公私事業職工提供勞務之所得。Xx

人壽保險公司以之列為薪資項目扣繳稅款, 依法尚無不合。 

 (十一)農會補助員工之旅遊費係屬薪資所得中之補助費應扣繳所得稅:農會員工休

假期間由農會補助之旅遊費用,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一、第二款規定,

屬薪資所得中之補助費,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 

 (十二)勞保被保險人由服務機關所領之醫療補助費課稅規定: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在勞保指定醫院就醫,因不合勞保醫療給付要件而自行負擔之醫療費用,期由

服務機關取得之醫藥補助費,仍應列為所得課稅。惟該勞保指定醫院如屬公立醫院或

本部認定會計記錄完備正確之醫院,其醫藥費用相當於服務單位補助費部分,得加付

服務單位證明書,於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列為醫藥及生育費之扣除,但仍以採

列舉扣除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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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每月定額支給之研究獎勵金為薪資所得應扣繳稅款:台灣省水利局接受經濟

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委託辦理「台灣地區雨量資料電腦化建檔研究計畫」發給

員工之研究獎勵金,係按職級每月定額支給,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之

薪資所得,應於給付時依法扣繳所得稅,並併計各該受領人取得年度綜合所得課稅。 

 (十四)警察人員所領破案獎金屬薪資所得應扣繳:警察人員所領破案獎金,係屬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所稱之薪資所得,應依照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於給

付時由扣繳義務人扣繳稅款,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十五)水產試驗所海上工作人員支領之海上副食補助費免納所得稅:台灣省水產試

驗所試驗船,船(職)員隨船前往遠洋近海執行試驗研究,如試驗船自行籌辦伙食,伙食

費用由海上工作人員負擔, 有關船(職)員原支領海上副食補助費,依行政院函頒「各機

關船舶船(職)員海上職務加給支給標準表」規定,經予併入海上職務加給內,該項併入

之海上副食補助費,核屬差旅費中膳雜費性質,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

類第二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 

 (十六)政府發給農民運肥料之運費免計入所得額:農民購領分配肥料,因自運肥料而

由政府發給之運費,尚非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類第二款所稱之補助費,應免計入農

戶之所得課稅。 

六、福利金、活動費 

(一)公教人員中秋節福利金應依法合併薪資課稅: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規

定:「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本案各

機關發給公教人員之中秋節員工福利金,核屬上開法條所稱「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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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入」,自應依法合併薪資所得課徵所稅。 

(二)以職工福利金補助員工制服費非屬薪資所得:營利事業職工福利委員會以職工福

利金補助員工購製制服,如確因營利事業業務上之需要,該項制服補助費可免任係員

工之所得課稅。又營利事業職工福利委員會於時節發給職工之小量日用品,全年給付

金額不超過新台幣一仟元者,依各類所得扣繳率表第六條規定,得免予扣繳並免列單

申報該管理稽徵機關。 

(三)公司舉辦年終晚會所支付之各項費用非員工之薪資所得:公司如舉辦年終晚會,所

支付之各項費用,原可依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按其

他費用核實認定,並不視為員工之薪資,應免予扣繳所得稅。公司員工為響應愛國捐獻,

將停辦該晚會之節餘款捐獻「自強救國基金」,以代替晚會,上項節餘款應不視為員工

之所得,自無須併同薪資所得申報課稅,而各項員工自亦不得申報列舉扣除。 

(四)發給職工福利金條例提撥福利金枝各項補助費其屬薪資提繳部分免稅:xx 企業依

職工福利金條例提撥之福利金所發給之各項補助費,其中屬職工歷年自薪資提繳部分

發給者,因係領回提繳薪資,而該部分薪資已於取得年度課徵所得稅,自應准免再計徵

所得稅。 

(五)職工福利會舉辦活動經費非員工薪資其發年節慰問金則屬其他所得:營利事業撥

付所屬單位之獎金,如不以現金或實務分配予個人,而係作為該單位全體員工之康樂

活動經費者,應不視為員工之薪資,准免予扣繳所得稅,前經財政部 65.7.17 台財稅第三

四七五八號函釋有案。準此,凡舉辦旅遊、慶生會、敬老會摸彩活動等費用,可依上開

函釋規定辦理,免視為員工之薪資,並免扣繳所得稅。職工福利委員會給付年節慰問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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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機關發給之補助費不同,可不列入本機關員工之薪資所得,惟應由職工福利委員

會列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由受領職工於辦理結算申報時, 列入其他所得申報課

稅。職工福利委員會委由膳食委員會辦理職工午膳營養補助費,如營利事業並未另行

給付伙食費貨給付之伙食費併同該午膳營養補助費每月一仟八百元以內者, 可免視

為員工之薪資所得辦理扣繳。 

七、稿酬、審查費 

(一)律師事務所聘請個人撰寫翻譯文件或核稿之報酬應按薪資所得課稅:律師事務所

聘請個人撰寫、翻譯專利文件或核稿以供執行業務之需所支付之報酬,應屬一般勞務

報酬,並按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是項支出得以勞務費用或薪資費用列支。 

(二)事務所或翻譯設聘各人撰稿翻譯之報酬非屬稿費而為新資所得:所得稅法施行細

則第八條之五規定:「本法第四條第二十二款規定之稿費、樂譜、作曲、編劇、漫畫

等收入係指以本人著作、翻譯或創作之文稿、樂譜、樂曲、劇本及漫畫等讓售與他

人出版或自行出版,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而言。」 律師事務所或翻譯社,聘請個

人撰寫、翻譯專利或其他文件以供執行業務或營業之需,所支付之報酬依照上述規定

非屬稿費,應屬一般勞務報酬,按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 

(三)專利審查費不合免稅規定應按薪資所得課稅 :中央標準局專利審查委員審查專

利申請案件取得之審查費,係基於雇傭關係在工作上取得之收入,尚非財政部 68.2.5 台

財稅第三 0 六六八號函所稱,因修改、增刪、調整文稿之文字,按字數計給之酬費,應按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得課稅。 

(四)中央標準局專利審查委員之報酬屬薪資所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聘請專利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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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審查專利申請案件所給付之報酬,係基 於雇傭關係在工作上所取得之收入,應按所

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得課稅 。 

(五)國立教育資料館為獎勵優良教育影片所頒獎金受領人依法納稅:國立教育資料館

辦理獎勵優良教育影片既優良教學影片及錄影帶 所頒發之獎金,如獲獎影片、影帶之

版權為舉辦單位所有者,  

該獎金核屬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款規定之稿費收入;如版權非規舉辦單位所有者,

該獎金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類競賽之獎金,應於給付時由給付人依規定

之扣繳率扣繳所得稅,獎金受領人為個人者,應將該項獎金併取得年度綜合所得稅申

報納稅;其為營利事業者,則應列為其他收入申報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六)取得金鐘獎金鼎獎等審查費及評審費屬薪資所得:行政院新聞局及中央電影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聘請學者專家擔任金鐘獎、金鼎獎、亞太影展及金馬獎等之評審, 所給

付之各項審查費及評審費用,應認屬各該受領人兼職薪資所得,於給付時依法扣繳所

得稅。 

(七)國大代表兼執薪資收入應課所得稅:國大代表兼職所支領薪資所得,既係薪資所得, 

自應依法扣繳薪資所得稅款,計徵綜合所得稅。 

(八)受聘製作電視綜藝節目之報酬係薪資收入: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款規定之稿

費、樂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入,依同法施行細則第八條之五規定,係指以本人著

作、翻譯或創作之文稿、樂譜、樂曲、劇本及漫畫等讓售他人出版或自行出版或在

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而言。 

個人受聘參與電視綜藝節目之製作,所取得之報酬,係屬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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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收入,核非稿費之性質,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薪資所得之規定課徵

所得稅。 

(九)評鑑人員所領之評鑑費屬薪資所得應併計所得總額課稅:XX 縣政府組織員額評

鑑小組所辦評鑑業務,係於正常上班時間,作實地訪視及評鑑工作,其召集委員暨評鑑

委員與隨同工作人員所支領之召集費或評鑑費,應依主旨規定課稅，不得以須利用上

班以外時間彙整、分析、研判評鑑資料為由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

但書規定免稅。準此，縣政府組織員額評鑑小組召集委員所支領之召集費暨評鑑委

員與隨同工作人員所支領之評鑑費，係屬工作上取得之報酬，應屬所得稅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三類之薪資所得，依法併計所得人取得年度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 

八、扣留、繳回薪資 

(一)限期服務警員於受訓時由警校就其薪資中所扣教育訓練費不得列入扣除項目：於

辦理綜合所得稅申報時依法已有免稅額、一般扣除額及薪餉所得特別扣除之適用，

故其由警校扣抵之教育訓練費，應不得自薪餉中扣除。 

(二)員工未履行服務契約所繳還之旅費及薪資非所得之減少不得扣除；納稅義務人因

未履行其與某公司之服務契約，依約繳還其出國進修期間自該公司領取之旅費及薪

資等，核屬違約賠償性質，並非所得減少，不得在其各該年度所得中扣除。 

九、加班費、日支費 

(一)碼頭工人夜間加成工資合併薪資所得稅課稅：碼頭工人夜間工作之加成工資，核

屬提供勞務之所得，應依規定合併薪資所得稅課徵所得稅；惟該項給與，如係誤餐

費性質而不超過合理標準者，准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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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班費免計入薪資所得額之標準不包括年終獎金：關於加班費免計入薪資所得額

之標準，不包括年終獎金在內。 

(三)按月定額給付之加班費屬津貼不得免稅；公司雇用之服務技術人員因業務需要，

於平時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支領之加班費，如未超過規定標準者，可適用所

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並免予扣繳。惟如不論

有無加班及加班時數多寡，一律按月定額給付者，則屬同條款規定之津貼，應併同

薪資所得扣繳稅款，不得適用免稅規定。 

(四)民航局打盤裝櫃人員於勞基法第三十二條限度內逾時工作車膳免稅，所訂「打盤

裝櫃人員暫行加班折算說明」暨「出口組裝拆盤數換算標準表」之規定，上班之工

作超過標準工作量，其超過部分換算加班二時，支領逾時工作車膳費，應認屬工作

獎勵金，併計受領人薪資所得，依法扣繳及申報綜合所得稅。但其逾時工作時數(全

月實際工作總時數減應工作時數，非換算加班二時)在勞動基準法第三時二條規定

「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數」限度內之加班費免納所得稅。 

(五)值班費合於規定標準者非屬薪資所得免稅：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

之目的，於每日工作時間以外值班者，屬延長工作時間之性質，其所支領之值班費，

符合規定標準範圍以內，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但書之規定

免納所得稅。 

(六)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加班費准予免稅：公司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發布之「航空器飛

航作業管理程序」規定，訂定空勤人員每月實際飛行時間標準。上開空勤人員在飛

航時間標準以外因公務延長時間而支領之加班費，准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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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類第二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 

(七)個人為雇主目的執行職務支領之加班費免納所得稅標準： 

1.機關、團體員工、依政府規定之標準支領之加班費，在所得稅法未修正前，可免納

所得稅。 

2.公私營事業員工，依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第三十

二條規定「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數」限度內支領之加班費，可免納所得稅。 

3.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國定假日、例假日、特別休假日執

行業務而支領之加班費，其金額符合前例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所得稅，其加

班時數，不計入「每月平時延長工作總時數」以內。 

(八)為雇主執行業務支領之加班費免納所得稅標準：公私營事業不論是否屬於勞動基

準法第三條所定行業，其員工為雇主目的執行職務支領加班費免納所得稅之標準，

均應依上項規定辦理。 

(九)勞工於假日出勤其加班時數不包括在每月延長工時總時數中：「…勞工於假日出

勤，其工作時數均不包括在每月延長工時總時數 

之內」。因此，雇主規定員工每週工作五日或五日半，而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例假

日執行職務支領之加班費，其金額符合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標準者，其加班

時數，不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數」之內。 

(十)因颱風及天然災害放假地區執行職務支領之加班費時數不受限制：機關、團體、

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發生颱風及其他天然災害，經主管機關公佈該

地區為「放假日」， 照常執行業務而支領之加班費，其金額符合標準規定範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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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納所得稅，其加班時數，不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數」以內。 

(十一)核釋外籍技師或技術人員來華工作所領日支費免稅疑義案：凡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之外籍技師或技術人員來華工作，僅支領備付膳宿雜費之日支費用而

無其他報酬，其所支日支費在新台幣二千元範圍以內者免納所得稅，超過新台幣二

千元部份，視為該受領外籍技師或技術人員之薪資所得，給付人應依法扣繳其所得

稅，但應以聘任合約所載同一課稅年度內來華工作期間不超過九十天，且聘雇合約

中訂有日支費標準者為限。 

(十二)受僱於他人之藥劑師既非執行業務其收入為薪資所得：查藥劑師(編者註：現

為藥師)直接經營藥局者，當為營利事業之負責人，若僅受僱負責管理職務支領固定

薪資，其性質核與醫生受聘於公私立醫院者無異，既非執行業務，其收入為薪資所

得，自毋須設置日記帳。 

(十三)私辦幼稚園托兒所列報薪資如預先約定或決定者應准認列，私人辦理之幼稚

園、托兒所列報負責人及教職員工薪資，如矽晶預先決定或約定，並不論業務盈虧

必須支付者，應准核實認列，並無一定金額之限制。 

(十四)因案停職復職時一次補發停職期間薪金應併入取得年度申報：查所得之所屬年

度，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納稅義務人因案停職後，於復職時服務機關一次補

發其停職期間之薪金，自應以實際給付日期為準，按實際給付之總額，合併補發年

度課徵綜合所得稅。本案台端因案停職，於復職時服務機關一次補發之薪金，請准

補行辦理各年度之申報，並分別扣除免稅額及扶養親屬寬減額，或在五十九年度綜

合所得稅申報案內，追認以往年度之免稅額及寬減額予以扣除計算各節，核與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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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釋規定不合，未便照准。 

十、因職務列報之費用 

(一)各機關首長檢證或領據列報之特別及機密費係因公支用非屬薪資：各機關首長在

核定經費預算內「一般行政總務及管理----特別及機密費」項下領據列報部分，依照

行政院台六十六忠授字第三二七四號函說明，係因公支用，應依規定檢具憑證或首

長領據列報，核非屬個人所得，應免納所得稅。 

(二)水利會會員代表選舉選務人員所領之各種費用課稅規定：交通費部分檢據核銷，

免視為工作人員之薪資所得：膳食費每人每天四百元範圍內，免視為工作人員之薪

資所得：其他津貼及超過上項標準範圍之給付，屬工作人員之兼職薪資所得，應依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六條後段規定辦理。 

(三)國外學人回國任教之眷屬機票款及搬家費屬薪資或費用之課稅原則： 

1.眷屬機票款部分：依教育部訂頒「教育部擴大延攬旅外學人回國任教處理要點」補

助本人、配偶及十八歲以下子女三人回國二等直達機票，其檢據核實報銷者，免納

所得稅：其未能檢據核實報銷，或超出上開範圍者，應併受領人之薪資所得，依法

扣繳暨報繳所得稅。 

2.搬家費部份：其合於教育部制訂歸國學人回國任教搬家費補助之適用範圍、條件暨

支給標準者，準用所得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類第二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否

則應併計受領人之薪資所得，依法扣繳暨報繳所得稅。 

3.關於搬家費之報銷部份：歸國學人對搬家費單據之取得既有困難，可由各校已編造

印領清冊方式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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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職務上之所得 

(一) 大眾傳播從業人員招攬廣告之酬勞申報綜合所得稅規定：大眾傳播事業從業人

員，如係由大眾傳播事業所約雇，其招攬廣告之酬勞，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類所稱在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之薪資收入應按薪資所得辦理扣

繳，年終結算申報時，得申報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如非受雇於大眾傳播事業

者，其招攬廣告之收入係屬執行業務報酬，應依執行業務所得扣繳稅款，年終

結算申報時，得依同法第一項第二類規定減除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 工業技師受聘於營造廠按期支領之報酬核屬薪資所得：工業技師受聘為營造廠

主任技師，經常為廠方工作並按期支領報酬，核屬薪資所得，應依薪資所得有

關規定，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三) 報社分支機構負責人辦理派報及代收廣告費用之佣金獎金為薪資所得：「XX 日

報虎尾辦事處」暨據查明係由某某日報社所設立，當屬該報社之分支機構，其

如有對外營業，應即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至該辦事處負責人，辦理

派報及代收廣告費等業務，自報社取得之佣金及獎金，應按薪資所得課稅。 

(四) 醫師為公保門診中心指派或特約所領按次定額之應診費屬薪資所得；中央信託

局所屬各地區公保門診中心應診醫師為中心指派或特約，非屬獨立執行業務，

其由中心按次定額給付之應診費(包括星期六下午支應診費)應屬薪資所得，至該

中心工作人員，配合星期六下午加診，所領取之加班費如屬因公務延長工作時

間所支領者，在財政部規定之標準範圍內，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三類第二款但書之規定，免納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3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 年)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的薪資所得介紹 

一．課稅主體 

  1.徵稅範圍的一般規定 

    (1)一般居民納稅人的徵稅範圍 

      一般居民納稅人有兩種：一種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的個人，另一種是指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居住滿５年以上的個人。（上述個人在一個納稅年度 

   中符合居民納稅人標準的，應就其該納稅年度內來自中國境內、境外的全 

   部所得，無論境內支付還是境外支付，均應向中國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 

  (2) 一般非居民納稅人的徵稅範圍 

      這裡所謂的一般非居民納稅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在一個納稅年度   

   內居住超過９０日或１８３日但不滿１年的個人。(凡個人被認定為非居 

      民納稅人的個人，僅就其來自中國境內的所得納稅。不論支付地點是否在 

      中國境內，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但對非居民納稅人來源於境外的所    

   得，不論支付地點是否在中國境內，均不繳納個人所得稅。) 

    2.徵稅範圍的特殊規定 

    (1)特殊居民納稅人的徵免稅範圍 

        所謂特殊居民納稅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居住１年以上５年 

   以下的個人。為了鼓勵外籍人員來華工作，稅法對這種特殊的居民納稅人 

   給予了一定期限的特殊優惠：對其來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經主管稅務機 

   關批准，可以只就由中國境內公司、企業以及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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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徵稅；對於由境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部份免稅。當然，其來源於中 

   國境內的所得，無論境內支付還是境外支付，均應納稅。 

     所謂個人在中國境內居住滿５年是指個人在中國境內連續居住滿５ 

   年，即在連續５年中的每一納稅年度內均居住滿１年，應以 1994 年 1 月 

   1 日作為計算５年期限的起始日期。但對於居住超過５年的，應作為一般 

   居民納稅人，從第６年起，不論在境內或境外取得或支付，應當就其來源 

   於境內、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2) 特殊非居民納稅人的徵免稅範圍 

      所謂特殊非居民，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是在一個納稅年度中在中國 

   境內連續或者累計居住不超過９０日或在稅收協定規定的期間內在中國 

   境內連續或累計不超過１８３日的個人。對這種短期來華的非居民個人來 

   源於中國境內的工資、薪金所得，由境外僱主支付並起不由該雇主在中國 

   境內的機構、廠所負擔的部份，可免於繳納個人所得稅，應僅就其實際在 

   中國境內工作期間由中國境內的企業或個人支付或者由中國境內機構負 

   擔的所得申報納稅。  

境內所得 境外所得 納稅人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的個人(居

住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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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滿 5 年的個

人(居住者) 

○ ○ ○ ○ 

居住滿一年但不

滿 5 年的個人(特

殊居住者) 

○ ○ ○ ╳ 

居住超過 90 日或

183 日但不滿一年

的個人(非居住

者) 

○ ○ ╳ ╳ 

無住所的

個人 

居住未超過 90 日

或 183 日的個人

(特殊非居住者) 

○ ╳ ╳ ╳ 

二．課稅客體 

1. 工資、薪金所得 

2.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3. 對企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的所得 

4. 勞務報酬所得 

5. 稿酬所得 

6. 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7. 利息、股息、紅利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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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產租賃所得 

9. 財產轉讓所得 

10. 偶然所得 

11. 經國務院財政部們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三．薪資所得 

因任職或受雇而取得之工資、薪金、獎金、年終加新、勞動分紅的紅利、津貼、補

貼以及與任職或受雇有關的其他所得。 

◎工資：對從事具有營利性質的生產、經營或服務的勞動者所取得的收入。 

◎薪金：對從事社會公職或管理活動的勞動者所取得的收入。 

◎獎金：像樂透、彩卷、統一發票等等之類的中獎金額。 

◎年終加薪：事業單位於營業年度終了結算，若有盈餘，除非繳納稅捐、彌補虧損

及 

      提列股息、公積金外，對於全年工作並無過失的勞工，應分與獎金。 

◎勞動分紅的紅利：勞工於工資之外，分配到其公司之盈餘。 

◎津貼：和底薪一起構成的「固定工資」（以固定時間從事勞動所獲得的報酬） 

    就是所謂的「津貼」。 

◎補貼：指由政府提供金錢，以降低生產者及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 

◎任職或受雇有關的其他所得 

四、薪資免稅所得： 

納稅人兼有上述應稅項目中兩項或兩項以上之所得者，應按項分別計算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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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在大陸境內兩處或兩處以上取得工資、薪金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

所得和承包、承租所得，應將同項所得合併計算納稅。 

(一)、免納個人所得稅的項目(只列出關於薪資所得)： 

1、 按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是指按照大陸國務院規定發給的政

府特殊津貼和國務院規定免納個人所得稅的補貼、津貼。 

2、福利費（福利費係指按照大陸國家規定，從企業、專業單位、簂家機關、

社會團體提留的福利費或工會經費中支付給個人的生活補助費。）、撫卹

金、救濟金（是指按照國家民政部門支付給個人的生活困難補助費）。 

3、依國家統一待遇發給幹部、職工的安家費、退職費、退休工資、離休工

資、離職生活補助費。（所謂退職、退休費係指納稅義務人在退休或退職

後，所領取之退休金、退職金或養老金者。但此退職、退休費用不包括

在職期間所領取之工資、薪資中所包括的社會保險費或退休費。） 

4、企業和個人按照省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定的比例提取並繳付的住房公積

金、醫療保險金、基本養老保險金，不計入個人當期的工資、薪金收入，

免予徵收個人所得稅；但超過規定的比例所繳付的部份，計徵個人所得

稅。另外，個人領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積金、醫療保險金、基本養老保險

金時，免予徵收個人所得稅。 

(二)、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的項目（只列出關於薪資所得）： 

1、其他國家到大陸的工作人員，由外國派出單位發給包乾款項，其中包括

個人工資，公用經費（郵電費、辦公費、廣告費、業務上往來必要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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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生活津貼費（住房費、差旅費），凡上述所得可清楚劃分者，可只

就工資薪金所得部分按照規定徵收個人所得稅。 

2、 對於達到離休、退休年齡，但確因工作需要，適當延長離休退休年齡的

高級專家（指享受國家發放的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學者），其在延長離

休退休期間的工資、薪金所得，視同退休工資、離休工資，免徵個人所

得稅。 

五、稅率 

表 4-4 個人所得稅累進稅率表 

      工資、薪資所得適用－以全月收入額為計算基準 

                                            單位：人民幣     

級數 應納稅所得額 稅率％ 累進差額（速

算扣除數） 

1 500 元以下 5     0 

2 超過 500 元至

2000 元的部份

10 25 

3 超過 2000 元

至 5000 元的

部份 

15 125 

4 超 5000 元至 2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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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元的部

份 

5 超過 20000 元

至 40000 元的

部份 

25 1，375 

6 超過 40000 元

至 60000 元的

部份 

30 3，375 

7 超過 60000 元

至 80000 元的

部份 

35 6，375 

8 超過 80000 元

至 100000 元

的部份 

40 10，375 

9 超過 100000

元以上的部份

45 15，375 

註：全月應納稅所得額係指扣除費用 800 元或 4000 元後的餘額。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人所得稅法＞。 

個人所得稅的稅額計算： 

個人取得的工資、薪金，實行按月計稅的方法，即以每個月的應稅收入全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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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規定標準的費用額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1＞  稅法規定可以扣除費用一般為 800 元，但（1）在中國工作得外籍

個人。（2）在外國工作的中國人。（3）華僑、港澳台同胞。上述的

三種人每月可以在減除 800 元費用的基礎上，再減除附加減除費用

3200 元，合計減除 4000 元。 

     ＜2＞工資、薪金所得應納稅所得額＝月工資、薪金收入－800 元或 4000

元。 

＜2＞ 工資薪金所得應納稅額＝工資薪金所得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率－

速算扣除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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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個人所得稅-薪資所得 

一、 課稅主體: 

1. 居住者就所得稅法，有繳納所得稅的義務。 

2. 非居住者是第一百六十一條規定的國內源泉所得依所得稅法，有繳納所得稅的義

務。(所 5) 

二、 課稅客體 

利子所得、配當所得、不動產所得、事業所得、給予所得、退職所得、山林所得、

讓渡所得、一時所得、雜所得 

三、 薪資所得 

薪資階級之薪資或獎金應列入薪資所得課稅。此等薪資不論其名稱為何，只要具有

薪資之實質者，即應就源扣繳。例如實物給與、經濟性利益等均是。 

薪資所得之意義與範圍 

(一)薪資所得乃指，俸給、薪金、工資歲費、年金(基於過去之服務，由僱主所支給

者為限。)、恩俸(一時恩俸除外。)、獎金、以及具有這些性質之薪資而言(所法 28○1 )。 

具有此等性質之薪資，是指按上述薪資等性質，而包括下列各種而言。 

1. 具有「俸給、薪金」之性質者包括：眷屬補助、全勤津貼、房租津貼、時間外工

作津貼、加班津貼、停假日出勤津貼、職務津貼、任務津貼、通勤津貼等。 

2. 具有工資性質者包括：追加工作給付工資、工作犒償金、飲酒費等。 

3. 具有「獎金」之性質者包括：期未津貼、越年資金、越冬資金等。 

(二)、特殊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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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旅費名義之薪資 

薪資所得人，因業務之需要而醫行時，其受領之旅費可以免稅(所法 9○1 四) 

2.值日費、值夜費 

值日費及值夜費，應列為勤務之薪資。 

3.對於從業員之貸款 

雖用以貸款名義，但如從其實態可認定為對從業員之薪資者，應於支付貸款時視同

薪資之發生，而課稅。 

4.交際費名義之薪資 

為公司事業之需要而使用，並可確定為事業使用者外，所支給之交際費，應視為薪

資課稅。 

5.對於發明發現等之獎金 

(1)僱主承受其從業人員職工所剸明、創作等而取得之特許權，實用碟案登錄權，創

意登錄特許權時，所支付之獎金。 

(2)就從業員取得之特許權、實用新案權、或創意權，而由雇主所取得之通常實施權、

或專用實施權，並由雇主所支付之獎金最為其他所得課稅。 

(3)對提供有關事務或作業之合理化、製品品質之改善、或經費之節約等之意見或方

案(尚不達到應受特許或實用新案登錄或創意登錄程度者為限)之從業人員或職工所

付之獎金。 

<1>對於災害等之防止，或已發生災害等損害之防止，有功勞之從業人員所支付獎金。 

<2>對因好人好事受表揚，帶給雇主榮譽之從業人所支付之獎對，應最為一時所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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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6.委員津貼、地方自治法所規定之費用補償、非經常服勤消防隊員受領之津貼。 

7.雇主負擔之人壽保險費或損害保險費。 

職員應負擔之人壽保險費，由公司負擔時，其相當於保費之金額，應列入薪資所得

課稅。 

8.雇主負擔之社會保險費。 

9.支給大學授等之研究費等。 

10.醫師或牙醫受領之假日、夜間診療報酬費等。 

醫師或牙醫，在地方公團體開設之急救中心、醫院等，因假日或夜間從事診療等而

受領地方公共團體等所支給之報酬費等，應列為薪資。 

11.派遣醫師受領之診療報酬等。 

由大學醫院醫局或教授等或醫療機關之推薦，所派遣之醫師或牙醫，在派遣服務之

醫療機關從事診療，而受領該醫療機關之報酬，應列為薪資等。 

12.辭退受領之薪資時。 

薪資等之受領人，辭退薪資等整全部或部分時，限於在支付期日以前已將其意思明

確表明者，可以免課其所得稅(基釋 28-10)。 

13.容易混淆為退職津貼之薪資等。 

(三)實物給與 

實物給與，應視為與實物價額相當金額之薪資予以課稅 

1.有價證券(包括禮券)之實物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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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製品等之實物給與 

3.宿舍房租之實物給與 

4.電氣、瓦斯、自來水費等免費提供時 

5.在鑛場支給鑛山勞動者之煤炭等。 

6.支給從業員等之紀念品等。 

7.雇主負擔之慰勞旅行等費用。 

8.伙食之實物給與 

四、 扣除額 

西元 2004 年 配偶扣除額､扶養扣除額､基礎扣除額和殘障者 等 

扣除額之合計金額表 

 
～ 重點 ～ 
扣除額的合計金額是､「(1)」欄和「(2)」欄加總的合計額 

(1) 扣除配偶和按扶養親人的個數的扣除額 
人   数 扣    除    額 人   数 扣    除    額 

無 ３８０，０００日元 ４  人 １，９００，０００日元 

１  人 ７６０，０００日元 ５  人 ２，２８０，０００日元 

２  人 １，１４０，０００日元 ６  人 ２，６００，０００日元 

３ 

人 
１，５２０，０００日元 ７人以上

超過 6 人以 6 人的扣除額計

算，每加一人再加３８０，０

００円 
イ 同居人為特別殘障人士的情況 １人可扣７５０，０００日元 
ロ 扶養親人為特別殘障人士的情況 １人可扣４００，０００日元 
ハ 扶養親人為一般殘障人士、一般的

寡婦(本人)、寡夫(本人)半工半讀的學

生(本人)的情況 

左列項目都可各扣２７０，０００日元 

ニ 扶養親人為特別寡婦(本人)的情況 ３５０，０００日元 
ホ 扶養親人為老年者(本人)的情況 ５００，０００日元 
ヘ 同居人為老年者親人的況 １人可扣２００，０００日元 
ト 扶養親人為特定扶養親人的情況 １人可扣２５０，０００日元 

(2) 

加 

殘 

障 

人 

士 

等 

之 

扣 チ 老人扣除配偶、同居老年者親人等 １人可扣１００，０００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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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額 

以外的老人扶養親人的情況 

◎ 這張表不包含配偶的特別扣除額 

 (注)  

1  ｢(1)｣欄的扣除額是有包含基礎控除額３８０，０００円的。 
2  ｢(2)｣欄的是從イ到チ項目所列的明細加在一起。 
 (1) ｢イ」欄の７５０，０００円…… 扣除額適用對象是除了扶養配偶還有扶養的

是特別殘障人士又同居的親人，這樣的扣除

額是配偶的再減掉扶養親人的等於３５０，

０００円（７３０，０００円－３８０，０

００円）再加上特別殘障者的扣除額４０

０，０００円的合計金額 
 (2) ｢ロ」欄の４００，０００円…… 障害者扣除額（特別障害者）の４００，０

００円 
 (3) ｢ハ」欄の２７０，０００円…… 障害者扣除額（一般的殘障人士）、寡婦扣

除額（一般的寡婦）、年輕的寡夫同時是半

工半讀學生扣除額，是２７０，０００円 
 (4) ｢ニ」欄の３５０，０００円…… 寡婦扣除額（特別的寡婦）是３５０，００

０円 
 (5) ｢ホ」欄の５００，０００円…… 老年者扣除額是５００，０００円 
 (6) ｢ヘ」欄の２００，０００円…… 扶養親人是同居的老年人，這樣的扶養扣除

額是扶養親人扣除額減掉同居老年人扣除額

等於２００，０００円（５８０，０００円

－３８０，０００円） 
 (7) ｢ト」欄の２５０，０００円…… 扶養親人為特定扶養時需減掉扶養親人扣除

額等於２５０，０００円（６３０，０００

円－３８０，０００円） 
 (8) ｢チ」欄の１００，０００円…… 扣除對象為配偶又是同居的老年人的扣除額

是扶養配偶扣除額減掉扶養親人(同居老年和

其他親人)等於１００，０００円（４８０，

０００円－３８０，０００円） 

 

五、稅率 

課税給與所得金額(A)(日元) 税率(B) 控除額(C) 税額＝(A)×(B)－(C) 

3,300,000  10% -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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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0 以上 9,000,000 以下 20% 330,000 (A)×20%-330,000 

9,000,000 以上 16,920,000 以下 30% 1,230,000 (A)×30%-1,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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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得稅的薪資所得 

一、 課稅主體: 

    在美國就業的外籍人士不是移民便是非移民，移民視同美國公民課稅，其世界

各地的收入照規定都要報稅。 

    外交官之類的非移民，基於互惠原則，可以免稅。 

    美國是採屬人主義，因此有關申報人的身分規定大致如下： 

1.凡美國公民或居民，或波多黎各居民，總收入達申報標準都需報稅。 

2.外籍人士： 

(1)持有綠卡得永久居留的，是當然的居民，理應報稅。 

(2)在美國居住整年的，應比照公民或居民報稅。 

(3)非全年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雖尚無永久居留權，但在三年內折算的居

留日數滿一百八十三天者，就可算是居外國人，而要按此身份來報稅。

報算當年以實際居留在美的日數，但居留日要以三分之一來核合，而前

年要以六分之一來計算居留日數。 

(4)配偶美國公民或居民的非公民適用一般申報規定，可夫婦聯合報稅。在

稅計年底才美國公民或居民結婚的，一樣可以夫婦聯合報稅。 

二、 課稅客體: 

    指被課稅的標的（如，所得、消費、財產等）或行為 

 分紅 

 利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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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收入 

 投資損益 

 股票 

 薪資 

 贍養費 

 酬金福利 

 租金收入 

三、 薪資所得 

員工的薪資，包括紅利，加班費，遣散費，津貼，假日薪金等，就是小費津貼，

病假支薪等亦代扣薪資稅等。非居民外國人所獲得的薪資亦要代扣所得稅及社安保

險等薪資稅。但勞工受傷等補償金，每年對合格退休基金的存款等，一般，可免課

薪資稅。 

    要課稅的部份包括:薪資、津貼費用、榮譽酬金、佣金、小費、紅利、陪審費、

指導費、員工獎金、退職金、遣散費、回扣、養病津貼、休假津貼出差交際及其他

業務開支、退休收入。 

四、 免稅所得 

在美國免稅「所得」有以下各項： 

1 軍人福利，退伍後福利，軍人因傷殘補助，戰地津貼，家屬撫恤，等等。 

2 人壽保險在受保人去世後的賠款。 

3 州及以下地方政府公債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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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聯邦政府發行普及儲蓄公債用作教育途徑的利息。 

5 社會救濟，福利等。 

6 聯邦社會安全退休金 。 

7 贈品，贈金及遺產。 

8 美籍人士在國外長期居留及工作者，其年薪有特別$80,000 免稅額。 

五、 扣除額 

    單身$4,700 美元，夫妻聯合申報$7,850 美元，夫妻個別申報$3,925 美元，單親

家庭$6,900 美元。 

    勞工受傷等補償金，每年對合格退休基金的存款等，一般，可免課薪資稅。 

    在獨資自營事業，父母可以雇用子女，支付薪資，但仍得預扣所得稅。不過孩

子們在十八歲以前可免課社安保險薪資稅，二十一歲以前可免課聯邦失業薪資稅。

子女雇用父母或雇用配偶，所付薪資仍要代扣所得稅及社安保險薪資稅；但可免課

聯邦失業薪資。 

薪資所得扣除額（EITC）。 

    孩童扣抵稅額、大學支出扣抵稅額、IRA(個人退休存款)扣抵稅額。 

六、 免稅額 

每人免稅額為$3,000 美元(每年隨通貨膨脹而調整)。若超過 AGI 門檻，每$2,500

美元，個人免稅額就減少 2% 

    可申報免稅額的部份:本人、配偶、老人、盲人；受撫養人具備下列條件，就可

列入申報，一人有一個免稅額，多少人不限：親戚或家庭成員、生活費多半由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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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擔或多但仰賴他人、全年總收入不到$1,000 美元,受撫養人必須為美國人或美

國、加拿大、墨西哥居民。  

其他可條列扣減費用 

可條列扣減的雜項費用有： 

1. 工會會費和攤款 

2. 工作上安全裝備、小型工具或補給品的花費； 

3. 生產和收成的開支； 

4. 制服、工作衣費及其保養費；(制服要為工作所需，也不可適合一般穿著。) 

5. 職業團體會費； 

6. 報稅顧問或查帳代理人費； 

7. 保險箱租金； 

8. 投資顧問費或投資服務費。 

在相同工作性質範圍內謀求新職，不論成敗，求職費用都可扣減。失業中斷續

求職或求職時間太長，求職費的扣減可能被拒。但事實上，國稅局沒有接續求職時

間的特定標準。 

    到外地面談等外出謀職的交通費和食宿費都可扣減。外出謀職順道訪友，嚴格

說起來，應照比例劃分，謀職部份的費用才可扣減。 

    雇方事後貼補納稅人付出的職業介紹費，所得款是可課稅收入，但可條列扣減

介紹費以為抵消。 

    第一次求職，照規定費用不能扣減。 



個人所得稅 

              5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 年) 

七、 稅率 

美國個人所得稅稅率結構，申報單位有分四種：夫婦聯合申報、夫婦個別申報、

未婚人士、單親家庭(包括被撫養者的家庭)；四種申報單位均適用不同的稅率級距。 

(單位：美元) 

單身(Single) 

課稅所得 稅率 

$1~25750 15%*課稅所得 

$25750~62450 3862.50＋28%*大於$25750 的部份 

$62450~130250 14138.50＋31%*大於$62450 的部份 

$130250~283150 35156.50＋36%*大於$130250 的部份 

$283150 以上 90200.50＋39.6%*大於$283150 的部份

 

宗親家庭(Head of Household) 

課稅所得 稅率 

$1~34550 15%*課稅所得 

$34550~89150 5182.50＋28%*大於$34550 的部份 

$89150~144400 20470.50＋31%*大於$89150 的部份 

$144400~283150 37598.00＋36%*大於$144400 的部份 

$283150 以上 87548.00＋39.6%*大於$283150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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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合併申報(Married Filing Jointly) 

課稅所得 稅率 

$1~43050 15%*課稅所得 

$43050~104050 6457.50＋28%*大於$43050 的部份 

$104050~158550 23537.50＋31%*大於$104050 的部份 

$158550~283150 40432.50＋36%*大於$158550 的部份 

$283150 以上 85288.50＋39.6%*大於$283150 的部份 

夫妻分開申報(Married Filing Separately) 

課稅所得 稅率 

$1~21525 15%*課稅所得 

$21525~52025 3228.75＋28%*大於$21525 的部份 

$52025~79275 11768.75＋31%*大於$52025 的部份 

$79275~141575 20216.25＋36%*大於$79275 的部份 

$141575 以上 42644.25＋39.6%*大於$141575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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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國之統整表 

（一）台灣 

項目 台灣綜合所得稅(單位：新台幣) 
屬地主義 
與營利事業所得稅分別課稅 

結構 

薪資所得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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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公、教、軍、警、公司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勞務者之所得，

薪資包括薪金、俸給、工資、歲費、津貼、獎金、紅利、及各種補

助，但為雇主之目的，執行職務而之領之差旅費、日支費、加班費，

不超過規定標準者，即依法免稅之項目，不包括在內 
   

稅率 

1. 超額累進稅制。 
2. 以現金為基礎。 
3. 稅率：6%、13%、21%、30%、40%－級距較大。 
 

薪資所得扣除額 1. 每人以 78,000 元為限。 

免稅所得 

1. 現役軍人之薪餉 
2. 托兒所、幼稚園、公私立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立初級中學交

職員之薪資 
3. 國家賠償法領取之賠償金 
4. 人身保險、勞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21 個) 

免稅額 
年滿七十歲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 115¸500 元，其餘受扶養規屬

暨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每人 77,000 元。 
單身$46,000 
夫妻合併$92,000 

標準扣除額 

稅率 見註一                                     ( 2006 年的標準)

註一：台灣稅率與累進稅額如下表所示： 

所得稅速算表  

所得淨額 稅率 累進差額 
 

0～37 萬 6％ 0 萬 

 37～99 萬 13％ 2.59 萬 

99～198 萬 21％ 10.51 萬  

 
198～372 萬 30％ 28.33 萬

372 萬以上 40％ 65.5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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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陸 

項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薪資所得稅介紹 

課稅主體: 

境內所得 境外所得     納稅人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境內支付 境外支付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的個

人(居住者) 

○ ○ ○ ○ 

居住滿 5 年的個

人(居住者) 

○ ○ ○ ○ 

居住滿一年但不

滿 5 年的個人(特

殊居住者) 

○ ○ ○ ╳ 

居住超過 90 日或

183 日但不滿一年

的個人(非居住

者) 

○ ○ ╳ ╳ 

居住未超過 90 日

或 183 日的個人

(特殊非居住者) 

○ ╳ ╳ ╳ 

無

住

所

的

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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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客體 

12. 工資、薪金所得 

13.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14. 對企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的所得 

15. 勞務報酬所得 

16. 稿酬所得 

17. 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18. 利息、股息、紅利所得 

19. 財產租賃所得 

20. 財產轉讓所得 

21. 偶然所得 

22. 經國務院財政部們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薪資所得 
    因任職或受雇而取得之工資、薪金、獎金、年終加新、勞動分

紅的紅利、津貼、補貼以及與任職或受雇有關的其他所得。 

薪資 

免稅所得 

1. 按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 

2. 福利費、撫恤金、救濟金。 

3. 依國家統一待遇發給幹部、職工的安家費、退職費、退休工資、

離休工資、離職生活補助費。 

4. 企業和個人按照省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定的比例提取並繳付的住

房公積金、醫療保險金、基本養老保險金。 



個人所得稅 

扣除額  

免稅額  

稅率 

(以各國第二

級距作介紹) 

應納稅所得額為：X－0.332032 萬元或X－1.66016 萬元(單位為台幣

萬元)，X超過 0.20752 萬元至 0,83008 萬元的部份，則其應納薪資所

得稅額=X *10%－0.010376 萬元。    (1994 年的標準)

（三）日本 

課稅主體: 

3. 居住者就所得稅法，有繳納所得稅的義務。 
4. 非居住者是第一百六十一條規定的國內源泉所得依所得稅

法，有繳納所得稅的義務。(所 5) 

課稅客體 
利子所得、配當所得、不動產所得、事業所得、給予所得、退職

所得、山林所得、讓渡所得、一時所得、雜所得 

薪資所得 

5. 薪資階級之薪資或獎金應列入薪資所得課稅。此等薪資不論其

名稱為何，只要具有薪資之實質者，即應就源扣繳。例如實物

給與、經濟性利益等均是。 

1 公司派遺員工出外考查之差旅費 

免稅所得 2 僱主給員工金錢以外之實物給予 

3 公務上之通勤費用  

扣除額 
免稅額 

見註一 

稅率 稅率見註二                                (平成 15 年的標準)

 
註一 
西元 2004 年 配偶扣除額､扶養扣除額､基礎扣除額和殘障者 等 

扣除額之合計金額表 

 
～ 重點 ～ 
扣除額的合計金額是､「(1)」欄和「(2)」欄加總的合計額 

(1) 扣除配偶和按扶養親人的個數的扣除額 

人   数 扣    除    額 人   数
扣    除   

額 

無 ３８０，０００日元 ４  人 １，９００，００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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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１  人 ７６０，０００日元 ５  人
２，２８０，０００日

元 

２  人 １，１４０，０００日元 ６  人
２，６００，０００日

元 

３ 

人 
１，５２０，０００日元 ７人以上

超過 6 人以 6 人的扣除

額計算，每加一人再加

３８０，０００円 
イ 同居人為特別殘障人士的情況 １人可扣７５０，０００日元 
ロ 扶養親人為特別殘障人士的情況 １人可扣４００，０００日元 
ハ 扶養親人為一般殘障人士、一般的

寡婦(本人)、寡夫(本人)半工半讀的學

生(本人)的情況 

左列項目都可各扣２７０，０００

日元 

ニ 扶養親人為特別寡婦(本人)的情況 ３５０，０００日元 
ホ 扶養親人為老年者(本人)的情況 ５００，０００日元 
ヘ 同居人為老年者親人的況 １人可扣２００，０００日元 
ト 扶養親人為特定扶養親人的情況 １人可扣２５０，０００日元 

(2) 

加 

殘 

障 

人 

士 

等 

之 

扣 

除

額 

チ 老人扣除配偶、同居老年者親人等

以外的老人扶養親人的情況 
１人可扣１００，０００日元 

◎ 這張表不包含配偶的特別扣除額 

 (注)  

1  ｢(1)｣欄的扣除額是有包含基礎控除額３８０，０００円的。 
2  ｢(2)｣欄的是從イ到チ項目所列的明細加在一起。 
 (1) ｢イ」欄の７５０，０００円…… 扣除額適用對象是除了扶養配偶還

有扶養的是特別殘障人士又同居的

親人，這樣的扣除額是配偶的再減掉

扶養親人的等於３５０，０００円

（７３０，０００円－３８０，００

０円）再加上特別殘障者的扣除額４

００，０００円的合計金額 
 (2) ｢ロ」欄の４００，０００円…… 障害者扣除額（特別障害者）の４０

０，０００円 
 (3) ｢ハ」欄の２７０，０００円…… 障害者扣除額（一般的殘障人士）、

寡婦扣除額（一般的寡婦）、年輕的

寡夫同時是半工半讀學生扣除額，是

２７０，０００円 
 (4) ｢ニ」欄の３５０，０００円…… 寡婦扣除額（特別的寡婦）是３５

０，０００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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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ホ」欄の５００，０００円…… 老年者扣除額是５００，０００円 
 (6) ｢ヘ」欄の２００，０００円…… 扶養親人是同居的老年人，這樣的扶

養扣除額是扶養親人扣除額減掉同

居老年人扣除額等於２００，０００

円（５８０，０００円－３８０，０

００円） 
 (7) ｢ト」欄の２５０，０００円…… 扶養親人為特定扶養時需減掉扶養

親人扣除額等於２５０，０００円

（６３０，０００円－３８０，００

０円） 
 (8) ｢チ」欄の１００，０００円…… 扣除對象為配偶又是同居的老年人

的扣除額是扶養配偶扣除額減掉扶

養親人(同居老年和其他親人)等於１

００，０００円（４８０，０００円

－３８０，０００円） 
 

 
註二： 

課税給與所得金額(A)(日元) 税率(B) 控除額(C) 税額＝(A)×(B)－(C) 

3,300,000  10% - (A)×10% 

3,300,000 以上 9,000,000 以下 20% 330,000 (A)×20%-330,000 

9,000,000 以上 16,920,000 以下 30% 1,230,000 (A)×30%-1,230,000 

 

（四）美國 

項目 美國聯邦所得稅(單位：美元) 

課稅主體: 

    美國是採屬人主義，因此有關申報人的身分規定大致如下： 
1.凡美國公民或居民，或波多黎各居民，總收入達申報標準都需

報稅。 
2.外籍人士: 
(1)持有綠卡得永久居留的，是當然的居民，理應報稅。 
(2)在美國居住整年的，應比照公民或居民報稅。 
(3)非全年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雖尚無永久居留權，但在三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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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的居留日數滿一百八十三天者，就可算是居外國人，而要按

此身份來報稅。報算當年以實際居留在美的日數，但居留日要以

三分之一來核合，而前年要以六分之一來計算居留日數。 
 (4)配偶美國公民或居民的非居民適用一般申報規定，可夫婦聯

合報稅。在稅計年底才美國公民或居民結婚的，一樣可以夫婦聯

合報稅。 

課稅客體 

23. 薪資 
24. 分紅 
25. 利息收入 
26. 退休收入 
27. 投資損益 
28. 股票 
29. 贍養費 
30. 酬金、福利 
31. 租金收入 

薪資所得 
要課稅的部份包括:薪資、津貼費用、榮譽酬金、佣金、小費、

紅利、陪審費、指導費、員工獎金、退職金、遣散費、回扣、養

病津貼、休假津貼、出差交際及其他業務開支、退休收入 

免稅所得 

1 軍人福利及其他補助、津貼。 

2 人壽保險。 

3 州及以下地方政府公債利息。 

4 儲蓄公債用作教育途徑的利息。 

5 社會救濟，福利等。 

6 聯邦社會安全退休金  

7 贈品，贈金及遺產。 

扣除額 

1. 單身 4,700 美元 
2. 夫妻聯合申報 7,850 美元 
3. 夫妻個別申報 3,925 美元 
4. 單親家庭 6,900 美元 
5. 勞工受傷等補償金 
6. 獨資自營事業 
7. 薪資所得扣除額（EITC） 
8. 孩童扣抵稅額 
9. 大學支出扣抵稅額 
10. IRA(個人退休存款)扣抵稅額 
11. 進修費用 
12. 雜項費用 

免稅額 
每人免稅額為 3,000 美元(每年隨通貨膨脹而調整)。若超過 AGI
門檻，每 2,500 美元，個人免稅額就減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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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率 
(以各國第二

級距作介紹) 

稅率見註一         (台幣：美金 32.62：1) 
以單身來計算： 

課稅所得額為 X(單位為台幣元)，X 超過 839,965 元的部份

*28%+125,994.75。 

以宗親家庭來計算： 

課稅所得額為 X(單位為台幣元)，X 超過 1,127,021 元的部份

*28%+169,053.15。 

以夫妻合併來計算： 

課稅所得額為 X(單位為台幣元)，X 超過 1,404,291 元的部份

*28%+210,643.65。 

以夫妻分開來計算： 

課稅所得額為X(單位為台幣元)，X超過 702,145.5 元的部份

*28%+105,321.825。                            (1989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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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例介紹 

台灣的實例介紹 

【範例一】李先生派駐到日本去工作，領有日本的薪資所得是否要列入台灣的

綜合所得稅中課稅？ 

答：不要。台灣的綜合所得稅是屬地主義，只對擁有國內所得者課稅。 

【範例二】Mr. Brown 來逢甲大學做學術研討，領有逢甲大學給付之所得，該

所得是否列入台灣的綜合所得稅中課稅？ 

答：要。因為台灣的綜合所得稅是採取屬地主義，而外國人之非居住者領有我

國之薪資所得需列入課稅。 

中國大陸的實例介紹 

【範例一】台商陳先生派駐在大陸，1 月自公司取得扣稅後月收入為 7,525 

元，而且無其他薪資所得，此時陳先生的月收入 7,525 元，要對大陸繳交個人所

得稅嗎? 

答：要的。因為大陸的個人所得稅屬人兼屬地主義。所以，非本國的居民擁有

本國的薪資所得需要課稅。 

【範例二】上海某大學王教授，本月訪問美國某大學，獲得獎學收入四萬元（已

折算為人民幣）。要對大陸繳交個人所得稅嗎? 

答：要的。因為大陸的個人所得稅採屬人兼屬地主義。也就是說只要是在大路

提供勞務，或是大陸人民所得來源來自國外，都必須申報「個人所得稅」。 

日本的實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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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一】鈴木先生到美國的大學演講，領有美國的大學所給付之所得，該所

得是否列入日本個人所得稅中課稅？ 

答： 

【範例二】陳生生派駐到日本工作，領有日本之薪資所得是否列入日本個人所

得稅中課稅？ 

答：要。因為就日本的所得稅法第五條之規定，外國人領有本國之源泉所得，

須就該源泉所得課稅。 

美國的實例介紹 

【範例一】Mr. Lin 在台灣演講領有台灣的薪資所得是否列入美國的個人所得稅

中課稅? 

答：要。美國公民有中華民國來源之所得採就源扣繳的方式，也就是 

在每次領取薪水報酬時，由扣繳義務人（就是付薪資的老闆）依規定扣繳率

（20%）代扣稅款，實拿薪資的八成。 

【範例二】台灣人領有美國之薪資所得是否繳納美國之個人所得稅？ 

答：看美國個人所得稅法之規定。因為美國稅法規定.外籍人士: 

(1)持有綠卡得永久居留的，是當然的居民，理應報稅。 

(2)在美國居住整年的，應比照公民或居民報稅。 

(3)非全年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雖尚無永久居留權，但在三年內折算的居

留日數滿一百八十三天者，就可算是居外國人，而要按此身份來報稅。

報算當年以實際居留在美的日數，但居留日要以三分之一來核合，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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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要以六分之一來計算居留日數。 

 (4)配偶美國公民或居民的非公民適用一般申報規定，可夫婦聯合報稅。在

稅計年底才美國公民或居民結婚的，一樣可以夫婦聯合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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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數  年  增  率 

Annual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 Index 

年 別 中華民國 日 本 美 國 中國大陸 

1994 年 4.1 0.7 2.6 24.2 

1995 年 3.7 -0.1 2.8 16.9 

1996 年 3.1 0.1 2.9 8.3 

1997 年 0.9 1.7 2.3 2.8 

1998 年 1.7 0.7 1.6 -0.8 

1999 年 0.2 -0.3 2.2 -1.4 

2000 年 1.3 -0.7 3.4 0.3 

2001 年 0 -0.7 2.8 0.5 

2002 年 -0.2 -0.9 1.6 -0.8 

2003 年 -0.3 -0.3 2.3 1.9 

2004 年 1.6 0 2.7 2.7 

資料來源： 行政院主計處「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94 年 5 月版。 

附  註： 未季節調整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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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造 業 員 工 及非農業員工每月名目薪資 (折合美元) 

單位：美元／月、％ 

 中華民國 日 本 
美  國 (2) 

 
中國大陸 

年 別  年增率  年增率  年增率  年增率

1994 年 2437.33 12.29 7628.69 21.9 3867.97 7.64 85.29 -24.47

1995 年 2567.07 10.67 8499.51 22.87 3938.54 3.74 106.46 49.63

1996 年 2572.68 0.46 7484.8 -23.85 4069.89 6.67 118.79 23.05

1997 年 2582.76 0.77 6894.65 -15.76 4241.66 8.49 124.68 9.96 

1998 年 2280.86 -23.38 6290.39 -17.53 4356.43 5.7 146.38 34.96

1999 年 2441.59 14.12 6982.62 22.03 4486.78 5.98 162.47 21.95

2000 年 2594.24 12.53 7467.47 13.88 4643.67 7.07 182.41 24.54

2001 年 2385.45 -16.14 6611.25 -22.93 4718.3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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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4 27.74

2002 年 2320.19 -5.44 6293.17 -9.64 4879.56 6.69 235.83 26.84

2003 年 2378.56 5.08 6905.03 19.42 4997.16 4.76 … … 

2004 年 2502.45 10.45 7364.82 13.16 5143.35 5.71 … … 

 
資料來源： 我國-薪資與生產力統計月報、日本-每月勤勞統計速報、美國-Employment 
and Earnings、其他-ILO,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 
附  註： (1)香港為(日薪×7×52∕12)÷(對美元平均匯率)。  

(2) 美國為(時薪×週工時×52∕12)。 

製造業及非農業員工每月名目薪資(折合美元)年增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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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物價指數及名目薪資)資料，我們特以 2001 年和 2002 年來做比較，先從消費

者物價指數年增率看出，各國都有下降的趨勢，而就名目薪資來說則有逐年上升的

趨勢。且因實質薪資是以名目薪資除以消費者物價指數，所以根據我們的資料來說

實質薪資是逐年上升的。由此，稅率逐年調升是正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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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造 業 員 工 及 非 農 業 員 工 工 時 

Hours of Work In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e 

單位：小時 

 中 華 民 國 日 本(2) 美 國 

年 別 (月) 年工時 (月) 年工時 (週) 年工時 

1994 年 398.9 4786.8 321.8 3861.6 76.2 3962.4 

1995 年 395.8 4749.6 323 3876 75.6 3931.2 

1996 年 394.4 4732.8 325.7 3908.4 75.6 3931.2 

1997 年 395.7 4748.4 323.8 3885.6 76.2 3962.4 

1998 年 388.2 4658.4 319.3 3831.6 75.9 3946.8 

1999 年 389.3 4671.6 315.4 3784.8 75.7 3936.4 

2000 年 388.8 4665.6 319.6 3835.2 75.6 3931.2 

2001 年 364.7 4376.4 316.9 3802.8 74.3 3863.6 

2002 年 369 4428 316.9 3802.8 74.4 3868.8 

2003 年 369.5 4434 319.4 3832.8 74.1 3853.2 

2004 年 374.2 4490.4 321 3852 74.5 3874 

資料來源：  

 我國--行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力統計月報」日本--日本統計月報(依據勞動省「每

月勤勞統計調查月報」), 美國-Employment&Earnings,其他--ILO,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附        註：  

 (1)本表年工時係本會統計處以右列公式推算，年工時＝月工時×12＝週工時×52。 

 (2)日本以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為調查對象。 

製造業員工及非農業員工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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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人 數 

Employment 

單位：千人、％ 

 中華民國 日 本(2) 中國大陸(5) 美 國(3)(4) 

年  年增率  年增率  年增率  年增率 

1994 年 8939 2.22 64530 0.05 674550 0.97 123060 ... 

1995 年 9045 1.19 64570 0.06 680650 0.9 124900 1.5 

1996 年 9068 0.25 64860 0.45 689500 1.3 126708 1.45 

1997 年 9176 1.19 65570 1.09 698200 1.26 129558 2.25 

1998 年 9289 1.23 65140 -0.66 706370 1.17 131463 1.47 

1999 年 9385 1.03 64620 -0.8 713940 1.07 133488 1.54 

2000 年 9491 1.13 64460 -0.25 720850 0.97 135208 1.29 

2001 年 9383 -1.14 64120 -0.53 73025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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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73 -0.1 

2002 年 9454 0.76 63300 -1.28 737400 0.98 136485 1.05 

2003 年 9573 1.26 63160 -0.22 ... ... 137736 0.92 

2004 年 9786 2.23 63290 0.21 ... ... 139252 1.1 

資料來源：  

 （資料來源： 我國-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統計月報」，日本-「日本統計月報」,） 
其他-ILO 及美國-「Comparative civilian labor force  statistics ten countries」1960-2004。 
" 

附  註： 

(1)每年６月之資料。  

(2)日本含自衛隊。  

(3)美國 1994 年之資料不能直接與上年資料比較，因美國家庭面人力資源調查之母

體資料有修正。 

(4)美國為 16 歲以上，其他為 15 歲以上。  

 (5 中國大陸為每年 12 月之資料，不包括軍人及再就業之退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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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的資料，我們拮取 1994 年至 2002 年的資料來比較對薪資所得課稅會不會影響

到人民的工作意願。假設其他條件不變，影響人民工時的因素只有就業人數，而我

們可以從上述的資料來觀察出自 1994 年至 2002 年這段期間的就業人數有增、減變

化，但大部分都有上升的趨勢。但就工時來探討，我們可以就上述的資料觀察出自

1994 年至 2002 年之間，製造業員工及非農業員工的工時卻有下降的現象。所以我們

就上述的資料可以推導出，如果政府對薪資所得課稅，那麼會影響人民工作的意願。 

下面就用經濟的圖形來解釋 

 

1. 分析勞動和休閒的選擇（Analyzing the Labor / Leisure Choice） 
 
 

Y 所得 
右圖說明經濟時間分配的問題，假設某人

的時間原賦（time endorsement）= T（i.e. 

A=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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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0 

A 

T

休閒 l  

l * 0 

效用函數： 
( )lyu ,

  

⎟
⎟
⎠

⎞
⎜
⎜
⎝

⎛
===

y

x

x

y
xy

y

l

MU
MU

d
d

MRSNote
MU
MU

MRS :

最佳選擇：預算線與無異曲線相切所決定

的 l 和 y 

=> ( )wlTyll ** , −==  

休閒 l *，工資所得 ( )wlTy *−= 的組合比

其他任何組合的效用水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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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下降，則個人的反應為下列敘述： 

當工資下降時（W0→W1） 

=> a → b 

   l↑ （l0→l1） 

為何薪資下降個人的反應會如此？個人可能決定多工作些以補償（offset）工資的下

降，但也可能不會如此。 

 

薪資下降，降低了休閒的價格，像任何價格改變一樣，產生替代效果（substitution 

effect）和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W E：休閒 P↓ => 休閒↑                              ↑（SE＞IE） 

                     (工作↓)                     休閒  ☆（SE＝IE） 

      IE：薪資所得↓=> 休閒↓（∵休閒為正常財）           ↓（SE＜IE） 

 11.1） 

↓  S

（參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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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3 

2. 薪資所得稅的效果（Effects of a Tax on Income  

假設對工資課比例稅，稅率 t 

稅前所得：w(T-l) 

稅後所得：w(1-t)(T-l) 

因為薪資所得稅的課徵=>w↓（即休閒的 P↓） 

(1)若 SE 主導(SE＞IE) =>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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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 IE 主導(IE＞SE) => 工作↑ 

∴工資所得稅 => 勞動供給↓或↑，主要視 SE 或 IE 主導勞動者的偏好 

在勞動市場中是由許多的工作者所組成，這些勞動工作者對於針對勞動所得來課稅

的反應，有些人增加工作時間，有些人則減少工作時間，有些人的工作時數維持原

先的時數，而勞動市場的勞動供給曲線則是集合所有人反應。 

由上面的圖可以了解，如果對於薪資所得課稅則民眾會減少工作的意願，增加休閒

的時間。相反地如果薪資所得下降此時就要比較替代效果跟所得效果，如果替代效

果大於所得效果，那麼民眾會減少工作的意願，反之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則民

眾會增加工作的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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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綜合上述報告，我們可以對薪資所得的部分有個全盤的了解。甚至於各國的稅制也

有條列式的概念，而且我們提出對生活上較實用的國外所得部分做了實例介紹，讓

大家在未來的工作中如有國外所得也能有所運用。另外我們針對人民的實質薪資和

工作意願做了一些分析。最後，我們認為如果政府對薪資所得課稅不僅會降低工作

意願，也會造租稅不公平的現象。因為政府對擁有薪資所得者課稅，由於綜所稅採

屬地主義，境外所得均不課稅，使得高所得者借由免稅天堂開設「紙上公司」（註：

即空殼公司）以規避稅負。根據＜財政部財稅中心＞資料，高所得級距之納稅人，

其資本所得所占比重高達 80％，卻因上述的減稅條件、避稅方式而減少課稅所得，

中低所得級距之納稅人，80％屬於薪資所得，卻是涓滴不漏。相較之下對於富人的

稅制，當然顯得不公。 

近幾年來，政府為了拚經濟及發展某些產業，不斷擴大減免稅範圍，例如對傳統產

業五年免稅、對企業營運總部等。而目前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生物科技產業、數

位內容產業，均躍躍然爭取「租稅優惠」來協助發展。然若產業發展只賴租稅減免，

卻忽略更重要的整體投資環境的改善（例如法令鬆綁、政策一致性），未見產業發展

之利，卻先見財政敗壞之弊。同時也因為不斷對高所得者、大財團減稅，至使政府

因稅收不足，無力對低所得者救濟，因而助長貧富差距的擴大。故政府應對於擁有

薪資所得者應給予適當的調整，並對高所得者課徵較多的稅負，以達租稅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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