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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 02 月 15 日出刊 

營業人取得海關退還之營業稅額，應自行於退稅當期申報扣

減進項稅額                                        劉妙玲 

一、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5條第2

項後段規定「營業人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應

於發生進貨退出或折讓之當期進項稅額中扣減之。」營業人進

口貨物由海關代徵之營業稅額，同時亦為其可扣抵之進項稅

額，營業人得依法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至營業人取得海關核退

進口貨物溢繳之營業稅額，則屬進項稅額之減少，其與營業人

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性質相同，故營業人已持

憑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自92年3

月起取得海關核退進口貨物溢繳之營業稅額，應自行填具「海

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請各國稅局依式印製供營業人使

用），於發生退稅當期（月）之進項稅額中扣減之。營業人如漏

未申報上開退稅資料，應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5款規定處罰。 

二、「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應以海關核退稅款當期為報繳營

業稅之期（月）別，區分「進貨及費用」與「固定資產」，分別

填入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進項「退出及折

讓」欄（欄位代號第40、41或42、43）。現行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填寫說明「進項」「退出及折讓」欄請配合修正增列

「。......已持憑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申報扣抵銷項

稅額者，應於取得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當期（月），自行填寫『海

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併計列報」，以資明確。 

三、為簡化作業、掌握時效並減少遺漏，規定：財政部各關稅局應

將海關退稅明細資料逐筆鍵入「普通現金退稅檔」，連同進口稅

費資料檔於次月12日前，提供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處理，各關

稅局於辦理核退溢繳之營業稅款時，免再請營業人提供原稅款

繳納證之「扣抵聯」。另為方便營業人填報「海關退還溢繳營業

稅申報單」，各關稅局於通知營業人領取營業稅退稅款時，應於

「普通退稅通知書」詳載該筆退稅款原繳納證之稅單號碼、退

稅日期及退還營業稅金額等資料；爾後印製「普通退稅通知書」

時，並請於該退稅通知書注意事項以紅色字體加註「營業人領

取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額後，應自行填寫『海關退還溢繳營業

稅申報單』於發生退稅之當期（月）進項稅額中扣減之（原繳

納之營業稅額未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免依上開規定辦理）。」

等字樣，俾提醒營業人依規定向稽徵機關申報扣減進項稅額。 

 

黃任中欠稅案之探討                             蕭士棻 

一、案由： 

黃任中擔任董事長的皇龍公司在 84 年 8 月 15日時，與中華開發

信託公司簽約，出售遠航未上市股票，價值 53 億元。由於買賣股票所

得屬免稅證券交易所得，因此皇龍公司獲利毋須課稅。不過皇龍公司獲

利盈餘日後卻要分配給股東，股東得要付出鉅額稅款。 

為了避掉鉅額盈餘分配，黃任中與皇龍公司的股東早在84年7月

時設立安帝公司，84年8月7日黃任中等人便以53億元的高價，將實

際只有一億元的皇龍公司股權賣給安帝公司，脫離與皇龍公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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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日後分配股利還要繳稅。而這 53 億元的價格便相當於皇龍公司出

售遠航股票的獲利。至於安帝公司雖收購了股票，但僅先付訂金3,000

多萬，餘款待皇龍公司發放股利時再付清。 

84年10月13日遠航股權買賣交割後一天，皇龍公司辦理解散，

並將股利分配給股東。安帝公司方面雖然獲配股利 51 億餘元，但因幾

乎全部用於償還購買皇龍公司股權所欠下的債務，皇龍公司解散又造成

安帝公司投資損失，因此安帝公司股東也無營利所得可供課稅。 

二、討論 

黃任中等人是以「盈餘證券化」方式，事先透過另設公司等交易

安排，將所投資公司分配的盈餘，化為免稅證券交易所得。 

所謂盈餘證券化，就是股東將公司本要分配的盈餘，在取得之前

先將所持有的股權以即將分配到的盈餘金額含權賣出。如此一來，原本

應要繳稅的盈餘所得，反而搖身一變成為毋須課稅的證券交易所得，才

有盈餘證券化之稱。 

我國針對證券交易所得的免稅，已違背租稅中立的基本原則。根

據所得稅法第七十六條之八規定，個人或企業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

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者，稽徵機關得予以

調整其應納稅額，」但徵納雙方為此而付出的稽徵成本與訴訟成本必然

非常可觀。黃任中案不但當事人從事前的租稅安排、規劃到訴訟期間的

爭議，要花費龐大的資源與時間，國稅局為了要查明交易流程以及蒐集

各種證據，處理的時間前後亦長達四年之久。 

其實，類似的課稅問題亦曾發生在其他的案例中，轟動一時的企

業員工分紅配股之課稅案即是。根據稅法規定，企業員工分紅配股乃為

應稅所得，但由於股票價格有時價與面額之分，不同的計徵標準，繳納

的稅負自亦有所差異。若能在股票取得時以面額課徵，則未來員工處理

或出售持股所獲得的利益，便屬於證券交易所得而無須擔心再被課稅。

反之，若在取得股票時便以時價課徵所得稅，則其未來利用證券的買賣

獲取免稅利益的空間便會被嚴格的限縮。無怪乎企業員工，尤其是高科

技高分紅者，皆堅決主張應按股票面額課稅，其想要享受這項免稅優惠

的動機甚明。 

不論是黃任中案將「股利」轉化成「證券交易所得」，或是企業員

工分紅配股案將「薪資」轉化成「證券交易所得」，其共同的特色皆在

於利用所得種類的改變，以謀取稅法上租稅減免的利益。因為稅制設計

不當，所造成的問題只有靠稅制改革才能解決。 

 

「彙總開立發票」之條件                       柳佳芳 

一、法令規定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五條之一營業人具備左列條件者，得向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就其對其他營業人銷售之貨物或勞務，按

月彙總於當月月底開立統一發票： 

1. 最近三年內無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且無積欠各項稅

捐者。 

2. 最近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

使用藍色申報者。 

營業人依前項規定申請按月彙總開立統一發票與其他營業人時，應

檢附列有各該買受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一編號之名冊，報送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並由該主管稽徵機關於核准時副知各買受人所在地主管稽



 
正業財稅訊息宅急便 

3

徵機關。營業人經核准按月彙總開立統一發票後，如有違反第一項之條

件者，主管稽徵機關得停止其按月彙總開立統一發票，改按逐筆交易開

立統一發票。 

二、舉例 

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

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若公司行業

性質屬買賣業： 

1. 以發貨時為限。但發貨前已收之貨款部分，應先行開立。 

2. 以書面約定銷售之貨物，必須買受人承認買賣契約始生效力

者，以買受人承認時為限。 

三、相關罰責 

若未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申請核准，逕行彙總開

立發票，將有以下可能之狀況： 

1. 假設1、2月均於當月月底彙總開立統一發票，則三月十五日申

報營業稅前，若經檢舉且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

進行調查，將以違反營業稅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處罰。 

※營業稅法第五十二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

短開銷售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

額繳納稅款外，處一倍至十倍罰鍰。 

2. 假設1、2月均於當月月底彙總開立統一發票，則三月十五日申

報營業稅前，未經檢舉且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則公司由於已自動補報，將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

八條之一無漏稅之罰責。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

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

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左列之處罰一律免

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一、本法第四十一條至四十五條之處罰。 

二、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 

3. 假設1、2月均於當月月底彙總開立統一發票，若有部分漏開立

統一發票，且於三月十五日未申報營業稅之部分，若經檢舉且

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將以違反營業

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罰。 

※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

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

業： 

二、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

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者。 

三、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