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利事業所得稅節稅手冊

一、如何慎選營利事業組織型態

 

營業人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其組織型態計有獨資、合夥、公司與其他組織；稅捐之負擔隨組

織型態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茲分別就法律責任與租稅負擔作一比較列述如下，投資人可審慎

考量其經營策略及目標，做出最佳的選擇：

 

（一）法律責任：

1.獨資及合夥：此類營利事業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因此獨資事業的資本主或合夥事業的

合夥人必須對其事業所產生的債務負無限責任。

2.公司：公司（無限與兩合公司除外）與出資人（股東）為不同的法律個體，各股東對於公

司的責任，僅以其出資額為限，也就是說僅負有限責任而已。

 

（二）租稅負擔：

如何慎選營利事業組織型態

組織別
獨資及合夥 公司

項目

1. 所得

稅
除小規模之獨資、合夥組織營

利事業無須辦理結算申報外，

應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

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

(1)非屬小規模之獨資、合夥

組織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自107年度起，應於每年5月

1日起至5月31日止(遇休假

日順延)辦理結算申報，惟無

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

額；但104年度至106年度，

仍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

31日止，依所得稅法第71條

規定填具結算申報書，以其全

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

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

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

納後，再向申報時登記地稽徵

機關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

資本主或合夥人計算其營利

所得：自107年度起，獨資資

(1)87年 1月 1日起至103年 12月 31日止，公司於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將當年度盈餘分配予股東，其屬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並可將其獲配之可扣

抵稅額扣抵其綜合所得稅。

(2)104年 1月 1日起至106年 12月 31日止，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股東（或社員）可扣抵稅額計算式變更

如後【股利（或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率×50％】。

(3)自 107年 1月 1日起，公司無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繳納之稅款不併同分配予股東，個人股東獲配

股利採股利課稅新制。

(4)87年度至106年度，如公司當年度盈餘未作分配者，

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

(5)自 107年度起，如公司當年度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

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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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或合夥組織之合夥人，應

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併入

綜合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

但104年度至106年度，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之合夥人，

應將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

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列

為其營利所得，併入綜合所得

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且營利

事業階段所繳納稅額不得扣抵

綜合所得稅(或退稅)。

(2)小規模之獨資、合夥組織

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無須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

資本主或合夥人計算其營利

所得：維持原課稅制度，其營

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

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營利所

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綜

合所得稅。

2. 支付

員工薪

資

財政部對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之員工訂有給付薪資最

高標準，支付員工薪資超過該

標準的部分不得認列為費用。

核實認定。

3. 借款

利息

向獨資資本主及合夥組織合夥

人所借貸之款項均應以資本主

往來論，不得列支利息；另向

非金融業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在

不超過財政部規定的利率標準

（96年度至107年度為月息 1

分 3厘）內可以核實認定。

公司向股東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在不超過財政部規定的利率

標準（96年度至107年度為月息 1分 3厘）內可以核實認

定。

4. 投資

收益免

稅

無右列規定之適用。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

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87年 1月 1日

至106年 12月 31日間，其可扣抵稅額，應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3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但自

107年 1月 1日起，配合廢除設算扣抵，已無計算股東可

扣抵稅額之必要。

5. 盈虧

互抵
若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經營2

個以上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均係使用藍色申報書

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其中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符合所得稅法第39條但書規定者，

得將其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

益額中扣除，其要件如下：

1.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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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虧損，得依所得稅法第16

條規定，將核定之虧損就核定

之營利所得中減除，以其餘額

為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總額項

目。

2.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

3.如期申報。

6. 租稅

獎勵

增僱員工（或加薪）薪資費用

加成減除租稅優惠：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

2（小規模營利事業不適

用）。

（1）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生技

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及各相關子法規（詳細內容請參

閱「九、現行可適用之租稅優惠應如何申請」）。

（2）增僱員工（或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租稅優惠：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

7. 營

利事業

所得稅

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及稅率如下：

一、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在十二萬元以下者，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

二、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者，就其全部

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99年度至106年度稅率為

百分之十七）。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

額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

為減緩課稅所得額在一定金額以下之營利事業一次性提高

稅率之負擔，107年度及108年度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

額超過十二萬元未逾五十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按

下列規定稅率課徵，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

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

（一）107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八。

（二）108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九。

綜上分析，無論法律責任或租稅負擔而言，以公司組織的型態經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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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費用或損失必須向稅捐稽徵機關報備

依現行稅法規定須經事前或事後向稅捐稽徵機關報備，才能列報費用或損失者，主要有商品

盤損、災害損失、固定資產報廢、商品報廢等。營利事業如因一時疏忽，未辦理報備手續，

所列報之費用或損失可能無法獲得認定。茲舉一實例敘述如下：

例：

有一家稍具規模之飲料公司，全年營業額數億元，因其下游商號經銷其飲料，偶有飲料逾保

存期限未出售，以變質為由退回，該公司依法沖帳並列報商品報廢損失，全年累積金額高達

400餘萬元，由於該筆變質之飲料僅於帳上據實記載，卻未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

下簡稱查核準則）第101條之1第1款規定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

勘查監毀，國稅局於查核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以該公司列報之商品報

廢未能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報告，且未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向

國稅局報備，悉數剔除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70餘萬元。本案公司不僅變質之飲料不能銷售

致減少收入外，又無法認列損失，可謂雪上加霜。

有鑑於此，特將各相關稅法規定費用或損失報備事宜詳列如附表，供營利事業參酌，藉達節

稅目的。

附表：各項費用或損失報備事項之稅法規定

項目 法令依據 法令規定 申報期限

1.商品

盤損

查核準則

第101條

存貨採永續盤存制或經核准採零售價法

者，存貨盤點短少須於事實發生後30日

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調查認

定；惟若經會計師盤點並提出查核簽證

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報告，則免

予報備。

事後報備，並應於事實發

生後30日內報備。

2.災害

損失

1.所得稅

法施行細

則第10條

之1

2.查核準

則第102條

 

1.凡遭受地震、風災、水災、火災、旱

災、蟲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失，除船 舶海難、空難事件，事實發

生在海外，勘查困難，應憑主管官署或

海事報告書及保險公司出具之證明處理

外，應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起30日內，

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

事後報備，並應於事實發

生後之次日起30日內報

備。

 

2.如未依上述規定報經稽徵機關派員勘

查，但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屬實

者，仍應核實認定。

3.固定

資產報

廢

1.所得稅

法第57條

2.查核準

則第 95條

第10款

固定資產因特定事故未達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規定耐用年數而毀滅或廢棄者，

除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

稅查核簽證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或

提出經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並出具載有監

毀固定資產品名、數量及金額之證明文

件等核實認定外，應於事前報請稽徵機

事前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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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備，以其未折減餘額列為該年度之

損失。但有廢料售價之收入者，應將該

售價作為收益。

4.商品

報廢

查核準則

第101條之

1

1.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等因過

期、變質、破損或因呆滯而無法出售、

加工製造等因素而報廢者，除可依會計

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

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核實認定其報廢

損失者外，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檢具

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監毀，

或經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並取具證明文

件，核實認定。

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報

備。

2.生鮮農、魚類商品或原料、物料、在

製品因產品特性或相關衛生法令規定，

於過期或變質後無法久存者，可依會計

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

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核實認定其報廢

損失。

3.依上述規定報廢之商品或原料、物

料、在製品等，如有廢品出售收入，應

列為其他收入或商品報廢損失之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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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選用適當存貨計價方法

存貨的計價方法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的規範下，計有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法、加權

平均法、移動平均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法等，不同存貨計價方法影響企業之損益

相當大，茲舉一簡單實例並按3種較常使用之存貨計價方法所產生之不同結果列表供參：

例：ｘｘ公司進銷資料明細，期末存貨數量為1,800(進貨數量合計數6,700-銷貨數量合計

數4,900)：

ｘｘ公司進銷資料明細

進貨日期 進貨數

量

單　　價 金　　額 銷貨日期 銷貨數量

01/01 期初存貨

03/01

06/03

08/04

11/02

1,000

1,500

1,000

1,200

2,000

80

85

90

95

100

80,000

127,500

90,000

114,000

200,000

02/05

04/15

07/07

08/10

12/12

600

700

900

1,500

1,200

合計 6,700  611,500  4,900

（一）先進先出法：期末存貨成本為100元×1,800=180,000元，銷貨成本為431,500元。

（二）加權平均法：

611,500元÷6,700=91.27元…………加權平均單價

期末存貨成本為 91.27元×1,800=164,286元，銷貨成本為447,214元。

（三）移動平均法：

 進貨 銷貨 存貨

日期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數量 單價 總成本

01/01 1,000 80 80,000    1,000 80 80,000

02/05    600 80 48,000 400 80 32,000

03/01 1,500 85 127,50

0
   1,900 83.95 159,500

04/15    700 83.95 58,765 1,200 83.95 100,735

06/03 1,000 90 90,000    2,200 86.70 190,735

07/07    900 86.70 78,030 1,300 86.70 112,705

08/04 1,200 95 114,00

0
   2,500 90.68 226,705

08/10    1,500 90.68 136,02

0

1,000 90.68 90,685

11/02 2,000 100 200,00

0
   3,000 96.90 290,685

12/12    1,200 96.90 116,28

0

1,800 96.89 174,405

合計         174,405

期末存貨成本為174,405元，銷貨成本為437,0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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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之進、銷貨資料分別依上述3種常用之存貨計價方法所產生之結果如下表：

存貨估價方法 所計得之期末存貨金

額

物價上漲時 物價下跌時

先進先出法 180,000 最大 最 小

加權平均法 164,286 最小 最 大

移動平均法 174,405 次大 次 大

本案例因進價呈逐漸上漲趨勢，採先進先出法計算存貨成本較為不利。反之， 在物價平穩

或逐漸下降之趨勢，則採先進先出法較有利，因先進貨先銷貨，且其成本較高，減少銷貨毛

利，可獲存貨節稅效果。但營利事業應注意的是，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營利事業應慎重選

用會計原則且各期一致採用，以增進報表之比較性，除因環境改變或能證明新採用之會計原

則較原採用之會計原則為佳外，不宜輕易變更。基於簡政便民考量，現行已刪除存貨估價之

方法之採用及變更應事前申報稽徵機關核准之規定，惟為避免營利事業藉變更存貨估價方法

操縱損益，規避稅負，稽徵機關將對此類案件加強查核。

四、前3年度實際發生呆帳比率超過1%，以實際發生率估列備抵呆帳

例：

ｘｘ股份有限公司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呆帳損失，由於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遠超過應

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之1%，該公司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第3款規定，以

其前3個年度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度內估列呆帳損失，透過該項損失之

估列，該公司可大幅降低當年度應納稅額。惟營利事業應特別注意，當實際發生呆帳損失

時，應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第6款至第8款規定取具合法憑證，以免喪失

主張該項損失之權利。

五、如何選用折舊方法以節省稅負

營利事業依稅法規定列報折舊費用時，可依本事業之營業情況選用或變更適當之折舊方法，

以達節稅效果。

在財務會計理論及商業會計法規定之折舊方法甚多，但依所得稅法第51條規定，以採用平

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

法為準，由營利事業自行選擇。另營利事業如因營業環境之改變認應改採新的折舊方法較為

合理客觀時，亦可變更折舊方法。又財務會計所採用之折舊方法不必與所得稅法第51條規

定之折舊方法一致，但申報所得稅時可選用適當之折舊方法，除可享受節稅之利益外，又可

兼顧財務報表之公允表達。

原則上，同一固定資產早期採用定率遞減法所提列之折舊額較平均法為高，可使早期之純益

降低而具有遲延納稅之利益，但仍應考慮本身之營業狀況，始能做正確之決定。究應如何選

用始合宜，茲歸納如下：

(一)營利事業如有下列情況，宜採用平均法提列折舊：

（1）享受 5年免稅獎勵期間：因如採定率遞減法將使免稅期間多提折舊，減少之所得將遞

延於非免稅期間而增加非免稅期間之租稅負擔。

（2）處於虧損期間或有鉅額前10年虧損可扣抵時：採用定率遞減法只會加大營利事業之虧

損，如採平均法可減少折舊提列，及時享受盈虧互抵利益。

（3）新創立或預期轉虧為盈時：早期營業規模較小或由虧損狀況初轉為盈餘時，獲利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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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如採定率遞減法並無減輕稅負之實質利益。

（4）享受購置設備、研究發展、人才培訓支出之投資扣抵稅額時：因已實質享受減稅利

益，若採用定率遞減法反而對營利事業不利。

(二)反之，營利事業如非屬上述情況及在物價水準、稅率不變情況下，採用定率遞減法較平

均法有利，誠如前述，此法能使固定資產早期較平均法多提折舊，將早期應納之稅負遞延至

後期繳納，而獲延期納稅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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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折舊性資產已達耐用年限如何處理

營利事業購置之折舊性資產如果已達耐用年限時，請不要保留於帳上任其閒置，現在告訴您

有兩種處理方法可以達到節稅之效果，特舉例詳述如下，以供選擇。

情況一：處分後將未折減餘額列為當年度損失

假設ｘｘ公司於 95年 1月購置機器設備金額10,000,000元，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該

機器設備之耐用年限為 9年，依法截至103年 12月耐用年限屆滿，如無法繼續使用，將設

備處分後，該公司可將其殘值 1,000,000元列報為處分年度損失，但有廢料售價之收入者，

應將售價作為收益，以免漏報受罰。

情況二：續提折舊

上項機器倘於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其殘值得自行預估可使用年數並重新估計殘值

後，按原提列方式計提折舊。

以平均法為例，其續提折舊公式為：

（原留殘值－重行估列殘值）÷估計尚可使用年數=折舊

延用上例，其預估可再使用 4年，重行估列殘值 200,000元，則該機器設備每年可再提列折

舊 200,000元。

（1,000,000元－200,000元）÷4=200,000元..........每年再計提折舊費用

本則分析：因營利事業之獲利情況不一，在獲利豐厚年度以選擇情況一可達立竿見影之效

果，在獲利平穩年度則採情況二，以達按年定額節稅效果，營利事業應自行斟酌採用。

七、如何辦理資產重估價

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於當年度物價指數較該資產取得年度或前次依法

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年度物價指數上漲達 25%以上時，得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資產重

估價，經核准辦理資產重估價之營利事業，如其部分資產之重估年度物價指數未超過該資產

取得年度物價指數達 25%以上，該項資產仍可辦理重估。依財政部107年 1月 24日台財稅字

第10700505700號令發布「歷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及資產重估用物價倍數

表」所示，106年度物價指數已較68年度以前年度（包括 68年度）上漲達 25%以上，營利

事業在上開年度間取得之資產，依法均可辦理重估，至營利事業於69年度至105年度期間

取得或前次於該等年度期間辦理資產重估價之資產，因本次物價指數上漲程度尚未達 25%，

依法不得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

辦理資產重估的好處在於重估增值差價免計入所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可依規定增加折

舊、耗竭或攤折額等損費，惟該資產於重估後發生轉讓、滅失或報廢情事者，應於轉讓、滅

失或報廢年度，轉讓為營業外收入或損失；茲舉一增加折舊費用之簡例及說明其重估帳務處

理：

例：

ｘｘ公司67年 1月購入建築物 100,000,000元，耐用年數49年，殘值 2,000,000元，採平

均法提列折舊，該公司以106年 12月 31日為重估基準日辦理資產重估價。其帳務處理如

下：

(一）67年 1月取得時：

借：建築物 100,000,000

貸：現金（銀行存款）100,000,000

（二）67年~106年每年應提折舊 2,000,000元，共提列折舊 8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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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元-2,000,000元)÷49×40]=80,000,000元

借：折舊 2,000,000

貸：累計折舊 2,000,000

（三）106年 12月 31日為重估基準日，資產重估價值及重估後每年可提列折舊之計算：

1.105年 12月 31日帳面未折減餘額為20,000,000元，即：100,000,000元－80,000,000元

=20,000,000元

2.物價倍數為1.5159（查物價倍數表）

3.重估價值為30,318,000元

20,000,000 元×1.5159=30,318,000 元

4.重估差價為10,318,000元=30,318,000元－20,000,000元

借：建築物─重估增值 10,318,000

貸：未實現資產重估增值 10,318,000

（四）107年度折舊計算：

(30,318,000元-2,000,000元)÷（未使用年數 9）=3,146,444元（每年應提折舊額或殘值）

借：折舊 3,146,444

貸：累計折舊 3,146,444

上例得知，未重估前每年可提列之折舊費用 2,000,000元，重估後每年可提列折舊

3,146,444元，增加1,146,444元之損費可達到延期納稅之效果。另土地如有調整帳面價值

之必要者，應依照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不適用資產重估價之規定。

惟土地雖屬非折舊性質，辦理資產重估價後不能增加費用，但其增值部分轉列資本公積，可

厚植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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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內營利事業取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可向所得來源國申請適

用免稅或較低稅率

我國目前與32個國家簽署全面性所得稅協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如有來

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可依該協定規定，於他方締約國享有免予課稅或僅依上限

稅率課稅之優惠。該等依所得稅協定規定屬於他方締約國免予課稅之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

之所得，營利事業如因未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於他方締約國溢繳之國外稅額，依適用所得稅協

定查核準則第26條第2項規定，不得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規定扣抵我國所得稅，故營利

事業如有取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之所得，應向所得來源國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以避免

重複課稅。

附表　租稅協定股利、利息及權利金上限稅率一覽表  

簽約國 股利所得上限稅率 利息所得上限稅率 權利金所得上限稅率

新加坡 對該所得課徵之總稅負合併不超過 40% 無規定 15%

印尼 10% 10% 10%

南非 5%或15% 10% 10%

澳大利亞 10%或 15% 10% 12.5%

紐西蘭 15% 10% 10%

越南 15% 10% 15%

甘比亞 10% 10% 10%

史瓦濟蘭 10% 10% 10%

馬來西亞 12.5% 10% 10%

馬其頓 10% 10% 10%

荷蘭 10% 10% 10%

英國 10% 10% 10%

塞內加爾 10% 15% 12.5%

瑞典 10% 10% 10%

比利時 10% 10% 10%

丹麥 10% 10% 10%

以色列 10% 7%或 10% 10%

巴拉圭 5% 10% 10%

匈牙利 10% 10% 10%

法國 10% 10% 10%

印度 12.5% 10% 10%

斯洛伐克 10% 10% 5%或 10%

瑞士 10%或 15% 10% 10%

泰國 5%或10% 10%或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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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10% 10%或 15% 10%

吉里巴斯 10% 10% 10%

盧森堡 10%或 15% 10%或 15% 10%

奧地利 10% 10% 10%

義大利 10% 10% 10%

日本 10% 10% 10%

加拿大 10%或 15% 10% 10%

波蘭 10% 10% 3%或 10%

九、現行可適用之租稅優惠應如何申請

除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租稅優惠於 98年 12月 31日施行期滿外，目前公司尚可適用之租稅

優惠有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第2項)、發展觀光條例(第 50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第 5條及第6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6條、第37條及第40條)、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8條、第29條及第33條)、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第10條之1、第

12條之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27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70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4條及第24條)、104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前電影法第39條之1、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第35條之1及第36條之2)、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9條)及國際機場園區發

展條例(第 35條)。以下茲就較常用之租稅優惠如何申請說明之：

(一)產業創新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金額自105年 1

月 1日起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但仍以不

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1)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在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

得變更。」

2.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授權訂定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研發

投抵辦法)第12條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請適用該研發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當年度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截止日內，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

簡稱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第2條至第4條規定

提供審查意見。

3.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若有(1)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折或

支付費用；(2)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之費

用；(3)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之費用；(4)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等之

支出，須申請專案認定，並應與研究發展活動提供審查意見之申請案併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4.專用技術及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發之支出，

逾期未提出專案認定申請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年限內依前述規定期限提出，經核准

者，其尚未攤折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前一年度起適用。

5.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除於規定期限內向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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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申請外，尚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租稅減免部分）第 A10-1頁及第 A15-2頁，並檢附規定文件，送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

申報期限 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規定，中小企業之公司(以下簡稱中小企業)得選擇以下列方式

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中小企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

為限：

(1)於支出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於支出金額10%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在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

得變更。

2.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授權訂定之「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

簡稱中小企業研發投抵辦法)第12條規定，中小企業申請適用該研發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

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個月起至截止日內，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第2條至第4

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

3.中小企業若有(1)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或使用之專用技術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2)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3)委託國

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4)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發等之支出，須申請專案認定，並應與研究發展活動提

供審查意見之申請案併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4.專用技術及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發之支出，逾期未提出專案認定申請者，得於

費用之攤折或分攤年限內依前述規定期限提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

申請之前一年度起適用。

5.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除於規定期限內向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外，尚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

減免部分）第 A10頁及第 A15-3頁，並檢附規定文件，送請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其投資抵減稅額。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期限 屆滿前補正；其逾期

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及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

1.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35%限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年度起5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生技新藥公司當年度研究與發展支出超過

前2年度研發經費平均數，超過部分得按 50%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生

技新藥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2.公司符合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

要件者，得檢具文件、資料，向經濟部申請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經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

者，經濟部核發生技新藥公司之審定函自核發之次日起5年內有效，屆期失其效力。

3.取得審定函之生技新藥公司，如經查核發現其申請時或於該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符合第

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得邀請第2條第2項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再行確認後，

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 
4.公司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經濟部核發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

函，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 A10頁及第 A15-1頁，並檢附規定

文件，送請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

13



得稅法規定申報期限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四)股東投資抵減：

公司創立或擴充若符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6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

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33條)及 104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前電影法第39條之

1 之規定，申請以股東投資抵減，抵減股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取得公司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核發之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

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正本一併申請之。

(五)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

公司若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9條)、新

市鎮開發條例(第 14條)之規定，申請以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者，應事先取得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理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自動化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正本及購買之

相關憑證一併申請之。

(六)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1.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規定，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之中

小企業達一定投資額，增僱一定人數之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就其每年增僱

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之130%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前項員工年

齡在 24歲以下者，得就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支付薪資金額之150%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額中減除。

2.經濟部會銜財政部修正發布「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中小企業符合

相關要件，依該辦法第6條規定，欲申請適用增僱員工費用加成減除之租稅優惠者，應於辦

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具切結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請公司或商業登記所

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加成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數額，並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租稅減免部分）第 A10頁及第 A18頁。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期

限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七)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1.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3項規定，中小企業於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

調高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時，得就每年非因法定基本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

職基層員工薪資金額之130%限度內，自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因增

僱員工所致增加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規定

者，不得重複計入。

2.依經濟部會銜財政部訂定發布「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中小企業符

合相關要件，依該辦法第6條規定，欲申請適用員工加薪費用加成減除之租稅優惠者，應於

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具切結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請公司或商業登記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加成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數額，並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租稅減免部分）第 A10頁及第 A18-1頁。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

報期限屆滿前補正；其逾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十、投資抵減可用以抵減暫繳稅額

公司若有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稅額，可抵減暫繳稅額：

（一）公司若有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以前年度（非當年度）尚未抵減之各項投資抵減稅額

【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條、第7條、第15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9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第24條；都市更新條例第70條（108年 1月 30日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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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前第49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1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

發展觀光條例第50條；企業併購法第42條(104年 7月 8日修正公布前第37條)；資源回收

再利用法第23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0條之1及中

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選擇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定

者】，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細表，於當年度暫繳申報時，申報全額抵繳當年度應納

暫繳稅額。

（二）公司若有尚未抵減之股東投資抵減稅額【暫繳申報前，取得稽徵機關依廢止前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第8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

條、104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前電影法第39條之1或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及相關

法規所核發之「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者】，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細

表，於當年度暫繳申報時，申報全額抵繳當年度應納暫繳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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