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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財政部

  

- 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
 公平合理所得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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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貳

前言前言壹

結語結語叁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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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壹、前言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總統 107 年 2
月 7日公布，自 107 年度施行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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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競爭力

減輕育兒、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家庭稅負

財政部財政部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4大亮點

簡化稅制稅政，符合國際趨勢

提高投資意願，創造就業機會

貳、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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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貳、修正重點

減輕育兒、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
家庭稅負

財政部財政部

調高綜所稅四項扣除額

1、標準扣除額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3、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4、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6

調高綜所稅 4項扣除額額度 (共減稅 388億元 )

517萬戶受益
84% 申報戶

517萬戶受益
84% 申報戶

542萬戶受益
88% 申報戶

542萬戶受益
88% 申報戶

62萬戶
受益

62萬戶
受益

9萬元 12.8萬元

↑3萬元

     標準扣除額              薪資扣除額           身心障礙扣除額        幼兒扣除額

12 萬元
↑7.2 萬元

12.8萬元

↑7.2 萬元

20 萬元 20 萬元
增幅
33%

增幅
56%

增幅
56%

2.5萬元

↑9.5 萬元

12 萬元

增幅
380%

61萬戶
受益

61萬戶
受益

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

註： 108 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綜所稅時適用。

380



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7

效果

月薪 30,000 元以下

免稅額： 8.8
標準扣除額： 12
薪資扣除額： 20

小計 =40.8

免繳稅免繳稅
年薪 40.8 萬元

免稅額： 17.6
標準扣除額： 24
薪資扣除額： 40

小計 =81.6

雙薪家庭

年薪 81.6 萬元

免繳稅免繳稅

       小計 =123.2

免稅額： 35.2
標準扣除額： 24
薪資扣除額： 40
幼兒扣除額： 24

4 口之家

年薪 123.2 萬元

免繳稅免繳稅

( 包含 5 歲以 
 
下子女 2 人 )

減稅利益 369億元，照顧育兒、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家庭，減輕其稅負減稅利益 369億元，照顧育兒、薪資所得及中低所得家庭，減輕其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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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貳、修正重點

財政部財政部

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 40%

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競爭力



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9

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 40%

我國與 2018 年其他國家 ( 地區 ) 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比較

17%
40% 45%42% 45%

22% 

↓5%

37%

香港           新加坡            美國               我國              韓國            中國大陸           日本
                                                                                                                ( 薪資 )

營造有利留才攬才及投資之租稅環境，提高國際競爭力

自 107 年 1
月 1 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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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10

效果

貳、修正重點

搭配提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額度，大
幅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

有助企業留攬優秀高階專業人才，進而提升產業創新
升級、增加投資及就業機會，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搭配提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額度，大
幅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

有助企業留攬優秀高階專業人才，進而提升產業創新
升級、增加投資及就業機會，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MIT

優秀人才入列，企業邁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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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貳、修正重點

財政部財政部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簡化稅制稅政，符合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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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符合國際改革趨勢
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之國家大多已廢除該制度，
股利所得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免稅
簡化稅政

免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及計算分配可扣抵稅
額，降低稽徵及依從成本，減少課稅爭議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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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自 107.1.1 營利事業無須設置、記載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

107 年度以後營所稅決算、清算申報， 107 年度
以後營所稅結算申報，無須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變動明細表。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

設算扣抵制

 節省納稅義務人依從成本約 16 億元
受惠廠商近 70 萬家

 節省納稅義務人依從成本約 16 億元
受惠廠商近 70 萬家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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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貳、修正重點

財政部財政部

1、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2、合理調整營所稅稅率結構

提高投資意願，創造就業機會

3、獨資合夥事業免徵營所稅，盈餘直
接歸課綜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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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股利所得「合併計稅減除
股利可抵減稅額」 /「單一稅率分開計稅」二擇一制度

1-1、個人居住者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1/3)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  
所得

B. 單一稅
率 (28%)
分開計稅

B. 單一稅
率 (28%)
分開計稅

其他各類
所得

合併
計稅
合併
計稅

可抵減稅額
= 股利
 8.5%
( 每一申報戶
上限 8 萬元 ) 

應納
稅額
減除

股利
所得

擇
有
利
適
用

１

２ 應納稅額 A
+

分開計稅 B
=

應納稅額 A應納稅額 A

二擇一
制度

二擇一
制度

中低股利
所得者保

有抵
( 退 ) 稅

權益
 高股利

所得者負
擔合理稅
負，鼓勵
投資臺灣

優先

1、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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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1-1、個人居住者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2/3)

8.5% 抵減比率及抵減金額上限 8萬元之規定
參考 104 年度綜所稅申報統計資料，股利所得之平均可扣抵稅額
比率為 8.4% 及中低所得者之平均扣抵金額訂定，全年股利所得
約 94 萬元以下者可全額享有抵減稅額，抵減有餘，尚可退稅。
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之規定

參考主要國家股利所得按單一稅率分離課稅規定，訂定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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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1-1、個人居住者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3/3)

以個人獲配之股利金額為股利所得
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個人獲配之股利金額不再含可扣抵
稅額，新制下，毋須區分股利總額或淨額，個人應將所獲配之股利
金額 ( 不必加計可抵減稅額 )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或分開計算稅
額。
申報戶成員適用同一股利課稅方式
綜所稅採「家戶申報制」，一申報戶僅能選擇一種股利課稅方
式，家戶成員不得分採不同股利課稅方式，夫妻採各類所得分
開計稅者，亦不得採不同股利課稅方式。

方式一之可抵減稅額上限金額為每戶 8萬元 ( 非每人 8萬元 )，
依 104 年度綜所稅申報統計資料，適用 20% 以下稅率之申報戶
全年可扣抵稅額均在 8 萬元以下，原有權益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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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案例說明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所得
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所得

股利所得
30 萬元 /
薪資所得
60 萬元

合併
計稅
合併
計稅

可抵減稅額
= 股利 8.5%
( 每一申報戶上
限 8 萬元 ) 

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適用 5%稅率  

減除

308.5% =2.55
可抵減稅額 =2.55

 ◎ 應繳稅額 =2.46-2.55=(0.09)

 分離之股利所得稅負 3028%=8.4
 綜合所得稅負 60-8.8-12-20=19.2
  19.2 適用邊際稅率 5%- 累差 0=0.96

90- 免稅額 8.8- 標扣 12- 薪扣 20=49.2
49.2 適用邊際稅率 5%- 累差 0=2.46

 ◎ 應繳稅額 =8.4+0.96=9.36

擇優

單位：萬元

減除


退稅 900
元
退稅 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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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案例說明

擇優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所得
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單一稅率
(28%)

分開計稅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所得

股利所得
100 萬元 /
薪資所得
600 萬元

合併
計稅
合併
計稅

可抵減稅額
= 股利 8.5%
( 每一申報戶上
限 8 萬元 ) 

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適用 40%稅率 

減除

1008.5% =8.5
可抵減稅額 =( 上限 )8

 ◎ 應繳稅額 =180.72-8=172.72

 分離之股利所得稅負 10028% =28
 綜合所得稅負 600-8.8-12-20=559.2
  559.2 適用邊際稅率 40%- 累差 82.96=140.72

700- 免稅額 8.8- 標扣 12- 薪扣 20=659.2
659.2 適用邊際稅率 40%- 累差 82.96=180.72

 ◎ 應繳稅額 =28+140.72=168.72

單位：萬元

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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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外資稅率

調高至 21%
股利所得扣繳率
微幅調高

縮
小
稅
負
差
距

內資稅率

1-2、合理調整外資股利所得稅負
自 107年 1月 1日起，調高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 1%，如
為我國租稅協定夥伴國之居住者，仍適用租稅協定上限稅
率，不受影響

取消外資股東抵繳稅額規定
配合廢除設算扣抵制度，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未分配盈餘加徵
稅額不得抵繳應扣繳稅額

減少藉轉換
外資身分規
避稅負誘因

日本 我國 ( 新
制 )

韓國 德國 美國 澳洲 法國 瑞士

20% 21% 22% 26.375% 30% 30% 30% 35%

我國與 2017年其他國家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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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企業主要投資人

股 利

修正前 比較表 修正後

100 稅前盈餘 100

17 營所稅 (17%20%) 20

32.68 綜所稅 (45%40%)
+ 股利新制選擇 28%

22.4

49.68 總稅負
( 營所稅 + 綜所稅 )

42.4

稅改後，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整體稅負減少

效率：消除內資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所得稅負較重
情形，促進投資

效率：消除內資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所得稅負較重
情形，促進投資



差距
    5.6%

差距
    5.6%

外資稅率

縮
小
稅
負
差
距

內資稅率
減少藉
轉換外
資身分
規避稅
負誘因

42.4%

36.8%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33.6%

修正後修正前

外資稅率

49.68%

差距
  16.08%

差距
  16.08%

內資稅率

效果

稅改後，內外資稅負趨於衡平

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效果

公平：減少假外資，促進內外資股利稅負衡平  公平：減少假外資，促進內外資股利稅負衡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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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重點
2、合理調整營所稅稅率結構

2-1、自 107年度起，營所稅稅率由 17%調高至
20%，稅率調整後仍具國際競爭力

我國與 2018 年其他國家 ( 地區 ) 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比較

16.5% 17% 

23.2%21%
25%

17% 

25%

    香港           新加坡              我國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韓國

20%
↑3%

另徵地方
政府所得稅
3%-12%

另徵地方
政府所得稅

13.7%

另徵地方
政府所得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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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重點

2-1、課稅所得額 50萬元以下企業營所稅稅率分 3年漸
進式調高 -107年度 (18%)、 108年度 (19%)、 109年度及
以後年度 (20%)

認定方式：以當年度課稅所得額是否在 50萬元以下判斷，例如 107年
度低於 50 萬元、 108 年度超過 50 萬元，則 107 年度適用稅率
18%、 108年度適用稅率 20%。

17%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以後    
 

18%

↑1%

17%

19%

18% 

↑1%

19%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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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重點

2-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 5%，累
積投資動能
降低稅制對股利決策影響，減輕盈餘保留成本
配合調整兩稅稅率，未分配盈餘稅率由 10% 調降至 5% ，兼顧股利
決策中立性，並使對外籌資不易之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能藉保留盈餘
累積資本，以應未來轉型升級

保留盈餘
總稅負

分配給個人
總稅負

 減少藉保留盈餘規避
高股利所得股東稅負

 有利保留盈餘
     累積投資動能

差距

現制 新制

差距
縮小

1 2

10% 5%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



26

財政部財政部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財政部財政部

貳、修正重點

2-2、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降至 5%(續 )
修正前 比較表 修正後

100 稅前盈餘 100

17 營所稅 (17%20%) 20

8.3 未分配盈餘稅 (10%5%) 4

25.3 總稅負 24

1.109年 5月申報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始適用 5%稅率。
2.108年 5月申報 106年度未分配盈餘，仍適用 10%稅率。

企業保留盈餘不分配之總稅負由 25.3%降至 24%企業保留盈餘不分配之總稅負由 25.3%降至 24%



約 27萬家受益，減輕其營所稅稅負約 27萬家受益，減輕其營所稅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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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重點

營所稅階段：
辦理申報，但無須計算

及繳納稅額

綜所稅階段：
營利所得併入結算申報

企業主個人中小型企業
( 獨資合夥組織 )

3、獨資合夥事業免徵營所稅，盈餘直接歸課綜所稅
簡化稅政、符合國際趨勢

1.無須計算繳納營所稅，惟仍應核實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併計出資人營利
所得課徵綜所稅。
2.獨資合夥逾期申報、未申報，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108條加徵滯、怠報金；
短漏 報所得額，仍應依同法第 110條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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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語

建立
「投資臺灣優先」及「有利留才攬才」
之租稅環境
達到
「合理分配、全民受惠」之稅制優化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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