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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行政院核定「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優化扣

繳制度）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為優化所得稅扣繳制度，財政部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經立法院於113年7月15日三讀通過，總統於同年8月7日公布。經該部業

報請行政院並經核定自114年1月1日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修正條文 增訂/修訂內容 

第 88 條 

應辦扣繳之所得 

 增訂行政法人（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給付

扣繳範圍所得。 

 衡酌破產財團係破產人之財產總稱，定明其給

付行為由破產管理人為之。 

 增列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因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而發生費用致有給付各類所得情形，應責由該

受託人負扣繳責任。 

第 89 條 

各類所得之扣繳義

務人及納稅義務人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給付之所得，修正為

由機關、團體、學校、事業本身擔任扣繳義務

人。 

 增訂行政法人及信託行為之受託人給付之所

得，由該行政法人或受託人擔任扣繳義務人。 

 增訂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責任，而有他遷不

明，致無從追究者，稽徵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

人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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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但書定明機關、行政法人、團體、學校、

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裁撤、變

更，或破產管理人處理之破產事務經法院裁定

終結或終止時，應隨時填發免扣繳憑單，並於

十日內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第 92 條 

扣繳稅款之報繳 

 修正第一項但書機關、行政法人、團體、學

校、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裁撤、

變更，或破產管理人處理之破產事務經法院裁

定終結或終止時，扣繳義務人應填發及申報扣

繳憑單（含給付非居住者股利）之規定。 

 增訂增訂非居住者扣繳稅款之繳納、憑單申報

及填發期限，遇連續 3 日以上國定假日，得延

長 5 日。 

第 94-1 條 

免填發憑單予 

納稅義務人 

 配合修正條文第 89 條及第 92 條，修正行政法

人應依規定期限將憑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之規

定。 

第 111 條 

未依法填報免扣繳

憑單之處罰 

 增訂行政法人違反申報及填發免扣繳憑單規

定，由稽徵機關通知其監督機關督促其依法辦

理。 

 修正公營事業違反同條項規定之處罰，應與私

營事業相同，依第二項規定裁處罰鍰。 

 扣繳義務人等如有未依規定申報與填發憑單而

須處罰者，不再按固定⾦額或按給付⾦額（扣

繳稅額）之固定比率（倍數）處罰，將由稽徵

機關視違章情節輕重，於⼀定裁罰⾦額範圍內

給予不同程度處罰。 

第 112 條 

滯納之處分 

 滯納⾦加徵標準，修正回歸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範，每逾三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滯納

⾦。 

第 114 條 

違反扣繳義務 

之處罰 

 將現行按扣繳稅額之固定比率計算罰鍰及自動

補報或填發者固定減半處罰規定，修正為按原

罰鍰上限、下限⾦額處罰。 

 刪除現行第三款滯納⾦加徵標準規定。 

第 114-3 條 

未依限填報股利 

憑單之處罰 

 將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按可扣抵稅額、股利或

盈餘⾦額之固定比率計算罰鍰及自動補報或填

發者固定減半處罰規定，修正為按原罰鍰上

限、下限⾦額處罰。 



其他參考：財政部新聞稿連結。 
 

勤業眾信觀點 

一、本次所得稅法修法優化所得稅扣繳制度，行政院已核定自114年1月

1日施行。自該日起，給付應扣繳所得時，應由修正後的扣繳義務

人承擔扣繳義務，如有違反規定情形，責任也由其承擔。針對行政

法人給付的扣繳範圍所得及信託行為受託人因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所為的支出，導致有扣繳範圍所得，由行政法人或受託人擔任扣繳

義務人。至於破產財團及執行業務者事務所，非屬給付義務主體，

維持由給付所得的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擔任扣繳義務人。 

二、此外，對於給付非居住者所得的扣繳義務，給予時限彈性，若遇連

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繳納期限可延長5日。也修正違規未申報者的

罰款將依違章情節輕重而定。財政部目前配合修正相關子法規、書

表及資訊系統，並請各地區國稅局加強宣導，以確保新制順利上

路。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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