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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稅捐稽徵法 稅捐稽徵法 

版本條文 1071120 1071106 

第二條(修正) 

  本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

之國、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稅捐。但不包括關

稅。 

  本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

之國、省（市）及縣（市）稅

捐。但不包括關稅及礦稅。 

理由 

  一、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已

無省之稅捐，爰配合修正為：

「本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之

國、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稅捐。但不包括關

稅。」。 

  二、2003 年礦業法修正

後，原礦區稅與礦產稅已被礦業

權費及礦產權利金取代，但礦業

權費及礦產權利金應屬於規費性

質而非稅捐。  

  

第二十條(修

正) 

  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

加徵滯納金者，每逾二日按滯納

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

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

行。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

定期間內繳清稅捐，得於其原因

消滅後十日內，提出具體證明，

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

繳納經核准者，免予加徵滯納

金。 

  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

加徵滯納金者，每逾二日按滯納

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

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 

理由 

  一、公法關係上之強制執

行，應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而非

法院，故刪除法院等字。 

  二、修訂本條第一項，增訂

「但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

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

期間內繳清稅捐，得於其原因消

滅後十日內，提出具體證明，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

納經核准者，免予加徵滯納

金。」  

  

第二十四條

(修正)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

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

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

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

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

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

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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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

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

或註銷之登記。 

  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

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

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

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

押，並免提供擔保。但納稅義務

人已提供相當財產擔保者，不在

此限。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

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

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

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

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

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

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

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

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

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

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

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

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

依法送達。 

  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第一項

或第二項前段規定者，財政部不

得依第三項規定函請內政部移民

署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

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

五年。 

  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

制出境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移民署

解除其出境限制： 

  一、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

期間者。 

  二、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

鍰，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

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 

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

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

或註銷之登記。 

  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

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

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

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

押，並免提供擔保。但納稅義務

人已提供相當財產擔保者，不在

此限。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

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

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

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

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

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

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

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

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

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

制。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

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

當事人，依法送達。 

  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第一項

或第二項前段規定者，財政部不

得依第三項規定函請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

起，不得逾五年。 

  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

制出境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 

  一、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

期間者。 

  二、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

鍰，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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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

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

額未滿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 

  四、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

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

繳欠稅及罰鍰者。 

  五、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

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

分配完結者。 

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 

  三、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

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

額未滿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 

  四、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

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

繳欠稅及罰鍰者。 

  五、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

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

分配完結者。 

理由 

  一、修正第三項及第七項。

  二、配合內政部移民署組織

法業於 104 年 1 月 2 日施行，將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修正為內

政部移民署，以正名之。  

  

第二十七條

(修正) 

  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

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

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

該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日

內，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

通知納稅義務人，限十日內一次

全部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

送強制執行。 

  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

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

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

該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日

內，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

通知納稅義務人，限十日內一次

全部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

送法院強制執行。 

理由 

  公法關係上之強制執行，應

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而非法院，

故刪除法院等字。  

  

第四十條(修

正) 

  稅捐稽徵機關，認為移送強

制執行不當者，得撤回執行。已

在執行中者，應即聲請停止執

行。 

  稅捐稽徵機關，認為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不當者，得向法院撤

回。已在執行中者，應即聲請停

止執行。 

理由 

  公法關係上之強制執行，應

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而非法院，

故刪除法院等字。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十五條

(修正) 

  依規定應設置帳簿而不設

置，或不依規定記載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

鍰，並應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

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

定設置或記載者，處新臺幣七千

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再通知於一個月內依規定

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

  依規定應設置帳簿而不設

置，或不依規定記載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

鍰，並應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

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

定設置或記載者，處新臺幣七千

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再通知於一個月內依照規

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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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或記載者，應予停業處分，

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帳簿時，始

予復業。 

  不依規定保存帳簿或無正當

理由而不將帳簿留置於營業場所

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 

定設置或記載者，應予停業處

分，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帳簿

時，始予復業。 

  依規定應驗印之帳簿，未於

規定期限內送請主管稽徵機關驗

印者，除通知限期補辦外，處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鍰；逾期仍未補辦者，得

連續處罰至補辦為止。 

  不依規定保存帳簿或無正當

理由而不將帳簿留置於營業場所

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 

理由 

  據 101 年 8 月 3 日修正後稅

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

簿憑證辦法業已刪除第十條及第

十五條帳簿憑證驗印之相關規

定，因此，營利事業帳簿於使用

前後已無須經稽徵機關驗印。  

  

第四十八條

(修正)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

大者，除依有關稅法規定處理

外，財政部應停止並追回其違章

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

遇。 

  納稅義務人違反環境保護、

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

主管機關應通知財政部停止並追

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

優惠之待遇。 

  依前二項規定停止並追回其

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

之待遇者，財政部應於該停止並

追回處分確定年度之次年，公告

納稅義務人姓名或名稱，不受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限制。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

大者，除依有關稅法規定處理

外，財政部應停止並追回其違章

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

遇。 

  納稅義務人違反環境保護、

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

主管機關應通知財政部停止並追

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

優惠之待遇。 

理由 

  一、本條新增第三項。 

  二、原條文針對享租稅優惠

之納稅義務人若有嚴重逃漏稅情

事，應停止並追回其優惠待遇，

卻未明訂是否應將其姓名與相關

資料進行公告。 

  三、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七

十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

  



【來源：立法院】 
 

八條第二項規定停止並追回本條

例之租稅優惠者，財政部應於該

停止並追回處分確定年度之次年

公布其名稱」，該條條文未涵蓋

本條第一項，且僅公告姓名，而

無其他事實經過，故仍有不足。

  四、本法雖於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要求稅捐稽徵人員應對納稅

義務人相關資料保守秘密，然為

有效防止大戶逃漏稅捐，復於第

三十四條規定得公布逃漏稅捐人

之姓名與事實經過。 

  五、為減少條文模糊空間，

修補法律漏洞，並有效遏止大戶

欠稅，爰明訂符合本條第一、二

項條件者，應於該停止並追回處

分確定年度之次年，公告逃漏稅

捐人之姓名與事實經過，且不受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