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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夫妻間相互贈與免稅，惟將可能影響未來遺產稅負

夫妻間相互贈與免稅，但當贈與方或是受贈方發生繼
承事實時，死亡前兩年之贈與財產將計入為遺產稅課
徵標的，且生存配偶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亦將會有所影響。K辦提醒夫妻間財產贈與仍須審慎
評估，否則省了贈與稅，卻影響未來配偶剩餘財產差
額請求權及遺產稅負。

比較海內外投資之稅負效果

由於不同的投資標的及不同的持有目的等，將影響所
得性質及相關的課稅方式。雖然稅務申報季節已結
束，讀者仍應可趁機檢視自己所得情形，瞭解投資標
的所得性質與課稅方式，並釐清自己持有的目的，以
評估是否有需重新規劃或作為未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別讓權利睡著了！談不動產「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可申請的退稅稅目有：所得稅（房地合一
稅、舊制房屋交易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只要符合
自用住宅規定，無論先買後賣或是先賣後買，二年內
完成出售舊房地及重購新房地都可申請適用。但各稅
制對於自用住宅定義、限制條件、退稅計算方式與列
管機制等規定不盡相同。Ｋ辦整理相關規定及提供注
意事項，以利有計畫換屋的民眾提早安排，避免喪失
重購退稅之權利。

洪銘鴻 Rick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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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稅務情報

夫妻間相互贈與免稅，
惟將可能影響未來遺產
稅負

2024年5-6月號

K辦過去辦理遺產稅案件中，大多數人僅會注意夫妻
間相互贈與免稅，卻忽略被繼承人逝世前兩年內之贈
與須併入遺產總額課稅。且被繼承人所遺留財產中，
生存配偶於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不僅是
兩年內無償取得之財產無法計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外，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夫妻於婚姻關係
存續時，屬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皆無法列入計算
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視為遺產之贈與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
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
人。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之1規定，被繼承人之配偶依
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申報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

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
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
得之財產。二、慰撫金。

就上開法令規定，被繼承人於死亡前兩年內贈與配偶
財產，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徵。又被
繼承人之配偶得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惟該請求權之計算如係夫或妻之財產屬
贈與取得無法列入。K辦就過往承辦類似案例分享對

林佩真  Janice Lin
副理

專長為台灣稅務諮詢及遺贈稅申
報。

遺產稅稅負影響分析說明如下：

案例一

甲先生為家中經濟支柱，一直以來甲先生每月所賺取
所得匯給甲太太新台幣（下同）100萬由其管理，而
甲太太因病突發逝世，截至甲太太逝世日止，其名下
銀行存款餘額為6,000萬元，其中5,000萬元為甲先生
所匯入，而甲先生銀行存款餘額為2,000萬，假設夫
婦倆另無其他資產。

就下頁計算分析可知，若甲先生未將賺取所得匯款予
甲太太，則甲太太於逝世當時，僅需就其銀行存款餘
額1,000萬元，併入遺產稅額計算課徵遺產稅。而因
甲先生匯款予甲太太款項，不僅甲太太銀行存款將須
全數計入遺產稅額外，甲先生於行使配偶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時，甲太太銀行存款因部分甲先生之贈
與，故將無法列入計算配偶差額分配請求權，則兩者
情況整體總稅負將差異3,995,000元。

案例二

乙先生於109年3月將投資獲利所得2,000萬匯款予乙
太太管理，而乙先生不幸於110年10月逝世，其名下
銀行存款餘額為5,000萬，而乙太太銀行存款餘額為
4,000萬，其中2,000萬為乙先生所匯入款項，假設夫
婦倆另無其他資產。

就下頁計算分析可知，若乙先生未將投資獲利所得匯
款予乙太太，而乙太太於行使配偶差額分配請求權
時，將可就投資獲利所得請求一半，則遺產稅將減少



6©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最新稅務情報 2024年5-6月號

項目

案例一 案例二

情況一：

甲先生若未有匯款予
甲太太管理銀行存款

情況二：

甲先生匯款予甲太太
由其管理銀行存款

情況一：

乙先生於死亡前兩年
內未有匯款於乙太太

情況二：

乙先生於死亡前兩年
內匯款於乙太太

被繼承人之銀行存款 10,000,000 60,000,000 70,000,000 50,000,000 

死亡前兩年內贈與 0 0 0 20,000,000 

遺產總額 10,000,000 6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生存配偶剩餘財產
差額請求權金額

0 0 （25,000,000） （15,000,000）

免稅額 （13,330,000） （13,330,000） （13,330,000） （13,330,000）

配偶扣除額 （4,930,000） （4,930,000） （4,930,000） （4,930,000）

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 （560,000） （560,000） （560,000） （560,000）

喪葬扣除額 （1,230,000） （1,230,000） （1,230,000） （1,230,000）

遺產淨額 0 39,950,000 24,950,000 34,950,000 

稅率 0 10% 10% 10%

應納稅額 0 3,995,000 2,495,000 3,495,000 

先生淨資產
（扣除自太太贈與取得）

70,000,000 20,000,000 70,000,000 50,000,000 

太太淨資產
（扣除自先生贈與取得）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生存配偶剩餘財產
差額請求權金額

0 0 25,000,000 15,000,000 

就上開案例分析，若先生與太太未有相互匯款贈與情況下，反而遺產稅稅負是較為有利，K辦提醒夫妻間財產
贈與仍須審慎評估，否則省了贈與稅，卻影響未來配偶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權及遺產稅負。

註一：假設上開案例一及二，繼承人除了生存配偶外，尚有一名滿18歲小孩，未有其他扣除額項目。

註二：綠色框部分為被繼承人與生存配偶之淨資產相減除後之半數，為生存配偶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而得於遺產總額中扣除；粉色
框部分為前述案例之遺產稅稅負試算比較。

該半數之10%。而乙先生於因死亡前兩年內匯款贈與乙太太，該款項將視為乙先生之遺產，且無法列入計算配
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兩者情況整體總稅負將差異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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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海內外投資之稅負
效果（國內公司股票 
vs.海外金融商品）

由於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副業，許多人透過創造被動收
入，以增加自己的財富來源，雖然稅務申報季節已結
束，讀者仍應檢視自己所得情形，評估是否有需重新
安排個人的所得性質及作為未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我們以「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海外金融商品」為投
資標的，並分別以「長期持有」或「賺取價差」為目
的，對個人所得稅負影響，作相關說明。

通常以長期持有為目的者，主要係要賺取每年度固定
的股息（利息）收益：

若台籍個人獲配國內公司股利，依所得稅法第15條規
定，納稅義務人得選擇按獲配股利之8.5%設算可抵減
之稅額，惟每一申報戶合計可抵減稅額以8萬元為
限，或選擇按28%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若台籍個人取得海外金融商品配發之利息，屬非屬中
華民國來源之海外所得，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
條規定，每一申報戶之全年度海外所得若超過100萬
元，在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時，應全數計入該海外所
得課徵最低稅負（免稅額750萬元，稅率20%）。

最新稅務情報 2024年5-6月號

案況一：甲君以長期持有為目的

甲君是單身高所得收入者，其113年度綜合所得
淨額為新台幣（下同）300萬元，適用綜合所得
稅率為30%；且其該年度有海外所得100萬元。

甲君最近想投資且以長期持有為目的，A朋友介
紹他投資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B朋友介紹他投
資海外金融商品，這兩種投資標的每年會配發
5,000萬元的股利或利息，以甲君整體稅負最優
化情況下，甲君應投資哪個標的好？

案況二：甲君以賺取價差為目的

甲君最近想投資但以賺取買賣價差為目的，A、
B朋友介紹他的投資標的預計皆會賺取5,000萬
的資本利得（即售價減取得成本後之所得額），
A朋友介紹他投資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B朋友
介紹他投資標海外金融商品，甲君該如何選擇
呢？

張智揚  Yang Chang
執業會計師

專長為個人及家族財富代際傳承
稅負規劃並熟稔稽徵查核實務，
以及公司稅務諮詢。

王中蓮  Joanna Wang
副理

專長為個人與家族財富代際傳承
稅負規劃，及公司稅務諮詢。

甲君

國內股票

海外金融商品

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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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賺取價差為目的者，主要是要在短期間內賺取
高報酬：

轉讓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股票，依據證券交易稅條
例第1條第1項規定，凡買賣有價證券，除各級政府發
行之債券外，需依本條例之規定課徵證券交易稅，故
台籍個人轉讓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股票時，需按實
際成交金額之0.3%課徵證券交易稅。
而轉讓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股票之所得部分，係屬
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證券
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且該所得亦非為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應計入所得基本所得之項目，故
台籍個人無需申報及課徵綜合所得稅及最低稅負。

若台籍個人出售海外金融商品，屬非屬中華民國來源
之海外所得，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每
一申報戶之全年度海外所得若超過100萬元，在計算
個人基本所得額時，應全數計入該海外所得課徵最低
稅負（免稅額750萬元，稅率20%）。

依案況一以長期持有為目的，我們假設下列三種情形
試算甲君取得不同性質所得衍生之稅負影響：

情形一：甲君獲配國內公司股利5,000萬元

由於甲君現況綜合所得稅率已適用30%，若選擇按獲
配股利之8.5%設算可抵減之稅額，增加該筆股利
5,000萬元後，甲君綜所稅率會從30%提高至40%，
致甲君總應納稅額高達約2,000萬元；若選擇按28%
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甲君總應納稅額約1,450
萬。兩者相較下，選擇按28%稅率分開計算方式，較
為有利。

情形二：甲君獲配海外金融商品之利息5,000萬元

增加該筆海外所得5,000萬元進行試算後（已考慮每
戶免稅額750萬元），甲君總應納稅額為930萬元。

情形三：甲君獲配國內公司股利3,100萬及海外金融
商品之利息1,900萬元

由於情形一及二係以國內所得或海外所得極端化方式
呈現，若以甲君總應納稅負930萬元為目標，試算國
內國內股利所得及海外所得兩者平衡點，國內股利所
得為3,100萬元，海外所得為1,900萬元。當國內股利
所得提高至3,200萬元時，甲君總應納稅負將大於9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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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甲君現況

國內所得VS海外所得

國內股利所得
（分開計稅28%） 海外所得

3,100萬國內股利所得
+1,900萬海外所得

薪資所得 3,446,000 3,446,000 3,446,000 3,446,000 

薪資扣除額 218,000 218,000 218,000 218,000 

綜合所得總額 3,228,000 3,228,000 3,228,000 3,228,000 

全部免稅額 97,000 97,000 97,000 97,000 

一般扣除額（標準） 131,000 131,000 131,000 131,000 

全部扣除額 131,000 131,000 131,000 131,000 

綜合所得淨額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適用稅率 30% 30% 30% 30%

累進差額 413,700 413,700 413,700 413,700 

應納稅額 486,300 486,300 486,300 486,300 

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 新增50,000,000 新增31,000,000

稅率 28% 28% 28% 28%

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之應納稅額 0 14,000,000 0 8,680,000 

基本稅額與一般稅額差額 0 0 8,813,700 133,700 

總應納稅額 486,300 14,486,300 9,300,000 9,300,000

基本稅額計算式：

綜合所得淨額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股利及盈餘採分開計稅之合計金額 0 50,000,000 0 31,000,000

海外所得 1,000,000 1,000,000 51,000,000
（=100萬+新增5,000萬）

20,000,000
（=100萬+新增1,900萬）

基本所得稅額 4,000,000 54,000,000 54,000,000 54,000,000 

免稅額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淨額 （3,500,000） 46,500,000 46,500,000 46,500,000 

稅率 20% 20% 20% 20%

基本稅額 0 9,300,000 9,300,000 9,300,000 

一般所得稅額 486,300 14,486,300 486,300 9,166,300 

基本稅額與一般稅額差額 （486,300） （5,186,300） 8,813,700 1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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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若以甲君賺取每年度固定5,000萬元的股息（利
息）收益之目的下，就上開試算之結果，該股息（利
息）之所得性質全部為海外所得時，或控制國內股利
在3,100萬元、海外所得在1,900萬元時，甲君整體稅
負較低。

依案況二以賺取價差為目的，我們分別以出售「國內
上市櫃公司股票」或「海外金融商品」，試算衍生之
稅負影響：

情況一：出售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賺取資本利得
5,000萬元

依規定，台籍個人轉讓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股票
時，需按實際成交金額之0.3%課徵證券交易稅。假設
甲君出售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之實際成交價為1億
元，則應課徵30萬元證券交易稅。

而轉讓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股票之所得部分，係屬
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依現況法規目前停徵所得稅。故
甲君賺取的5,000萬元無需課徵所得稅。

情況二：出售海外金融商品，賺取資本利得5,000萬
元

台籍個人出售海外金融商品，屬非屬中華民國來源之
海外所得。依規定，甲君在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時，
應將5,000萬元全數計入該海外所得，暫不考慮甲君
國內所得及扣除額等因素，甲君應被課徵最低稅負
850萬元〔（海外所得5,000萬元−免稅額750萬元）×
稅率20%）〕。

故若以甲君賺取價差之目的下，以出售國內上市櫃公
司股票衍生之稅負會較出售海外金融商品稅負低。

由於不同的投資標的及不同的持有目的等，將影響所
得性質及相關的課稅方式，故K辦提醒讀者，宜先檢
視自己現況所得情形，瞭解投資標的所得性質與課稅
方式，並釐清自己持有的目的，以評估是否有需重新
規劃或作為未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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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權利睡著了！
談不動產「重購退稅」

土地增值稅

不論屬於上述哪一種所得稅制，重購土地移轉現值超
過原出售土地移轉現值扣除土增稅後仍有餘額者，皆
可申請就已繳納土增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
地之數額。申請適用要件除出售及新購土地上有房
屋，且符合自用住宅規定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出售及
新購土地所有權人需為「同一人」，若以配偶的名義
買進新的土地，就不能適用重購退稅，係相較於所得
稅制規定較不同之地方。

Ｋ辦進一步說明，如果重購新房地在重購後5年內改
作其他用途（如出租、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或再
行移轉（包含夫妻間贈與），國稅局將追繳房地合一
稅或土增稅原扣抵或退還稅額。但因公務派駐國外、
子女就學需要、或原所有權人死亡等原因，致戶籍遷
出或未設戶籍，倘經查明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使用，
確無改作其他用途之情事，則可免予追繳稅款。

吳能吉 Aikey Wu
執業會計師

專長為家族財富傳承、分配與保
全，以及集團企業間交易之稅務
諮詢。

最新稅務情報 2024年5-6月號

居住需求隨著人生不同階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新婚首
購族想要構築愛的小窩，但礙於預算只能選擇小坪數
的物件。到了家裡多了新成員後，需要的空間開始變
大或學區考量，就會產生換屋的需求。K辦提醒，若
有計畫換屋的民眾，無論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須注
意出售舊房地與重購新房地要在二年內完成，以免喪
失重購退稅之權利，另外需注意以下申請退稅的稅目
不同，所適用的規定也不同。

房地合一稅

個人出售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依據
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新舊自住房地均由本人或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且出售前一
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則出售房地所
繳納的房地合一稅，可於重購自住房地完成移轉登記
之次日起算五年內，向稅捐機關申請依重購價額占出
售價額的比例退還，所以「大換小」照樣可以申請。

舊制房屋交易所得稅

舊制重購退稅，退的是賣屋所得繳納的綜合所得稅，
而且必須新屋價額超過舊屋的價額，也就是「小換
大」才能全額退稅。此外，財政部為避免不同稅目間
對於自用住宅房屋及土地之認定而影響民眾重購能
力，故於108年11月18日發布解釋令，修訂舊制重購
退稅的自用住宅房屋之認定原則，使其趨於土增稅重
購退稅一致，指的是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
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或供
營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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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目 房地合一稅
（新制）

財產交易所得
（舊制） 土地增值稅

法令依據 所得稅法第14條之8 所得稅法第17條之2 土地稅法第35條

適
用
要
件

自用住宅
定義

1. 設有戶籍（本人、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2. 房屋須為本人或配偶所有

3. 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無供營
業用 

4. 有居住事實（房地合一課徵
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20點、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
報書說明第12項）

1. 設有戶籍（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

2. 房屋須為本人或配偶所有

3. 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無供
營業（財政部1081118台財
稅字第10804592200號令）

1. 設有戶籍（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

2. 房屋須為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所有

3. 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無供
營業（土地稅法第9條）

換屋期限 重購行為2年內完成，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皆可

面積 不限
新購土地
都市：3公畝以內
非都市：7公畝以內

新舊房產
所有權人 不限原所有權人（本人或配偶） 需均為同一所有權人

退
稅
方
式

換高價屋 全額退稅 新購土地公告現值總額−〔原出
售土地公告現值總額−已繳納的
土增稅〕=餘額A
已繳納土增稅≤A，全額退稅
已繳納土增稅≥A，退還餘額A

換低價屋 按重購價格占出售價格比率退稅 不退稅

列管機制 申請退稅後5年內不得變更用途
或出售，違者追繳退稅或扣抵

無 申請退稅後5年內不得變更用途
或出售，違者追繳退稅或扣抵



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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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 6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6月1日 –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6月1日 – 6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6月1日 – 6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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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 7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 月）之進項
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 7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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