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院財委會審議--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3、第 43條之 4、第 126條修正草案 

召集委員：徐召集委員國勇 

主審委員會：財政委員會 

會議室：紅樓 202會議室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9屆第 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5次全體委員會議 

會議事由： 

一、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第四十三條之四及修正第一百

二十六條條文草案」案。(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四十三條之四

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 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所得稅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條文草

案」案。 

 

時間：１０５年６月８日 

廣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全程透過議事轉播 IVOD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 

了解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針對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3、第 43條之 4、第 126條修正草案之見解 

個人看法 

1. 藍綠都知道租稅公平與實質稅收之矛盾之處 

2. 目前景氣情況與課稅時間點，無法兼顧 

3. 金管會知道ＯＢＵ影響甚鉅，會非常謹慎 

4. 財政部及立委均了解為了課稅，造成資金外移之巨大衝擊。 

5. 43-3有豁免條件，有實際營運及盈餘不多者，在非低稅負國家公司本來就排除。 

6. 43-4財政部長講：43-4要同時符合 3個條件，才適用 PEM，所以這就是重點！ 

7. 許多台商前往大陸投資會第三地公司，如果兩岸均需搶稅，那就必需依賴兩岸租稅協議及

PME等機制來談判，唯目前兩岸交流幾乎停止，要進一步等待兩岸善意溝通才能有解。 

8. 126條施實日期，本由行政院定訂之，後來要求最好配合 CRS與港星有實施之後，再訂。 

9. 目前威脅台灣金融業最大的地區為香港及新加坡，依 CRS金融帳戶資訊主動交換共同申報

標準為 2018年實施，所以最快也是 2018年依當時情況判斷。 

10. 財長都知道證所稅的情況，本來追求公平正義，但想要課稅的預期，遠遠少過股市動能下

滑，造成雙重損失。 

11. 立委在新聞上作秀，但在委員會內依序發言，都能點出關鍵問題，而不是要馬跑也要馬不

吃草，點出問題就代表不會只求公平之旗號，完全不管經濟與資金影響性！那就是好事。 

12. 個人對外投資納最低稅負制，本次審議沒有這內容，因為財政部根本未把草案送行政院，

那也要等行政院定案後，才能再送立法院，那時間又拖更久。 

13. 所有法律都不溯往，待子法明確之後，還要舉辦座談，再依情況減少影響性，目前先針對

母法因應即可，別看新聞內容，就過度緊張。 

14. 財金部會已有共識，OBU 查稅，將維持現行先洽金管會、逐案同意作法，儘量降

低銀行及 OBU 客戶顧慮。 



 

摘錄重點 

所得稅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 

台灣推估８７～１０２年，上市上櫃１千多家～未分配盈餘約有２兆２千多億，過去的不追溯

，而且過去沒有ＣＦＣ規範也不能要求企業認列分配 

符合 CFC的對象，財政部說：上市櫃 2千家中小企業 1萬多家 

財長說：有實際營運及盈餘不多者會豁免排除。 

財長說：CFC實施國家 34個，PEM實施國家 51個 

CFC在非低稅負~不適用~~即使在低稅負~有實質營運~或盈餘太小也排除，子法規會有規定 

盈餘超過某一定金額，不分配視為已分配 

財長知道台商佔 61%，透過第三地投資大陸，視為大陸廠商 

如果有 CFC及 PEM，就可以配合兩岸租稅協調 

 

財長說：台商也很關心 

目前是國際司的溝通~~那是半年前的溝通，目前兩岸都沒有溝通~~ 

PEM是對台商有利的，假如直接投資，就不需要 

 

美國，日本，大陸，都不受 CFC影響，有實際營運及盈餘小~都可排除 

財長知道台商佔 61% 

透過第三地投資大陸，視為大陸廠商 

如果有 CFC及 PEM，就可以配合兩岸租稅協調 

 

賴士葆問盈餘多少才算超過標準 

財長講關係企業都合起來看 

美國約 3000多萬新台幣 

中國約 2000多萬新台幣 

英國約 2300多萬新台幣 

韓國約 600多萬新台幣 

所以屆時要討論一個合理的數據 

 

所得稅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四 

財政部長講：43-4要同時符合 3個條件 

立委問~怎麼查證 

財長講：如果兩岸通過租稅協定，要申請兩岸減免的~就會主動申請 

另外就是稅局要舉證~但立委質詢可行性~ 

在低稅率地區，如果有實質營運，均可排除，比如有請員工 

PEM要同時達到三個條件 

立委問：股東在國外召開、地址在國外，財長說這就不是屬於ＰＥＭ 

大家都支持反避稅，但請財政部要有配套 



 

第一項所稱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指營利事業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賴士葆建議加上“同時” 

財政部說法務部認為不加同時，這是法律用語 

本來台灣企業要繳稅，但移出去國外了~~ 

所以如果被認同 PEM，就要先繳 17%~再分配 

發現 PEM在台灣，要求辦稅藉登記 

 

目前沒有辦法評估影響性 

金管會目前初估 F股有五家影響 

財長告知要規避很容易，其中兩個或一個不符合，就不用認定了~~ 

 

所得稅法第一百二十六條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次修正條文所定反避稅制度之施行，須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之

執行情形，並完成相關子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爰於第二項定明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俾

使企業逐步適應新制，兼顧租稅公平與產業發展，並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賴委員要求加上文字，本次增訂 43-3 及 4 並應修正實施新加坡及香港共同 CRS 實施及共同金

融資訊交換之時 

 

 

金融業影響 

銀行公會評估有影響 

財政會找金融業來開會，降低影響 

銀行公會評估影響，ＯＢＵ約１兆８千億存款～佔收益２０％ 

子法規訂出來，找銀行業來談，再來就是宣傳 

兩岸租稅協議，希望盡快實施 

財長講 CRS，2017年會交換～跑出去也會被課稅～CRS約有１百個國家會交換 

金管會主委今日要跟銀行業者見面，談天使基金及夾層融資及其他事務 

有初擬子法規，再辦座談；找銀行或業者了解，有意見，可以修改子法規，要等座談後~~才能

比較明確 

立委講 OBU約 16萬戶，比如兆豐 7成以上利益靠 OBU 

OBU，目前會計師要引導客戶要跑了 

目前 OBU約有 800億~影響 35%~~~可能損失 280億 

財政部預估收益 CFC-約 60億；PEM-約 8億 

出口連 16黑，財長講 OBU，純外資佔 23%，中小企業影響遠高於上市櫃，目前景氣沒有這麼好 

有立委說要放棄台灣國籍 

金管會主委講，CFC 會影響 OBU，除非其他國家 CRS 都實施且封住了，或是香港及新加坡都實

施了。所以要跟 CRS掛鉤，立委建議放在立法理由 



 

個人納最低稅負之法案 

本次沒有審查該議題 

要由財政部送行政院 

行政院通過後，才能送之法院~~ 

目前，財政部還沒有送行政院~~ 

財政部長講，最低稅負制的個人反避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之。 

法令通過~~明年也不會實施~~要有配套與子法~ 

 
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3、第 43 條之 4 
本次反避稅制度主要內容如下： 

一、CFC制度部分 

（一）CFC定義 

CFC 係指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設立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股份或資本額合

計達 50％以上之外國企業，或對該外國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 

但該外國企業有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在財政部規定標準以下者，得排除適用。 

（二）適用對象 

僅 CFC之營利事業股東適用；CFC之個人股東或非關係人股東不適用。 

（三）如何計算歸課所得 

CFC之營利事業股東應就 CFC當年度盈餘，按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計入

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虧損扣抵 

自實施年度起，CFC 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虧損，得於 10 年內自該 CFC

盈餘中扣除後，再計算該營利事業投資收益。 

（五）避免重複課稅 

已依 CFC制度認列之投資收益，於實際獲配股利或盈餘時，不再計入所得額課稅，且其獲配股

利或盈餘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5年內，得自認列投資收益年度應納稅額中扣抵。 

 

二、PEM制度 

（一）適用對象 

依外國法律設立，PEM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依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適用條件 

PEM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指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 

1、 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2、 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

國境內。 



 

3、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三、配套措施 

反避稅制度施行，須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執行情形，並完成相關子法

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爰定明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俾使企業逐步適應新制，兼顧租稅公平

與產業發展，並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財政部表示，本法案實施後，可防杜跨國租稅規避，有助於維護租稅公平及確保國家稅收，亦

有益於 PEM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適用兩岸租稅協議之權利，保障臺商權益。該部將積極與立

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期能儘速完成立法，以完備我國反避稅制度。 

 

 

 

第四十三條之三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

本額合計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外

，營利事業應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及持有期

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一、關係企業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 

二、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以下。但各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仍

應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前項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指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

之稅率未逾第五條第五項第二款所定稅率之百分之七十或僅對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者。 

關係企業自符合第一項規定之當年度起，其各期虧損經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由營利事業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者，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次

年度起十年內自該關係企業盈餘中扣除，依第一項規定計算該營利事業投資收益。 

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在已依第一項規定認列投資收益範圍內，不計

入所得額課稅；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應於獲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 

其獲配股利或盈餘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滿

之翌日起五年內，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

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後，自各該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結算應納

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投資收益，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

稅額。 

前四項之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認列投資收益、實質營運活動、當年度盈餘之

一定基準、虧損扣抵、國外稅額扣抵之範圍與相關計算方法、應提示文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之關係企業當年度適用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者，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第四十三條之四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



 

營利事業，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有違反時，並適用本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規定。 

依前項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營利事業，其給付之各類所得應比照依中華民國法規成立之

營利事業，依第八條各款規定認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並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辦理扣繳

與填具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相關憑單；有違反時，並適用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但該營利事業分配非屬依第一項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年度之盈餘，非屬第八條規定之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 

第一項所稱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指營利事業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一、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二、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內。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前三項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所得稅、辦理扣繳與填發憑單之方式、實際管理處所之

認定要件及程序、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

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

一日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

。一百年一月七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之條文及○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五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六十

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

零四年度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次修正條文所定反避稅制度之施行，須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之

執行情形，並完成相關子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爰於第二項定明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俾

使企業逐步適應新制，兼顧租稅公平與產業發展，並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