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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所得稅制各項新規定比較表(單位：新臺幣 元) 

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及稅率，依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5 條之 1 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

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由財政部依規定計算後公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

指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至上年度十月底為止十二個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 

採「消費者物價指數」作為調整指標，係為簡化行政及立法部門之工作負荷，並為健全稅制，避

免物價上漲而加重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之稅負，並使免稅額及課稅級距之調整制度化。 

項次 101 年度 102 年度 

免稅額 每人 82,000 85,000 

 70 歲以上之本人、配
偶、直系親屬 

123,000 127,500 

標準扣

除額 

個人 76,000 79,000 

夫妻合併 152000 158,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04,000 108,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04,000 108,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270,000 270,000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25,000 25,000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25,000 25,000 

課稅級距(§5)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1 5% 0-50,000 0 0-520,000 0 

2 12% 50,001-1,130,000 35,000 520,001-1,170,000 36,400 

3 20% 1,130,001-2,260,000 125,400 1,170,001-2,350,000 130,000 

4 30% 2,260,001-4,230,000 351,400 2,350,001-4,400,000 365,000 

5 40% 4,230,001 以上 774,400 4,400,001 以上 805,000 

退職所得(§14) 一、一次領取退職所得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 169,000 元

乘以 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

者，所得額為 0。 

(二)超過 169,000 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39,000 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

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三)超過 339,000 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

得額。 

二、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

全年領取 總額，減除 733,000

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一、一次領取退職所得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 175,000 元

乘以 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

者，所得額為 0。  

(二)超過 175,000 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51,000 元

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

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三)超過 351,000 元乘以退職服

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

額。 

二、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全

年領取總額，減除 758,000 元後

之餘額為所得額。 

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點 68,501 6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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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表 
扣繳率 

身分別 

所得種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有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及於一課稅

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

滿 183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在臺灣

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無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及於一課稅年

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183 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及在臺灣地區

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營利 

(一) 個人、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

業：免扣繳 

(二)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 20﹪

(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5%；經核准

20%) 

 (一)20﹪ 

 (二)98年 12月 31日以前： 

1.個人：30%；經核准 20% 

2.營利事業：25%；經核准 20% 

執行業務報酬 10% 
20% (稿費、版稅等每次給付不超過

5,000 元免扣繳) 

薪資 

薪資所得以「全月給付總額」按下

列方式擇一扣繳： 

(一)5%(99年 12月 31日以前 6%) 

(二)按薪資所得扣繳辦法扣繳(註：

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得按

其給付額扣取 5%(99年 12月 31日

以前 6%)，免併入全月給付總額扣

繳) 

(一)18%(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0%) 

(二)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全月給付

總額超過 3萬元部分 5% 

(三)自 98年 1月 1日起，全月薪資

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者 6% 

利息 

(一)10% 

(二)短期票券利息 10%(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0﹪) 

(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

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 10%(98

年 12月 31日以前 6﹪) 

((四)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

息 10% 

((五)以前 3項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

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

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 10﹪ 

(一)20% 

(二)短期票券利息 15%(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0﹪) 

(三) 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

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 15%(98年

12月 31日以前 6﹪) 

((四)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

15%(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0﹪) 

(五)以前 3項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

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

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 15﹪ 

租金 10% 20% 

權利金 10%  20% 

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 申報納稅 按 20%申報納稅 

財產交易所得 申報納稅 按 20%申報納稅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

或給與 

( 一 )10%  

(二)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每聯 

(組、注)獎額超過 2,000 元者，全

額扣繳 20% 

(一)20% 

(二)同左 

退職所得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 6%扣繳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 18%扣繳 

(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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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所得 

( 一 ) 免 扣 繳  ( 應 列 單 ) 

(二)告發或檢舉獎金按 20%扣繳 

((三)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

品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 10%扣繳 

(一)個人按 20%申報納稅 

(二)營利事業按 20%扣繳 

(三)告發或檢舉獎金按 20%扣繳 

 (四)與證券商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

交易之所得按所得額 15%扣繳 

國際運輸及承包工程等事

業依法按扣繳方式納稅者 － 

20% (98年 12月 31日以前 25﹪)(經

財政部核准依營業收入 10%或 15%計

算所得額) 

國外影片事業依法按扣繳

方式納稅者 
－ 

20%(有營業代理人者依片租收入 50%

計算所得額)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對境內

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或金融機構授信收入 

按 15%申報納稅 － 

營利事業成立之他益信

託，於信託成立、變更、

追加時，所得人 (受益

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

價值或權利價值增加部分 

屬其他所得，免扣繳，惟應由委託

人列單申報 

受益人為營利事業，由委託人按 20%

扣繳，受益人為個人，受益人按 20%

申報納稅 

營利事業成立之他益信

託，於信託成立、變更、

追加時，受益人不特定或

尚未存在者，受託人就受

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

價值或權利價值增加部分 

按 20%申報納稅 按 20%申報納稅 

信託成立後，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受益人不特定

或尚未存在者，受託人就

受益人享有信託財產之收

入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 

按 20%申報納稅 按 20%申報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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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最新修正法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92011號令修正公布第 131條條文 

條號 修正後 

第 131條 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 

稅捐稽徵法最新修正法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012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1、25-1、39條條

文 

條號 修正後 

第 12-1條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

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

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

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 

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稅捐稽徵機關

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

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

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六個月內答覆。 

 

第 25-1條 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補或應移送強制執行之稅捐在一定金額以下者，財政部得視實際

需要，報請行政院核定免徵或免予移送強制執行。 

第 39條 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

制執行。但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請復查者，暫緩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暫緩執行之案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稅捐稽徵機關應移送強制執行： 

一、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數，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二、納稅義務人依前款規定繳納半數稅額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

擔保者。 

三、納稅義務人依前二款規定繳納半數稅額及提供相當擔保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

關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復查決定應納稅額之財產，

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者。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十四日修正施行前，經依復查決定應補繳稅款，納稅義

務人未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繳納或提供相當擔保，稅捐稽徵機關尚未移送強制

執行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註：稅捐稽徵法最新修正法條於本法典付印時，尚在三讀通過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