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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納保法簡介

一、背景說明

專法 專章 修正既有規定

英國(納稅人權利憲章)
澳洲(納稅人權利憲章)
纽西蘭(內地稅憲章)
加拿大(納稅人權利法案)
法國(納稅人憲章)
西班牙(納稅人權利憲章)
墨西哥(納稅人權利憲章)
義大利(納稅人權利憲章)

韓國
(修正國稅基本法，於第
7章之2第81條之2以下制
定「納稅者權利」專章

美國
(修正內地稅法等規定，
明定納稅者權利保護事
項）

許多先進國家例如英國、加拿大、美國等等，對納稅者權利保護有相關的立法，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並非我國所獨創。



壹、納保法簡介

二、我國立法歷程

105.12.28
制定專法

99.1.6
制定專章

98年-行政院版本(專章)
黃義交委員(專章)
陳淑慧委員(專章)

98年-林淑芬委員(專法)

100年-朱鳳芝委員(修正稅捐稽徵法)

95年-王榮璋委員(專法)

105年-時代力量黨團(專法)
王榮璋委員(專法)

修正稅捐稽徵法
增訂第1章之1「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專章

106年12月28日
生效



壹、納保法簡介

三、立法目的 為落實憲法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利之保障，
確保納稅者權利，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當法律程序，特制定本法。

國稅(含海關徵收之關稅及代徵稅目)及地方稅皆適用四、適用範圍

五、納稅者 各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代徵人、代繳人及其他依法負繳納
稅捐義務之人。

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稅捐稽徵法>各稅法
六、性質-特別法



貳、制定重點概述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五大重點



貳、制定重點概述

一、基本生活費不得課稅

財政部每年會

依據行政院主

計總處資料公

告費用標準。

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

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

本生活所需費用，稅捐稽徵

機關不得加以課稅。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二、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涉及人民權利之公權力運作，應設置合理正當之法定程序，俾保
障人民有合理、公平參與及異議之權利。

具體內涵包括：

1.陳述意見

2.稅捐調查正當程序

3.閱覽卷宗

4.應合法取得課稅或處罰之證據。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二、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主管機關
研擬法案

立法院

立法院公聽會主管機關
研擬法案

租稅減免法案應

舉行公聽會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二、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書面通知
例外:影響稽徵或調查目的

代理人、輔佐人
有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之權利，其到
場前得拒絕陳述或接受調查

錄影錄音
得自行或要求稅捐稽徵機關
就到場調查之過程錄影錄音

課稅處分應以
書面敘明理由
及法律依據

稅務調查正當程序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二、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課稅或處罰基礎(§11III)

除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6規
定「稅捐稽徵機關故意以不
正當方法取得之自白且與事
實不相符者，不得作為課稅
或處罰之證據」外，未有類
似規定。

施行前
1.稅捐稽徵或財政部賦稅署
指定之人員違法調查所取得
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課稅
或處罰之基礎。
2.但違法取得證據之情節輕
微，排除該證據之使用明顯
有違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

施行後



貳、制定重點概述

三、公平合理課稅
量能課稅原則
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

實質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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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規避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
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
 租稅規避是否處罰? 
原則上不予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
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始例外處罰。



貳、制定重點概述

三、公平合理課稅

項目 意義 納稅人目的 政府立場

節稅

在合法的前提下運用現行稅法最有利的規

定，透過不同行為的選擇，以達到減輕稅

負或不必納稅的目的

減輕稅負或

免除稅捐
樂見並鼓勵

避稅
藉由鑽稅務法規的漏洞，以達到減輕稅負

或不納稅之目的之行為

減輕稅負或

免除稅捐
防杜消弭

逃稅
故意或無意中違反稅法規定，以達到免繳

或少繳應繳的租稅的行為

減輕稅負或

免除稅捐
取締處罰

節稅、避稅、逃稅的區別



貳、制定重點概述

四、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設置財政部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

由相關政府部門代表、公會、團
體或學者專家組成，政府部門代
表之比例不得超過1/3。

 研擬納稅者權利保護基本政策、計畫、教育宣導及
執行結果檢討等事項。

 協調各機關間有關納稅者權利保護事宜。

 檢討租稅優惠及依本法規定應公開資訊之執行情形。



貳、制定重點概述

四、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目的

組成

方式

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提供必
要之諮詢與協助，提出改善建議與工作結果。

以任務編組方式指定專人為之，並將其姓名
及聯絡方式於機關網站公布。

具有法學專業知識、熟悉稽徵作業程序，具
有一定層級資深稅務人員擔任。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五、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提高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外部委員人數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2/3，提高訴願決定公信力。

設置稅務專業法庭

 於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設置稅務專業法庭。

 由取得稅務案件專業法官證明書之法官審理，落實專業審理。



貳、制定重點概述

五、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簡化救濟程序

 納稅者在訴願或行政訴訟過程中得追加或變更課稅處分其他違
法由，透過同一救濟程序一次性解決紛爭。

避免課稅關係久懸未決

 課稅處分經行政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日起，超過15年仍未能確
定納稅者應納稅額者，稅捐稽徵機關不得再行核課，避免課
稅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影響納稅者權利。



參、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一、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受理範圍(地方稅)

溝通協調

• 與稅捐稽徵機關發
生稅捐爭議

申訴陳情

• 認為權益受有損害

救濟諮詢與協助

• 依法提請行政救濟

二、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申請案件

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土地增值稅、特別稅等。



參、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三、受理方式

書面申請

電話申請

網路申請

傳真申請



肆、案例分享

原課稅處分 申請或申訴事由 處理情形

核定112年土地增值
稅2萬餘元。

申請人主張本案土地面積僅有
2.75平方公尺，為何需繳納2萬
多元的土地增值稅，遂尋求納保
官協助。

納保官及業務單位即共同研究，並進
行實地勘查後，確認本案土地可依相
關規定認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
徵土地增值稅，經業務單位重新核定
減輕申請人租稅負擔約1萬餘元。

案例一：土地增值稅



肆、案例分享

原課稅處分 申請或申訴事由 處理情形

核定111年度房屋稅
4千餘元。

申請人主張本案房屋因建商未完
成建築，自取得房屋所有權以來，
均無法使用，每年仍需繳納房屋
稅，認為非常不合理，遂尋求納
保官協助。

納保官及業務單位即共同研究，並進
行實地勘查後，認為本案房屋已符合
課稅要件，仍需繳納房屋稅。
嗣後經納保官與申請人充分溝通後，
申請人表示已了解課稅情形，對於房
屋稅核定不再爭議。

案例二：房屋稅



簡報結束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