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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
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
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研究台湾地区的税收制度，一方面可摘其善者予以吸取，一方面亦可从税务交往方面推动改善两岸
关系。
　　《台湾地区税收制度》一书，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台湾地区现行的税收规定，对台湾税收制度
制定的依据，以及有关行政命令和各种办法的规定等，都做了较为系统的注解和探讨，内容翔实、系
统完整。
　　台湾地区的税收分为“国税”、“直辖市”以及县（县级市）税。
各个“直辖市”、县（县级市）以及乡（镇、县辖市）根据财政收支划分和地方税的有关规定等，征
收其他的税捐。
在各项税捐中，“国税”约占3／4，地方税捐约占1／4。
　　台湾地区的税收征管也有其特点，如在管理上，充分发挥会计事务所的作用，采取减少税务人员
直接下企业的征管模式；在税收宣传上，避免生硬、强迫的语气，而是尽量使用亲切且让人容易接受
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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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分税种的方式，详尽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税收制度。
全书对所得税、营业税、土地税等14个类型的税种进行了详细介绍；书中还专门介绍了台湾地区税收
的稽征管理制度，有助于税务研究人员比较其中的不同；本书对台湾税收制度制定的依据，以及有关
命令和各种办法的规定等，都做了较为系统的注解和探讨，内容翔实、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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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述　　1.2　台湾地区税收概况　　台湾地区2006年的各项税捐为16008.04亿元新台币，
比2005年的15673.96亿元新台币增长了2.1％，其中所得税收人为6462.18亿元新台币，营业税收人（含
加值型营业税）为2369.31亿元新台币。
2007年1～4月实现各项税捐为3918.85亿元新台币，其中所得税收人为939.5亿元新台币，营业税收入（
含加值型营业税）为746.41亿元新台币。
在各项税捐中，“国税”约占3/4，地方税捐约占1/4。
台湾地区税收宣传的主要口号是：“诚实纳税、造福社会”；“支持公平税制，税福别人也税福自己
”。
截止到2006年6月30日，台湾地区在职的税务与关务人员有19080名。
　　台湾地区税收收入的年增长率，2004年为10.7％，2005年为13％，2006年为2.1％，2007年1-5月份
为11.7％。
　　台湾地区税收收入占GDP的百分比，2004年为12.5％，2005年为13.7％，2006年为13.5％。
　　1.2.1　组织机构的沿革　　（一）　“国税”和地税的稽征机构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地
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并成立台湾地区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担任行政长官。
此后一直到1949年年底，台湾地区的各项行政业务已经陆续由大陆来台湾的公务员接管。
严家淦曾经在这段期间担任台湾省的财政厅长，由台湾省财政厅直接指挥各县市的税捐处征收所有的
内地税。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各项公营事业（如电力公司、石油公司等）直接归属台湾当局的“经济
部”领导。
而台湾省“财政厅”所掌管的七家省属银行，以及各县市的税捐稽征处，仍然属于台湾省“财政厅”
领导。
在税务方面，台湾“财政部”主管税制（也就是税收规定），全部的税政（含稽征）由台湾省财政厅
负责。
按照财政收支划分的有关规定，内地税分为“国税”和地方税（由省、市税和县、市税组成）。
1967年6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台湾省各县市中的“国税”一律由各县市的税捐稽征处代征。
1967年7月1日以后，台北市改为“院辖市”，成立了台北市“国税局”，负责“国税”的征收；而台
北市的地方税则由台北市的税捐稽征处负责征收。
因此，在1967年7月份以后，出现了台湾“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台湾省
各县市税捐稽征处等三个互不统属的稽征体制。
　　1970年3月，台湾“财政部”成立了直属稽核组。
1979年7月1日，高雄市改为“院辖市”，成立了高雄市“国税局”，负责“国税”的征收；高雄市的
地方税则由高雄市税捐稽征处负责征收。
台湾地区在1992年7月1日又成立了台湾省北区、中区和南区“国税局”，同年9月1日各县、市“国税
”分局与稽征所正式接管了原来由各县市税捐稽征处代征的“国税”，而地方税的征收则仍然由各县
市的税捐稽征处负责。
　　台湾地区的北区、中区、南区“国税局”一般设“局长”、副“局长”、主任秘书各一人，机关
设审查一科、审查二科、审查三科、审查四科、稽核科、征收科、法务一科、法务二科、资讯科、电
子作业科等十科及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监察室等五室，基层的征收单位为各分局、稽
征所及服务处。
　　各分局设有分局长、秘书、督导各一人，下设第一、二、三、四课以及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
等，各课室设置课长或者主任一人。
　　各个稽征所设置主任一人，根据其规模设有督导一人，审核员若干名，下设第一、二、三、四股
。
　　（二）　“赋税署”　　台湾地区主管税务的机构是“赋税署”。
早在大陆时期，台湾主管内地税捐的部门，分设有“国税署”、“田粮署”和“地方财政司”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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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950年5月，台湾“行政院”颁布了精简机构方案，将上述单位合并改组成“赋税署”。
　　1970年，鉴于台湾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赋税业务也日益庞杂，将地方财政的业务划归台湾“财
政部国库署”主办、将粮政业务划归“粮盐司”主办。
从此以后，台湾“赋税署”负责的就全部是各项赋税的业务了。
1976年9月1日，台湾“行政院”核定了“赋税署”货物税评价委员会组织规程，并设置了货物税评价
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台湾“赋税署”的“署长”兼任，掌管货物税完税价格的评定事项。
　　198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修订后的“财政部”组织条例，并且据此在1982年制定了台湾“赋税署
”组织条例。
根据这一条例的有关规定，“赋税署”在1983年1月1日设立，除了原有的赋税业务以外，还增加了税
务稽核和监察的工作。
　　在“赋税署”的内部，设置“署长”一人、副“署长”二人、主任秘书一人，下设6组4室。
各组设立组长和副组长各一人。
人事、政风和会计室设置主任，各个组和秘书室以下分科办事。
另外，在1999年7月1日精简台湾省级的机构以后，原来的台湾省税务局并入台湾“财政部”的中部办
公室（赋税业务）。
　　“赋税署”的主要工作是：各项税收规定的拟定、修改和解答；“国税”稽征业务的规划、指挥
、监督和考核；地方税稽征业务的规划、督导和考核；各级税捐稽征机关稽查业务的指挥、监督和考
核；重大逃漏税案件的稽核，以及各级税捐稽征机关稽核业务的监督与考核；有关赋税行政、税务资
讯的规划、考核和税收教育与宣传等的推动。
　　各个组和各个部门的业务范围是：第一组负责所得税和“国际”税收；第二组负责货物税、证券
交易税、期货交易税、营业税、印花税和烟酒税等；第三组负责遗产及赠与税、使用牌照税、田赋、
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房屋税、娱乐税和契税等；第四组负责税务风纪监察的业务；第五组（稽核组
）负责逃漏税案件的稽核；第六组负责税务行政、资讯规划、税收教育和宣传等；会计室负责计划、
会计和统计的事项等；人事室负责人事的管理；政风室负责风纪的工作和机密的维护；秘书室负责文
稿的审核、印信典守、事务和档案的管理等；货物税评价委员会负责货物税完税价格的稽核与评定；
中部办公室负责地方税稽征实务的规划、协调和指导等。
　　（三）税制会　　1968年为了对内地税的制度做全面性的检讨工作，成立了台湾地区“赋税改革
委员会”。
在成立的两年时间里，由于“赋税改革委员会”对内地税制度和政策的建议与规划贡献比较多，因此
，在台湾“财政部”成立了一个常设的机构——“税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台湾“财政部部长”兼
任。
　　“税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赋税政策和制度的研究。
二是税收规定（含解释和编印等）的研究与审查。
具体工作有赋税政策的研究、赋税结构的分析与改进、赋税制度的研究设计、税则的修订、税收规定
化的设计编印、各个国家税制税法的比较研究、各个国家赋税资料的收集与翻译，以及其他有关税收
的重要事项等。
　　“税制委员会”下设四个科：　　第一科（又称综合科），成员约有24人，主管预算和行政业务
事项，具体工作有预算的编列以及进度的追踪、施政计划的研究与考核、各项事务的管理、各项费用
的拨付、各项出版物的编辑与出售、各种文书的处理、图书的管理以及参与专案研究工作与资料的收
集等。
　　第二科（又称直接税科），成员约有6人，主要负责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土地税、房屋税
、契税等直接税的研究，具体工作有转让定价问题的研究、关系企业纳税问题的研究以及来源于台湾
所得的研究等。
　　第三科（又称间接税科），成员约有8人，主要负责现行关税、营业税、货物税、印花税、证券
交易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等间接税的规划与研究，其中的关税是由“关政司”负责研拟规划，具
体工作有例行公文的处理、年度计划的研究以及临时交办的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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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科负责税收规定的研究与审核，成员约有7人，主要负责税务函令的汇编、税收案件专案的
研究以及税收的法案研究与拟定等。
　　（四）台湾省税务研究会　　台湾省税务研究会在1991年1月份成立，属于社会团体，以台湾省行
政区域为组织范围。
办公的地点设在台中市北屯区北平路四段八十三号。
　　税务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辅导税收政策，提高全民对纳税义务的正确理解以及对税收规
定的了解；建议当局对纳税稽征的合理化与公平性，增裕“国库”；建议促进实际从事税务代理工作
者的地位；沟通征纳双方的见解，疏解税务的纠纷；建立税收规定的资料库，服务纳税人的查询；接
受各个机关以及工商界的委托，举办税务规定、税务会计以及相关知识的讲习与研讨，充实纳税义务
人员的专业知识；图书馆、报社的设置以及出版刊物的发行；其他有关规定的任务。
　　1.2.2　台湾地区财政收支划分　　根据有关规定，台湾地区财政收支的划分、调剂和分类为：　
　（一）财政收入的划分　　台湾地区财政收支系统的划分为：台湾当局、“直辖市”、县（县级市
）、乡（镇、县辖市）。
各项税收分为“国税”、“直辖市”以及县（县级市）税。
各个“直辖市”、县（县级市）以及乡（镇、县辖市）根据有关规定，征收其他的税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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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税收制度》对台湾地区各类型的税种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各类型税种的特点、税率计算方
法、税目税额、减免税规定等也都分节说明。
我国现有的这一类研究文献大部分是从宏观角度对台湾税制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缺乏类似本书这种
详尽、细致、分税种的研究。
《台湾税收制度》对当前台湾地区税制的研究做了极好的补充。
　　《台湾税收制度》占有资料非常充分，选用的数据大多为2005-2007年的，数据即时准确；且表格
设计科学合理，把众多繁杂的税务问题，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可作为台湾地区税收制度的研究者及有志于在台湾投资的相关人士了解台湾当前税收情况的重要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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