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申 報 須 知 ----- 
一、本申報書適用於除獨資或合夥組織小規模營利事業外之各營利事業申報之用。 
二、本申報書「帳載結算金額」欄，應就帳簿記載之結算金額填列，「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應依照稅法及其他有關規定，將帳載結算金額分別調整計列之。若「自

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未填(即空白)，視同與「帳載結算金額」欄相同。如有下列事項得免予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 
（一） 符合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轉投資收益。 
（二） 符合已廢止之 88年 12 月 31 日修正公布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緩課之股票股利。 

三、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備妥下列各項附表（相關格式內容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俟稽徵機關查核時，如有需要再行通知檢送之。 
（一） 期末存貨明細表 1份。 
（二） 期末原料、物料、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明細表各 1 份（製造業用）。 
（三） 直接原料明細表及單位成本分析表各 1份（製造業用）。 
（四） 工程成本分析表、材料耗用分析表及未完工程分析表各 1份，長期工程採完工比例法時，應加附長期工程完工比例法工程損益計算表（其他業用）。 

四、各營利事業之產品或經營之業務，合於獎勵減免規定，申報獎勵減免所得額者，應依照規定檢齊證件並加蓋印章，以憑辦理減免手續。 
五、營利事業計算課稅所得額時，除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

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倍減除之成本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 39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之；得自全年
所得額減除之項目如下，應於辦理結算申報同時申報： 
（一） 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13條、第 22條之 7及第 22條之 16 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註 1：國際金融(證券、保險)業務分行(分公司)之收入應先列為營業收入，經扣除相關成本費用之淨額再於第 93欄減除。） 
（註 2：不包括依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之所得額。）  

（二） 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及第 4 條之 2規定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及期貨交易所得(應先填入第 40 欄或第 48 欄再於第 99欄減除)。 
（註：以證券、期貨投資為業之營利事業出售證券收入、期貨收入應列為營業收入，其交易所得再自全年所得額減除。） 

（三） 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 項第 16 款、第 4 條之 5 第 1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交易所得 (應先填入第 40欄或第 48欄再於第 101欄減除)。
（註：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營利事業出售屬存貨性質之土地的收入應列為營業收入，其利益再自全年所得額減除。） 

（四） 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 
（五） 凡在 62 年 12 月 31 日前購買或取得營利事業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或記名公司債，各級政府或專業銀行之公債或金融債券，其交易所得額中，應屬

於 62 年 12月 31日前發生之部分。（廢止前獎勵投資條例第 26條第 1項） 
（六） 依公債條例規定免徵所得稅之利息。(應先填入第 38欄再於第 58欄減除) 
（七） 以有價證券或期貨買賣為業之營利事業投資收益總額應列為營業收入，經分攤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後之投資收益淨額再於第 58欄減除。 
（八） 公司、合作社、醫療社團法人及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核准使用藍

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及繳納稅款者，其前十年各期核定虧損之本年度扣除額。所稱前十年各期核定虧損，係指經稽徵機關核定之 99
年度以後(含 99 年度)之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當年度扣除前十年核定虧損前之所得額未逾起徵額(12 萬元)者，無須將核定之前十年虧損自當年度
純益額扣除；所得額扣除前十年虧損時，不得僅扣除至起徵額。(註：各該虧損年度有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應先行抵減各該期
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大於全年核定所得額，因未發生實際虧損，無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
之適用) 

（九）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海運業務之營利事業，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其海運業務收入選擇按船舶淨噸位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者，請填第 125
欄及第 126 欄，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關於虧損扣除及其他法律關於租稅減免規定；非海運業務部分如為虧損，於加總計算當年度課稅所得
額時不得減除，應將非海運業務虧損金額（以負值表示）填列於第 58欄。 

（十） 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12條之 1第 1 項規定加倍減除金額。 
(十一)申請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 47條之 1規定之農業合作社，應於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截止日前，取得「農場及農業合作社申請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登記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文件，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所得，得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上開所得額請填列於第 57 欄，並檢
附證明文件。 

(十二)營利事業 110年 6月 30 日以前交易符合 110 年 4月 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及第 24 條之 5 規定之房屋、土地或股權者，應填報第 C1 頁。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且非屬獨資、合夥組織或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交易上開規定之房屋、土地，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之合
計數(第 C1頁之 D欄)應填列於第 58 欄；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併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05欄，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
合夥組織及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依處分資產利益或處分資產損失分別併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 40 欄或第 48 欄。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交易上開房屋、土地或股權之損益應先填入第 40 欄或第 48 欄，再於第 58 欄減除，
並填報第 C1 頁，按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填入第 131欄；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 規定免納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損益，請填入第 101 欄。 

(十三)營利事業 110年 7月 1 日以後交易符合 110年 4月 28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規定之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
額，填報方式如下：  
1.上開房屋、土地等項目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分別計入第 40 欄或第 48 欄(屬經常買進、賣出該等項目為業之營利事業，其收入、成本、費用及損失應分
別計入第 1欄、第 5欄及所屬費用、損失欄位)，並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填報第 C1-1頁計算交易所得或損失(即第 C1-1第 A 欄)，
按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即第 C1-1 頁第 G 欄)後，再將交易所得或損失及稅額，分別填入第 1 頁第 134 欄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及第 135 欄合
併報繳。 

2.符合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5 第 4 項規定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之所得或損失，應填報第 C1-2 頁，並就得減除之土地漲價
總數額合計數(第 C1-2 頁 D欄)填列於第 58 欄，不適用上開 1.填報方式。 

3.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其交易房屋、土地等項目之所得或損失，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課稅，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
額，其交易所得或損失分別計入第 40欄或第 48欄，再填入第 134欄減除，不適用上開 1.及 2.填報方式並免填第 C1-1頁及第 C1-2 頁。 

(十四)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4條規定加倍減除金額，請填列於第 133欄。 
(十五)營利事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貼、補助、

津貼、獎勵及補償，免納所得稅，該金額應列為取得年度之免稅收入，自行依法調整減除該筆免稅收入，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得核實認列，無須個別歸
屬或分攤於該免稅收入。 

六、110年度應納稅額，應依照下列 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七、營利事業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有關該扣抵稅額應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規定計算。 

八、凡合於相關法律減免規定者，應另填妥減免稅額通報單及各相關表格，訂在本申報書後面一併申報，以維權益。 
（一） 合於已廢止之 88 年 12 月 31 日修正公布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6 條或第 17 條規定，利用未分配盈餘增資擴展之公司，應依規定將本次增資擴展計畫之

核備文號，股東或員工配股資料一併填報於投資人分配盈餘表上，以利管轄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二） 合於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企業併購法第 42 條(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前第 37 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7條第 1項第 1款、第 2 款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23條規定，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檢附
相關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及購置機器設備清單影本。 

（三） 合於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8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33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0條、電影法第 7條、104 年 6 月 10日修正公布
前電影法第 39條之 1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6條規定，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檢附投資抵減證明書。 

（四） 合於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得稅法第 51 條第 2 項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固定資產適用加速折舊按 2 年或縮短二分
之一耐用年限者，應與其他固定資產分別記載，財產目錄亦應分別填列，並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影本。 

（五） 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及第 10 條之 1、 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9 條第 1項第 3款、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7條第 1 項第 3款、發展觀光條例第 50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5條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23條
規定，應填報投資抵減明細表，及檢具相關資料備查。 

（六） 合於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7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4 條第 1項第 1款、都市更新條例第 70 條規定(108年 1 月 30日修正公
布前第 49條)，應檢具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及相關資料備查。 

（七） 合於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9 條、第 9 條之 2、第 10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3 項、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8 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1 條(107年 6月 6 日修正公布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8 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6條規定，適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檢附財政
部核准函及相關資料，以憑辦理減免手續。 

（八）合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12 條之 1第 1項規定，適用研究發展支出加倍減除者，應填報加倍減除明細表，並檢附規定文件。 
（九）合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應填具「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1 規定營利事業之合夥人營利所得計算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十）合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4 條規定，應填具「110 年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申報明細表」（第

A31頁），並檢附相關文件。 
九、請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填報本申報書第 2頁「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  
十、會計師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應如期提出申報書並繳納稅款，至查核簽證報告書除網路申報案件免報請核准外，如每一年度代理案件在 10 件以上

者，得於 5月 31日前報請該管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延至 6 月 30日以前提出，但以不超過其代理案件二分之一為限，並應於封面加註「查核簽證報告書於 6 月 30日
以前補送」字樣，否則視為普通申報案件處理。營利事業依稅捐稽徵法第 26條或納稅義務人申請以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
期繳納者，視為如期繳清稅款。請檢附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核准函，若於遞交附件前尚未取具核准函者，則以其他足資證明稽徵機關已受理申請之文件替代。惟
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仍應按普通申報案件處理。 

十一、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3 規定計算利息收入者，110年 1月 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為 2.366%。 
十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委託代理人代為申報者，不適用本申報書，應填報「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十三、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應依規定辦理結（決）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稅額，其因投資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適

用所得稅法第 42條規定，應填入第 35 欄「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十四、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定課稅者，經申請核准並於規定期間內匯回之境外轉投資收益，免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已依來
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條第 2 項但書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條第 1項但書及第 2項但書有關自應納稅額中扣抵之
規定，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上開轉投資收益不計入第 35 欄「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第 1頁背面） 

項次 課 稅 所 得 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萬元以下者 免徵  
2  超過 12 萬元 20% 1.P在 200,000元以下者 T=(P-120,000元)×1/2      2.P 超過 200,000 元者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萬元部分之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