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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 有關公司法第237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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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
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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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訂定發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為鼓勵企業投資，提升國內投資動能，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23條之3，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下稱企業)以未

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之金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項，免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自107年度起之未分配盈餘申報案

件適用。財政部依上開條文授權，於明(9)日訂定發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下稱本辦

法)，明定實質投資之範圍及應達一定金額之標準、申報程序及應檢附投資證明文件、退還溢繳稅款之申請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供徵納

雙方遵循。

財政部表示，企業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3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符合本辦法規定之供自行

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實際支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其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時，得依申報書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投資證明文件(如發票、合約影本等)，將該等實質投資金額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舉例說明，甲企業107年度(會計年度為曆年制)本期稅後淨利扣除依法提列項目及分派股利後之未分配盈餘為500萬元，該盈餘於次年起

3年內(即108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用於符合本辦法規定之實質投資項目之實際支出金額可列為減除項目，假設其在108年4月購買

運輸用貨車150萬元，於今(109)年5月申報107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可申報減除150萬元，並就未分配盈餘350萬元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

如其申報未分配盈餘後，於110年1月31日以107年度盈餘購買機器250萬元，該項投資支出可於完成投資日(110年1月31日)起1年內申請

更正10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列為減除項目，申請退還溢繳稅款。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考量實務上企業各項投資尚非均需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基於減輕企業依從成本及簡化作業，爰本辦法未將上開

決議文件列為必要應檢附文件，將規劃於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設計相關欄位供企業填報以盈餘進行投資之項目及金額，以利遵循。該部提

醒，上開制度將於今年5月首次辦理申報，企業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該部將請各地區國稅局加強宣導，俾利新制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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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證明文件 (第4條)

實質投資金額
(第3條第1項)

變更原使用目的之稅額補繳(第6條)

實質投資之範圍(第2條)

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購置範

圍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建築物；

(二)購置軟硬體設備及技術；

(三)需供企業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包含營業

權、專利權等。

以上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申請程序(第4條及第5條)

➢ 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實質投資已達規定金額：得

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

目。

➢ 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完成實質投資且達規定金額：

應於完成投資日起1年內，申請重行計算並填具更正

後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退還溢繳稅款。

投資日之認定(第3條第3項)

➢ 興建或購置建築物：其屬購置者為所有權登記日；自行或委託他

人興建者為使用執照核發日，無需核發使用執照者為完工日。

➢ 購置技術：為取得日期。

➢ 購置軟硬體設備：為交貨日。

辦法重點摘要

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

3年內發生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而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部分，應

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加計利息。

➢ 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

口報單或收據、交貨驗收完成相關證明及付款證明等

文件。

➢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以當年度未分配進行實質投資相

關證明文件。 (未將上開決議文件列為必要應檢附文件)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達一定金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107年度及以後年度之

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符合

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際支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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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107年度盈餘未全數分配，公司108年度有符合退稅辦法資本支出
等，得以扣抵未分配盈餘稅，影響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稅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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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未分配盈餘投資抵稅 需兩要件

工商時報 林昱均 2019.10.04

我國6月三讀通過《產創條例》修正案，新增「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稅基減除」條款，財政部近日預告其兩大適用要件，第一是要運用三年內未分配盈餘、第二則是實質

投資金額需達百萬元以上，同時符合兩標準才能以實質投資抵減未分配盈餘稅。

財政部根據產創條例23-3條新修正規定，預告「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草案」，其預告期間60天，最快將在今年12月中上路。

官員表示，「企業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條款目的主要是鼓勵企業固定資本形成，以提升經營效益及轉型升級之需求，實質投資範圍包含興建或購置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

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企業若以2018年以後的未分配盈餘做實質投資達百萬元，只要在該盈餘發生後三年內提出申請，可做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抵稅，企業最快在明年5月申報2018年未

分配盈餘稅時即可適用。

官員指出，企業有兩種時間點可申請，第一種是每年5月在申報前兩年的未分配盈餘時直接提供投資證明，可立刻減稅。第二種是在5月申報後提出申請，但按照子法規，企

業就必須採先繳後退，先繳前兩年度的未分配盈餘稅、後續提出證明後，國稅局再核退稅款。

實質投資文件包含三類：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投資證明文件、原始憑證影本如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進口報單或收據，還有一般證明如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認

定投資日則以這三類文件的所有權登記、核發使用執照、完工驗收時間點為主。

官員提醒，財政部已核釋未分配盈餘條款與海外資金匯回專法可併用。若企業將2018年轉投資收益依循資金專法匯回，可讓原本稅率從20％降到8％，若有實質投資甚至可

到4％。

公司匯回資金與境內所得用在投資擴廠後、若無分配股東情況，剩下即為未分配盈餘，必須課徵5％稅負，若企業將這部分未分配盈餘又用在二次實質投資，可依支出再抵

減稅負。換言之，專法可讓企業匯回資金兩次投資各有租稅優惠。

https://ctee.com.tw/author/yuchu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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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司法第237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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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37條（法定與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

有關公司法第237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一、為因應國內會計準則變革，公司依公司法第237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

者，自公司辦理108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應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之數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但公司可延至109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開始適用。至公司過去

年度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毋須追溯調整。

二、本部83年5月2日商205661號函、90年11月7日商字第09002238390號函、101年6月28日經商字第

10102268370號函、102年10月14日經商字第10202433490號函及105年12月7日經商字第10502137880號函，與

上開說明不符部分，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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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案為例，適用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號函後，未分配盈餘調整數須計入當年度淨利計

提10%法定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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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適用/廢止】依據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經濟部83年5月2日商字第205661號函部分不再援用。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基礎釋疑

查公司依公司法第237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其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與以實際分派數為提列基礎所表達之「累積盈

餘」，實務上二者皆屬可行，惟意義並不相同。前者是提列後之淨額，而後者則是未提列之總額。因此，公司如擬變更前開提

列之基礎，則應於變更提列基礎之年度，計算二種不同提列基礎之累積影響數，據以調整「法定盈餘公積」及「累積盈餘」。

（經濟部83年5月2日商205661號）

【停止適用/廢止】依據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經濟部90年11月7日商字第09002238390號函部

分不再援用。

△法定公積提列疑義

查本部83年5月2日商205661號函釋規定，公司依公司法第237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其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與

以實際分派數為提列基礎所表達之「累積盈餘」，實務上二者皆屬可行。是以，採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者，如稽徵機關核定轉

正之事項須調整帳面記載，應將其影響數調整本期損益之數額，再行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至以實際分派數為提列基礎者，於計

算「可供分配盈餘」之數額時，已將「前期損益調整」數額計算入內，自無須另為調整法定盈餘公積數額。

（經濟部90年11月7日商字第09002238390號）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522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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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適用/廢止】依據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經濟部101年6月28日經商字第10102268370號函部分

不再援用。

△公司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後，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疑義

一、按公司法第237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10%為法定盈餘公積。」而該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

基礎，實務上則依公司章程，有「本期稅後淨利」或「實際分派數」之二種類型提列基礎。

二、經查 貴公司章程第○條規定，「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所得盈餘，先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及提撥法定盈餘公積與特別盈餘公積，

再發各股東股息。」，則其盈餘分配方法，類屬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法定盈餘公積提列基礎。因其特別盈餘公積之提列，應於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後為之，則該特別盈餘公積轉回未分配盈餘時，自毋須再提列法定公積，合先敘明。

三、至於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乙節，係直接轉入保留盈餘科目，並未經過損益科目，故毋須提列法定公積，自

不發生來函所詢，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是否同時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問題。又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4月6日金管證發

字第1010012865號令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轉列為特別盈餘公積者，該特別盈餘公積未來迴轉時，亦毋須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

（經濟部101年6月28日經商字第10102268370號函）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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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適用/廢止】依據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經濟部102年10月14日經商字第10202433490號

函部分不再援用。

△以當期稅後淨利為基礎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相關疑義

按公司法第237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10%為法定盈餘公積。」另按本部101年6月28日經

商字第10102268370號函規定，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法定盈餘公積提列基礎，於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係

直接轉入保留盈餘科目，並未經過損益科目，故毋須提列法定公積。準此，來函所詢，企業因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確定福利

之精算損益（置於其他綜合損益）、被投資公司未按持股比例認列以及註銷庫藏股調整保留盈餘等事項，如以當期稅後淨利為基

礎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參照上開規定，毋須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經濟部102年10月14日經商字第10202433490號函）

【停止適用/廢止】依據經濟部109年1月9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經濟部105年12月7日經商字第10502137880號

函部分不再援用。

△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後，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疑義

一、按公司法第237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10%為法定盈餘公積。」而該法定盈餘公積之

提列基礎，實務上則依公司章程，有「本期稅後淨利」或「實際分派數」之二種類型提列基礎。

二、所詢企業之法定盈餘公積如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者，於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無論採用追溯或推延

調整所產生之保留盈餘，因該保留盈餘並未經過損益項目，毋須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三、另公司倘有累積虧損時，則應依公司法第232條規定，於彌補虧損後，再行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經濟部105年12月7日經商字第10502137880號）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522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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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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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經 歷：

主要服務客戶經驗：

吳宏一

Leo H. Wu

會計師

P&M專業形象照
http://twnet/sites/ClientMarket/
Pages/Brand_Gallery_PM_1.aspxMobile: (886) 928-097-667

Phone:  (886) 2 2701-9021 

https://www.integritascpa.com

E-mail : leohwu@integritas.com.tw

Office: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46號9

樓之五

吳宏一會計師曾任職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現任岩信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已逾16年會計師專業服務工作經驗。吳宏一會計師專精於財務報表及稅務簽證、國內稅

務規劃及諮詢、長期家族財富規劃、公司法令與證券交易法令之諮詢、精通各類稅務法

令、精研稅捐減免各項規定；亦協助企業制度規劃及流程改善、輔導企業公開發行及上

市櫃暨由資本市場發行各種有價証券。主要服務客戶經驗包含電信、鐵道運輸、媒體、

能源、電子及製造及新創公司。

學 歷：

專業資格：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務報表及稅簽服務:

國內公司:

中華電信集團、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裕隆日產集團、台灣汽電集團、士林電

機集團、神通電腦集團、瀚宇彩晶集團、中華精測科技集團、岱宇國際集團、同協電

子集團、寬宏演藝經紀集團及神旺集團、築間餐飲集團、元晶太陽能集團

外商在台子(分)公司:

Next Digital Limited(台灣壹傳媒集團) 、Star TV、Corel、GE、Alstom、 Global 

Payments、SKF、 Volvo Group Taiwan Company Ltd.

國內公司上市櫃輔導（IPO）

中華精測股份有限公司、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沙賓法案(Sox404)審查及上市(櫃)內部控制專案審查

中華電信集團、Super Micro Computer, Inc. Taiwan、中華精測股份有限公司及岱宇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會計師

東吳大學會計學士
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修業中

參與專業組織：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

台北市會計師公司法規委員會執

行長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評價暨鑑

識會計委員會委員

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會

員

mailto:leohwu@integrita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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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言信會計師事務所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為各行業上市及非上市提供審計、稅務、風險諮詢、財務顧問、管理顧問及其他相關服務。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