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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本文運用財政部營業稅查定課徵資料分析小規模營業人，透過解構查定銷售額公式，與外部調查統

計比較，提出證據說明其確有低估及不合理現象，並提出政策可行之連動調整機制。結合統計資料

探勘及徵課實務，為財政部部內跨單位合作研究之首例。

財政部統計處（楊研究員子江）

以稅務微觀資料探討營業稅

之精進作為

壹、前言

營業稅為我國僅次於營所

稅及綜所稅之第三大稅，具備

稅基廣且稅收穩定特性，並自

民國 75 年 4 月已改為以加值型

體制為主，透過銷、進項扣抵

計算稅額，除有利稽徵機關勾

稽上下游交易，亦較能避免逃

漏稅，為多數國家所採行。惟

改制時考量其衝擊性，乃保留

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業人

制度，並採查定課徵適用較低

之稅率，目前該類營業人約 50

萬家，占整體家數 3 成，但稅

收占比不及 1％，除因稅率較

低，也與其免開立統一發票，

不易勾稽查核致易短漏報有關。

故迭有租稅未盡公平之訾議。

查定課徵核定銷售額計

算方式共可區分為四類型（附

表），其中攤販、費用還原法

附表　查定課徵營業人適用之查定銷售額方式

查定銷售額方式 銷售額計算公式

攤販 依路段（等級）、攤販類型、使用面積坪數，計算點數，

再依分級定額課徵營業稅標準表換算查定銷售額及稅額。

費用還原法 依營業所在地區分費用標準等級，並依薪資、房租金標準

，按費用率換算查定銷售額及稅額。

分業查定法 依各業別之銷售額計算公式換算查定銷售額及稅額。

課稅資料法 透過第三方提供之資料作為課稅依據，如公益彩券發行銀

行資料，作為查定公益彩券販售人銷售額課稅依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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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銷售額所使用之標準，

因逾 20 餘年未調整，已與現今

社會經濟狀況脫節，亟待調整。

本文將以查定課徵小規模營業

人為標的，並以稅務微觀資料

進行相關精進作為與研究。

貳、精進作為

為維護租稅公平，財政部

各地區國稅局每年皆透過稅籍

清查、駐點勘查等各項手段，

落實查核開立統一發票情形，

惟小規模營業人數眾多，基於

稅務行政成本考量，實力有未

逮。為詳實核列營業稅統計及

優化稅制稅政，財政部統計處

（以下簡稱本處）首度與賦稅

署跨域合作，期能以統計思維

出發，提供改進建議，並反饋

於課稅制度。精進作為如下：

一、研析國際營業稅稅制

透過瞭解國際間營業稅課

稅範圍及稅率，以及各國如何

以經濟活動類型，規範營業稅

之免稅貨物及勞務，另在考量

稽徵成本下，如何就營業規模

過小者排除課稅範圍外，或就

營業規模較小之營業人給予優

惠稅率之做法，反饋至我國營

業稅稅制。

二、以科學方式驗證查定

課徵之低估程度

本研究以營業稅查定年檔

為基礎，從資料源頭進行資料

處理分析，並透過查定方式歸

類、排除重複資料、解構分業

查定公式及調整比較基礎等前

端資料處理，藉以取得後續相

關統計關鍵資訊。

（一）解構查定課徵計算公式

觀察各查定課徵營業人

之適用計稅方式，分別依不

同查定類別，釐析並拆解各

類查定銷售額之計算公式與

參數，再引入外部調查資料，

驗證查定課徵內含參數之合

理性，找出低估之原因與癥

結點。

（二）分析存續營業人家數及

銷售額消長

為避免受新進入或退出

市場營業人之影響，透過比

對營業人統一編號方式，篩

選 10 年間皆存續者，比較隸

屬於查定課徵與使用統一發

票營業人之營收變化，凸顯

小規模營業人於查定銷售額

之低估程度。

（三）透析營業人改制使用統

一發票前後之銷售額 

變化

稽徵機關每年透過多種

方式落實查核，並輔導原查

定課徵營業人改使用統一發

票，觀察每年經輔導改使用

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家數及其

改制後之銷售額變化，驗證

查定銷售額低估程度及該制

度之漏洞。

三、提供政策精進建議

以具體且廣泛的統計數據

資料呈現，說明現行稅制的不

合理性，並將其反饋於課稅制

度精進及改善之用。同時，基

於實務基礎，提供稅制改進之

政策建議與其影響評估效果。

參、研究成果

一、獲致客觀量化指標，

有助協助釐清現況與

發展因應對策

（一）查定銷售額嚴重低估

查定課徵制度向來被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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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有低估之虞，整理比對近

10 年資料發現，營業人存續

且查定銷售額未異動者高達 3

成以上（圖 1），對照物價與

薪資成本於此期間之增幅，

確有嚴重低估之可能；其中

又以攤販類型銷售額未變動

家數占 6 成最高、費用還原

法占 4 成較高，分業查定法

及課稅資料法則不及 3 成。

（二）部分計算方法與外部調

查統計相悖離

檢視現行各類查定銷

售額方法參數，費用還原法

及攤販類型受限於相關費用

標準年久未修，與外部調查

或公務統計資訊皆有顯著差

異，如以費用還原法為例，

營業人數最多之費用等級 6

至等級 8（圖 2），其員工

或資本主薪資費用標準僅

占 109 年基本工資之 26.1％

至 50.4 ％間不等；房屋租

金費用標準則僅占 109 年實

價登錄店面租金之 44.1％至

56.8％不等。若觀察攤販分

類定額查定銷售額（圖 3），

其各類別查定銷售額僅占調

查資料之每攤月均營收之 2

圖１　查定課徵營業人核定銷售額異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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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2　查定費用標準與基本工資及店面租金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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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3　攤販分類定額查定銷售額與調查資料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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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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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 成不等。由此可知，查

定銷售額公式參數設定上，

確實存在頗大的檢討空間。

至於分業查定法中的選樣業

別則呈現部分參數合理，部

分參數走勢悖離狀況。

（三）因制度面所導致之系統

性低估

觀 察 近 9 年 來 改 使 用

統一發票查定課徵營業人，

7 成營業人月銷售金額正成

長，半數營業人銷售額翻倍

成長。改使用統一發票前後，

營業人平均月銷售額增長為

2.9 倍（圖 4），凸顯現行查

定課徵制度確實存在系統性

低估，急須加以檢討。

二、結合統計與徵課實務

提出政策建議，參用

性備受肯定

（一）連動總體經濟指標調整

稅基，並預為評估施行

效益

為適切反映經濟現況，

符合租稅公平，本研究提出

利用物價與薪資等外部參

數，動態調整現行查定銷售

額費用標準之做法，並設算

相關影響性及效益，提供政

策調整之參考依據。調整後

估計影響家數介於 5.8 萬至

9.5 萬家不等，每月增加稅額

介於 1.4 億元至 4.6 億元間。

（二）樹立跨單位合作研究範例

本研究結合本處統計分

析及賦稅署之稽徵實務，對

主要國家現行營業稅制度進

行檢視，透過探勘分析我國

查定營業人基礎資料，並基

於稽徵實務經驗，提供稅制

調整情境效果分析。為財政

部內首次跨單位共同完成之

自行研究案，並獲部長於部

務會議，肯定「對課稅制度

與實務精進極具參考價值」。

（三）持續開發財稅資料政策

回饋價值，備受長官 

嘉許

本研究延續本處近年致

力開發稅務微觀資料及結合

跨域資料之相互運用，研究

結果甚具政策參用性，獲部

長多次讚揚（下頁圖 5），

並期許部內機關（單位）參

考統計處近年資料探勘經

驗，創造資料加值效益及深

化研發量能。 

三、科學化檢驗現行查定

制度，增加督導與管

理量能

（一）循證檢驗切中久懸未決

的營業稅制缺點

查定徵起稅額高度仰賴

第一線稽徵同仁查定結果，

惟因稽徵成本、人力及查獲

稅額等因素，多仰賴營業人

誠實納稅或吹哨者舉發。一

直以來，缺乏整體、全面性

圖 4　改使用統一發票後營業人銷售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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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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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數據，無法切中問題核

心及因應對策。透過將全國

整體查定課徵營業人皆納

入，解構銷售額之計算公式

及參數，並以科學化方式驗

證，得以掌握具體細節資訊，

提供後續督導稽徵實務與改

善稅制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增加縣市稅制規劃與管

理能量

因稽徵人力、查核成本

效益與產業型態等因素，縣

市間查定銷售額方法歧異，

部分縣市以久未調整之費用

還原法為主，有低估銷售額

之虞。本研究結果奉示分送

各地區國稅局，將有助於提

高地方稅務管理能量。

（三）協助各層級稅務機關資

料治理

本研究解構全體查定

營業人計算銷售額公式與參

數，萃取出關鍵統計資訊，

發揮資料價值潛力，協助內

部業務監督與考核。未來將

可運用於賦稅署、國稅局等

各層級別機關內，實現財稅

資料治理願景。

肆、結語

本研究透過解構分析營業

稅微觀資料，呈現目前查定課

徵制度中系統性低估銷售額之

風險，並依實務經驗提出與總

體經濟指標連動之稅基調整機

制及影響評估，有助於改進稅

制及後續政策之推行。且隨數

位科技發達，行動支付等工具

日趨普及，小規模營業人使用

統一發票及帳務處理成本已大

幅降低。未來如何逐步調整，

將查定課徵營業人回歸營業稅

加值體系，仍有賴徵納雙方之

協調與主管機關之努力。

圖 5　近年稅務微觀資料之研究案與部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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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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