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計月刊︱第 819 期︱ 2024.3

論述 》管理‧資訊

媒體報導部分餐飲外送平臺之餐飲店家或非法民宿隱身於一般店面或住家，存有地方政府是否依

法課稅之疑慮。該等稅課收入係地方政府重要歲入來源，為有效掌握課稅資料，審計機關運用資

通訊科技，擷取餐飲外送平臺及旅遊訂房網等資料，加強查核地方稅，提升稽查效率。本文就其

做法介紹，供各界參用。

盧炳男（審計部臺灣省嘉義市審計室前薦任審計員，現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薦任科員）

電子商務時代下查核地價稅

及房屋稅之創新稽核技術

壹、前言

近年隨著資通訊科技進步

與智慧型手機普及，越來越多

消費者使用網路購物，再加上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帶

動國內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地

方政府歲入來源地方稅中地價

稅及房屋稅為稅收重要來源，

然稅捐稽徵機關囿於查核人力

有限，且違章漏稅案件未能有

效遏止，致上開 2 項稅收稽徵

效果不彰，審計機關順應國際

審計趨勢潮流，持續善用資訊

科技，發揮審計正面影響力，

透由電腦軟體勾稽比對，發現

異常案件，期落實國際最高審

計機關組織（INTOSAI）揭示

「審計機關應對民眾生活產生

正面影響」之理念，創新運用

派森（Python）程式語言與多

元電腦技術，擷取餐飲外送平

臺及旅遊訂房網等企業直接對

消費者（Business To Customer, 

B2C）商業模式資料，加強查

核地方稅，促進稽徵成效，增

加地方財源。

貳、問題分析

依土地稅法第 9 條、第

16 條至第 18 條規定，地價稅

一般用地稅率（即基本稅率）

為 10‰；特別稅率則依土地使

用情形分別課予 2‰ 至 10‰

間不同稅率。以自用住宅用地

為例，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

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

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之住宅用地，地價稅按 2‰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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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等；另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

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如

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

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

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 3％，最高不得超過 5％，

顯示供營業使用之地價稅及

房屋稅，課徵稅率與自用住宅 

不同。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財務

收支及管理為地方自治事項，

地方政府應本於財政自我負責

精神，積極開源節流。地價稅

及房屋稅係地方政府重要歲入

來源，然媒體報導部分住家未

有營業執照或登記證，卻刊登

旅遊訂房網等情形，存有部分

民眾為規避或逃漏稅捐，取巧

隱藏於一般住家或騎樓私自營

業，致稅捐稽徵機關稽徵不易，

造成地方政府稅收流失。

鑑於電子商務交易活動

中，B2C為現階段最廣泛模式，

如：民眾瀏覽網路店家並進行

購物及付款的交易活動，或網

路店家透過架設官方網站，發

布產品資訊、販售價格並成立

部落格、粉絲團等吸引消費者

購買產品與服務等，然此類電

子商務交易模式繁多，且資料

分散，取得不易。依據財政部

107 及 108 年度稽徵業務考核檢

討報告指出，各類用地及減免

稅地清查作業，部分地方稅捐

稽徵機關例行性產製同類清冊

或依通報資料改課執行清查作

業已辦理多年，建議檢討是否

仍具效益或採行其他精進措施，

以節省稽徵人力。審計機關為

瞭解地方政府有無依規定稅率

課徵，避免民眾逃漏地價稅及

房屋稅等情形，爰規劃辦理賦

稅捐費抽查，以嘉義市審計室

110 及 111 年度查核嘉義市政府

地價稅及房屋稅徵課運用多元

電腦技術分析查察為例，促請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查明並

釐正稅率，以確保租稅公平。

參、審計技術與查核

方法

審計機關為突破傳統查

核方式，以無營業登記之店家

為求營利，於餐飲外送平臺、

旅遊訂房網及谷歌（Google）

地 圖 等 刊 登 店 家 資 訊 為 發

想，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擷

取餐飲外送平臺，嗣以地理 

資訊系統（Quantum Ger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QGIS） 將

嘉義市政府地價稅之稅地種類

檔與該市地籍圖結合，匯入谷

歌 地 球（Google Earth） 軟 體

產製「嘉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臺」。將嘉義市

餐飲外送平臺合作之餐飲店家

清冊資料輸入該查詢平臺，

勾核該等店家繳納之地價稅及

房屋稅情形，另運用阿布特思

（Arbutus）軟體就旅遊訂房網

站平臺之住宿地址資訊，結合

嘉義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旅宿

業資料，與房屋稅檔資料進行

勾稽比對是否適用營業用之稅

率等內容，獲致具體審計結論

事證。茲就審計技術與查核方

法介紹如下：

一、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

及 QGIS，查核餐飲外

送平臺合作店家課徵

稅率情形

依財政部 79 年 6 月 18 日

台 財 稅 第 790135202 號 函 釋

略以，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

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

用分區前，變更為非農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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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

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財政

部 109 年 3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10904520820 號函釋略以，房

屋之騎樓供公眾通行使用，非

屬房屋稅條例之課徵範圍；其

非供公眾通行使用者，應依實

際使用情形，課徵房屋稅。為

瞭解地方政府對於隱身於非農

業使用之一般店面或住家或騎

樓之餐飲外送平臺合作店家課

徵地價稅及房屋稅稅率有無依

規定課稅，首先擷取餐飲外送

平臺合作店家清冊，再與地方

政府稽徵稅捐機關地價稅及房

屋稅檔相互勾稽（圖 1）。查

核過程如下：

（一）撰寫 Python 程式語言之 

需求（Requests）套件，

設定涵蓋嘉義市區 4 個

經緯度座標，擷取座標

範圍內之餐飲外送平臺

合作店家清冊（下頁圖

2），再運用 EXCEL 軟

體彙整資料，並檢視臉

書（Facebook）粉絲專頁

「綠豆嘉義人」、美食推

薦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愛食記」所列

在地店家清冊後，產製

嘉義市外送平臺合作之

餐飲店家清冊。

（二）嗣運用 QGIS 將嘉義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提供地

價稅課徵稅種 2（自用

住宅用地）、7（課徵

田賦之三七五出租耕

地）、8（課徵田賦之

一般土地）及稅種 9（免

徵田賦土地）之稅地種

類檔與嘉義市地籍圖結

合，產製「嘉義市地價

稅稅籍地圖」，再匯

入 Google Earth 軟體，

創製「嘉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

臺」（下頁圖 3）。

（三）將嘉義市外送平臺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1　電腦審計技術流程

Python 
requests   

 Facebook

APP  

QGIS 
 

 Google Earth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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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運用撰寫 Python 程式語言擷取結果繪製。

資料來源：作者運用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資料製成圖資，再匯入 Google Earth 軟體創製結果。

之餐飲店家清冊資料，

輸入嘉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

臺，發現土地 63 筆、

房屋供營業使用 29 筆；

另以汽車廠、大型家具

賣場、資源回收站、休

閒景點、機車行、早餐

店、駕訓班及工廠（企

業社）等 8 項關鍵字查

詢結果（下頁圖 4），

發現土地及所在房屋供

營業使用 138 筆，未依

規定課徵地價稅、房屋

稅，爰審計機關請嘉義

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查明 

妥處。

圖 2　撰寫 Python 程式語言擷取餐飲外送平臺合作店家清冊

圖 3　創製嘉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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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 Arbutus 軟體並輔

以 Google 街景，查核

旅遊訂房網等業者課

徵稅率情形

圖 5　運用 Google 街景輔助查核旅遊訂房網等資料

資料來源：作者運用 Google 街景輔助查核旅遊訂房網等資料結果。

圖 4　輸入餐飲店家名稱顯示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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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運用嘉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臺查詢結果。

審計機關經以亞洲住宿線

上訂房網（AsiaYo）、住宿預

定 網（Booking.Com）、 飯 店

訂房網（Hotels.Com）及貓頭

鷹訂房網（TripAdvisor）等網

站平臺之住宿地址資訊，結合

嘉義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嘉

義市合法旅宿名單」資料，與

嘉義市政府提供地價稅及房屋

稅資料，運用 Arbutus 軟體並

輔以 Google 街景勾稽比對（圖

5），發現地上物供旅宿業使

用，以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者 11 筆，以自用住宅

用或非營業用課徵房屋稅者 26

筆，爰請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

局清查處理。

肆、審計查核結果之

影響

審計機關之查核成果經通

知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查明

妥處，業獲正面回應並據以清

查。上開創新查核方法之審計

查核結果之影響包括：

一、審核效果

創新優良審計技術，獲

致補稅財務效益，深具擴散價

值，有助提升稽徵效率，各地

方稅捐稽徵機關循例產製同類

清冊或依通報資料執行清查改

課作業，審計機關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擷取餐飲外送平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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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訂房網等 B2C 資料，並

檢視臉書粉絲專頁、美食推薦

APP 所列店家清冊，與運用

QGIS 地理資訊系統將嘉義市

地價稅稅地種類檔與嘉義市地

籍圖結合，創製嘉義市地價稅

籍 Google 關鍵字查詢平臺，另

以 Arbutus 軟體勾稽政府機關

資料等技術與方法查核地價稅

及房屋稅，經嘉義市政府財政

稅務局據以清查結果，核課地

價稅 32 筆、補徵 157 萬餘元，

房屋稅 22 筆、補徵 26 萬餘元，

獲致財務效益計 184 萬餘元，

具擴散應用價值，有利稅捐稽

徵機關參採學習，精進稽徵方

法與技術，提升清查效益。

二、審核效率

審計機關採取成果導向思

維，探討社會存有隱藏住家、

騎樓未取得營業登記，或非法

旅宿業者，藉由餐飲外送平臺

及旅遊訂房網營業，並善用政

府資料及電腦技術方法，結合

其他機關開放資訊作跨域性

整合分析，運用 Python 程式

語言、QGIS 地理資訊系統及

Arbutus 軟體等輔助查核工作，

協助稅捐稽徵機關清查並選案

查核更精準，亦突破審計機關

傳統查核經徵賦稅捐費執行之

框架，減少投入人力資源及時

間成本。

三、審核品質

審計機關運用機關提供地

價稅及房屋稅之課徵檔作為查

核標的，不僅資料完整、真實，

且透過運用 Python 程式語言

與多元電腦技術，擷取餐飲外

送平臺及旅遊訂房網等 B2C 資

料，增進地方稅查核深度，並

與機關人員就查核事證充分討

論，剖析問題癥結及獲致共識，

俾迅速掌握關鍵問題所在，進

而提升審計機關審核意見被落

實與參採之審計價值。

伍、結語

賦稅收入為挹注國家發展

經費之重要財源，若無充裕之

稅收，公共建設及一般政務無

法有效推動。審計機關秉持創

新思維，突破以往查核稅捐稽

徵機關多以既有傳統查核對象

為查核重點，而未深入查核隱

藏住家、騎樓私自營業或非法

旅宿業者。經擷取餐飲外送平

臺及旅遊訂房網等 B2C 資料，

並檢視臉書粉絲專頁、美食推

薦 APP 所列店家清冊，又運

用 QGIS 地理資訊系統創製嘉

義市地價稅籍 Google 關鍵字

查詢平臺，另運用 Arbutus 軟

體勾稽政府機關資料等技術與

方法於查核實務，協助稅捐稽

徵機關改變稽徵焦點，適時掌

握稅源。優良審計技術方法，

可供各審計單位或行政機關參

考學習應用以擴散效果，爾後

亦可賡續精進方法運用於其他

民生議題，如餐飲外送平臺

合作餐飲業者之食品安全、非

法旅宿業者之消防安全、國稅

局課徵營業稅等，以擴大應用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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