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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證券交易所得課稅規定-疑義解答(Q&A) 

壹、總則   

一、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目的？  

答：(一)有所得就要課稅，乃所得稅課稅的基本精神，也是稅制改革的根本理念。

外界認為證券交易所得免稅規定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且違反租稅公

平，是所得稅無法發揮縮小貧富差距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個人證券交易所得多年來均未課徵所得稅，本次改革兼顧租稅公平、經

濟發展、簡政便民等面向，適度回應社會上對租稅公平及縮小貧富差距的

呼聲，落實有所得就要課稅的精神，且可防杜租稅漏洞，為我國稅制改革

的重要里程碑。 

二、何時開始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 

答：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三、目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種類有哪些？ 

 答：(一)課徵綜合所得稅的證券：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且未登錄

興櫃(以下簡稱未上市未上櫃)的股票（包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

證及表明其權利的證書，以下同）。 

(二)課徵基本稅額的證券：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 

四、何謂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 

  答：（一）上市股票：依證券交易法第 139 條規定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包

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的證書，以下同）。 

     （二）上櫃股票：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的上櫃股票（包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

其權利的證書，以下同）。 

     （三）興櫃股票：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的興櫃股票（包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

其權利的證書，以下同）。 

五、上市、上櫃公司私募的股票，屬「上市(櫃)股票」或「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答：上市、上櫃股票係指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交易的股票，而上

市、上櫃公司私募的股票，於補辦公開發行前，尚不得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故屬「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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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前還有哪些證券的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 

答：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可轉換公司債、共同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期貨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指數股票型基金(ETF)、認購(售)權證、存

託憑證及證券化商品等，均非屬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但書規定的課稅範圍，

目前仍停徵綜合所得稅。 

七、何謂 IPO 股票？IPO 股票交易所得？承銷取得？ 

答：（一）IPO 股票：係指個人持有的上市、上櫃股票中屬於初次上市、上櫃前取

得者，或配偶相互贈與的上市、上櫃股票，其第 1 次贈與前屬初次上

市、上櫃前取得者。 

（二）IPO 股票交易所得：係指 IPO 股票於初次上市、上櫃以後出售的交易

所得。 

（三）承銷取得：係指透過公開申購、詢價圈購或競價拍賣等方式取得股票

而言；又所得稅法關於個人每年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

票數量在 1 萬股以下得免強制核實課稅的規定，其中「承銷取得」係

指「初次上市、上櫃前最近一次的承銷」，尚不包括興櫃或未上市未上

櫃階段所辦理的承銷。 

八、第一上市(櫃)或登錄興櫃的外國公司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是否應課稅？ 

答：第一上市(櫃)或登錄興櫃的外國公司股票，自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

生效日起，即為我國股票，屬於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但書規定的課稅範圍。 

九、102 年至 106 年的課稅範圍為何？ 

答：（一）102 年至 106 年個人的下列證券交易所得應核實課徵綜合所得稅： 

1.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2.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10萬股以上者。 

3.IPO 股票。但排除下列情形： 

（1）屬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的股票。 

（2）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數量在 1 萬股以下。 

4.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 

（二）其餘上市、上櫃、興櫃股票交易所得以 0 計算，形同不課稅。 

十、107 年起的課稅範圍為何？ 

答：（一）107 年起個人的下列證券交易所得應課徵綜合所得稅：  

1.應核實課稅範圍 



 

 3

（1）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2）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者。 

（3）IPO 股票。但排除下列情形： 

○1 屬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的股票。 

○2 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數量在 1 萬股以下。 

（4）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 

2.當年度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合計超過10億元（排除核實課

稅標的及透過信託基金出售之金額）者： 

  課稅方式採「設算為主、核實為輔」，由國稅局歸戶後，就股票出售

超過10億元之金額部分，另行發單課徵1‰所得稅。但納稅義務人亦得

於結算申報時選擇就股票出售金額全數核實課稅。 

（二）其餘上市、上櫃、興櫃股票交易所得以 0 計算，形同不課稅。 

十一、哪些情況下的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應主動核實辦理申報？ 

答：(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10萬股以上。 

2.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的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1）屬101年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的股票。  

（2）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數量在1萬股以下。  

3.出售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4.自107年起，當年度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合計超過10億元（

排除核實課稅標的及透過信託基金出售之金額）選擇核實課稅者。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出售股票。 

十二、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的計算方式為何？ 

答：（一）以出售興櫃股票轉讓日屬於同 1 年度的數量加總計算。 

   （二）舉例說明： 

    取得時股票種類   出售日時股票種類       認   定   結   果 

    興櫃             興櫃                 計入當年度興櫃股票出售數量 

    未上市未上櫃     興櫃                 計入當年度興櫃股票出售數量 

    興櫃             上市                 不計入當年度興櫃股票出售數量 

    興櫃             下興櫃後出售         不計入當年度興櫃股票出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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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應核實課稅，係指僅就

超過 10 萬股以上的部分核實課稅，還是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核實課稅？ 

答：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其全部的興櫃股票均須

核實課稅。 

十四、個人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應核實課稅，有關該 10

萬股的計算，是以「個人」還是「家戶人數」為單位？ 

答：（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應核實課稅者，係以「個

人」為計算單位，同一申報戶內的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當年度出售興櫃

股票的數量應分別計算。 

   （二）舉例說明： 

李小姐於 102 年 8 月 9 日出售 A 公司興櫃股票 50,000 股，又於 102 年

8 月 20 日出售 B 公司興櫃股票 60,000 股；另其配偶張先生於 102 年 9

月 3 日出售 C 公司興櫃股票 50,000 股，又於 102 年 9 月 10 日出售 D

公司興櫃股票 40,000 股，李小姐與其配偶張先生 102 年出售興櫃股票

的交易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1）綜合所得稅同一申報戶的個人，應分別計算各該當年度出售

興櫃股票數量合計是否在 10 萬股以上。 

（2）李小姐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屬應

核實課稅範圍，因此其出售數量 110,000 股的交易所得應全

部核實課稅。 

（3）張先生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未達 10 萬股，因此其

出售數量 90,000 股的交易所得為 0 元。 

十五、個人當年度出售股票中有部分應核實課稅 (例如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10 萬股以上、IPO 股票) 者，其餘的上市、上櫃股票是否即應全部核實課稅？ 

答：核實課稅範圍係按課稅標的及課稅對象區分，個人當年度出售股票中有部分

屬應核實課稅者，僅須就該部分股票核實課稅，其餘上市、上櫃股票交易所

得仍以 0 計算。但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當年度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

出售金額（排除核實課稅標的及透過信託基金出售之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

元者，應就設算課稅及核實課稅擇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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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自 102 年起個人出售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零股股票所產生的證券交易所

得應如何課稅？ 

答：個人證券交易所得的計算，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的零股股票交易與一般證

券交易並無不同，如屬應課稅範圍，仍應依規定課稅。 

十七、個人當年度出售 IPO 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 1 萬股以下者免核實課稅，但

若個人當年度出售 IPO 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 1 萬股以上，是否僅就超過 1

萬股以上的部分核實課稅，其餘未超過 1 萬股的股票仍不課稅？ 

答：（一）個人承銷取得 A 公司 IPO 股票數量在 1 萬股以下，於 102 年至 106 年

間出售時，無須課稅，但於 107 年以後出售，若與其他上市、上櫃、

興櫃股票出售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元者，須就設算課稅及核實課稅擇一

適用；又其承銷取得 B 公司 IPO 股票數量超過 1 萬股，於 102 年以後

出售時，全部都須核實課稅。 

 （二）舉例說明：A 公司股票於 102 年 4 月 2 日上市，甲、乙、丙、丁 4 位

股東於 102 年 8 月 1 日出售各該持有 IPO 股票的課稅方式： 

股東 
興櫃階段 

取得股數 

公開承銷階

段取得股數 

102 年 8 月 1 日

出售股數 
課稅方式 

甲 0 股 2,000 股 2,000 股 2,000 股全數不課稅 

乙 0 股 11,000 股 11,000 股 
11,000 股全部均須核實

課稅 

丙 6,000 股 2,000 股 7,000 股 

依 先 進 先 出 法 ， 其 中

6,000 股屬上市前取得的

IPO 股票，應核實課稅；

另 1,000 股屬公開承銷階

段取得股數在 1 萬股以下

的 IPO 股票，無須課稅。 

丁 2,000 股 11,000 股 6,000 股 

依 先 進 先 出 法 ， 其 中

2,000 股屬上市前取得的

IPO 股票，應核實課稅；

另 4,000 股屬公開承銷階

段取得股數超過 1 萬股的

IPO 股票，亦應核實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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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共同信託基金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是否有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問題？ 

  答：（一）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但書規定，證券交易所得的課稅標的為「股票」，

不包括共同信託基金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等其他有價

證券，因此投資人轉讓或贖回是類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其因淨值差

異所賺取的證券交易所得，非屬本次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範圍。 

（二）惟依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第 6 項規定，前揭信託基金將信託利益分配

予投資人（即受益人）時，受益人亦將信託利益併入分配年度所得額，

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是信託受益人如為個人，且該信託

財產發生的所得屬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但書規定的證券交易所得，自

102 年起，應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徵免綜合所得稅。 

十九、配偶相互贈與的上市、上櫃股票，該股票第 1 次贈與前如屬初次上市、上

櫃前取得之股票，則受贈配偶出售該股票時，其股票性質應如何認定？ 

答：（一）配偶相互贈與的上市、上櫃股票，該股票性質應以第 1 次贈與前的性質

認定，即第 1 次贈與前如屬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則受贈配偶

於該股票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該股票亦認屬 IPO 股票。 

      (二)舉例說明: 

          陳先生於 101 年取得甲公司的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30 張，嗣甲公司於 102

年 5 月上市後，陳先生於 102 年 6 月將該股票全數贈與給配偶李小姐，

李小姐並於同年 8 月出售該股票 20 張，則李小姐 102 年出售該股票的

交易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 雖然陳先生是在甲公司股票上市後，才將股票贈與給配偶李小姐，

但該股票在陳先生贈與給李小姐前是 IPO 股票，所以李小姐出售該

股票時仍屬出售 IPO 股票，故其交易所得應核實課稅。 

二十、股票初次上市、上櫃前執行過額配售機制，相關證券交易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一）主辦承銷商未執行穩定價格操作，將承銷價款交付原個人股東部分： 

        原個人股東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即承銷價款)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

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證券交易所得。至所出售股票之類別，依該個

人股東提供主辦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時，該股票屬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或興櫃股票而定。另適用核實課稅之個人股東持有前開股票滿 1 年以

上者，得以其證券交易所得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額。 

  （二）主辦承銷商執行穩定價格操作，將取得之股票返還原個人股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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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個人股東將股票轉讓予主辦承銷商嗣後取回該等股票，尚不發生證

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惟該個人股東嗣後出售該主辦承銷商返還之股

票，應認屬出售 IPO 股票，其成本為該個人股東提供主辦承銷商辦理

過額配售前之股票原始取得成本。 

貳、核實課稅方式 

一、核實課稅適用的稅率及所得計算方式分別為何？ 

答：（一）稅率為 15%。 

（二）所得計算方式： 

1.證券交易所得額＝交易時成交金額－原始取得成本－必要費用。 

2.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的證券交易所得額，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其個別計算損益後，按 15%的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

納稅義務人於辦理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合併報繳。 

（三）舉例說明： 

1.趙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2 年 3 月 6 日在 B 公司股票承

銷階段取得 B 公司 IPO 股票 20 張（每股取得成本 10 元），並於同年 5

月 6 日將持股全數出售，每股售價 12 元，支付證券交易稅 720 元及

手續費 627 元，如何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答：（1）趙先生於承銷階段取得 B 公司 IPO 股票超過 1 萬股，應適用核

實課稅。 

（2）證券交易所得額=（12 元×20 張×1,000 股）-（10 元×20 張× 

1,000 股）-(720 元+627 元)=38,653 元。 

（3）應納稅額=38,653 元×15％=5,797 元。 

二、成交價格如何認定? 

答： 

（一）原則：實際成交價格。 

（二）例外：未依法申報交易所得或未提供股票實際成交價格者，除稽徵機

關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以該價格計算外，應依下列方

式認定其收入： 

股票種類 收入認定 

上市股票 成交日的收盤價格；無該價格者，依成交日開盤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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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櫃股票 
成交日的收盤價格；無該價格者，依成交日開始交易基
準價。 

興櫃股票 
成交日的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無該價格者，依該日後第
1 個有交易價格日的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以買賣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   
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或買賣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 

三、成本如何認定? 

答： 

（一）按取得股票原因，依下列規定認定成本： 

股票取得原因 成本認定 

購買 成交價格 

公司盈餘轉增資 股票面額 

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 0 

公司現金增資 發行價格 

公開承銷 取得價格 

公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 發行價格 

繼承或受贈 

原則 
繼承時或受贈時的時價

（※） 

因配偶相互贈與而取得，且符合 84

年 1月 13日修正公布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或 87

年 6月 24日修正公布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 

該有價證券第 1 次贈與

前的成本 

員 工 分 紅 配

股、受讓公司庫

藏股或參與現

金增資 

原則 可處分日的時價（※） 

9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因員工分紅配

股而取得者 

除已將股票可處分日次

日之時價與股票面額之

差額計入基本所得額並

課徵基本稅額者，以股

票可處分日次日之時價

為準外，以股票面額為

準 

行使認股權 執行權利日的時價（※） 



 

 9

股票取得原因 成本認定 

享有孳息部分

信託利益權利

而取得信託財

產運用所獲配

的股票股利 

屬受益人特定，且委託人無保留指

定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權

利的信託 

股票面額 

屬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的信託 取得股票日的時價（※） 

經由可轉換有

價證券轉換 

有約定轉換價格 約定的轉換價格 

無約定轉換價格 轉換日的股票時價（※） 

技術作價或投

資(含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第 19

條之 2規定的緩

課股票)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個人以其所有

的專利權或專門技術讓與公司，或

授權公司使用，作價抵繳其認股股

款 

作價抵繳認股股款金額 

9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以專門技術作

價投資 
股票面額 

已廢止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 88 年 12 月 31 日修正施

行前第 16 條、第 17 條及廢止前獎勵投資條例第 13

條的緩課股票轉讓 

按股票面額與實際轉讓

價格擇低減除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及第8條規定的緩課股

票轉讓 
實際轉讓價格 

融券或 

借券賣出 

買進證券償還 買進價格 

現券償還 現券的取得成本 

第一上市、上櫃

或登錄興櫃的

外國公司股票 

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

日前一日以前取得 

申報生效日最近 1 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的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申報生效日以後取得 取得成本 

因公司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而取得 
併購基準日股份對價的

金額 

其他方式 實際成交價格 

※上表有關「時價」的認定方式如下： 

股票種類 時價認定 

上市股票 收盤價格 

上櫃股票 收盤價格 

興櫃股票 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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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每股
淨值，或買賣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 

（二）成本計算方式 

1.個人從事股票交易，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其成本（包括取得成本

及因取得股票所支付的必要費用）應按出售時所持有同一公司所發行

的股票，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的加權平均法計算(即年加

權平均)。 

2.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採加權平均法者，應依存貨的性質

分類，其屬於同一類者，以自年度開始之日起，併同當年度中添置存

貨的總金額，除以總數量，以求得其每一單位的取得價格。 

四、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股票的成本計算方式為何？ 

答：（一）納稅義務人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的股票，得自行選定最有利的

方式(先進先出法、個別辨認法或加權平均法)，計算 101 年 12 月 31

日所餘股票的成本。其於 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買進股票，前述「101

年 12 月 31 日所餘股票的成本」應與「102 年取得的股票成本」合併採

用加權平均法計算 102 年以後出售股票的成本。 

（二）舉例說明： 

秦先生於 101 年 8 月 1 日買進未上市未上櫃 A 公司股票 3 張，每股金

額 16 元，101 年 9 月 1 日買進 A 公司股票 1 張，每股金額 18 元，101

年 10 月 1 日買進 A 公司股票 2 張，每股售價 15 元，101 年 12 月 1 日

賣出 A 公司股票 3 張，每股金額 18 元；嗣秦先生 102 年 4 月 1 日買進

A 公司股票 3 張，每股金額 20 元，102 年 5 月 1 日賣出 A 公司股票 6

張，每股售價 15 元，102 年 7 月 1 日再買進 A 公司股票 2 張，每股金

額 15 元，則秦先生於 103 年 5 月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時，應如何計算 A

公司股票成本? 

答： 

假設秦先生對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所餘股票的成本決定採用「個別辨

認法」對其較為有利，則就秦先生 102 年 5 月 1 日出售的 6 張 A 公司

股票，其成本計算方式如下： 

取得/出售日期 
張數 

（每張 1,000 股） 

每股取得/出售 

成本（元） 
總成本（元） 

101 年 8 月 1 日 3 16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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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出售日期 
張數 

（每張 1,000 股） 

每股取得/出售 

成本（元） 
總成本（元） 

101 年 9 月 1 日 1 18 18,000 

101 年 10 月 1 日 2 15 30,000 

101 年 12 月 1 日 -3 18 - 

102 年 1 月 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所餘股票的成本-

假設採用個別辨認

法，餘 101 年 8 月

1 日的 2 張及 101

年9月1日的1張） 

3 16.7 50,000 

102 年 4 月 1 日 3 20 60,000 

102 年 5 月 1 日 -6 15 - 

102 年 7 月 1 日 2 15 30,000 

102 年度出售的每股平均成本 
17.5【〔(3×16.7) ＋（3×20）

＋（2×15）〕/8】 

綜上，秦先生 103 年 5 月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時，可選擇對其最有利的

計算方式，以 105,000 元(17.5×1000×6)作為其出售 A 公司的股票成

本。 

五、申報股票交易所得或損失時，應檢附哪些文件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答：（一）經由證券經紀商出售的證券，為買賣報告書、對帳單或其他足資證明

買賣價格的文件。 

   （二）非經由證券經紀商出售的證券，為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

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的文件。 

六、計算股票交易所得或損失時，可扣除哪些必要費用？ 

答：（一）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證券交易稅、手續費、支付證券金融事業或證

券商的融資利息、融券費用及借券費用。 

（二）未上市未上櫃股票：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 

七、個人長期持有股票適用租稅優惠的條件、優惠規定及持有期間的計算方式？ 

答：（一）適用條件： 

1.個人能證明股票持有期間且持有滿 1 年以上或 IPO 股票自上市(櫃)買

賣開始日起算滿 3 年者。但自 107 年起，1 年度上市(櫃)及興櫃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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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元，選擇設算課稅者，不適用之。 

2.僅適用於「先購進股票持有滿一定期間再賣出」的情形；因此，融券

或借券賣出者，以融券或借券賣出前已取得現券並以該現券償還的情

形始能適用。 

（二）優惠規定： 

1.合於適用條件之股票：自取得日起算至轉讓日止，持有滿 1 年以上者，

以半數為所得。 

2.IPO 股票：自上市或上櫃買賣開始日起算至轉讓日止，繼續持有滿 3

年以上者，以 1/4 為所得。 

（三）持有期間的計算 

1.長期持有優惠期間及出售上市、上櫃股票是否屬 IPO 股票的認定，採

「先進先出法」。 

2.證券取得日：依所轉讓證券原始取得的原因，分別依規定認定。(詳

問題八) 

3.證券轉讓日：依轉讓證券的事由，分別依規定認定(詳問題九)。 

4.融券或借券賣出者，以融券或借券賣出前已取得現券並以該現券償還

的情形，始有長期持有優惠規定的適用；該現券轉讓日，分別以原融

券賣出日或原借券賣出日為準。 

（四）舉例說明： 

1.邱小姐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其於 103 年 5 月申報 102 年度應

核實課稅的證券交易所得時，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的證明文件，而依

推計純益率方式計算其證券交易所得額，如邱小姐能證明該等股票均

持有滿 1 年以上，是否可適用所得按半數課稅的優惠？ 

答：可以，如邱小姐能證明 102 年出售的股票持有滿 1 年以上，雖採

推計純益率方式計算其證券交易所得額，仍可適用所得按半數課

稅的優惠。 

2. 楊小姐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於 B 公司興櫃階段（100 年 12

月 1 日）取得該公司股票 1,000 張，B公司於 101 年 3 月 1 日初次上

櫃，楊小姐於 B 公司上櫃以後繼續持有該 1,000 張股票滿 3 年以上，

嗣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賣出該 1,000 張股票，且出售金額為 11 億元，

可否適用所得按 1/4 課稅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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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楊小姐取得 B 公司該 1,000 張股票為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初次上

櫃的股票，非屬應核實課稅之 IPO 股票，但 107 年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所以該股票交易所得應就設算課稅及核實課稅擇一適用。若

楊小姐選擇核實課稅，因該股票上櫃以後繼續持有滿 3 年以上，所

以可適用所得按 1/4 課稅的優惠。 

3. 杜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若其於 101 年 8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分別取得 C 公司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2 張及 3 張，102 年 4 月 1 日

再取得 C 公司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5 張，嗣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賣出該

公司股票 8 張，杜先生有幾張股票可適用所得按半數課稅的優惠？ 

答：長期持有優惠期間採「先進先出法」計算，因此，杜先生賣出的 8

張 C 公司股票中，有 5 張得適用所得按半數課稅的優惠(詳下表)。 

取得日期 張數 
102年 11月 1日出售 8張股

票其取得日期及張數認定 

持有期間 

滿 1 年的張數 

101 年 8 月 1 日 2 2 2 

101 年 10 月 1 日 3 3 3 

102 年 4 月 1 日 5 3 0 

4.陳小姐取得 D 公司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40 張，取得日期及成本如下： 

取得日期 
張數 

（每張 1,000 股） 

每股取得 

成本（元） 
總成本（元） 

101 年 5 月 2 日 10 10 100,000 

102 年 6 月 14 日 10 12 120,000 

102 年 7 月 10 日 20 14 280,000 

D 公司股票於 102 年 7 月 31 日上市，陳小姐所持有的 40 張股票均為

非屬承銷取得的 IPO 股票，若陳小姐於 103 年 8 月 1 日將其中 15 張

D 公司股票出售，每股售價 25 元，支付證券交易稅 1,125 元，買進

及賣出手續費共 801 元，陳小姐出售該次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可否適

用長期持有優惠?應如何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答：（1）陳小姐出售的 15 張股票屬非承銷取得的 IPO 股票，且 D 公司

於 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上市，因此該部分股票交易所得應核

實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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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小姐持有 D 公司股票自其上市買賣開始日（102 年 7 月 31

日）起算至轉讓日（103 年 8 月 1 日）未滿 3 年，因此不得適

用所得按 1/4 課稅的長期優惠。惟依「先進先出法」認定，

其分別自 101 年 5 月 2 日取得的 10 張及 102 年 6 月 14 日取

得的 5 張起算至轉讓日止已滿 1 年以上，可適用所得按半數

課稅的優惠。 

（3） 陳小姐 103 年 8 月 1 日出售 D 公司 15 張股票的成本如下： 

取得日期 
張數 

（每張 1,000 股） 

每股取得 

成本（元） 
總成本（元） 

101 年 5 月 2 日 10 10 100,000 

102 年 1 月 1 日 

(去年結存) 
10 10 100,000 

102 年 6 月 14 日 10 12 120,000 

102 年 7 月 10 日 20 14 280,000 

合計 40 - 500,000 

103 年度出售的每股平均成本 12.5 - 

（4）證券交易所得額=交易時成交金額-原始取得成本-必要費用 

=（25 元×15 張×1,000 股）－（12.5 元×15 張×1,000 股）－ 

（1,125 元+801 元）=185,574 元 

課稅所得額：185,574 元×1/2=92,787 元 

應納稅額：92,787 元×15％=13,918 元 

5.承上題，若陳小姐於 105 年 8 月 1 日再出售 D 公司股票 10 張，每股

售價 30 元，支付證券交易稅 900 元，買進及賣出手續費共 605 元，

陳小姐出售該次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可否適用長期持有優惠?應如何

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答：（1）陳小姐出售的 10 張股票屬非承銷取得的 IPO 股票，且 D 公司

在 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上市，應核實課稅。 

（2）陳小姐持有 D 公司股票為 102 年 6 月 14 日取得的 5 張及 102

年 7 月 10 日取得的 20 張。自其上市買賣開始日（102 年 7

月 31 日）起算至轉讓日(105 年 8 月 1 日)已滿 3 年，依「先

進先出法」計算，因此陳小姐出售的 10 張股票均可適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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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4 課稅的優惠。 

（3）陳小姐 105 年 8 月 1 日出售 D 公司 10 張股票的成本如下： 

取得日期 
張數 

（每張 1,000 股） 

每股取得 

成本（元） 
總成本（元） 

103 年 1 月 1 日 

(去年結存) 
40 - 500,000 

103 年 8 月 1 日 -15 12.5 -187,500 

104 年 1 月 1 日 

(去年結存) 
25 - 312,500 

105 年 1 月 1 日 

(去年結存) 
25 - 312,500 

105 年度出售的每股平均成本 12.5 - 

（4）證券交易所得額=交易時成交金額-原始取得成本-必要費用 

=（30 元×10 張×1,000 股）－（12.5 元×10 張×1,000 股）－ 

（900 元+605 元）=173,495 元 

課稅所得額：173,495 元×1/4=43,373 元 

應納稅額：43,373 元×15％=6,505 元 

八、股票取得日應如何認定？ 

答： 

股票取得原因 認定取得日 

購買 
經由證券經紀商 買賣成交日 

非經由證券經紀商 買賣交割日 

公司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 除權基準日 

公司現金增資 股款繳納日 

股票公開承銷 股款繳款日 

公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 股款繳納日 

繼承或受贈 原則 繼承開始日或受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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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取得原因 認定取得日 

因配偶相互贈與而取得，

且符合 84 年 1 月 13 日修

正公布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或

87年6月24日修正公布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 

該有價證券第 1 次贈與前 

之取得日 

員工分紅配股或受讓公司庫藏股 交付股票日 

行使認股權 執行權利日 

經由可轉換有價證券轉換 向發行公司提出轉換日 

技術作價 

或投資 

9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個

人以專門技術作價投資 
交付股票日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個人

以其所有的專利權或專門

技術讓與公司，或授權公

司使用，作價抵繳其認股

股款 

作價抵繳認股股款日 

公司併購 併購基準日 

第一上市、上櫃

或登錄興櫃的

外國公司股票 

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

申報生效日前一日以前取

得 

申報生效日 

依證券法令辦理公開發行

申報生效日以後取得 
視取得事由分別認定 

其他方式 實際交易發生日 

九、股票轉讓日應如何認定？ 

答： 

出售股票方式 認定轉讓日 

現券賣出 經由證券經紀商 買賣成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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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票方式 認定轉讓日 

非經由證券經紀商 買賣交割日 

融券賣出 
買進證券償還 買進日 

現券償還 現券償還日 

借券人賣出證券 
買進證券償還 買進日 

現券償還 現券償還日 

出借人收取有價證券權益補償屬出售證

券部分 
收取權益補償日 

借券人違約，出借

人取得現金返還

或自行處分擔保

品，視同出借人出

售借貸標的證券 

借貸交易採定價及競

價交易方式 
借券人發生違規事件第 3 個營業日 

借貸交易採議借交易

方式 
違規事由發生日的次一營業日 

借券人的股票擔保品因違約而遭處分 擔保品被處分日 

因所投資的公司進行股份轉換的收購行

為，而以原持有股份進行轉換 
收購基準日 

其他方式 實際交易發生日 

十、信託財產發生的所得如有證券交易所得，適用長期持有優惠時，其股票持有

期間應如何計算？ 

答： 

（一）適用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3款交易所得按半數課稅規定時，

以下列日期起算： 

   1.證券為信託財產者 

（1）受益人如為委託人（即自益信託）：為委託人取得該證券日。 

（2）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或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即他益信託）：

為訂定信託契約日；信託關係存續中，追加證券為信託財產者，

為追加申請日。 

（3）信託關係存續中，如有變更受益人的情事，為變更受益人日；受

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者，為確定受益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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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取得的證券 

（1）原則：受託人取得該證券日。 

（2）該證券持有期間內，如有變更受益人的情事，為變更受益人日；

如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日。 

（二）適用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 第 12 項 IPO 股票交易所得按 1/4 課稅規定

時：以自「上市或上櫃買賣開始日」起算，至「受託人轉讓該證券日

或依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轉為受託人自有證券日」止。 

十一、信託關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滅後，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予受

益人，該信託財產中如有上市、上櫃、興櫃或未上市未上櫃股票，受益人日

後出售該股票的交易所得適用長期持有優惠時，股票持有期間應如何計算？ 

答： 

（一）適用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3款交易所得按半數課稅規定時，

以下列日期起算： 

   1.受託人交付的證券為原信託財產者 

（1）受益人如為委託人（即自益信託）：為委託人取得該證券日。 

（2）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即他益信託）：為訂定信託契約日；信託關

係存續中，追加證券為信託財產者，為追加申請日。 

（3）信託關係存續中，如有變更受益人的情事，為變更受益人日；受

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者，為確定受益人日。 

2.受託人交付的證券為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取得的

證券 

（1）原則：受託人取得該證券日。 

（2）該證券持有期間內，如有變更受益人的情事，為變更受益人日；

如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日。 

（二）適用同法第 14 條之 2 第 12 項 IPO 股票交易所得按 1/4 課稅規定時：

以自「上市或上櫃買賣開始日」起算，至「受益人轉讓該證券日」止。 

十二、個人從事證券交易，如未依法申報交易所得，或未提供證明所得額的文件，

應如何計算其所得額？ 

答： 

（一）已提供或未提供但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但無法證明原始取得

成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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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 

（1）IPO 股票：以實際成交價格的 50%計算其所得額。 

（2）其餘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以實際成交價格的 15%計算其所得額。 

2.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以實際成交價格的 20%計算其所得額。 

（二）未提供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除稽徵機關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

格，以該價格計算其收入外，應依下列規定計算其收入及所得額： 

1.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 

（1）IPO 股票： 

以成交日收盤價格的 50%計算其所得額。 

成交日無收盤價格或成交價格者，上市股票以該日開盤競價的 50%

計算其所得額，上櫃股票以該日開始交易基準價的 50%計算其所得

額。 

（2）其餘上市、上櫃股票： 

以成交日收盤價格的 15%計算其所得額。 

成交日無收盤價格或成交價格者，上市股票以該日開盤競價的 15%

計算其所得額，上櫃股票以該日開始交易基準價的 15%計算其所得

額。 

（3）興櫃股票： 

以成交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的 15%計算其所得額。 

成交日無成交價格者，以該日後第 1 個有交易價格日加權平均成交

價格的 15%計算其所得額。 

2.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以買賣交割日前 1 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的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或買賣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的 75％計算

其所得額。           

十三、個人自 10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售股票如有交易損失，可否自證券交易所得

中減除？ 

答： 

（一）可以，但以適用核實課稅且其交易所得係依實際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

得成本及必要費用計算者，始能適用。 

(二) 同一申報戶的個人(包括本人、配偶或合於規定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

額的受扶養親屬)，應分別計算其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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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經計算有證券交易損失者，僅得自其個人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中

減除。 

（四）舉例說明： 

莫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 102 年度出售興櫃股票 11 萬股及

IPO 股票 11 萬股，其於 103 年 5 月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時，興櫃股票交

易所得經計算後為虧損，IPO 股票交易所得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的證明

文件，而係依推計純益率方式計算其交易所得額，則莫先生 102 年興

櫃股票交易損失可否自當年度 IPO 股票交易所得中減除？  

答：不可以，證券交易所得及損失互抵，均應以實際成交價格減除原始

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計算之損益為限，莫先生 102 年 IPO 股票

交易所得係依推計純益率方式計算，因此不能與興櫃股票交易損

失盈虧互抵。 

十四、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出售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以

0 計算部分，可否與其他應核實課稅部分盈虧互抵？ 

  答：不可以，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出售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如非屬核

實課稅範圍，縱使經計算有實際交易損失，其證券交易所得額亦以 0 計算，

故不得自其他應核實課稅的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 

十五、股票交易所得及損失抵減的方式及順序為何？ 

答： 

（一）個人若有證券交易損失，應先自相同持有期間的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

若各該損益互抵後的淨額有負數者，再自其他正數淨額中減除。說明

如下： 

       A：出售上市（櫃）以後繼續持有滿 3 年以上 IPO 股票的交易所得減除同

類交易損失的餘額 

       B：出售持有滿 1 年以上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減除同類交易損失的餘額 

       C：出售持有未滿 1 年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減除同類交易損失的餘額 

       T＝A＋B＋C   

       Y：課稅所得 

       T≦0 → Y＝0，無須課稅 

       T＞0 → 1.T 於 A 正數餘額範圍內，以 1/4 作為所得額 

               2.T 超過 A 餘額（餘額為負，以 0 計算）部分，於 B 正數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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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以 1/2 作為所得額 

               3.T 超過（A+B）餘額（餘額為負，以 0 計算）部分，以全數

作為所得額 

4.Y＝1＋2＋3 

（二）舉例說明： 

1. 王小姐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2 年度出售應核實課稅股票的損

益金額如下： 

        

 

 

 

      

 

 

  

 

 

 

應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金額(Y)：(100 萬元 ×1/4) ＋ (50 萬元 ×

1/2) ＋20 萬元=70 萬元 

2. 黃先生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於 103 年出售股票的損益如下： 

 

          

 

 

 

 

 

          

        

 

170萬元 

T：前三項 
合計金額 

(＝A＋B＋C) 
 

20萬元 

C：其餘證券
交易損益 

 

A ： 初 次 上
市、上櫃前取

得並於初次上
市、上櫃以後

繼續持有滿3
年以上的證券

交易損益 

B：持有滿1年
以上的證券交

易損益 

Y：應計入當年
度證券交易所

得金額 

100萬元 50萬元 70萬元 

100萬元 

50萬元 
100萬元 

50萬元 

20萬元 

×1/4 

×1/2 

×1 

70萬元 
20萬元 

 

答： 

200萬元 

T：前三項 
合計金額 
(＝A＋B＋C) 
 

300萬元 

C：其餘證券

交易損益 

 

A ： 初 次 上

市、上櫃前取
得並於初次上

市、上櫃以後
繼續持有滿3

年以上的證券
交易損益 

B：持有滿1年

以上的證券交
易損益 

Y：應計入當年

度證券交易所
得金額 

50萬元 -150萬元 16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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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金額(Y)：(50 萬元 ×1/4) ＋150 萬元 

=162.5 萬元  

3.高小姐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於 107 年出售上市、上櫃、興櫃股

票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元，選擇核實課稅，損益金額如下： 

                

 

 

     

 

 

 

 

               

 

 

          

 

        應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金額(Y)：(150 萬元 ×1/2)＋50 萬元 

=125 萬元 

十六、股票交易所得或損失所屬年度應如何認定？ 

答：股票交易所得或損失，原則上應於「規定的轉讓日」所屬年度，依規定課徵

所得稅。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縱使其轉讓日經認定為 102 年 1 月 1 日以

後，該部分的證券交易所得，亦得不課徵所得稅： 

（一）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 

1.融券或借券賣出日在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200萬元 

T：前三項 
合計金額 

(＝A＋B＋C) 
 

100萬元 

C：其餘證券
交易損益 

 

A ： 初 次 上
市、上櫃前取

得並於初次上
市、上櫃以後

繼續持有滿3
年以上的證券

交易損益 

B：持有滿1年
以上的證券交

易損益 

Y：應計入當年
度證券交易所

得金額 

-50萬元 150萬元 125萬元 

100萬元 

-50萬元 

150萬元 

0元 

150萬元 

50萬元 

125萬元 
×1/4 

×1/2 

×1 

答： 

答： 

300萬元 

50萬元 

-150萬元 

50萬元 

0元 

150萬元 

162.5萬元 
×1/4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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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證明實際買賣交易日在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二）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能證明實際買賣交易日在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者，得適用 101 年 8

月 8 日修正施行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 目規

定，課徵最低稅負。 

十七、個人證券交易所得申報單位為何？ 

答：綜合所得稅係以家戶為申報單位，而證券交易所得申報也是以家戶為申報單

位，納稅義務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的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應

納入課稅的證券交易所得時，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而由納稅義務人分開計

算稅額、合併報繳。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應以個人為申報單位。 

十八、於 1 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住、停留合計滿 183 天的大陸地區人民，如

有證券交易所得，應如何申報？ 

答：於1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住、停留合計滿183 天的大陸地區人民，如有證

券交易所得，其適用的課稅規定及申報方式均與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相

同。 

十九、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及於 1 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住未滿 183 天

的大陸地區人民，如有證券交易所得，應如何申報？ 

答：應核實計算所得，並於離境前或次年結算申報期間，按所得額 15%扣繳率申報

納稅。 

二十、申報證券交易所得應使用哪一種申報書？ 

答：個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或證券交易所得申報納稅時，應依規定格式填

寫個人證券交易所得及稅額計算等資料，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書辦理申報。 

二十一、個人於所投資公司減資彌補虧損後出售剩餘持股，每股成本應如何計

算？ 

   答：(一)應以實際取得成本除以減資後剩餘股數計算。 

       (二)所稱實際取得成本，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採加權平均法者，

應以該股票減資前一日持有股數，乘以按該法計算之該日平均每股平均

成本計算。 

二十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實物買回所取得的股票，應如何認定取得成本？ 

   答：倘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實物買回不涉及價格計算，應以該買回股票交割日

的收盤價為取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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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美國存託憑證(ADR)或全球存託憑證(GDR)兌回取得證券，應如何認定取

得成本？ 

   答：美國存託憑證(ADR)或全球存託憑證(GDR)兌回取得股票，其海外財產交易損

益已實現，應以兌回日 ADR 或 GDR 收盤價做為財產交易收入，並以該收入

做為股票取得成本。 

二十四、公司發放無面額的股票股利，應如何認定取得成本？ 

   答：公司發放無面額的股票股利，應按獲配股數占該次增資總股數的比例，乘以

公司未分配盈餘增資金額計算股利所得金額，並以其金額為股票取得成本。 

叄、107 年起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課稅方式篇 

一、107 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當年度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

計超過 10 億元的課稅方式為何? 

   答：107 年起個人當年度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元的課

稅方式採「設算為主、核實為輔」，由國稅局歸戶後，就股票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的部分，另行發單課徵 1‰所得稅。但納稅義務人亦得於辦理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選擇就股票出售金額全數核實課稅。 

二、107 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應如何計算當年度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

出售金額的合計數是否超過 10 億元？ 

答：（一）以出售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轉讓日屬於同一年度的金額加總計算。 

   （二）融券或借券賣出的證券出售金額，其融券或借券賣出日在 1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者，得不予計入。 

（三）排除核實課稅標的及透過信託基金出售之金額。 

三、107 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出售興櫃股票、IPO 股票及其他上市或上

櫃股票，應如何適用課稅規定? 

答：（一）屬應核實課稅範圍的興櫃股票及 IPO 股票應採核實課稅；非屬前開應

核實課稅範圍的其他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

元，應就設算課稅及核實課稅擇一適用，如未超過 10 億元，則證券交

易所得額以 0 計算，即無須課稅。 

   （二）舉例說明： 

1.張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7 年出售興櫃股票 50 張，出售

金額 500 萬元，另出售上市股票（非 IPO 股票）1 億元，其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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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1）張先生出售興櫃股票未達 10 萬股，因此興櫃股票部分非屬核

實課稅範圍。 

（2）張先生 107 年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合計為 1 億 500

萬元（興櫃股票 500 萬元＋上市股票 1 億元），未超過 10 億元，

因此證券交易所得額為 0 元，即無須課稅。 

2.李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7 年出售 A公司 IPO 股票 1,000

張（該股票於 101 年 6 月 1 日初次上市），出售金額 1 億元，另出售

其他上市股票 11 億元，其股票交易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1）李先生出售的 IPO 股票係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初次上市、

上櫃，因此非屬核實課稅範圍。 

   （2）李先生 107 年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計為 12 億元

（IPO 股票 1 億元＋其他上市股票 11 億元），應就設算課稅及

核實課稅擇一適用。 

3.王小姐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7 年出售興櫃股票 1,000 張，

出售金額 1 億元，另出售上市股票（非 IPO 股票）9 億 5 千萬元，其

股票交易所得應如何課稅？           

    答：（1）王小姐出售興櫃股票 10 萬股以上，屬核實課稅範圍，因此須

就全部的興櫃股票核實課稅。 

              （2）王小姐 107 年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合計 10 億 5 千萬元，

排除核實課稅標的出售金額 1 億元後為 9 億 5 千萬元，未超過

10 億元，因此出售上市股票的交易所得額為 0 元。 

四、107 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當年度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

計超過 10 億元，其設算課稅的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計算方式為何？ 

答：（一）就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的部分，依 5‰計算證

券交易所得額，再按 20%的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

額。簡單計算，即就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部分，課徵 1‰綜合所得稅。

應納稅額=(出售金額-10 億元) ×5‰×20%=(出售金額-10 億元) ×1‰ 

   （二）舉例說明： 

         李先生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107 年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

金額合計 12 億元(已排除核實課稅標的及透過信託基金出售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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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採設算課稅，其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應如何計算？ 

         答：（1）證券交易所得額=(12 億元-10 億元) ×5‰=100 萬元 

             （2）應納稅額=100 萬元×20%=20 萬元 

五、107 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當年度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

計超過 10 億元者，如採設算課稅，需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行申報

證券交易所得嗎? 

   答：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當年度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金額合計超過

10 億元者，國稅局將依設算課稅規定計算出應納稅額，於次年 4 月底前填具

稅額計算通知書連同繳款書寄發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於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期間內繳納稅款者，免將該證券交易所得額辦理結算申報。 

六、承上題，選擇適用設算課稅者，其股票交易所得可否適用「盈虧互抵」及「長

期持有優惠」? 

  答：不可以，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有關「盈虧互抵」及「長期持有優惠」的規定，

僅適用於核實課稅者。 

七、如不同意國稅局寄發的稅額計算通知書及繳款書所載應納稅額，欲採核實課

稅，應如何辦理? 

  答：個人如不同意國稅局依設算課稅規定計算出的應納稅額，欲採核實課稅者，

則無須繳納該稅款，惟應就全部的股票交易核實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按 15%

的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於辦理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合併報繳。 

附錄 

一、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四、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查核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