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回破解財稅法學霸筆記書  
 

1-166 

 

 

 

 

 

  
導引範題  
甲乙原為夫妻，育有一未成年子丙。因甲長期遭公司外派於國外工

作，再加上甲乙兩人經常為兩家親人相處不睦事情而發生爭吵，雙方乃

互相訴請法院請求裁判離婚。經受訴法院開庭審酌甲乙兩人長期分居且

彼此相處不易，乃判決准予離婚，同時並審酌丙年齡尚幼小，而乙之家

庭系統應可照應丙的日常生活，乃判決將丙親權之行使交由乙方，但甲

對丙仍有每週一天半、共計36小時的探視權，丙並得在甲方家過夜一
晚，同時命甲應給付給丙扶養費用每月計新台幣3萬元。在夫妻兩人裁
判離婚後，於申報翌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乙先行申報列丙為受扶

養親屬，甲於後始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同樣列丙為受扶養親屬，卻遭

該管國稅局查核後加以剔除，以乙已經將丙申報為受扶養親屬，乃命甲

應補繳稅款。 
甲對此補稅處分感到不服，主張其享有探視權且實際在經濟上扶養

丙，並提出法院前述裁判離婚判決內容與歷次匯款給付單據為證，主張

應由甲與乙輪流申報丙為受扶養親屬，或至少應將當年度扶養丙之免稅

額與相關的扣除額例如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甲與乙各日適用而減除

一半免稅額與扣除額。 
試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50分） （110臺大） 

   
  
 

                         （864字） 

甲之主張，應由理由，說明如下： 

(一) 按基於憲法「平等原則」（憲法第7條）在稅法領域所展現的「量能課

稅原則」，課稅所得之計算必須減除納稅義務人為維持其自身及其家

庭成員生存所必須之資財，以其剩餘可供納稅義務人繳納租稅之所得

餘額，為應納稅額之計算基礎，此即「主觀淨值原則」。我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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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之「免稅額」規定，即為反映納稅義務人為扶養

配偶及其他受扶養親屬所必須支出之成本費用，性質上屬於維持納稅

義務人及其家庭成員「物理上生存」及「社會上生存」所必需而無法

自由支配之成本費用，從而自應從納稅義務人之所得中予以扣除，以

符量能課稅原則之精神。 

(二) 本件甲、乙原為夫妻，並育有一未成年子丙，嗣經裁判離婚而由乙享

有丙之親權，但甲仍保有一定之探視權及照護權，並負擔每月3萬元扶

養費用之義務。此之扶養費用為甲維持丙生存所必須支出之成本費

用，此一成本費用得否列報於甲之綜合所得額中並予以扣除？厥為本

件爭議，分析如下210： 

1. 我國稽徵實務上，僅「實際照顧者」得以申報未成年子女之免稅額

與扣除額，蓋所謂扶養必須建立在全面且密切之日常生活基礎之

下，僅有對未成年子女負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的一

方，才能作為申報未成年子女之免稅額與扣除額的納稅義務人。 

2. 本文則認為，上開實務見解固有其論理上的正當性，然基於「主觀

淨值原則」之考量，縱非實際擔任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一方之配

偶，若其為扶養該未成年子女而負擔一定數額之費用，仍應准予扣

除為妥。在現行所得稅法第17條僅容許夫妻一方作為納稅義務人之

現狀下，具體作法上，似得考慮由離婚夫妻輪流申報未成年子女為

受扶養親屬而減除相關免稅額；立法論上，則應考慮修正所得稅法

第17條，給予離婚夫妻雙方各自一定之權利，主張一定數額範圍或

按照比例計算其維繫生存需求所需費用之減除。 

 
210 主參：柯格鐘，稅捐法秩序，頁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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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上，甲主張其與乙輪流申報丙為受扶養親屬，以從其個人綜合所得

額中減除扶養丙之免稅額，應屬有理。至於在立法論上，更可參採

甲、乙雙方各日適用而減除一半免稅額與扣除額之主張，更符合量能

課稅原則所衍生的主觀淨值原則。 
  

 
指標類題  
甲男乙女無婚姻關係，經普通法院確認丙子有與甲男有親子關係存

在，甲應按月支付扶養費2萬元，並裁定丙子監護權單獨由乙女行使。107
年甲男乙女所得稅申報均列載丙為扶養親屬（當年扶養親屬免稅額為8.8萬
元）某區國稅局剔除甲男之列報。試問： 
(一) 扶養親屬免稅額是否為租稅優惠？ 
(二) 無婚姻關係之甲男乙女，應如何分配扶養親屬免稅額？（50分） 

 （113東吳） 

考題破解 

(一) 扶養親屬免稅額，依釋字第415號解釋，認為係屬租稅優惠，並

非妥適，蓋其應為納稅義務人為維持其受扶養親屬生存所必須支

出之費用，性質上應屬基於保障憲法第15條「生存權」，在「主

觀淨所得原則」下所給予的定額稅額扣除。 
(二) 我國稽徵實務上，固僅「實際照顧者」（即乙）得以申報未成年

子女之免稅額與扣除額，但甲亦有以支付扶養費之方式而維繫丙

之生存，基於「主觀淨所得原則」，仍應容有甲申報扶養親屬免

稅額之可能。具體作法上，似得考慮由甲、乙輪流申報未成年子

女為受扶養親屬而減除相關免稅額；立法論上，則應考慮修正所

得稅法第17條，給予甲、乙雙方各自一定之權利，主張一定數額

範圍或按照比例計算其維繫生存需求所需費用之減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