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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25 號 委員 提案第 2945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莊競程、陳秀寳、林楚茵、莊瑞雄、陳亭妃等 19 人

，有鑑於少子化已成國安問題，影響台灣未來各層面發展甚

鉅，為落實蔡總統所提「0 到 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行政院

提出「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冀望透過全面的改善生育

、養育、教育環境，提升國人生育意願，每年預計投入 300

餘億元。然而所得稅法有關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適用範圍僅為 0

至 5 歲，且排除適用稅率 20%以上家庭（年所得淨額 120 萬

元以上），不但未符政策精神，且變相懲罰中產雙薪家庭，

恐有違租稅公平。再者，少子化連帶造成了人口老化，台灣

預計 2025 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家庭之長照負擔日益沉重。

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幼兒學前特別扣

除適用對象擴大為 0 至 6 歲，並取消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長

期照顧特別扣除之例外排除規定，以符合租稅公平原則。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落實「0 到 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配合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之推動，且我

國相關幼兒政策之適用多以 6 歲為界，因此，應將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適用之幼兒由 0 至 5

歲延伸為 0 至 6 歲。依財政部統計，107 年至 109 年幼兒學前特別扣除之適用戶數分別為

61 萬戶、60 萬戶、58 萬戶，減免之稅收分別為 21 億元、21 億元、20 億元，並推估若將適

用對象擴大為 6 歲以下幼兒，每年增加稅收損失約 3.51 億元。 

二、我國租稅法制本有量能課稅之原則，且各項扣除額均有其上限，唯獨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另有排除適用稅率 20%以上之限制，亦即年所得淨額超過 120 萬元者均

不得扣除，以台灣社會現況而言，雙薪家庭即可能超過限制，渠等負擔較高稅率，卻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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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政策美意，猶如雙重不利益，變相懲罰中產雙薪家庭，且未顧及政策目的。依財政部

財稅中心資料顯示，109 年納稅單位計 646 萬戶，適用稅率 20%以下者約 601 萬戶，涵蓋率

約 93%。其中適用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者 58 萬戶，減免稅收 20 億元；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者 33 萬戶，減免稅收 12 億元。若取消所得限制，推估每年稅收損失分別為 1.2 億元與

0.9 億元。再者，行政院業已宣布自 112 年起取消育兒津貼之家庭所得限制，值此生育率創

新低之際，相關政策之修正確有其必要。 

三、綜上所述，在考量有效落實政府應對少子化、人口老化之政策目標，符合租稅公平原則，

且造成稅收損失仍在可控範圍內，爰提案修正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範圍為 0 到 6 歲，

並刪除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之限制。 

 

提案人：莊競程  陳秀寳  林楚茵  莊瑞雄  陳亭妃   

連署人：許智傑  吳玉琴  黃秀芳  王美惠  吳秉叡  

洪申翰  賴品妤  鍾佳濱  蘇巧慧  何欣純  

邱泰源  陳歐珀  張廖萬堅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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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

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

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

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

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

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

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

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直系尊親屬，年滿

六十歲，或無謀生能

力，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其年滿七十歲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免稅額增加百分之

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同胞兄弟、姊妹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

或家屬，合於民法第

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

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未成年，或已成年而

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確

第十七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

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

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

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

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

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

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

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直系尊親屬，年滿

六十歲，或無謀生能

力，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其年滿七十歲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免稅額增加百分之

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同胞兄弟、姊妹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

或家屬，合於民法第

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

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未成年，或已成年而

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確

一、為解決少子化問題，落實

「0 至 6 歲國家一起養」政

策，行政院核定之「我國少

子女化對策計畫」係以 0 至

6 歲之兒童為適用範圍，唯

獨所得稅法幼兒學前特別扣

除適用對象為 0 至 5 歲之子

女。依財政部之估算，若將

適用對象延伸至 6 歲，每年

稅損約僅 3.5 億元，仍屬國

庫可負擔範圍，且與每年高

達 300 餘億元之計畫預算相

比，更是微不足道。 

二、我國租稅法制原本即採量

能課稅之精神，本條第一項

各款扣除額均設有上限，唯

獨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與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另於第三項增

加各項所得限制，向來多所

爭議。且適用稅率 20%（所

得淨額 120 萬元以上）者，

多數為青壯世代之都會中產

雙薪家庭，此等限制無異懲

罰正值生育年齡的中產雙薪

家庭。再者，為落實政策推

動，行政院業已宣布自 112

年起將取消育兒津貼有關家

戶所得之限制，本法實有配

合調整之必要，爰刪除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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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

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

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

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

務人個人扣除十二萬

元；有配偶者加倍扣

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

、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對於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構

或團體之捐贈總額

最高不超過綜合所

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為限。但有關國防

、勞軍之捐贈及對

政府之捐獻，不受

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

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之人身保

險、勞工保險、國

民年金保險及軍、

公、教保險之保險

費，每人每年扣除

數額以不超過二萬

四千元為限。但全

民健康保險之保險

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

稅義務人、配偶或

受扶養親屬之醫藥

費及生育費，以付

與公立醫院、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或經財政

部認定其會計紀錄

完備正確之醫院者

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

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

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

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

務人個人扣除十二萬

元；有配偶者加倍扣

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

、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對於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構

或團體之捐贈總額

最高不超過綜合所

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為限。但有關國防

、勞軍之捐贈及對

政府之捐獻，不受

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

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之人身保

險、勞工保險、國

民年金保險及軍、

公、教保險之保險

費，每人每年扣除

數額以不超過二萬

四千元為限。但全

民健康保險之保險

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

稅義務人、配偶或

受扶養親屬之醫藥

費及生育費，以付

與公立醫院、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或經財政

部認定其會計紀錄

完備正確之醫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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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但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不得扣

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

務人、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遭受不可抗

力之災害損失。但

受有保險賠償或救

濟金部分，不得扣

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親屬購買自

用住宅，向金融機

構借款所支付之利

息，其每一申報戶

每年扣除數額以三

十萬元為限。但申

報有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者，其申報

之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金額，應在上項

購屋借款利息中減

除；納稅義務人依

上述規定扣除購屋

借款利息者，以一

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直系親屬在

中華民國境內租屋

供自住且非供營業

或執行業務使用者

，其所支付之租金

，每一申報戶每年

扣除數額以十二萬

元為限。但申報有

購屋借款利息者，

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為限。但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不得扣

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

務人、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遭受不可抗

力之災害損失。但

受有保險賠償或救

濟金部分，不得扣

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親屬購買自

用住宅，向金融機

構借款所支付之利

息，其每一申報戶

每年扣除數額以三

十萬元為限。但申

報有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者，其申報

之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金額，應在上項

購屋借款利息中減

除；納稅義務人依

上述規定扣除購屋

借款利息者，以一

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直系親屬在

中華民國境內租屋

供自住且非供營業

或執行業務使用者

，其所支付之租金

，每一申報戶每年

扣除數額以十二萬

元為限。但申報有

購屋借款利息者，

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

稅義務人、配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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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扶養親屬財產交

易損失，其每年度

扣除額，以不超過

當年度申報之財產

交易之所得為限；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

扣除不足者，得以

以後三年度之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之。

財產交易損失之計

算，準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七類關於

計算財產交易增益

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之

薪資所得，每人每

年扣除數額以二十

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於

金融機構之存款利

息、儲蓄性質信託

資金之收益及公司

公開發行並上市之

記名股票之股利，

合計全年扣除數額

以二十七萬元為限

。但依郵政儲金匯

兌法規定免稅之存

簿儲金利息及本法

規定分離課稅之利

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如

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者，及精神衛生法

受扶養親屬財產交

易損失，其每年度

扣除額，以不超過

當年度申報之財產

交易之所得為限；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

扣除不足者，得以

以後三年度之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之。

財產交易損失之計

算，準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七類關於

計算財產交易增益

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之

薪資所得，每人每

年扣除數額以二十

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於

金融機構之存款利

息、儲蓄性質信託

資金之收益及公司

公開發行並上市之

記名股票之股利，

合計全年扣除數額

以二十七萬元為限

。但依郵政儲金匯

兌法規定免稅之存

簿儲金利息及本法

規定分離課稅之利

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如

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者，及精神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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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四款規定

之病人，每人每年

扣除二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就讀

大專以上院校之子

女之教育學費每人

每年之扣除數額以

二萬五千元為限。

但空中大學、專校

及五專前三年及已

接受政府補助者，

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一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義務人六歲

以下之子女，每人

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 

7.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為

符合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公告須長

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每人每年扣除

十二萬元。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

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

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

不適用前項第二款第二目列

舉扣除額之規定。 

第三條第四款規定

之病人，每人每年

扣除二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就讀

大專以上院校之子

女之教育學費每人

每年之扣除數額以

二萬五千元為限。

但空中大學、專校

及五專前三年及已

接受政府補助者，

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一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義務人五歲

以下之子女，每人

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 

7.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為

符合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公告須長

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每人每年扣除

十二萬元。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

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

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

不適用前項第二款第二目列

舉扣除額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目之 6 幼兒學前特別

扣除及之 7 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之規定： 

一、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

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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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後，納稅義務人或其配

偶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

分之二十以上。 

二、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五條

第五項規定選擇就其申報

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百分之二十八稅率分開計

算應納稅額。 

三、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

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

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

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