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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3月4日印發 

 

院總第 1539 號 委員 提案第 240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永昌、蔡易餘、莊瑞雄、賴瑞隆、陳亭妃等 20 人

，為鼓勵人才培育及更多資金挹注並帶動國內投資動能與產

業轉型，爰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在數位經濟、人工智慧運用、老齡少子化等趨勢下，產業刻正積極升級轉型，然升級轉型

過程中亟需各類型人才為動力，現有在職人員需因應未來趨勢學習人工智慧、物聯網、大

數據、雲端運算、區塊鏈等新技能。因此為強化產業投入創新人才培育之誘因，明訂公司

或有限合夥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於人才

培育之支出，得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以激勵產業培育人才，厚植人力基礎，提振

國家競爭力。 

二、考量部分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設立初期不一定有營收，爰參考本條例第十條二擇一規定，

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投資得以當年度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或自當年度起三年

內以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另考量適用租稅措施之業者，

仍應負有納稅義務，爰明定各年度投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三十為限。 

三、另鑑於本條例及其他法律亦有投資抵減規定（如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爰於第二項適度規

範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前項投資抵減，同年度併予適用本條例或其他法律投資抵減，

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又考量

部分法律（如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訂有最後抵減年度不受抵減限額限制規定，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該最後年度投資抵減金額亦不宜受本條規定限制，爰於同項以但書訂

定，以資明確。 

四、第三項明定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指派參加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訓。 

五、第四項明定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訓，指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精實

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積層製造、感測器、生物辨識、資訊安全、第五代行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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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無人載具、離岸風場開發及運維、先進製程、智慧電網設計、電力系統規劃與維運、

循環材料、資源循環、能資源整合、生物循環、區塊鏈等技術元素之訓練活動，以及其他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創新相關訓練活動。 

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進行人才培育應有一套完整的規劃及配套機制，以落實人才培育的效

益，爰於第五項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應提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育計畫，送請董事會或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規定，爰明訂於第五項。 

七、第六項明定人才培育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期限、

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提案人：江永昌  蔡易餘  莊瑞雄  賴瑞隆  陳亭妃   

連署人：陳 瑩  王美惠  陳素月  趙天麟  莊競程  

羅致政  張廖萬堅 蘇治芬  沈發惠  黃世杰  

劉世芳  劉櫂豪  李昆澤  賴品妤  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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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之一 為鼓勵產業創新人才培育，最

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

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或有限

合夥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

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於人才培

育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並

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

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自當年度

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前項投資抵減

，同年度併予適用本條例或其他法律投資抵

減，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

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其依其他法律規定計

算之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一項人才培育，係指為培育受僱員工

，辦理或指派參加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

訓。前項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訓，指巨

量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精實

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積層製造、

感測器、生物辨識、資訊安全、第五代行動

通訊、無人載具、離岸風場開發及運維、先

進製程、智慧電網設計、電力系統規劃與維

運、循環材料、資源循環、能資源整合、生

物循環、區塊鏈等技術元素之訓練活動，以

及其他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

業創新相關訓練活動。 

第一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應提出完整

人才培育計畫，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始適用之。但股份有限公司之人

才培育計畫經董事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

一、本條新增。 

二、在數位經濟、人工智慧運用、老齡少子化

等趨勢下，產業刻正積極升級轉型，然升

級轉型過程中亟需各類型人才為動力，現

有在職人員需因應未來趨勢學習人工智慧

、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區塊鏈等

新技能。因此為強化產業投入創新人才培

育之誘因，明訂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於人才培育之支出，

得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以激勵產

業培育人才，厚植人力基礎，提振國家競

爭力。 

三、考量部分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設立初期不

一定有營收，爰參考本條例第十條二擇一

規定，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投資得

以當年度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或自

當年度起三年內以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

內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另考量適

用租稅措施之業者，仍應負有納稅義務，

爰明定各年度投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其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

限。 

四、另鑑於本條例及其他法律亦有投資抵減規

定（如研究發展投資抵減），爰於第二項

適度規範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前項投

資抵減，同年度併予適用本條例或其他法

律投資抵減，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

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五十為限；又考量部分法律（如生技新

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訂有最後抵減年

度不受抵減限額限制規定，基於信賴保護

原則，該最後年度投資抵減金額亦不宜受

本條規定限制，爰於同項以但書訂定，以

資明確。 

五、第三項明定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指派參

加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訓。 

六、第四項明定產業創新相關技術課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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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期限、抵減率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指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

、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積

層製造、感測器、生物辨識、資訊安全、

第五代行動通訊、無人載具、離岸風場開

發及運維、先進製程、智慧電網設計、電

力系統規劃與維運、循環材料、資源循環

、能資源整合、生物循環、區塊鏈等技術

元素之訓練活動，以及其他經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創新相關訓練活

動。 

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進行人才培育應有一

套完整的規劃及配套機制，以落實人才培

育的效益，爰於第五項明定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應提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育計畫，

送請董事會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案核准，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規定，爰

明訂於第五項。 

八、第六項明定人才培育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

、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

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