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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日租稅協定由亞東關係協會李會長嘉進及日本交流協會大橋會長光夫於 104 年

11月 26日「第 40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閉幕式後簽署，並由亞東關係協會李會長嘉進

主持記者說明會，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司長秀玲說明協定實質內容及回答現場記者提問。 

臺日租稅協定為我國與東北亞國家所簽署之第 1個全面性租稅協定，其生效適用，

有利我國企業在東北亞進行投資布局，亦可吸引日本企業來臺投資，對於促進雙方經貿

交流及人才技術合作亟具助益，並提升我國投資環境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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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40屆臺日（日本）經濟貿易會議閉幕式 

臺日租稅協定簽署暨記者說明會 

出國報告 

壹、背景及目的 

為避免國際間重複課稅，促進雙方經貿、投資、文化、科技及人才交流，保障

國人對外投資獲得合理公平之租稅待遇，本部向積極配合外交及經貿政策，與我國

友好或經貿往來密切國家洽簽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以下簡稱租稅

協定）。 

鑑於臺日間經貿往來密切，我國多年來積極推動與日本洽簽租稅協定。日方於

102年 11月舉行第 38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提議與我方展開諮商，歷經 4回合諮

商會議、1回合預備性會議及書面溝通，於 104年 10月就全部條文達成共識，嗣於

104年 11月 25日至 26日假日本東京舉行「第 40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閉幕式後

簽署「臺日租稅協定」，俾日方於 105年 3月 31日前經國會審議通過，自 106年 1

月 1日起生效。為期本協定早日生效適用，我方業完成國內法定程序，通知日方，

刻待日方完成國內執行本協定之法律程序。 

貳、臺日租稅協定簽署及記者說明會情形 

 一、臺日租稅協定簽署儀式 

亞東關係協會及日本交流協會（以下簡稱兩會）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中午 11

時 30分假東京大倉飯店別館 12樓Mayfair簽署臺日租稅協定、競爭法適用備忘錄

及災防交流合作備忘錄。 

本部由臺日租稅協定主談人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司長秀玲率王科員齡懋出席。為

示慎重，本部於簽署前夕再次檢視簽署文本內容（按國際慣例由簽署會議主辦國準

備，文本詳附錄 1）及新聞稿內容，並與亞東關係協會及我駐日本代表處同仁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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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簽署流程，同時就臺日租稅協定生效程序、未來宣導說明會等廣泛交換意見。 

簽署當日除本部代表團成員，我方出席人員包括亞東關係協會周副秘書長耀

庭、蔡組長偉淦、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張組長厚純及盧秘書詩瑩等；日方除日

本交流協會高階主管代表，其財務省主稅局參事官田中琢二、總合調整官緒方健太

郎(日方主談人)及主稅企劃官河西修等亦出席與會。正式簽署儀式流程，首先由兩

會會長分別致詞，旋即展開簽署儀式，簽署後兩會會長交換文本，雙方並拍照紀念。 

二、臺日租稅協定記者說明會 

臺日「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競爭法適用備忘錄」及「災防交流合作備忘錄」

簽署後記者說明會，依兩會安排由臺日雙方各自分別召開，我方記者會於 11月 26

日中午 11時 45分於大倉飯店別館 12樓 Chelsea舉行，由亞東關係協會李會長嘉進

主持，各主政機關代表分別說明協定（備忘錄）實質內容，及回答現場記者提問。 

本部宋司長秀玲首先說明臺日租稅協定推動歷程，在雙方主管機關努力下，歷

時兩年 5次諮商終達成共識，促成本協定簽署；臺日經貿投資關係密切，日本為我

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及外資來源國，對我國投資累計總數高達 186億美元，本協定簽

署生效，可解決雙方居住者重複課稅問題，並可進一步緊密雙方經貿與投資關係，

實具重要性。本協定所提供減稅措施，包括股利、利息及權利金扣繳稅率減半、營

業利潤於未構成常設機構下免稅等，對日商赴我國投資提供友善穩定低稅負環境；

又租稅協定具雙邊互惠特性，亦有利我商赴日投資。此外，本協定亦提供爭議解決

相互協議機制，如關係企業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爭議等，可提升相互投資意願，促

進雙方經濟成長，營造互惠多贏局面。 

記者說明會現場有聯合報、中央通訊社等多家媒體，聯合報駐日記者詢問本協

定有關防杜逃稅規定，是否遭遇僑民阻力，宋司長以臺加（加拿大）租稅協定為例

說明，經本部 102年赴加拿大與僑民面對面溝通說明協定內涵及效益後，僑民態度

多趨正面，並認同租稅協定可消除重複課稅及減輕稅負之效益；推動臺日租稅協定

過程中僑民並未表達反對，各界重視與關切事項係聚焦於如何解決雙邊密切經貿關

係下稅負過重問題。會後東森財經新聞、聯合新聞網及中央社等媒體均有報導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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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協定簽署事宜，並多肯定簽署協定之重要性，確已發揮宣導效果，有助於後續

臺日租稅協定之生效及適用。 

叄、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透過與我經貿往來密切國家簽訂租稅協定，以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並加

強兩國貿易及投資等實質關係，係我國一貫政策與積極努力之目標。據經濟部統

計，103年臺日雙邊經貿總額 615億 9千萬美元，日本為我國第 3大貿易夥伴，我

國亦為日本前 10大貿易夥伴；截至 104年 9月底，日本對我國投資累計數 185億 8

千萬美元，為我國排名第 3大外資來源國，我國對日本投資累計數 37億 5千萬美

元。我國與日本經貿投資關係密切，確有推動洽簽租稅協定，以消除雙重課稅，進

一步緊密雙方經貿投資關係之必要。本次簽署之臺日租稅協定，係臺日 50 年來首

次簽署之「協定（Agreement）」，日方為使該協定生效，需經國會通過，為臺日

雙方關係之重大突破。 

大陸目前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日商而言，我國地理位置卓越，復有

完善基礎建設與法律制度、豐厚製造業基礎、創新高品質服務業及優秀人才，基於

兩岸語言相同及臺商深耕大陸之優越經驗，有利日商以臺灣為跳板，進軍大陸。倘

兩岸租稅協議及臺日租稅協定能儘速完成生效程序，除進一步完善我國租稅協定網

絡外，兩岸租稅協議相對優惠之租稅減免措施可合理減輕對大陸投資及營運之稅負

成本，提升日資以臺灣為亞太區域中心進行投資及全球布局意願，有助於臺日雙方

經貿交流及人才技術合作，增加企業競爭力，進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雙方經濟成

長，營造互惠多贏之局面。 

 



 4 

二、建議 

截至 104年底止，我國已簽署生效協定計 28個（其中亞洲國家有 7個），遠

低於鄰國如韓國（85個）、新加坡（76個）及馬來西亞（74個），為避免租稅協

定網絡未臻緊密，影響我商對外競爭力及我投資環境對外商吸引力，並強化我國在

國際地位之重要性，本部未來將賡續配合我國外交經貿政策，優先以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及與我經貿投資關係密切國

家推動洽簽租稅協定，營造加入區域整合有利條件，進而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及國

際能見度。 

 

 肆、附錄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