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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日租稅協定於 106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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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日僑及日商能進一步了解協定內容及適用方式，本部 105 年 12 月 20 日應

「鹿兒島縣台灣蓬萊會」邀請，赴日說明臺日租稅協定內容及效益，以期達到加強宣傳

之目的。 

說明會與會工商團體代表約 30 位，多肯定臺日簽署租稅協定之重要性，會後當地

臺灣新聞社亦報導臺日租稅協定說明會情形，進一步提升租稅協定宣導之效益，有助後

續臺日租稅協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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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外交部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引據駐福岡辦事處函表示，日本「鹿兒島縣台灣蓬

萊會」於 105 年 5 月曾邀請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前司長秀玲（現任本部賦稅署副署

長）赴日本鹿兒島市說明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避免所得稅雙重

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以下簡稱臺日租稅協定）內涵與效益，成效良好，日本福

岡地區企業得知該活動亦表達欲瞭解臺日租稅協定之興趣，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青

年部爰規劃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於福岡市舉辦說明會，希望循前揭模式由本部派員

與會說明。 

考量臺日經貿投資關係緊密，為利日僑及日商進一步瞭解協定內容及適用方

式，促進對我投資意願，外交部建議本部優予考量由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前司長秀

玲應邀赴日說明。 

貳、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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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強兩國貿易及投資等實質關係，係我國一貫政策立場與積極努力之目標。據經濟

部統計，104 年臺日雙邊經貿總額 580 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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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 月底，日本對我國投資累計數 190 億美

元，為我國排名第 4 大外資來源國，我國對日本投資累計數 78 億美元，為我國對

外投資排名第 5。我國與日本經貿投資關係密切，為促進雙方經貿關係發展，臺日

雙方於 102 年起推動洽簽臺日租稅協定，經 3 年多努力，終於 105 年 6 月 13 日順

利生效，有效減輕臺日雙方人民與企業所得稅負，增加稅負確定性，提升相互投

資及人才交流意願，有助雙方技術合作，強化企業競爭力。另臺日租稅協定為我

國與東北亞國家第 1 個全面性租稅協定，對我國於東北亞投資布局及與他國洽談

租稅協定推動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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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該協定促進雙方經貿合作關係之效益，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於 105

年初在東京、大阪辦理宣講，嗣日本「鹿兒島縣台灣蓬萊會」於 105 年 5 月邀請

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前司長秀玲赴日本鹿兒島市說明臺日租稅協定內涵與效益，會

後日商反應熱烈，成效良好；又據「日本專業人士組織(ASPO)」成員表示，有感

日本正處於經濟轉型及企業家第二代接班傳承之關鍵時刻，多數跨國企業正重新

架構其對外投資網絡，咸盼本部增加在地宣導，以增進日商企業對本協定之瞭解，

共創臺日雙贏。鑑於參與本次說明會有助日本福岡地區企業瞭解臺日租稅協定之

減免稅措施、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及預先訂價協議等機制，以取得合理低稅負及

提升稅負確定性，增加對臺投資意願，爰同意外交部建議，由本部國際財政司宋

前司長秀玲擔任本次「鹿兒島縣台灣蓬萊會」舉辦「臺日租稅協定說明會」主講

人。復考量臺日經貿合作關係密切，為完整記錄日商意見，且應我國租稅協定數

陸續增加，外界要求本部派員說明租稅協定內涵及效益之需要日增，為利經驗傳

承及提升國際租稅業務同仁對外說明租稅協定之能力，由本部國際財政司邱奕銜

與吳明彥陪同出席。 

叁、會議過程 

一、說明會情形 

「鹿兒島縣台灣蓬萊會」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 時 30 分假日本福岡市 JR

博多城 3 號會議室舉辦「臺日租稅協定說明會」，現場有福岡銀行、日本專業人士

組織(ASPO)、九州經濟産業局、九州臺灣商工會、四國華僑總會及日本關西台商

協會等工商團體約 30 位來賓與會，並有當地台灣新聞社等媒體採訪。 

（一）說明會首先由台北駐福岡經濟文化辦事處戎處長義俊致詞，對本部派員前來福

岡表示感謝，並提出相關經貿統計表示臺日雙方往來頻繁，凸顯臺日租稅協定

重要性。 

（二）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前司長秀玲就臺日租稅協定推動歷程及內涵與效益進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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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擇要如下： 

1、推動歷程與效益 

經臺、日雙方多部會共同努力，臺日租稅協定於 105 年 6 月 13 日生效，自 106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協定生效後主要有三項重要措施，第一為消除雙重課

稅，提供日本企業及個人來臺投資公平合理之低稅負環境，提升其競爭力；

第二為建立相互協議程序，解決臺日間雙重課稅之稅務爭議，最後為臺日雙

方能進行資訊交換，維護租稅公平。 

2、必要性及經濟意義 

(1) 經貿投資關係：日本西元 2015 年對臺貿易總額 580 億美元，為臺灣第 3

大貿易夥伴，且截至西元 2016 年 9 月止，日本對我國投資金額 189 億美元，

在僑外資排名第 4，顯示臺日雙方經貿投資關係日益密切。 

(2) 臺灣優勢：臺灣具備地理位置卓越、完善基礎建設及法律制度、豐厚製造

業基礎、創新高服務品質及高教育水準優秀人才等優勢。 

(3) 臺日租稅協定生效後有利日商亞太及全球布局： 

① 目前我國推動中租稅協定約 10 餘個，且持續與我經貿投資關係密切國

家溝通洽簽意願，以期能完善緊密租稅協定網絡，建立永久合理低稅負

環境。 

② 大陸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兩岸語言相同及臺商深耕大陸之優越

經驗，且具豐厚之經濟基礎，西元 2015 年 8 月 25 日簽署之兩岸租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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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生效後可使我國租稅協定網絡更加綿密，有利外商以臺灣為

跳板，進軍大陸。 

③ 我國正推動新南向政策，18 個目標國家中已有 8 個租稅協定，另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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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投資及政治關係密切國家已有 24 個租稅協定。 

○4  臺日租稅協定生效適用後，將可使日商投資決策及技術合作回歸各自經

濟優勢，並提升投資獲利率，日商可於臺灣設立亞太區域總部、物流、

運籌及研發中心，從事生產、發貨、研發、技術提供及服務加值等業務，

與中國大陸、東協、南亞、紐澳及歐洲等國家連結，進行亞太及全球布

局，共創區域經濟發展。 

3、重要內容 

(1) 營業利潤：日本企業於我國從事營業未構成「常設機構」者，其「營業利

潤」免稅。常設機構（以下簡稱 PE）包括： 

① 固定 PE：例如管理處、分支機構、辦事處等。 

② 工程 PE：工程存續期間超過 6 個月。 

③ 服務 PE：提供服務天數於任何 12 個月期間合計超過 183 天。 

④ 代理人 PE：代表一方企業之人，有權以該企業名義在對方國家簽訂契

約，並經常行使該權力。 

但在對方國家設立之固定營業場所（例如發貨倉庫）僅從事該企業貨物之

儲存、展示或運送、專為該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或蒐集資訊等具有準備或

輔助性質活動者，不視為 PE。 

(2) 海空運輸：日本企業從事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潤，僅由

日本課稅。 

(3) 投資所得：受益所有人如為日本居住者，其取得我國來源之股利、利息或

權利金可享優惠扣繳稅率 10%（特定利息免稅），可享受資金周轉利益，

並獲得永久減免稅優惠。 

(4) 個人勞務所得：日本居住者在我國提供勞務取得之所得若符合下列要件，



 5 

免徵我國所得稅： 

① 任何 12 個月期間在我國居留合計不超過 183 天。 

② 所得非由我國雇主給付。 

③ 所得非由雇主在我國之 PE 或固定處所（FB）負擔。 

此外，若不符合要件者，可依「破除僵局原則」及「相互協議程序」解決

雙重居住者身分，或來源地及來源所得金額爭議產生之重複課稅問題。 

(5) 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一方（如日本）稅捐機關對該一方企業（如日本母

公司）與另一方關係企業（如我國子公司）之交易進行「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TP）」查核，調增一方企業（日本母公司）交易利潤並據以課稅

時，該另一方關係企業（我國子公司）得向另一方（我國）租稅協定主管

機關申請「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倘經審核一方（日本）稅捐機關調整

符合常規，另一方（我國）稅捐機關將作適當之相對應調整，以解決重複

課稅問題。 

(6) 相互協議程序（MAP）：任何人如認為一方或雙方之行為，對其發生或將

發生不符合協定規定之課稅，不論各自國內法救濟規定得就下列事項提出

申訴： 

① 適用協定爭議。 

② 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適用爭議。 

③ 雙邊預先訂價協定。 

相互協議程序須向居住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且提出申訴期限應於首次接

獲不符合協定規定之課稅通知起 3 年內提出，一方主管機關如認為該申訴

合理，且本身無法獲致適當之解決，應致力與他方主管機關相互協議解

決。另達成協議之決定應予執行，不受各自規定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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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務案例說明 

以日商母公司來臺投資設立子公司生產電子產品、提供子公司營運資金、授

權子公司使用專門技術、派遣員工來臺技術指導、在臺設立發貨倉庫儲存半

製品運交臺灣及大陸子公司生產成品之營運模式為例，臺日租稅協定生效前

後日本母公司在我國所得稅負差異如下： 

所得類別 臺日租稅協定生效前 

我國所得稅負 

臺日租稅協定生效後 

我國所得稅負 

獲配子公司

股利 
20% 10% 

提供子公司

營運資金取

得利息 

20% 10% 

授權子公司

使用其專利

技術取得權

利金 

20% 10% 

派遣員工為

子公司提供

技術指導取

得報酬 

符合所得稅法第 25 條規定：

3% 

其他：20% 

在我國提供服務天數於任何

12 個月期間合計不超過 183

天者，免稅 

在臺設立發

貨倉庫儲存

母公司半製

品並運交臺

灣及大陸子

公司生產成

品 

依實際或設算所得按 17%課

稅 

屬準備或輔助性質者，不視

為 PE，其營業利潤免稅 

上例中日本母公司取得臺灣子公司分派之股利符合日本稅法有關國外股利免

稅要件者，可適用 95%不計入母公司所得課稅規定，臺日租稅協定生效後，

日本母公司對臺投資之股利所得稅負減輕一半，即 10%，對日商來臺投資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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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吸引力。另臺日租稅協定係平等互惠適用於雙方居住者，因此臺商在日本

從事類似營運模式，亦可在日本享受類似減免稅利益。 

5、結語 

臺日租稅協定為我國與東北亞國家生效之第 1 個全面性租稅協定，日商在臺

投資、生產、銷售及提供服務更具競爭力，除此之外該協定可有效提升相互

投資意願、吸引優秀人才，有助雙方技術合作，增加企業競爭力及獲利，進

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雙方經濟成長，創造多贏。 

（三）日本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會計師奧田健士介紹我國公司設立登記及相關稅務

問題，略以： 

1、於臺灣設立子公司、分支機構或辦事處等經營模式之說明。 

2、於臺灣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之稅負比較。 

3、於臺灣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相關手續介紹。 

4、臺灣對外國營利事業之相關查核規定。 

5、臺灣稅務行政概述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間表。 

6、臺灣退休金制度概論。 

二、對記者提問之回應 

說明會現場有當地媒體臺灣新聞社詢問臺灣與香港、新加坡等國投資條件差

異為何，宋前司長秀玲（現任本部賦稅署副署長）回應，對日商而言，臺灣地理

位置優於香港，新加坡，製造業實力較其雄厚，且兩岸租稅協議於 104 年 8 月 25

日簽署，倘能完成生效程序，臺灣租稅協定網絡之經貿投資覆蓋率更高，日商可

充分利用臺灣優勢，在臺灣設立亞太區域總部、物流、運籌、研發中心及物流中

心，從事生產、發貨、研發、技術提供及服務加值等業務，便利投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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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南亞及歐洲國家。 

肆、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臺日租稅協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適用，本部受邀前往日本向當地企業進行面

對面說明，使與會日本工商團體及眾多產業（例如金融業、製造業等），瞭解該協

定生效有利其擴展對臺投資之決策；會後臺灣新聞社亦發布本部參與日本舉辦臺

日租稅協定說明會情形之正面報導，充分彰顯本場說明會之溝通成效，有助後續

推動臺日租稅協定或其他租稅協定之參考，提升臺灣之國際形象。 

二、建議 

（一）賡續推動洽簽租稅協定，完善我國租稅協定網絡 

截至 105 年底，我國簽署生效全面性所得稅協定 32 個（亞洲國家 8 個，歐洲

國家 15 個，美洲國家 2 個，非洲國家 4 個，大洋洲國家 3 個），遠低於鄰國如

韓國（89 個）、新加坡（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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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重要性，本部宜賡續配合我國外交經貿政策，優先以新南向政策國家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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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持續參與租稅協定說明會，落實租稅協定效益 

本說明會結合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說明臺日租稅協定內容及涵義，第二部分強

調我國現況與優勢，例如持續與經貿關係密切國家簽署租稅協定，完善我國租

稅協定網絡，佐以我國完善基礎建設與法律制度、豐厚製造業基礎及地理位置

優勢等，有助外商於臺灣設立亞太區域總部，以臺灣為跳板進行亞太及全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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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透前述過結合，有效增進日商對臺投資意願，宜持續參與類似說明會，另

本次說明會溝通模式亦可作為未來舉辦或參與其他說明會之參考。 

伍、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