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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甲為執業醫師，登記為 A 診所獨資負責人，申報民

國 107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列報 A 診所執行業務鉅額的虧損，經該管

稅捐稽徵機關依檢舉及職權調查資料，查得 A 診所帳戶資料中漏報執行

業務收入數筆，以甲未提供足供勾稽該帳戶款項流向及增減原因資料為

由，按查得收入總額依財政部訂定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認定，計算全年

執行業務所得額，同額歸課甲當年度執行業務所得，另加計甲漏報同年

度取自 A 診所販售商品所獲營利所得，併計甲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與所得

淨額，核定應補徵稅額，同時按所漏稅額，裁處罰鍰。甲就前揭取自 A

診所之執行業務所得及罰鍰不服，提起復查、訴願均遭駁回，乃續對原

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提起行政訴訟。

請附理由，回答以下問題：

甲在行政訴訟事實審程序進行中，追加主張甲同年度取自 A 診所之營

利所得亦一併予以爭執。受訴法院應否併予審理？（20 分）

甲在行政訴訟事實審程序進行中，主張 A 診所因違反稅法應給與他人

憑證而未給與憑證而遭處罰鍰，於 107 年度時業已繳納完畢且經取得

收據，實際減少應稅所得額，計算甲個人應稅所得淨額時應予減除，

否則有違客觀淨所得原則。主張是否有理？（20 分）

甲在行政訴訟事實審程序進行中，主張行政程序法並無當事人協力義

務規定，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卻要求其提供帳簿、憑證與相關資料乃屬

無據，縱然查得帳戶內收入資料，亦仍應就必要費用為詳盡調查，始

符職權調查證據原則、對當事人有利不利事實一律加以注意，卻逕自

按照財政部訂定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認定，有違依法行政與依法課稅

原則。主張是否有理？（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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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營利事業之負責人乙，因營利事業滯欠已確定之民國 106 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與罰鍰，經該管丙稅捐稽徵機關以查無相當於應納稅額財產可

資辦理禁止處分登記，乙亦未提供相當金額以為擔保，乃依照稅捐稽徵

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報經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負責人乙

出境，並將通知依法送達。乙在接獲前揭限制出境通知後，對該等限制

出境處分不服，依法提起訴願，遭到駁回，乃提行政訴訟。

請附理由，回答以下問題：

乙主張 B 營利事業之所以欠繳稅款一事，純係遭到交易相對人惡意倒

帳再加上景氣不佳所導致，對於欠繳國家稅款並無主觀上之故意或過

失，即無主觀可歸責事由可言，丙稅捐稽徵機關應依法撤銷限制出境

處分。該等主張，是否有理？（20 分）

乙主張就本件欠稅限制出境案件，先前已有該管丁行政執行機關依行

政執行法第 17 條規定對其採取限制出境措施，後經雙方達成協議，丁

行政執行機關業已撤銷限制出境在案，詎料又遭該管丙稅捐稽徵機關

報經財政部限制出境，是同屬國家行政機關卻作成前後不一處分，有

違當事人對國家整體行為信賴；且乙主張，對於 B 營利事業欠稅一事，

尚無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跡象，該管丙稅捐稽徵機關並未

斟酌此等情事，即按欠稅金額對其作成限制出境處分，有違依法行政

原則，應依法撤銷限制出境處分。該等主張，是否有理？（20 分）

參考法條

行政執行法

第 17 條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限制

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前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限制住居：

一、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十萬元。但義務人已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限。

二、已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遺產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但其繼承所得

遺產超過法定應繼分，而未按所得遺產比例繳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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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未

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

院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人據實報告其

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

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

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

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有聲

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

逾二十四小時。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法院受理管收之聲請後，應即訊問義務人並為裁定，必要時得通知行政執行處指派

執行人員到場為一定之陳述或補正。

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抗告；其

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抗告不停止拘提或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或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廢棄者，

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或管收人釋放。

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訊

問、拘提、羈押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