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遺產及贈與稅簡介及申報實務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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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一、遺產及贈與稅新頒法令及便民措施
● 二、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實務
● 三、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常見錯誤
● 四、遺產及贈與稅申報注意事項
● 五、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作業規定
● 六、Q&A



一、遺產及贈與稅新頒法令及便
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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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1年 12月 21日台財稅字第
11104713970號

● 配合 110年 1月 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2條規定，成年
年齡由 20歲下修為 18歲，自 112 年 1月 1日施行，本
公告第一點(四)2及 5有關成年年齡之認定，於112年
1月 1日以後發生之繼承案件，適用上開修正後之民法
規定。

● 若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及受被繼承人扶養的兄弟姊
妹，如為未成年者，年齡距屆滿 18歲的年數，每年加
扣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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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0年 4月 26日台財稅字第1100454704

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要點如下：

● 1、修正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捐贈財產之產權移轉
登記或交付，或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之財產者，稽徵機
關依法補徵遺產稅有關加計利息之起迄日及利率規定。（修正條文第
7條及第11條之1）

● 2、修正「未滿二十歲」及「滿二十歲以上」為「未成年」及「已成
年」。（修正條文第10條之1、第10條之3及第17條）

● 3、增訂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經法院判決確定為其所有之財產，其遺產
稅申報期間之起算日。（修正條文第21條之1：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經
法院判決確定為其所有之財產，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應自判決確定之
日起六個月內補申報遺產稅）

● 4、增訂本法第19條、第24條及第25條所稱一年內，係按曆年制計
算。（修正條文第21條之2）

● 5、增訂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之有價證券，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之
估價方式。（修正條文第2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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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便民措施
● 遺產稅申報，「免檢附」土地謄本及房屋稅籍證明                     

如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土地及房屋資料(如地段地號、
房屋門牌、面積及持分比率等)與被繼承人死亡日該土地之登記情形相符者，免予
檢附。

● 取得試算書表期程，從 30個「工作日」縮短為30「日」
為使民眾儘早完成遺產稅申報及辦理後續繼承過戶事宜，國稅局提供試算書表之期
程，由30個「工作日」縮短為30「日」，提升作業時效。

● 運用試算書表，快速申報遺產稅「免奔波」「免書證」
現行民眾確認試算書表內容無誤，線上登錄或簽章寄 (遞 )回國稅局，即可完成遺產
稅申報，免去奔波各金融機構或主管機關申領及檢附證明文件之繁瑣程序；倘已故
親人遺有試算書表所列以外之財產或其他應調整事項，民眾仍需自行申報遺產稅，
但就試算書表所載財產及扣除額資料與該親人死亡日資料相符部分，得免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也可於進行網路申報時線上下載，節省民眾申報時間。

● 遺管人(國產署及退輔會等)納入申請金融遺產及稅額試算
增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作業規範」



二、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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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課徵對象及範圍

被繼承人 課徵範圍 稽徵機關

經查居住中華民國境內
之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境內境外全
部財產

戶籍所在地之
稽徵機關(§ 23)

經查居住中華民國境外
之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 台北國稅局

非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 台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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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稅-經常居住我國境內/境外

●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規定，「經常居住我國境內」是
指下面2 種情形：
1、死亡事實發生前 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
(戶籍登記)
2、在中華民國境內沒有住所但是有居所，而且在死亡事
實發生前 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停留超過 365天。
但是接受我國政府聘請從事工作，在我國境內有特定居留
期間，不論時間長短，都不算是經常居住我國境內。

● 「經常居住我國境外」即不屬於前面所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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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拋棄繼承及代位繼承

  拋棄繼承(民法第1174條 )：繼承人於知悉得繼承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死亡

時戶籍之管轄法院辦理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

  限定繼承(民法第1154條 )：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的債務，以所繼承財產為限負清償責

任。

(如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申報遺產稅時需於申報書填寫並檢附法院核備函。)

拋
棄
繼
承

代
位
繼
承

  民法1139條：民法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民法1140條：民法1138條所定之第一順位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

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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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跨區櫃台化申辦

對象及條件 財產種類 扣除額

適
用
要
件

1.被繼承人為經常居
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中華民國國民，
且納稅義務人為繼
承人之案件

2.申報書表及應檢附
證明文件齊全

3.加計歷次核定遺產
總額在「 5,000萬
元以下」且未列報
不計入遺產總額財
產 (汽機車除外 )

1.單獨或持分所有之不動產
2.現金及存款 (換算差額 700

萬以下 )
3.上市櫃股票
4.非上市櫃股份及出資額且個
別面額不超過 700萬元

5.汽機車
6.死亡前兩年內贈與之財產且

已申報贈與稅
7.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

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
現值合計 700萬元以下

1. 配偶、直系卑親屬及父
母扣除額

2.喪葬費
3.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扣除

額
4.農發條例 38-1農地
5. 公設保留地，每筆 500

萬元以下
6. 向金融機構借款 700 萬

元以下；私人借款 244
萬元以下

7. 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
罰金 50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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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遺產稅跨區櫃台化申辦

不適用類型

1、有稅之代位申報
2、 1030-1案件
3、涉及違章裁罰案件



 13

遺產稅跨局櫃台化申辦

對象及條件 財產種類 扣除額

  
  
 
適
用
要
件

1.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中
華民國國民，且納稅
義務人為繼承人之案
件

2. 申報書表及應檢附證
明文件齊全

3. 加計歷次核定遺產總
額在「 2,500 萬元以
下」且未列報不計入
遺產總額財產 ( 汽機
車除外 )

1. 單獨或持分所有之不
動產，且非農發條例
38-1農地

2.現金及存款 (換算差額
500萬以下 )

3.上市櫃股票
4. 非上市櫃股份及出資

額且個別面額不超過
500萬元

5.汽機車
6. 死亡前兩年內贈與之

財產且已申報贈與稅

1.配偶、直系卑親屬及父
母扣除額

2.喪葬費
3.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扣除

額
4.農發條例 38-1農地
5.公設保留地，每筆 500

萬元以下
6.向金融機構借款 500萬

元以下
7.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
罰金 50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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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遺產稅跨局櫃台化申辦

不適用類型
1、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及遺管人申報案件
2、被繼承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

國民
3、 1030-1案件
4、遺產總額中有 1030-1財產或自遺產總額前扣除被繼承人死亡前

6-9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5、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6、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7、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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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遺產資料範圍 (1)

種類 查詢單位

金
融
遺
產

1.存款
2.基金
3.上市 (櫃 )、興櫃有價證券
4.短期票券
5.人身保險
6.期貨
7.保管箱
8.金融機構貸款及信用卡債務

1.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

2.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

3.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5.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6.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7.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8.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9.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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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遺產資料範圍 (2)

申請方式 臨櫃向稽徵機關全功能櫃檯申請

申請人資格 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包括繼承人、遺囑執行人及遺產
管理人

金融遺產資料查詢基準日 被繼承人死亡日

親自申請 委託他人申請

申
請
資
格
文
件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2.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
(1)護照正本，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

或請領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資料
或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本。

(2)國外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應經
我國當地駐外機構簽證。

1.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2.申請人之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申

請人於中華民國境外委託他人申請
者，應經我國當地駐外機構簽證

3.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居留證或護照
正本。如提示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為影本者，應切結與正本相符，並
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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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1)
申請方式、適用對象、條件、期限及作業期間

申請方式 1.臨櫃申請 :向稽徵機關全功能櫃檯申請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
併同申請延期申報遺產稅及適用遺產稅申報稅額是算服務
2.線上申請 :至 財 政 部 稅 務 入 口 網 
站 (https://www.etax.nat.gov.tw)以被繼承人配偶或子女之自然人憑證、
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行動自然人憑證
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申請，併同申請延長遺產稅申報期
限

適用對象 限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子女，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且
未辦理拋棄繼承者

適用條件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且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國民

申請期限 被繼承人死亡日起6個月內

作業期間 受理申請後30個工作日國稅局掛號寄出或由申請人自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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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2)
適用條件 遺產總額在新台幣 3,000萬元以下且被繼承人無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

適用對象 限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子女，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且未
辦理拋棄繼承者

適用條件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且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國民

申請期限 被繼承人死亡日起6個月內

作業期間 受理申請後30個工作日國稅局掛號寄出或由申請人自行下載

扣除額

適
用
條
件

1.配偶、子女及父母扣除額：被繼承人配偶、子女或父母有身分證統一編號且
與戶籍登記資料相符

2.身心障礙扣除額：被繼承人配偶、子女或父母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3.死亡前未償債務：被繼承人於金融機構貸款金額合計在七百萬元以下
4.公共設施保留地扣除額：透過地價稅資料勾稽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5.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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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2)

遺產總額 遺產種類

適
用
條
件

遺產總額在新
台幣 3,000 萬
元以下且被繼
承人無不計入
遺產總額之財
產。

1.土地及房屋 :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
2.存款、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
儲值卡及基金：金融機構存款合計金額與被繼承
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得，
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金
額，短差在 500萬元以下

3.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
4.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為不同人之保險

5.汽車：被繼承人遺有汽車一輛且車籍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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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納稅義務人

●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

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有住所或有居所且兩年內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

365天 )。

●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者。

● 法人(營利事業、社團、財團法人等)之贈與行為非贈與稅課稅範

圍。

● 例外：贈與人有以下情形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一)行蹤不明

(二)逾期未繳且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三)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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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視同贈與(1)

● 一、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例：鄭爸兒子鄭長子積欠銀行貸款 1,000萬元，鄭爸向銀行申請核准
承擔兒子鄭長子 1,000萬元債務，並免除兒子債務。
  例：鄭長子向銀行貸款 1,000萬元，鄭長子無力償還由保證人呆呆
代為償還，呆呆並向鄭長子稱免除其債務。

● 二、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
分。
  例：陳男於110年 6月 30日將其名下A公司股票 100萬股，以每股
20元出售其子，取得出售價款 2,000萬元。但該公司 110年 6月 30日
之每股淨值為30元，經國稅局查獲，差額1,000萬元視同贈與，核課
贈與稅。【 100萬股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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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視同贈與(2)

● 三、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但該財產為不動產
者，其不動產。原則—贈與價額為「出資額」。例外—不動產，為公告現
值或評定標準價格。
 例：賴爸之女賴二女於 110年 1月1日購買新竹縣房產，公告現值 300

萬元，買賣總價款 900萬元，經查核買賣價金全數由賴爸支付，依第3款
但書規定，核定贈與價額300萬。

● 四、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
部分。

● 五、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之贈與。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 六、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
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包括血親及姻親(財政部６２０９２７台財稅第３７３
５５號函 )



 23

贈與稅跨區櫃台化申辦

對象及條件 財產種類 不計入贈與總額

適
用
要
件

1. 贈與人為
經常居住
中華民國
境內之中
華民國國
民，且非
限制行為
能力人或
無行為能
力人

2. 申報書表
及應檢附
證明文件
齊全

1.土地及房屋
2.贈與直系血親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需註明編訂日期及公共設
施保留地 ) ，每筆現值 500 萬元以
下。

3.申報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金額，受
贈人未滿 25 歲，合計未超過 50 萬
元；受贈人年滿 25歲，合計未超過
300萬元，應檢附已繳納之稅單影本
等證明文件。

4.現金
5.上市 (櫃 )及興櫃公司股票 (股權)
6.未上市 (櫃 )且非興櫃股票 (股權)之

個別投資面額不超過 700萬元

1.捐贈各級政府、公立
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公有事業
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
營事業之財產

2.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
地及其地上農作物，
贈與民法第 1138 條
所定繼承人

3.配偶相互贈與
4.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

贈與之財物，總金額
不超過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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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贈與稅跨區櫃台化申辦

不適用類型
贈與人申報年度戶籍有異動且遷入本局轄區，不能提供前次贈
與核定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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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跨局櫃台化申辦

對象及條件 財產種類 不計入贈與總額

 
適
用
要
件

1.贈與人為經
常居住中華
民國境內之
中華民國國
民，且非限
制行為能力
人或無行為
能力人

2.申報書表及
應檢附證明
文件齊全

1.土地及房屋
2.贈與直系血親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需註明編訂日期及
公共設施保留地 )

3.申報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金額合
計不超過 50萬元者，應檢附已繳納
之稅單影本等證明文件。但扣除金
額同時申報為贈與財產者，不受前
述金額限制

4.現金
5.上市 (櫃 )及興櫃公司股票 (股權)
6.未上市 (櫃 )且非興櫃股票 (股權)

之個別投資面額不超過 500萬元

1.捐贈各級政府、公立
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公有事業
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
營事業之財產

2.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
地及其地上農作物，
贈與民法第 1138 條
所定繼承人

3.配偶相互贈與
4.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

贈與之財物，總金額
不超過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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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贈與稅跨局櫃台化申辦

不適用類型
1、已逾核課期間案件
2、同年度之前次贈與稅案尚未核定或屬違章案件
3、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之贈與
4、農地回贈案件
5、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視同農業用地案件
6、法院判決、調解、和解移轉財產案件
7、遺贈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3款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案件
8、遺贈稅法第 5條 (視同贈與 )、第 5條之 1(他益信託 )、第

20條之 1(公益信託 )規定之案件



三、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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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常見疏漏態樣 (1)

● 1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財產，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未將該贈與財產併入遺產申報，致漏報遺產遭補稅並處罰。

● 2 、被繼承人死亡前 6至 9 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可按
年遞減扣除 80%、 60%、 40%及 20%之遺產總額，如漏報仍會被
處罰。

● 3、再轉繼承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減免扣除規定，只適用於前
次繼承時已繳納遺產稅之財產，如前次繼承之財產未繳納遺產
稅，則無減免之適用。

● 4、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工死亡時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
戶之退休金，應併入遺產申報課稅。

● 5、被繼承人土地於區段徵收後領回抵價地前死亡，應將該領回
抵價地權利併入遺產課稅，價值按徵收當期被徵收土地的公告土
地現值計算之補償地價額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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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常見疏漏態樣 (2)

● 6、被繼承人利用躉繳方式投保壽險，經稅捐稽徵機關就被繼
承人投保之保單性質、投保動機、經濟狀況及時程等項判斷，
如係以繳納鉅額保險費，以達到死亡時移轉財產之目的，繼承
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仍可獲得與其繼承相當之財產，藉以規避
遺產稅，核與保險法第112條立法意旨顯有不符，基於實質課
稅原則，系爭保險給付仍應併計遺產總額課稅。

● 7、被繼承人如有投資上市、櫃公司股票，建議可先向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詢被繼承人所遺有價證券餘額資料，
並清查未送存集中保管之股票，以免漏報。

● 8、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經法院判決確定為其所有土地，應自判
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補申報遺產稅，如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
報者，可以書面申請延期3個月，切勿置之不理，以免遭補稅
處罰。



四、遺產及贈與稅申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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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興櫃股票

● 從證券商取得餘額證明

●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查調

● 從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收盤價

● 部分上市櫃公司因經營不善下市櫃

→請依未上市櫃股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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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櫃股票

● 自被投資公司取得死亡日資產負債表、持股餘

額、面額資料 (僅限股份有限公司 )

● 計算每股淨值

● 淨值 *所持有的股數 =該股票 /股權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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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

● 農地解除列管

● 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
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
者，不在此限。

● 遺產稅→遺產扣除額
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
者，不在此限。

● 五年內出售或不做農用 (整筆？分割及分管 )

● 農地回贈



五、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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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1)

●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申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納稅義務
人未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一年內，給付該
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稽徵機關應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
日起五年內，就未給付部分追繳應納稅賦。(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之
1)

● 二、未就生存配偶行使請求權相當價值之財產交付配偶時補徵遺產稅應以
該請求權價值得行使核課權之日起算。生存配偶行使請求權後，稽徵機關
須俟繼承人未就相當於該項請求權價值之財產交付配偶時，始得核課補徵
遺產稅，就該項應補稅之事實，其核課期間之起算參酌稅捐稽徵法第21
條規定核課期間之立法意旨及本部77年 6月 13日台財稅第 770160138號
函釋規定，應自核課權成立之日起算，即以稽徵機關對該請求權價值得行
使核課權之日為起算日。(財政部980106台財稅字第097004363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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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2)

● 三、依本法第17條之1第1項規定經核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配偶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納稅義務人未於同條第2項所定期間內給付該請求權
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 
准延期者外，應依法補徵遺產稅，並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加計利息。(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11條之1)

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
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
配額。
第1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
限。第1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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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3)

● 四、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如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自被
繼承人遺產總額中扣除，稽徵機關仍應予受理。(財政部870122台財稅
字第871925704號函六)

● 五、結婚時為我國國民，死亡前已喪失我國籍，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13條第1項（編者註：現行法為第48條）規定，其夫妻財產制應適
用我國民法之規定辦理，如夫妻財產制屬法定（聯合）財產制，則於被
繼承人死亡時，即有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
適用，並應包含國內外全部聯合財產。惟涉及不動產者應注意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規定。(財政部941116台財稅字第09404580660號函 )

● 六、死亡前 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惟不得列
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財政部970114台財稅字第
09600410420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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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

● 【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之差
額】 /2

例：【 (被繼承人：婚後財產5,000萬 -未償債務300萬 )-(配
偶：婚後財產1,500萬 -未償債務200萬 )】 /2=1,700萬

● 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1017條
規定)

● 屬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以前取得之不動產，於死亡前出售所取
得之價金，其僅為財產狀態之變更，仍屬婚前財產，但應證明資
金流程。(財政部891019台財稅字第0890067073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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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複扣除計算(財政部960824
台財稅字第09604080290號函 )

● 避免重複扣除事項 (財政部 870122台財稅字第 871925704號函、五 )

不計入遺產總額之捐贈財產、政府開閉或無償提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用
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農業用地

● 核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時，被繼承人遺產中如有不計入遺
產總額或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應列入計算。因此，應自遺產中
扣除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中，已包含部分免稅財產價值，致
該部分會自遺產中重複扣除，故該重複扣除部分自應予減除。

● 應減除重複扣除之金額＝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

   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價值 +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價值
ｘ（───────────────────────────）

       被繼承人所遺列入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之財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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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登記原因不符(1)

● 1.納稅人因生存配偶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經准扣除嗣移轉時
登記原因之認定方式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因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
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經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該請求權
價值者，嗣後納稅義務人將遺產交付或移轉予生存配偶，並以「繼承登
記」為所有權移轉原因，可由稽徵機關輔導納稅義務人洽主管機關改辦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納稅義務人如未能配合辦理，仍應按其所
提示交付或移轉予生存配偶之財產資料，審核是否與該請求權價值相當
後，予以列管，俾未來該配偶死亡核課遺產稅時，與其繼承之已納遺產
稅財產有所區分。(財政部921211台財稅第0920457743號函 )

● 2.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履行交付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財
產，以「分割繼承」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者相關稽徵事宜乙案，仍應依
本部92年 12月 11日台財稅字第0920457743號函規定。(財政部
1010116台財稅第10000466640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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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登記原因不符(2)

● 3.遺產稅經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案件，嗣後
納稅義務人將土地遺產交付或移轉予生存配偶，並以「繼承」方式登記
為所有權移轉原因，應將資料通報管轄稅捐稽徵。

● 4.查審人員應先就移轉財產明細予以書面審查，如以「繼承登記」為
所有權移轉原因，應隨即以雙掛號發 函輔導繼承人洽主管機關改辦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繼承人如未能配合辦理，仍應按其移轉之
財產資料審核並列管，俾未來該配偶死亡核課遺產稅時，與其繼承之已
納遺產稅財產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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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規定(1)

● 交付標的價值之計算

被繼承人遺產：以該項財產核課遺產稅之價值為準。

遺產以外之財產：以給付日為準，並準用有關遺產之估價規定辦
理。

● 生存配偶於完成交付前死亡

配偶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經核准在案，繼承人尚未
交付財產，嗣後被繼承人配偶死亡，繼承人業已如數申報請求權
價值，免依追蹤管制要點，列管其財產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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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規定(2)

● 經判決確定應追認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額時配偶已死亡
應補申報遺產稅並依法起算核課期間

被繼承人遺產稅案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應追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扣除額，其配偶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該項屬於被繼承
人配偶所有之請求權，納稅義務人應自稽徵機關就該被繼承人遺
產稅案重為復查決定送達之日起 6個月內補申報遺產稅，並依稅
捐稽徵法第 22條規定起算其核課期間。 (財政部 980119台財稅
字第 09700527750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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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結果

● 1.交付移轉之財產價值 ≧ 核准扣除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價值

☉登記原因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正確
☉登記原因為「繼承登記」 =>交付標的如為土地，通報地方稅
稽徵機關。

● 2.交付移轉之財產價值＜ 核准扣除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價值

請繼承人提供其他交付資料，如繼承人無法提供，應就短少差額
自原核准扣除額中剔除，追繳應納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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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後續相關規定

● 生存配偶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行使請求權，其取得之財產
為列管中之免稅農地 (登記原因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而
該等免稅農地價值與核定請求權扣除額相當，因生存配偶同時具
有繼承人之身分，免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6款規
定追繳應納稅賦，並解除生存配偶請求權之列管，惟其取得之免
稅農地仍應繼續列管作農業使用。 

● 生存配偶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其取得之財產為被繼承人遺產中經列管之免稅農地 (登記原
因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嗣生存配偶又將前揭列管中之免
稅農地於列管期間內贈 與其他繼承人，應另行依法徵免贈與
稅。倘主張農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免徵贈與稅者，並應自贈與日起
列管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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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辦理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價值核課遺產稅案件作業要點、肆、一

● 生存配偶主張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應檢附證明文件如下：

（一）生存配偶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表。

（二）載有結婚日期之戶籍資料。

（三）被繼承人及其生存配偶之土地、房屋登記謄本，上市、上櫃或
興櫃有價證券之持有股權、取得日期證明，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出資
額及出資日期證明，其他財產之取得日期、取得原因證明，債務發生
日期、內容證明等。



六、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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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Q&A

●倘若生存配偶以民法1030-1主張遺產稅扣
除額，後續遺產交付該如何選擇登記原因 ?

(A)繼承登記

(B)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C)分割登記

(D)以上皆非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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