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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 105年 3月 23日 

地點：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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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 57次股務聯次股務聯次股務聯次股務聯誼座談會議誼座談會議誼座談會議誼座談會議事錄事錄事錄事錄 

時間：民國 105年 3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點：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63號） 

出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130家，共 166人。 

來賓：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黃桂崇組長 

謝欣芸專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史碩明組長 

蕭虹茹專員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  黃德平副理 

經濟部商業司          張儒臣科長 

主席：王穎駿            紀錄：張源白 

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屆開會時間屆開會時間屆開會時間屆開會時間，，，，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宣布開會）。）。）。）。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長官及來賓致詞長官及來賓致詞長官及來賓致詞長官及來賓致詞：：：：（（（（略略略略）。）。）。）。 

參參參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股務工作報告 

（一）參加外部會議報告－自 104.11.17 至 105.03.16 止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1. 105.1.20 集保結算所 研議開放以電子方式及電子簽章

方式辦理股務事宜。 

目前不宜推行，因各家建置電腦

程式費用龐大且無效益，日後建

置電腦程式時機成熟時仍以集保

結算所統一建置為宜，避免資源

浪費。 

2. 105.1.20 經濟部 

工業局 

研商產業創新條例第 12 條之 1、

第 19 條之 1 子法規會議。 

僅 9 項取得共識，尚有 9 項未得

共識，擇期再議後由經濟部及財

政部賦稅署分別公布其相關細

則。 

3. 105.3.1 經濟部 

商業司 

研商公司法、企業併購法相關法制

與施行疑義會議。 

有關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規定股

東表決權信託成立之時點，仍依

公司法第 165 條之規定辦理。 

4. 105.3.2 

105.3.4 

105.3.10 

105.3.11 

105.3.16 

證交所 105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

暨提升股東會品質宣導。 

使公司充分瞭解「105 年度公司

治理評鑑系統」之主要相關內容

修正，並鼓勵落實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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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12.2至 105.3.10止爭取會員權益及重大服務案件處理報告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1. 檢送「股務協會建議105年股

東常會議程安排、公司章程

修訂時程及集保結算所電子

投票平台輸入方式說明」。 

104.12.9 中

秘字第053號 

104.12.9 中秘字

第053號 

協助會員公司於 105 年

股東會之議事安排作業

順利進行。 

2. 建請集保結算所研議廢除股

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四、股息發放與配認股作

業管理部分條文。 

104.12.10 中

秘字第054號 

105.1.30 保結稽

字第1050001905號 

集保結算所經考量，仍

應維持現行規定作業。 

3. 本會建請證期局推行「股東

會年報」無紙化作業，是否

有違其適法性及電子簽章法

認證等相關問題 

104.12.10 中

秘字第055號 

1.104.12.23 台證上

一字第 1040025391

號 

2.104.12.28證櫃監

字第 1040035608

號 

3.105.2.16（105）

證 保 法 字 第

1051000329 號 

證交所、OTC 及投保中

心因證交法第 36 條及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3

條規定，宜先配合法令

修正或擬訂相關配套措

施。另年報檢送份數由

2 份調整為 1 份。但年

報係屬排除適用電子簽

章法之項目。 

4. 函轉健保署修正「全民健康

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

辦法」，自 105 年 1 月 1 日

起，全面放寬補充保險費扣

費標準，包含利息所得、股

利所得、租金收入及執行業

務收入，單筆扣費門檻一律

由新台幣 5,000 元調整至

20,000 元。 

104.12.14 中

秘字第056號 

104.12.14 中秘字

第 056 號 

通知會員因應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有關「補充

保費」扣費門檻自5,000

元調整為 20,000 元，以

利股務作業調整。 

5. 財政部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

並節能減紙，推動所得稅各

式憑單免填發作業，業自103

年 1 月 8 日開始施行。 

104.12.18 中

秘字第057號 

104.12.18 中秘字

第 057 號 

104 所得年度得適用免

填發憑單之範圍不含國

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機關、團體、

執行業務事務所及信託

行為受託人者。 

6. 協會擬具「104.12.30 總統

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

條例條文」提問單，請會員

詳填惠覆，以便彙整送請經

濟部工業局及財政部賦稅署

等單位研議制定。 

104.12.30 中

秘字第058號 

104.12.30 中秘字

第 058 號 

提供經濟部工業局及財

政部賦稅署於制定相關

施行細則時，讓股務作

業無窒礙難行之處。 

7. 函轉健保署有關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險費費率修正為

1.91%，自 105.1.1 生效。 

105.1.8 中祕

字第 002 號 

105.1.8 中祕字第

002 號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

費費率自 105.1.1 起由

原來 2%調降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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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8. 函請經濟部釋示︰企業依企

業併購法第 33 條規定辦理

股份轉換時，得否以公告方

式通知各股東及質權人。 

105.2.17 中

祕字第007號 

待覆 因上市(櫃)、興櫃公司股

票已全面採無實體發行，

或實體股票存放在集保

結算所，集保結算所會主

動配合於股份轉換基準

日辦理舊票扣帳及轉換

後股票入帳事宜，故原法

條無適用可能。 

9. 函請經濟部釋示︰公司依企

業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收買

異議股東股份時，相關股東

交存證券之股務作業應如何

辦理。 

105.2.17 中

祕字第008號 

待覆 因異議股東交存證券之

股務作業未能有明確之

規範，恐造成股務作業

無所依循，檢附相關疑

義呈請經濟部釋示。 

二、104.12.2 第 56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第一案            提案人：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推行「股東會年報」無紙化

作業，因涉證券交易法之修訂，及需洽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

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等證券相關單位釐清其適法性，謹提請  討論

案。 

決議：依證期局之意見，再函洽投保中心等證券相關單位釐清其適法性

及可行性。 

處理情形：一、本會於 104.12.10 以中秘字第 055 號函建請財團法人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研議

是否有違其適法性及電子簽章法認證等相關問題。 

二、證交所、櫃買中心、投保中心對上述問題回覆大致說明如

下︰ 

（一）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立法理由，公開發行公司編

製年報並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係為使投資人對公

司之現況及未來有較詳盡之認識，「公開發行公司

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亦明定股東會年報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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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報告書（敘明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公

司發展策略、受外部競爭之影響等）、公司治理運

作情形、支付董監事及經理人酬金等內容，與財務

報告僅屬過去財、業務狀況之彙整相較，其內容與

功能均不相同。 

（二）承上，股東會年報乃投資人重要之參考資訊，若能

確保投資人有充分機會可詳細閱覽，推行無紙化方

向誠值贊同，惟如係以上傳年報電子書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代替現行紙本之交付，因仍須股東自行上網

下載閱覽，是否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所定「分

送」之文意，恐非無疑；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

依 104 年 4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400124081 號

函，將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之公開發行

公司年報列為排除適用（電子簽章法）電子文件及

電子簽章之項目，故目前欲逕以電子方式交付股東

會年報，亦恐有未洽。就此，建議宜先配合法令修

正或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股東權益，並期法

制之周延。 

（三）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自 104 年 11 月 20 日起有關股東

會年報之檢送份數由 2份調整為 1份。 

二、證交所、櫃買中心及投保中心所回覆之函件，本會已於

105.2.23以中秘字第012號函（詳見第9~15頁附件一）

轉予會員查參辦理。 

第二案            提案人：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建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廢除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

度標準規範四、股息發放與配認股作業管理部分條文，詳如說

明，謹提請 討論案。 

決議：：建請集保結算所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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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形：一、本會於 104.12.10 以中字第 054 號函建請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研議廢除。 

二、集保結算所經其研議認為應維持現行規定，其考量如

下︰ 

（一）徵詢之目的係為向股東詢問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撥入之匯款帳號及集保帳號，以及對已留存帳號

之股東詢問是否要變更帳號，以確認為股東之意

思表示。 

（二）股東應有權指定其受配股利之帳戶，刪除徵詢股

東之作業程序，倘配發入帳之帳號非股東之意

思，將使股務單位與股東間易生爭議情事，又股

東不同意股利撥入之帳號而要求變更時，現金股

利匯款後無法由股務單位向金融機構辦理退匯或

轉匯，而股票股利劃撥入帳後，恐將增加股東及

股務單位後續申請退轉撥之作業困擾。 

（三）另參酌綜合所得稅申報書，亦有設計由納稅義務

人填寫退稅時之金融機構帳號，以確認該帳號係

為納稅義務人之意思表示。 

三、集保結算所回覆之函件，本會已於 105.2.2 以中秘字第

006 號函（詳見第 16~19 頁附件二）轉予會員查參。 

附帶決議︰因應股務作業實務需要，擬再建請集保結算所於股務單位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四、股息發放與配認股作業管理

（CA-30400）（一）股息發放作業（CA-30410）（二）現金股

利發放前置作業 1、如採匯款方式發放者，依配息基準日後

增列「或當年度股東會」之字眼，以符現今之股務實際作業，

建議條文內容列表如下︰ 
編號 作業項目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依據資料 

CA-30410 股息發放

作業 

(二)現金股利發放前置作業 

1.如採匯款方式發放者，依配息基準日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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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資料列印匯款登記申請書，寄發股

東，徵詢股東是否同意以匯款方式發放

股利，及是否變更匯款帳號。 
＊建議修正如下:   

1.如採匯款方式發放者，依配息基準日或當年度

股東會之股東資料列印匯款登記申請書，寄發

股東，徵詢股東是否同意以匯款方式發放股

利，及是否變更匯款帳號。 

三、建置協會專屬網站進度報告 

（一）自103.8.1第7屆第1次股務研究小組會議決議成立「建置協會專

屬對外服務網站專案小組」，委請任志松委員擔任專案小組召集

人，並委任陳春金委員、朱嬡玲委員、張鉅靈委員、蕭惠馨委員

及緯創資通郭婷美副理等5人為成員。 

（二）專案小組於 103.8.20、103.10.27、103.12.11、104.1.22 及

104.1.23 召開 5 次會議，以協會英文（Taiwan Stock Affairs 

Association）縮寫「TWSAA」為主軸完成 LOGO 設計並陸續確認

各網頁內頁之內容；網域名稱定為 twsaa.tw。 

（三）協會網站原預定 104 年 4月底可完成建置，但因網頁後台功能及

其他相關細節繁雜，尚需調整及測試，分別於 104.7.17 及

104.10.22 再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及調整，預定 105 年 6 月

底前可全面上線使用。 

四、財政部對「員工分紅配股課稅緩徵將採『五限』原則」相關股

務作業因應處理情形進度報告 

（一）2015.12.16聯合報報導「產創條例三讀，500萬可緩課稅」（詳見

第20頁附件三）一文見報後，隨即電洽經濟部工業局經辦曾祥維

先生了解三讀通過之條例內容大致與協會所建議之內容通過。總

統於104.12.30以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2831號令公布產業創新

條例增、修訂條文，但通過之條文內須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共

同制定之施行細節，為讓施行細則制定時能符合股務界之作業需

求，不致窒礙難行，協會即於104.12.30以中秘字第058號函（詳

見第21~34頁附件四）擬具提問單，請會員於105年1月15日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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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意見及問題，以便彙整於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制定施行細則參

考研訂。 

（二）經濟部工業局於105.1.20召開「研商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

第19條之1子法規會議」，為此本會特於105.1.18召開本專案小組

會議，提出「有關『產業創新條例』股務作業尚待釐清的問題」

（詳見第35~38頁附件五）。105.1.20與經濟部工業局開會因尚有

部份待確認及會中未提出或其他建議，擇期再議。茲檢附當天本

會與會委員所作成之紀錄（詳見第39~42頁附件六）乙份供參。 

五、「因應企併法對股務作業影響之對策」處理情形報告 

（一）104.10.30參與投保中心討論「關於非合意收購案所衍生問題之

探討」座談會議後，因衍生企併法第10條有關表決權信託之相

關股務作業無案例可循，會長於104.11.12召開股務研究小組會

議時，因證期局關心往後如發生有「非合意收購」案件發生時

，股務作業可能無所適從，遂於會中宣布成立「因應企併法對

股務作業影響對策」專案小組，委請黃理事靜萍為本專案小組

召集人，成員為王會長穎駿、馬委員薏雯、賴委員俊富、陳委

員明賢、任委員志松、蕭委員惠馨等6位，另由專案小組召集人

邀請李委員憲華、中國信託公司法人信託部戴經理敏倉及凱基

公司曾經理玉如等3位，共同研討本專案議題。 

（二）104.11.18召開「因應企併法對股務作業影響之對策」第一次會

議，並作成「企業併購法第10條之適用範圍與執行方式及股務

作業應如何配合」之會議紀錄，並將前述之會議紀錄於

104.11.23電郵予證期局高科長玉菁及105.1.4經濟部商業司張

科長儒臣參詳。因前述會議紀錄中有須證期局及經濟部商業司

共同協助處理，在取得他們同意之下，由協會出面邀請於

105.1.29假中國信託銀行股務代理部3樓會議室召開本專案小

組第2次會議，茲檢附會議紀錄（詳見第43~57頁附件七）乙份

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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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第2次會議紀錄已於105.2.15以電子郵件傳予經濟部商業司

、證期局及與會相關人員。因另須經濟部函文解釋部分，本會

於105.2.17以中秘字第007及008號函（詳見第58~59頁附件八）

陳請經濟部商業司釋示。經濟部遂於105.3.1召開「研商公司法

、企業併購法制與施行疑義」會議，詳細會議紀錄及相關函釋

待收到時再轉予會員周知。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伍伍伍伍、、、、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資料另附資料另附資料另附資料另附））））    

◎◎◎◎「「「「最新公司法制解析最新公司法制解析最新公司法制解析最新公司法制解析」」」」    

� 公司法之員工酬勞議題 

� 近日重大議題所衍生公司法問題之探討 

� 公司法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 結語 

主講人：經濟部商業司張儒臣科長 

時  間：自下午 2時 40分至下午 5時 10分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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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77 巷 2 號 6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12 號                                   會員發文號：1050007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本會建請推行「股東會年報」無紙化作業，是否有違其適法性及電
子簽章法認證等相關問題，相關單位回覆內容，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説明：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104.12.23 台證
上一字第 1040025391 號函（詳附件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104.12.28 證櫃監字第 104003560
8 號函（詳附件二）、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以下簡稱投保中心）105.2.16（105）證保法字第 1051000329 號函
（詳附件三）及本會 104.12.10 中秘字第 055 號函（詳附件四）辦
理。 

二、證交所、櫃買中心及投保中心對旨揭所提之問題，大致回覆概述如
下︰ 
（一）證券交易法第 36條之立法理由，公開發行公司編製年報並於

股東常會分送股東，係為使投資人對公司之現況及未來有較
詳盡之認識，「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亦明定
股東會年報應包含致股東報告書（敘明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外部競爭之影響等）、公司治理運作
情形、支付董監事及經理人酬金等內容，與財務報告僅屬過
去財、業務狀況之彙整相較，其內容與功能均不相同。 

（二）承上，股東會年報乃投資人重要之參考資訊，若能確保投資
人有充分機會可詳細閱覽，推行無紙化方向誠值贊同，惟如
係以上傳年報電子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代替現行紙本之交
付，因仍須股東自行上網下載閱覽，是否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所定「分送」之文意，恐非無疑；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已依 104 年 4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400124081 號函，
將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年報列為
排除適用（電子簽章法）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之項目，故目
前欲逕以電子方式交付股東會年報，亦恐有未洽。就此，建
議宜先配合法令修正或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股東權益
，並期法制之周延。 

（三）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自 104 年 11 月 20 日起有關股東會年報之
檢送份數由 2份調整為 1份。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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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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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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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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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77 巷 2 號 6樓之 2 
電話：(02)2571-3700  (02)2571-3858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55 號                                 會員發文號：1040029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本會建請推行「股東會年報」無紙化作業，是否有違其適法性及電
子簽章法認證等相關問題，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104.10.2
證期（發）字第 1040037810 號函（詳附件）及本會 104.12.2 第 5
6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日七日前申報。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
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同時公司應於股
東常會後二十日內，以抄本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證交所）。 

三、由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建置已臻完善，股東可籍由該網站取得發
行公司之所有相關資料，其股東會年報電子書亦可直接下載，資
料之取得相當便利亦廣為投資人所採用。另因年報資料大部份為
前一年度之資訊，其中財報資訊更已於每年三月底前就公告，對
投資人來說意義已不大。因此，近年來實際親洽股東會現場及股
務代理機構領取之股東極為少數。 

四、然發行公司為因應極少數股東及申報主管機關所需，仍必須開版
印製數百頁之股東會年報，印製過多將造成資源之浪費，印製量
少公司則必須支付昂貴之開版費用，極不符合經濟效益亦造成資
源浪費及環境污染，更無法符合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之國際綠色
潮流。 

五、為響應政府推行環保無紙化政策並考量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建置已
臻完善，有關「推行『股東會年報』無紙化，以上傳『股東會年
報電子檔』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取代檢送申報作業。取消發行公司
應檢送股東會年報至證交所及應於召開股東常會時陳列於公司及
其股務代理機構及股東會現場發放年報之相關規定或同意發行公
司得以電子方式提供之」之建議是否有旨揭所述之問題，敬請  
研議惠覆為禱。 

正本：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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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 段 77 巷 2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6 號                                  會員發文號：1050003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本會建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研議廢除股務單

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四、股息發放與配認股作業管理部份條

文，經其研議認為應維持現行規定，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

所）105.1.30 保結稽字第 1050001905 號函（詳見附件一）

及本會 104.12.10 中秘字第 054 號函（詳見附件二）辦理。 

二、集保結算所於主旨所述之建議認為應維持現行規定，其考

量如下︰ 

（一）徵詢之目的係為向股東詢問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撥入

之匯款帳號及集保帳號，以及對已留存帳號之股東詢

問是否要變更帳號，以確認為股東之意思表示。 

（二）股東應有權指定其受配股利之帳戶，刪除徵詢股東之

作業程序，倘配發入帳之帳號非股東之意思，將使股

務單位與股東間易生爭議情事，又股東不同意股利撥

入之帳號而要求變更時，現金股利匯款後無法由股務

單位向金融機構辦理退匯或轉匯，而股票股利劃撥入

帳後，恐將增加股東及股務單位後續申請退轉撥之作

業困擾。 

（三）另參酌綜合所得稅申報書，亦有設計由納稅義務人填

寫退稅時之金融機構帳號，以確認該帳號係為納稅義

務人之意思表示。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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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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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段 77 巷 2 號 6樓之 2 
電話：(02)2571-3700  (02)2571-3858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54 號                                 會員發文號：1040028 號 
附件：如文 

主旨：建請  貴公司研議廢除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四、股息發放與配認股
作業管理部分條文，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本會 104.12.2 第 56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  貴公司「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以下簡稱股務內控規範)四、

CA-30400 股息發放與配認股作業管理（一）股息發放作業（CA-30410）一
、作業程序(二)現金股利發放前置作業 1.如採匯款方式發放者，依配息基
準日之股東資料列印匯款登記申請書，寄發股東，徵詢股東是否同意以匯
款方式發放股利，及是否變更匯款帳號。以及（二）配認股作業（CA-30420
）無償配股作業（盈餘轉增資、員工紅利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
(CA-30421)二、控制重點(十八)應列印帳簿劃撥配發新股徵詢通知書，通
知書應註明逐戶配發零股歸戶選項之意旨，並寄發各股東。」規定。 

三、又  貴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十三條「參加人於客戶辦妥開戶手續後，應即
使用電腦連線作業將下列客戶開戶之有關資料確實輸入本公司電腦： 

（一）集中保管帳號及款項劃撥帳號。 
（二）姓名或名稱。 
（三）出生或設立年、月、日。 
（四）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五）法定代理人姓名。 
（六）戶籍所在地或營業處所。 
（七）本人或法定代理人通訊地址。 
（八）信託關係之必要記載事項。 
（九）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前項第一款之款項劃撥帳號，除客戶另有指定者外，以客戶在參加人指定之
金融機構開立委託代收付交割款項之存款帳戶為準。 
保管事業得將第一項第一款之款項劃撥帳號提供予有價證券發行人，以辦理
有價證券股息或紅利之分派、受益憑證買回、轉換公司債贖回或賣回、存託
憑證兌回、債券還本付息及其他與款項撥付有關之作業」規定。 

四、綜上規定，對目前實務上各家股務作業於股東會通知書放置徵詢調查表，或
因股東會通知書已無空間擺放而未徵詢；縱然採行於股東會通知書放置調查
表仍亦與股務內控規範「CA-30410……依配息基準日之股東資料列印匯款登
記申請書」及「CA-30421……應列印帳簿劃撥配發新股徵詢通知書，通知書
應註明逐戶配發零股歸戶選項之意旨，並寄發各股東」要旨不符。 

五、鑑於全球均在推動節能減碳，而  貴公司推行無實體作業的同時，已於停
止過戶名冊光碟內含「證券、銀行交割帳戶」，故對寄發徵詢函予股東已無
必要，以節省人力物力。 
另除成本之考量外，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新增「公司於受評年度經股
東會決議發放股息者，是否於除息基準日起 30 日內發放完畢？」若公司欲
達此一指標在 30 日內發放，又要徵詢股東帳號，作業期間並不充裕，勢必
壓縮到徵詢期間，約僅有 7~10 日(含例假日及公司股東間之郵遞時間)，實
際成效有限，故建請  貴公司研議廢除說明二所述之規定。 

正本：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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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產創條例三讀產創條例三讀產創條例三讀產創條例三讀 員工分紅員工分紅員工分紅員工分紅 500 萬可緩課稅萬可緩課稅萬可緩課稅萬可緩課稅【2015-12-16 聯合報 記者周志豪、高詩琴／台北報導】 

近年國內人才外流嚴重近年國內人才外流嚴重近年國內人才外流嚴重近年國內人才外流嚴重、、、、技術能量技術能量技術能量技術能量不足不足不足不足，，，，業界多業界多業界多業界多

次呼籲政府重視次呼籲政府重視次呼籲政府重視次呼籲政府重視、、、、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立法院昨天通過立法院昨天通過立法院昨天通過立法院昨天通過「「「「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創新條例創新條例創新條例創新條例」」」」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增列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增列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增列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增列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

課稅等條款課稅等條款課稅等條款課稅等條款，，，，希望直接助益台灣產業競爭優勢希望直接助益台灣產業競爭優勢希望直接助益台灣產業競爭優勢希望直接助益台灣產業競爭優勢。。。。

新法明年元旦上路新法明年元旦上路新法明年元旦上路新法明年元旦上路，，，，民國一民國一民國一民國一○○○○八年底落日八年底落日八年底落日八年底落日。。。。    

工業局表示為協助企業留才工業局表示為協助企業留才工業局表示為協助企業留才工業局表示為協助企業留才，，，，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除董除董除董除董

事長事長事長事長、、、、董監事外的員工取得各類獎酬股票董監事外的員工取得各類獎酬股票董監事外的員工取得各類獎酬股票董監事外的員工取得各類獎酬股票，，，，每人每人每人每人

每年五百萬元限額範圍內每年五百萬元限額範圍內每年五百萬元限額範圍內每年五百萬元限額範圍內，，，，可緩徵所得稅五年可緩徵所得稅五年可緩徵所得稅五年可緩徵所得稅五年，，，，

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    

為鼓勵企業留住人才為鼓勵企業留住人才為鼓勵企業留住人才為鼓勵企業留住人才，，，，凡企業透過員工分紅入凡企業透過員工分紅入凡企業透過員工分紅入凡企業透過員工分紅入

股股股股、、、、員工現金增資認股員工現金增資認股員工現金增資認股員工現金增資認股、、、、庫藏股庫藏股庫藏股庫藏股、、、、認股權證和限認股權證和限認股權證和限認股權證和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五大獎酬工具獎勵員工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五大獎酬工具獎勵員工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五大獎酬工具獎勵員工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五大獎酬工具獎勵員工，，，，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在五百萬元內可緩課稅五年在五百萬元內可緩課稅五年在五百萬元內可緩課稅五年在五百萬元內可緩課稅五年。。。。    

若讓與或授權的對象為非屬上市櫃或若讓與或授權的對象為非屬上市櫃或若讓與或授權的對象為非屬上市櫃或若讓與或授權的對象為非屬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興櫃公司興櫃公司興櫃公司，，，，

可比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可比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可比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可比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至股票實際轉讓時申報課徵所得稅至股票實際轉讓時申報課徵所得稅至股票實際轉讓時申報課徵所得稅至股票實際轉讓時申報課徵所得稅。。。。    

新法除保留企業研發成本可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五新法除保留企業研發成本可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五新法除保留企業研發成本可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五新法除保留企業研發成本可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繳營所稅抵減當年度應繳營所稅抵減當年度應繳營所稅抵減當年度應繳營所稅；；；；還新增展延抵稅選還新增展延抵稅選還新增展延抵稅選還新增展延抵稅選

項項項項，，，，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比率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比率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比率以支出金額至多百分之十比率，，，，將抵減營所稅年限延長為三年將抵減營所稅年限延長為三年將抵減營所稅年限延長為三年將抵減營所稅年限延長為三年，，，，解決研發初期需資金又無營業獲解決研發初期需資金又無營業獲解決研發初期需資金又無營業獲解決研發初期需資金又無營業獲

利問題利問題利問題利問題。。。。    

申請研發成本抵稅的優惠企業申請研發成本抵稅的優惠企業申請研發成本抵稅的優惠企業申請研發成本抵稅的優惠企業，，，，必須三年內沒有重大違反環保必須三年內沒有重大違反環保必須三年內沒有重大違反環保必須三年內沒有重大違反環保、、、、勞安勞安勞安勞安、、、、食安法規規定食安法規規定食安法規規定食安法規規定，，，，且扣抵稅額不且扣抵稅額不且扣抵稅額不且扣抵稅額不

得超過當年度營所稅百分之卅得超過當年度營所稅百分之卅得超過當年度營所稅百分之卅得超過當年度營所稅百分之卅。。。。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為鼓勵公司或個人智慧財產商品化為鼓勵公司或個人智慧財產商品化為鼓勵公司或個人智慧財產商品化為鼓勵公司或個人智慧財產商品化，，，，促進智產成果流通促進智產成果流通促進智產成果流通促進智產成果流通，，，，對於公司或個人讓與自行研發的智產對於公司或個人讓與自行研發的智產對於公司或個人讓與自行研發的智產對於公司或個人讓與自行研發的智產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可以研發成本的百分之兩百可以研發成本的百分之兩百可以研發成本的百分之兩百可以研發成本的百分之兩百，，，，在收益範圍內在收益範圍內在收益範圍內在收益範圍內，，，，扣扣扣扣抵當年度應課所得稅抵當年度應課所得稅抵當年度應課所得稅抵當年度應課所得稅。。。。    

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新法也規定，，，，以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課稅以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課稅以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課稅以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課稅，，，，或是員工獎酬股票延緩課稅等條款或是員工獎酬股票延緩課稅等條款或是員工獎酬股票延緩課稅等條款或是員工獎酬股票延緩課稅等條款，，，，只要股票移轉後只要股票移轉後只要股票移轉後只要股票移轉後

隔年一月底前就應申報轉讓隔年一月底前就應申報轉讓隔年一月底前就應申報轉讓隔年一月底前就應申報轉讓，，，，否則最重可開罰一百萬元否則最重可開罰一百萬元否則最重可開罰一百萬元否則最重可開罰一百萬元。。。。    

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表示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表示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表示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表示，，，，修正後的產創條例將更加落實政府鼓勵創業創新的政策美意修正後的產創條例將更加落實政府鼓勵創業創新的政策美意修正後的產創條例將更加落實政府鼓勵創業創新的政策美意修正後的產創條例將更加落實政府鼓勵創業創新的政策美意，，，，也可協助也可協助也可協助也可協助

企業留才企業留才企業留才企業留才，，，，促進智慧財產留通促進智慧財產留通促進智慧財產留通促進智慧財產留通。。。。    

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政院將砸百億救企業政院將砸百億救企業政院將砸百億救企業政院將砸百億救企業【聯合報 記者周志豪／台北報導】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授權行政院成立規模授權行政院成立規模授權行政院成立規模授權行政院成立規模 100100100100 億元基金億元基金億元基金億元基金，，，，用用用用

來救濟來救濟來救濟來救濟、、、、輔導因推動貿易自由化策遭衝擊的企業輔導因推動貿易自由化策遭衝擊的企業輔導因推動貿易自由化策遭衝擊的企業輔導因推動貿易自由化策遭衝擊的企業、、、、勞工勞工勞工勞工。。。。但基金也以減稅方式但基金也以減稅方式但基金也以減稅方式但基金也以減稅方式，，，，鼓勵因自鼓勵因自鼓勵因自鼓勵因自由化受益的由化受益的由化受益的由化受益的

公民營企業公民營企業公民營企業公民營企業、、、、個人捐贈個人捐贈個人捐贈個人捐贈，，，，充實基金財源充實基金財源充實基金財源充實基金財源。。。。    

「「「「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係參考美係參考美係參考美係參考美、、、、韓與經驗韓與經驗韓與經驗韓與經驗，，，，因應近年政府有意加速推動兩岸貨貿談判因應近年政府有意加速推動兩岸貨貿談判因應近年政府有意加速推動兩岸貨貿談判因應近年政府有意加速推動兩岸貨貿談判、、、、

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TPPTPPTPP））））與區域經濟夥伴協定與區域經濟夥伴協定與區域經濟夥伴協定與區域經濟夥伴協定（（（（RCEPRCEPRCEPRCEP），），），），推動立法成立百億元基金等救濟方推動立法成立百億元基金等救濟方推動立法成立百億元基金等救濟方推動立法成立百億元基金等救濟方

式式式式，，，，以降低衝擊以降低衝擊以降低衝擊以降低衝擊。。。。    

法規上路後法規上路後法規上路後法規上路後，，，，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民間設單一窗口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民間設單一窗口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民間設單一窗口相關主管機關應在民間設單一窗口，，，，宣導政策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宣導政策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宣導政策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宣導政策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法規也納入法規也納入法規也納入法規也納入「「「「觀測機觀測機觀測機觀測機

制制制制」，」，」，」，針對內需型或競爭力較弱產業針對內需型或競爭力較弱產業針對內需型或競爭力較弱產業針對內需型或競爭力較弱產業，，，，預先加強輔導預先加強輔導預先加強輔導預先加強輔導，，，，每三年滾動檢討每三年滾動檢討每三年滾動檢討每三年滾動檢討。。。。未來政府也應建立產業競爭力觀未來政府也應建立產業競爭力觀未來政府也應建立產業競爭力觀未來政府也應建立產業競爭力觀

測機制測機制測機制測機制，，，，掌握產業因應貿易自由化的準備情形與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掌握產業因應貿易自由化的準備情形與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掌握產業因應貿易自由化的準備情形與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掌握產業因應貿易自由化的準備情形與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    

經主管機關認定經主管機關認定經主管機關認定經主管機關認定為開放市場後的為開放市場後的為開放市場後的為開放市場後的「「「「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主管機關應給予一定補助主管機關應給予一定補助主管機關應給予一定補助主管機關應給予一定補助，，，，並協助研擬並協助研擬並協助研擬並協助研擬「「「「改善調整計改善調整計改善調整計改善調整計

畫畫畫畫」，」，」，」，促成促成促成促成「「「「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轉型轉型轉型轉型、、、、轉業或退出經營轉業或退出經營轉業或退出經營轉業或退出經營，，，，未來每家企業輔導經費未來每家企業輔導經費未來每家企業輔導經費未來每家企業輔導經費「「「「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五百萬元五百萬元五百萬元五百萬元。；。；。；。；非主非主非主非主

管機關則應依職權管機關則應依職權管機關則應依職權管機關則應依職權，，，，給予輔導或低利貸款給予輔導或低利貸款給予輔導或低利貸款給予輔導或低利貸款。。。。    

但被輔導但被輔導但被輔導但被輔導「「「「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必須接受輔導主管機關查訪必須接受輔導主管機關查訪必須接受輔導主管機關查訪必須接受輔導主管機關查訪、、、、追蹤追蹤追蹤追蹤，，，，並定期提出並定期提出並定期提出並定期提出「「「「改善調整計畫改善調整計畫改善調整計畫改善調整計畫」」」」執行報告執行報告執行報告執行報告，，，，

若沒有正當理由卻拒絕查訪若沒有正當理由卻拒絕查訪若沒有正當理由卻拒絕查訪若沒有正當理由卻拒絕查訪，，，，情節重大者情節重大者情節重大者情節重大者，，，，政府得廢止補助政府得廢止補助政府得廢止補助政府得廢止補助，，，，甚至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甚至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甚至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甚至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    

若經營與市場開放項目的企業未被認定為若經營與市場開放項目的企業未被認定為若經營與市場開放項目的企業未被認定為若經營與市場開放項目的企業未被認定為「「「「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受損企業」，」，」，」，員工卻覺得因市場開放而可能飯碗不保員工卻覺得因市場開放而可能飯碗不保員工卻覺得因市場開放而可能飯碗不保員工卻覺得因市場開放而可能飯碗不保，，，，也也也也

可申請成為受損勞工可申請成為受損勞工可申請成為受損勞工可申請成為受損勞工，，，，並申請相關政府輔導並申請相關政府輔導並申請相關政府輔導並申請相關政府輔導、、、、補助措施補助措施補助措施補助措施。。。。    

至於貿易自由化後衝擊甚大的農業至於貿易自由化後衝擊甚大的農業至於貿易自由化後衝擊甚大的農業至於貿易自由化後衝擊甚大的農業，，，，條例也特別規定條例也特別規定條例也特別規定條例也特別規定，，，，只要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因進口造成損害只要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因進口造成損害只要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因進口造成損害只要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因進口造成損害，，，，或有或有或有或有

損害之虞時損害之虞時損害之虞時損害之虞時，，，，調整支援措施優先適用農發條例規定調整支援措施優先適用農發條例規定調整支援措施優先適用農發條例規定調整支援措施優先適用農發條例規定，，，，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照顧農民照顧農民照顧農民照顧農民。。。。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經濟部工業局表示，，，，條例可為農業條例可為農業條例可為農業條例可為農業、、、、工業及服務業提供屏障工業及服務業提供屏障工業及服務業提供屏障工業及服務業提供屏障，，，，也有助弱勢產業轉型也有助弱勢產業轉型也有助弱勢產業轉型也有助弱勢產業轉型；；；；未來任何一個自未來任何一個自未來任何一個自未來任何一個自

由貿易協定或是兩岸服貿協議由貿易協定或是兩岸服貿協議由貿易協定或是兩岸服貿協議由貿易協定或是兩岸服貿協議、、、、貨貿協議生效後貨貿協議生效後貨貿協議生效後貨貿協議生效後，，，，若有企業若有企業若有企業若有企業、、、、勞工受衝擊勞工受衝擊勞工受衝擊勞工受衝擊，，，，全都適用相關規定全都適用相關規定全都適用相關規定全都適用相關規定。。。。    

經濟部表示經濟部表示經濟部表示經濟部表示，，，，政府民國九十九年間曾編列編列九百八十二億元政府民國九十九年間曾編列編列九百八十二億元政府民國九十九年間曾編列編列九百八十二億元政府民國九十九年間曾編列編列九百八十二億元，，，，預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預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預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預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ECFAECFAECFA））））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但當時救助對象以產業為主但當時救助對象以產業為主但當時救助對象以產業為主但當時救助對象以產業為主，，，，新法擴及產業內受損企業與勞工新法擴及產業內受損企業與勞工新法擴及產業內受損企業與勞工新法擴及產業內受損企業與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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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 段 77 巷 2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571-3700  (02)2571-3858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58 號                                 會員發文號：1040032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附本協會擬具「104.12.30 總統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

條例條文」提問單乙份，請詳填惠覆，以便彙整送請相關單位

研議。 

說明：一、本協會因應 103.9.1 經濟日報「財政部訂五原則—員工分

紅緩課定調」報導，會長於 103.9.4 成立「專案小組」，歷

經多次會議討論與接洽相關單位多無斬獲，最後經賴立法

委員士葆居中協助，始得參與討論經濟部工業局「研商產

業創新條例員工股票獎酬緩繳所得稅相關實務作業」會議

。並與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共同研擬「產業創新條例部份條

文修正草案」建議修正之內容，以中秘字第 003 號函（詳

見附件一）專人送至賴委員辦公室，獲其襄助將建議內容

排入立法院經濟與財政委員會聯席會議審。 

二、經立法院104.12.15第8屆第8會期第13次會議三讀通過，於1

04.12.30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2831號令公布「增訂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

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

詳見附件二）。 

三、賦稅署及經濟部工業局等單位將依上述增、修訂之條文擬

定相關細則，對此，本會特擬具提問單乙份（附件三），惠

請會員公司於 105 年 1 月 15 日前針對股務相關作業之細節

與疑義集思廣益提出意見，以便彙整後送請相關單位研議。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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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 段 77 巷 2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571-3700  (02)2571-3858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受文者：賴立法委員士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3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行政院103年 10月 2日通過經濟部擬具之「產業創新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謹針對股務實務作業窒礙部份，與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共同研擬相關建議修改內容，詳如附件，謹陳  察納於立

法院審查該案時惠予協助為禱。 

說明：一、本建議內容係經本會成立之專案小組與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券商公會）多次研討之決議。 

二、依據經濟部工業局於 103.12.29 召開「研商產業創新條例

員工股票獎酬緩繳所得稅相關實務作業」會議後之共識，

本會與券商公會共同研擬「產業創新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

案」，相關建議修正內容已先行送請經濟部工業局及財政部

賦稅署審視，希冀  鈞長於  大院審查旨揭條例草案時，

能協助處理本會與券商公會建議修改新增第十條之一、第

十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等部份內容，以俾政府之德政

得以順利推動，股務基層實務作業之窒礙亦得解決，實感

德便。 

 
正本：賴立法委員士葆 

副本：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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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股務協會暨股務協會暨股務協會暨股務協會暨券券券券商公會建議修正說明商公會建議修正說明商公會建議修正說明商公會建議修正說明    

案由:有關行政院擬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新增第十條之一專利權或專門技術抵繳

股款，得選擇全數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及第十九

之一增訂公司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得選擇延緩至取得年度次年起之第

五年課徵所得稅。考量實務作業困難，擬建議修正如附件。 

說明： 

一、 按現行集保帳簿劃撥制度係採混合保管制，倘個人或營利事業將技術作價

抵繳所取得之股票及獎酬員工股份所取得之股票送存往來證券商集保帳

戶,轉讓時點將無法區分該股票是否為延緩繳稅股票，為利交易市場順利

運作並降低公司股務及納稅義務人依從成本,爰建議增列技術作價抵繳所

取得之股票及獎酬員工股份所取得之股票送存往來證券商集保帳戶,即屬

課稅時點。 

二、 按股票劃撥或發放作業，無論係無實體或實體發行，均需前置作業處理時

間，倘以股票取得日之時價(例如上市櫃股票收盤價或興櫃股票成交均價)

計算延緩繳稅限額，實務上公司股務無法事先預知其時價，致無法正確區

分延緩繳稅（不入集保）或未延緩繳稅（入集保）股數，股務作業執行困

難，爰計算延緩繳稅限額時點允宜提前﹔在不影響所得額認定之下，將計

算全年五百萬之限額與課稅所得額分開認定。 

三、 另考量各種獎酬員工股份之作業流程及發放時點不同，建議授權財政部另

以子法規明定計算延緩繳稅限額之方式，俾利實務作業。以下是建議時

點：員工分紅入股及員工現金增資認股以權利分派基準日之時價計算；買

回庫藏股發放員工以股款繳納截止日之時價計算；員工認股權憑證以依請

求履約日前一營業日之時價計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以發行日之時價計

算。 

四、 建議參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轉讓定義,增列公司併購,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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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創
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行
政
院
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股
務
協
會
暨
券
商
公
會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建
議
修
正
理
由
 

第
十

條
 
 
為

促
進

產
業

創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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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資

於
研

究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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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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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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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第
十

條
 
 
為

促
進

產
業

創

新
，
最
近
三
年
內
未
違
反

環
境
保
護
、
勞
工
或
食
品

安
全

衛
生

相
關

法
律

且

情
節

重
大

之
公

司
得

在

投
資

於
研

究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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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
以

不
超

過
該

公
司

當
年

度

應
納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額
百
分
之
三
十
為
限
。
 

          前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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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一
、
為
鼓
勵
公
司
持
續
投
入

創
新
研
發
活
動
，
公
司

研
究

發
展

支
出

除
適

用
現
行
規
定
外
，
配
合

產
業

界
實

際
需

求
及

落
實
政
策
效
果
，
爰
第

一
項

增
訂

抵
減

年
限

延
長
至
三
年
，
抵
減
率

調
降
至
百
分
之
十
，
公

司
可

考
量

實
際

情

況
，
兩
者
擇
一
適
用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第
二
項
未
修
正
。
 

第
十

條
 
 
為

促
進

產
業

創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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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資

於
研

究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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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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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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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本
條
無
修
正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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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財
政

部

定
之
。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財
政

部

定
之
。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財
政

部

定
之
。
 

第
十

條
之

一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所

有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讓

與
公

司
，
或
授
權
公

司
使

用
，

作
價

抵
繳

其
認

股
股

款
，
該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作
價

抵
繳

股
款

當
年

度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得
選
擇
全
數
延

緩
至

認
股

年
度

次
年

起

之
第

五
年

課
徵

所
得

稅
，
擇
定
後
不

得
變

更
。

但
於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內

轉
讓
其
所
認
股
份
者
，
應

於
轉

讓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前

項
公

司
取

得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應

經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並
以
自
行

使
用
者
為
限
。
 

第
一

項
所

稱
轉

讓
，
指
買
賣
、
贈
與
、
作

為
遺
產
分
配
、
公
司
減
資

銷
除
股
份
、
公
司
清
算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致

股
份

所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鼓
勵
創
新
技
術
產
業

化
，
針
對
新
創
事
業
所

需
技
術
，
鼓
勵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將
其

所
有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讓
與
公
司
，
或
授
權

公
司
使
用
，
參
考
九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廢

止
之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條
例

第
十

九
條

之
二

第
一
項
，
於
第
一
項
定

明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以
其

所
有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抵

繳
股

款
者
，
該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依
所

得
稅

法
核

算
所
得
，
得
延
緩
五
年

繳
納
所
得
稅
。
 

三
、
第
二
項
定
明
第
一
項
公

司
取

得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應
經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且
供
公
司
自

行
使
用
為
限
。
另
依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六

條
第
七
項
規
定
，
公
司

辦
理

技
術

作
價

入

股
，
其
抵
充
之
數
額
應

第
十

條
之

一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所

有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讓

與
公

司
，
或
授
權
公

司
使

用
，

作
價

抵
繳

其
認

股
股

款
，
該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作
價

抵
繳

股
款

當
年

度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得
選
擇
全
數
延

緩
至

認
股

年
度

次
年

起

之
第

五
年

課
徵

所
得

稅
，
擇
定
後
不

得
變

更
。

但
於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內

轉
讓

其
所

認
股

份
或

帳

簿
劃

撥
至

開
設

之
有

價

證
券

保
管

劃
撥

帳
戶

者
，
應
於
轉
讓
或
辦
理
帳

簿
劃

撥
之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前

項
公

司
取

得
之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應

經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並
以
自
行

使
用
者
為
限
。
 

第
一

項
所

稱
轉

讓
，
指
買
賣
、
贈
與
、
作

為
遺
產
分
配
、
公
司
減
資

銷
除
股
份
、
公
司
清
算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致

股
份

所

一
、

 按
現

行
集

保
帳

簿
劃

撥
制

度
係

採
混

合
保

管
制
，
倘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將
技

術
作

價
抵

繳
所

取
得

之
股

票
送

存
往

來
證

券
商

集
保

帳
戶

,
轉

讓
時

點
將

無

法
區

分
該

股
票

是
否

為
延
緩
繳
稅
股
票
，
為

利
交

易
市

場
順

利
運

作
並

降
低

公
司

股
務

及
納

稅
義

務
人

依
從

成
本
，
爰
建
議
第
一
項

增
列

技
術

作
價

抵
繳

所
取

得
之

股
票

送
存

往
來

證
券

商
集

保
帳

戶
,
即

屬
課

稅
時

點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第
三

項
建

議
參

照
生

技
新

藥
產

業
發

展
條

例
第

七
條

轉
讓

定

義
，

增
列

公
司

併
購

,

以
資
明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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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權
變
更
者
。
 

個
人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未
申
報

或
未

能
提

出
證

明
文

件

者
，
其
成
本
及
必
要
費
用

按
作

價
抵

繳
認

股
股

款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計

算
減
除
之
。
 

公
司

於
辦

理
作

價

入
股

當
年

度
應

依
規

定

格
式

及
文

件
資

料
送

請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始
得
適
用
第

一
項
之
獎
勵
；
其
認
定
結

果
，
並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第
一

項
所

定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範
圍
、
前

項
之
規
定
格
式
、
申
請
程

序
及
所
需
文
件
資
料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一

項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作
價

入
股

延

緩
繳

稅
於

所
得

稅
申

報

之
程
序
、
應
提
示
文
件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
併
予

敘
明
。
 

四
、
第
三
項
定
明
轉
讓
之
型

態
。
 

五
、
第
四
項
針
對
未
申
報
或

未
能

提
出

證
明

文
件

者
，
訂
定
其
成
本
費
用

計
算
方
式
。
 

六
、
為
利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辦

理
緩

課
所

得
稅

之
作

業
，
第
五
項
定
明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將
公

司
申

請
認

定
後

之
資

料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七
、
第
六
項
定
明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之
適

用
範

圍
、
技
術
作
價
入
股
之

申
請

程
序

及
檢

附
文

件
資
料
，
應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俾
利
公
司
申

請
適
用
。
 

八
、
第
七
項
定
明
公
司
申
報

延
緩

繳
稅

程
序

及
表

單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有
權
變
更
者
。
 

個
人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未
申
報

或
未

能
提

出
證

明
文

件

者
，
其
成
本
及
必
要
費
用

按
作

價
抵

繳
認

股
股

款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計

算
減
除
之
。
 

公
司

於
辦

理
作

價

入
股

當
年

度
應

依
規

定

格
式

及
文

件
資

料
送

請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始
得
適
用
第

一
項
之
獎
勵
；
其
認
定
結

果
，
並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第
一

項
所

定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範
圍
、
前

項
之
規
定
格
式
、
申
請
程

序
及
所
需
文
件
資
料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一

項
專

利
權

或

專
門

技
術

作
價

入
股

延

緩
繳

稅
於

所
得

稅
申

報

之
程
序
、
應
提
示
文
件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公

司
員

工
取

得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於
取
得
股
票

當
年

度
按

取
得

股
票

日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鼓
勵
公
司
留
住
優
秀

人
才
，
並
鼓
勵
員
工
參

與
公
司
經
營
，
分
享
營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公

司
員

工
取

得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於
取
得
股
票

當
年

度
按

時
價

計
算

全

一
、

 按
股

票
劃

撥
或

發
放

作
業
，
無
論
係
無
實
體

或
實
體
發
行
，
均
需
前

置
作
業
處
理
時
間
，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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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價
計

算
新

臺
幣

五

百
萬
元
總
額
內
，
其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得
選
擇
全
數
延
緩
至

取
得

年
度

次
年

起
之

第

五
年
課
徵
所
得
稅
，
一
經

擇
定
不
得
變
更
。
但
於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內

轉
讓

其

所
取
得
股
份
者
，
應
於
轉

讓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前
項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訂

有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者
，
於
股
票
可

處
分

日
當

年
度

按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屆
滿

次
日

之

時
價

計
算

新
臺

幣
五

百

萬
元
總
額
內
，
其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適
用
前
項
所
定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應
扣

除
該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
於
剩
餘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屆

滿
之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第
一

項
所

稱
公

司

員
工
，
應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之
一
，
但
不
包
括
公
司
兼

任
經

理
人

職
務

之
董

事

長
及
董
事
：
 

運
成
果
，
公
司
得
發
行

員
工
分
紅
入
股
、
員
工

現
金
增
資
認
股
、
庫
藏

股
、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等

股
票
獎
酬
員
工
，
惟
公

司
員

工
取

得
股

票
而

尚
未
轉
讓
時
，
即
須
於

當
年

度
繳

納
所

得

稅
，
造
成
員
工
須
以
賣

股
籌
措
稅
額
，
與
公
司

之
互

利
關

係
大

幅
降

低
，
為
協
助
公
司
留
才

攬
才
，
爰
於
第
一
項
定

明
公

司
員

工
取

得
該

等
獎

酬
股

票
得

於
五

年
內

延
緩

繳
納

所
得

稅
。
另
為
兼
顧
租
稅
制

度
之
完
整
，
定
明
公
司

個
別

員
工

每
人

每
年

適
用

緩
繳

股
份

之
金

額
以

五
百

萬
元

為
上

限
，
以
提
供
適
度
合
理

之
留
才
誘
因
。
 

三
、
考
量
部
分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有

一
定

期
間

不
得

轉
讓
之
規
定
，
亦
得
適

用
五

年
緩

繳
所

得
稅

措
施
，
爰
於
第
二
項
定

明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五

年
應

扣
除

該
限

制
轉

年
合

計
新

臺
幣

五
百

萬

元
總
額
內
，
其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計
算
之
所
得
，
得

選
擇

全
數

延
緩

至
取

得

年
度

次
年

起
之

第
五

年

課
徵
所
得
稅
，
一
經
擇
定

不
得
變
更
。
但
於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內

轉
讓

其
所

認

股
份

或
帳

簿
劃

撥
至

開

設
之

有
價

證
券

保
管

劃

撥
帳
戶
者
，
應
於
轉
讓
或

辦
理

帳
簿

劃
撥

之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前
項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訂

有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者
，
適
用
前
項

所
定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應

扣
除

該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
於
剩
餘
延
緩
繳
稅
期

間
屆

滿
之

年
度

課
徵

所

得
稅
。
 

     第
一

項
所

稱
公

司

員
工
，
應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之
一
，
但
不
包
括
公
司
兼

任
經

理
人

職
務

之
董

事

長
及
董
事
：
 

以
股

票
取

得
日

之
時

價
（
例
如
上
市
櫃
股
票

收
盤

價
或

興
櫃

股
票

成
交
均
價
）
計
算
延
緩

繳
稅
限
額
，
實
務
上
公

司
股

務
無

法
事

先
預

知
其
時
價
，
致
無
法
正

確
區
分
延
緩
繳
稅
（
不

入
集
保
）
或
未
延
緩
繳

稅
（

入
集

保
）
股

數
，

股
務

作
業

執
行

困

難
，
爰
計
算
延
緩
繳
稅

限
額
時
點
允
宜
提
前
。
 

二
、

 考
量

各
種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之
作

業
流

程
及

發
放
時
點
不
同
，
建
議

於
第

七
項

授
權

財
政

部
另

以
子

法
規

明
定

計
算

延
緩

繳
稅

限
額

之
方
式
，
俾
利
實
務
作

業
。

以
下

是
建

議
時

點
：
員
工
分
紅
入
股
及

員
工

現
金

增
資

認
股

以
權

利
分

派
基

準
日

之
時
價
計
算
；
買
回
庫

藏
股

發
放

員
工

以
股

款
繳

納
截

止
日

之
時

價
計
算
；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以
依

請
求

履
約

日
前

一
營

業
日

之
時

價
計
算
；
限
制
員
工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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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發
行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公
司

之

員
工
。
 

二
、
依
公
司
法
或
證
券
交

易
法
規
定
，
發
行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公
司

持
有

他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或
出
資
額
，
超

過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半
數
者
，
他
公
司
之

員
工
。
 

第
一

項
所

稱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指

員
工
分
紅
入
股
、
員
工
現

金
增
資
認
股
、
買
回
庫
藏

股
發
放
員
工
、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及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等
股
份
。
 

第
一

項
所

稱
轉

讓
，
指
買
賣
、
贈
與
、
作

為
遺
產
分
配
、
公
司
減
資

銷
除
股
份
、
公
司
清
算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致

股
份

所

有
權
變
更
者
。
 

公
司

於
發

放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當

年
度

應
依

規
定

格
式

填

具
員

工
擇

定
延

緩
繳

稅

讓
期
間
。
 

四
、
為
利
公
司
彈
性
運
用
員

工
獎
酬
工
具
，
並
考
量

實
務

上
公

司
員

工
有

母
子

公
司

間
輪

調
之

情
形
，
及
公
司
發
展
新

興
事

業
或

海
外

成
立

子
公

司
擴

展
業

務
需

求
，
爰
於
第
三
項
定
明

獎
酬

員
工

適
用

對
象

除
本
身
公
司
外
，
包
括

依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三

十
五

條
第

四
項

或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三
規

定
及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九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金
管
證
一
字
第

0

九
六

0
0
七
三
一
三
四

號
令
釋
，
擴
及
符
合
一

定
條

件
之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至
於
一
定
條
件

之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係

參
酌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四
條
第
七
款
，
限
於
發

行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公

司
持

有
他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或
出
資
額
，
超
過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一
、
發
行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公
司

之

員
工
。
 

二
、
依
公
司
法
或
證
券
交

易
法
規
定
，
發
行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公
司

持
有

他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或
出
資
額
，
超

過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半
數
者
，
他
公
司
之

員
工
。
 

第
一

項
所

稱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指

員
工
分
紅
入
股
、
員
工
現

金
增
資
認
股
、
買
回
庫
藏

股
發
放
員
工
、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及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等
股
份
。
 

第
一

項
所

稱
轉

讓
，
指
買
賣
、
贈
與
、
作

為
遺
產
分
配
、
公
司
減
資

銷
除
股
份
、
公
司
清
算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致

股
份

所

有
權
變
更
者
。
 

公
司

於
發

放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當

年
度

應
依

規
定

格
式

填

具
員

工
擇

定
延

緩
繳

稅

利
新

股
以

發
行

日
之

時
價
計
算
。
 

三
、

 按
現

行
集

保
帳

簿
劃

撥
制

度
係

採
混

合
保

管
制
，
倘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所

取
得

之
股

票
送

存
往

來
證

券
商

集
保

帳
戶

,
轉

讓
時

點
將

無

法
區

分
該

股
票

是
否

為
延
緩
繳
稅
股
票
，
為

利
交

易
市

場
順

利
運

作
並

降
低

公
司

股
務

及
納

稅
義

務
人

依
從

成
本

,
爰

建
議

第
一

項

增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所

取
得

之
股

票
送

存
往

來
證

券
商

集
保

帳
戶

,
即

屬
課

稅

時
點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四
、

 第
五

項
建

議
參

照
生

技
新

藥
產

業
發

展
條

例
第

七
條

轉
讓

定
義

,

增
列

公
司

併
購

,
以

資

明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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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
形
、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之
訂

定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
送
請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並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始
適
用
第
一

項
之

獎
勵

；
其

申
請

格

式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一

項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延
緩

繳

稅
於

所
得

稅
申

報
之

程

序
、
時
價
之
認
定
、
應
提

示
文

件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本
總

額
半

數
之

他
公

司
員
工
。
另
參
考
經
濟

部
九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經
商
字
第

0
九

三
0
二
一
九
四
一
九

0

號
函

，
董

事
非

屬
員

工
，
爰
將
董
事
長
及
董

事
予
以
排
除
。
 

五
、
第
四
項
定
明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之
範

疇
，
但
不
包
含
公
司
發

放
之
現
金
。
另
查
行
政

院
一

百
零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函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之
「
公
司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第
二

百
三
十
五
條
，
為
應
員

工
分

紅
費

用
化

之
國

際
趨
勢
，
且
股
息
及
紅

利
之

分
派

對
象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尚
非
盈
餘

分
派
之
對
象
，
爰
刪
除

該
條

文
第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關
於

員
工

分
紅

入
股
之
規
定
。
準
此
，

本
項

將
俟

前
揭

公
司

法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百

三
十

五
條

完
成

修
正

程
序
後
，
配
合
予
以
修

正
。
 

六
、
第
五
項
定
明
轉
讓
之
型

之
情
形
、
限
制
轉
讓
期
間

之
訂

定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
送
請
各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並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始
適
用
第
一

項
之

獎
勵

；
其

申
請

格

式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延

緩
繳

稅
於

所
得

稅

申
報
之
程
序
、
取
得
股
票

及
股

票
可

處
分

日
之

時

點
訂
定
、
全
年
合
計
新
臺

幣
五
百
萬
元
之
計
算
、
時

價
之
認
定
、
應
提
示
文
件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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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
 

七
、
為
利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辦

理
緩

繳
所

得
稅

之
作

業
，
第
六
項
定
明
公
司

須
通

報
所

管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並

副
知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
 

八
、
第
七
項
定
明
獎
酬
員
工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延
緩

繳
稅
之
適
用
程
序
、
時

價
之

認
定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
 

第
六

十
七

條
之

一
 
 
適

用

第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者
，
公
司
應
於
股

東
轉

讓
其

所
認

股
份

年

度
或

緩
課

期
間

屆
滿

年

度
之

次
年

度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
依
規
定
格
式
向

該
管

稽
徵

機
關

列
單

申

報
該

已
轉

讓
或

屆
期

尚

未
轉
讓
之
股
份
資
料
；
其

未
依

限
或

未
據

實
申

報

者
，
稽
徵
機
關
除
限
期
責

令
補
報
或
填
發
外
，
按
其

應
申

報
或

短
計

之
所

得

金
額
，
處
公
司
負
責
人
百

分
之
十
之
罰
鍰
，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五

十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對
於
適
用
第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者
，
訂
定
通
報
機
制
，

並
針

對
已

轉
讓

或
屆

期
尚

未
轉

讓
之

股

份
，
未
依
限
或
未
據
實

申
報
者
，
於
第
一
項
定

明
其
罰
責
。
 

三
、
配
合
前
項
罰
責
，
經

稽

徵
機

關
限

期
責

令
補

報
或
填
發
，
公
司
未
依

限
補
報
或
填
發
者
，
於

第
二

項
定

明
其

罰

責
，
以
資
完
備
。
 

第
六

十
七

條
之

一
 
 
適

用

第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者
，
公
司
應
於
股

東
轉

讓
或

辦
理

帳
簿

劃

撥
之
年
度
、
或
緩
課
期
間

屆
滿

年
度

之
次

年
度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
依
規
定

格
式

向
該

管
稽

徵
機

關

列
單
申
報
該
已
轉
讓
、
辦

理
帳

簿
劃

撥
或

屆
期

尚

未
轉
讓
之
股
份
資
料
；
其

未
依

限
或

未
據

實
申

報

者
，
稽
徵
機
關
除
限
期
責

令
補
報
或
填
發
外
，
按
其

應
申

報
或

短
計

之
所

得

金
額
，
處
公
司
負
責
人
百

分
之
十
之
罰
鍰
，
但
最
高

一
、

係
配

合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

增
列

送

存
往

來
證

券
商

集
保

帳

戶
年

度
課

稅
時

點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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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元
，
最
低
不
得
少
於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逾
期
自
動

申
報
或
填
發
者
，
減
半
處

罰
。
 

 

經
稽

徵
機

關
限

期

責
令
補
報
或
填
發
，
公
司

未
依

限
補

報
或

填
發

者
，
按
其
應
申
報
或
短
計

之
所
得
金
額
，
處
公
司
負

責
人

百
分

之
十

五
之

罰

鍰
，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
最
低
不

得
少
於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
最
低
不
得
少
於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逾
期
自
動

申
報
或
填
發
者
，
減
半
處

罰
。
 經

稽
徵

機
關

限
期

責
令
補
報
或
填
發
，
公
司

未
依

限
補

報
或

填
發

者
，
按
其
應
申
報
或
短
計

之
所
得
金
額
，
處
公
司
負

責
人

百
分

之
十

五
之

罰

鍰
，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
最
低
不

得
少
於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第
七

十
二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但
第
十
條

施
行

期
間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本
條

例
修

正
條

文
，
除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修

正
之

第
十

條
，
自
○
年
○
月
○
日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第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自

一

百
零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外
，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第
七

十
二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但
第
十
條

施
行

期
間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一
、
現
行
條
文
未
修
正
，
列

為
第
一
項
。
 

二
、
配
合
本
次
條
文
修
正
，

第
二

項
增

訂
修

正
條

文
之
施
行
日
期
。
 

第
七

十
二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但
第
十
條

施
行

期
間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本
條

例
修

正
條

文
，
除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修

正
之

第
十

條
，
自
○
年
○
月
○
日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第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一
自

一

百
零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至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外
，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本
條
無
修
正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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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並修正第十條並修正第十條並修正第十條、、、、

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2831號） 

第 十 條 為促進產業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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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之公司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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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不超過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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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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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之一 為促進創新研發成果之流通及應用，我國個人或公司在其讓與或授權自行

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取得之收益範圍內，得就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兩百限

度內自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但公司得就本項及第十條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擇

一適用。 

我國個人或公司以其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自

行使用，作價抵繳其認股股款，該個人或公司作價抵繳股款當年度依法規定計算之所得，

得選擇全數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擇定後不得變更。但於延緩繳

稅期間內轉讓其所認股份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於轉讓或辦

理帳簿劃撥之年度課徵所得稅。 

前項個人或公司讓與或授權非屬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自行使用，所取得之新發行股票，

免予計入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課稅。但於實際轉讓時，應將全部轉讓價格作為該轉讓年

度之收益，並於扣除取得前開股票之相關而尚未認列之費用或成本後，申報課徵所得稅。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

算或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個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計算之所得，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其成

本及必要費用按其收益或作價抵繳認股股款金額或轉讓價格之百分之三十計算減除之。 

股票發行公司於辦理作價入股當年度應依規定格式及文件資料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始得適用第二項或第三項之獎勵；其認定結果，並副知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 

第一項研究發展支出自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

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範圍、第六項之規定格式、申

請程序及所需文件資料，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繳稅及緩課於所得稅申報之程

序、應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於取得股票當年度按時價計算全年合計新臺

幣五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取得年度次

年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但於延緩繳稅期間內轉讓其所取得

股份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於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

度課徵所得稅。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訂有限制轉讓期間者，於股票可處分日當年度按限制轉

讓期間屆滿次日之時價計算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

得，適用前項所定延緩繳稅期間應扣除該限制轉讓期間，於剩餘延緩繳稅期間屆滿

之年度課徵所得稅。 

第一項所稱公司員工，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兼任經理人職務之董事

長及董監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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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公司之員工。 

二、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規定，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

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他公司之員工。 

第一項所稱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指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股份。 

第一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

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公司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當年度應依規定格式填具員工擇定延緩繳稅之情

形、限制轉讓期間之訂定及其他相關事項，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並

副知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始適用第一項之獎勵；其申請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延緩繳稅於所得稅申報之程序、取得股票及

股票可處分日之時點訂定、全年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之計算、時價之認定、應提示

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得依產業園區

設置方針，勘選面積達一定規模之土地，擬具可行性規劃報告，並依都市計畫法或區

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提具書件，經各該法規主管機關核准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後，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三十日內公告；屆期未公告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代為公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依第一項規定所勘選達一定規

模之土地，其面積在一定範圍內，且位於單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者，其依相關

法規所提書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核准後，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並於核定後三十日內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於依第一項提

具可行性規劃報告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各該

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應作成完整紀錄，供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之參考。

但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所勘選之土地均為自有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產業園區設置方針、設置產業園區之土地面積規模及第三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面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定之。 

第六十七條之一 適用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一者，公司應於股東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

度、或緩課期間屆滿年度之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

列單申報該已轉讓、辦理帳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讓之股份資料；其未依限或未據

實申報者，稽徵機關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按其應申報或短計之所得金額，

處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新臺幣五萬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 

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公司未依限補報或填發者，按其應申報或短計

之所得金額，處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十萬元。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十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第十條，自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一自一百零五

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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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104.12.30總統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條文總統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條文總統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條文總統公布令增訂並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條文」」」」 

提提提提                問問問問                單單單單 

104.12.30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31號總統令公布「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十

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第三十三

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賦稅署及經濟部工業局等單位將依此擬定相關細則。 

對此，股務協會將擇期與賦稅署及經濟部工業局開會研訂，爰請會員公司針對

股務相關作業之細節與疑義集思廣益提出意見，以便彙整後送請相關單位研議。 

【【【【請請請請於於於於 105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點前傳真點前傳真點前傳真點前傳真（（（（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2567-2291））））或或或或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至本協會至本協會至本協會至本協會，，，，以便彙整以便彙整以便彙整以便彙整後送請後送請後送請後送請相關單位研相關單位研相關單位研相關單位研議議議議】】】】 

101010104.12.304.12.304.12.304.12.30    

公司名稱：                 提問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提問內容 問題說明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一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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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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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 40 ~ 

 



 

~ 41 ~ 

 



 

~ 42 ~ 

 



 

~ 43 ~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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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 段 77 巷 2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7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7 號                                  會員發文號：1050004 號 

附件：如文 

主旨：企業依企業併購法第 33 條規定辦理股份轉換時，得否以公告方式通

知各股東及質權人，謹陳  釋示為禱。 

說明：一、依本會 105.1.29「因應企併法對股務作業影響對策」專案小組

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企業併購法第 33 條規定，股東應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一日前

將其持有之股票提出於公司；未提出者，其原持有之股票失其

效力，其立法理由係為避免已失效之舊票繼續流通，另亦規定

公司應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三十日前公告並分別通知各股東及記

載於股東名簿上之質權人部份，由於目前上市(櫃)、興櫃公司

股票已全面採無實體發行，或實體股票存放在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會主動配合於股份轉換基準日辦理

舊票扣帳及轉換後股票入帳事宜，故原法條應無適用之可能。 

三、為使股務作業有所依循，旨揭所述謹陳  釋示，俾資遵循。 

 
正本：經濟部商業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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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中山北路 2 段 77 巷 2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連絡人：張源白先生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7 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08 號                                  會員發文號：1050005 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12條規定收買異議股東股份時，相關股東交存證券之股務
作業應如何辦理，詳如說明，謹陳  釋示為禱。 

說明：一、依本會 105.1.29「因應企併法對股務作業影響對策」專案小組第二次會
議決議辦理。 

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公司於進行併購而有股東異議時，股東得請求
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股份。惟異議股東交存證券之股務作
業未能有明確之規範，恐造成股務作業無所依循，謹檢附有關異議股東
交存證券之疑義如下︰ 
(一)該條文所謂「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機構」是否即為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1 項得受委託處理股務事務之機
構？ 

(二)企併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異議股東行使收買請求權時應以書面
提出並列明請求收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是以異議股東於交存
股票予受委任機構而尚未向公司提出收買請求權時，可否向受委任
機構主張取消交存返還股票？另股東已行使收買請求權後可否主
張撤銷其請求權？ 

(三)原企併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準用公司法第 187 條，經商字第
09202143760 號爰函示，異議股份之移轉效力，自價款及交付時生
效。惟修法後刪除該準用公司法規定，是以修法後異議股份之移轉
效力，是否仍自價款交付時生效？另公司已先行交付其認為之公平
價格予股東，得否主張已生股份移轉之效力？ 

(四)已交存尚未轉帳至公司帳戶之股票，是否得為扣押之標的? 
(五)企併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異議股東應於法定不變期間內「以書

面提出，並列明請求收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之方式，行使其
股份收買請求權；惟如公司遲未委任股務機構致異議股東無法於期
限內交存股票，則異議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是否喪失? 

(六)企併法第 12條第 5項規定，公司支付價款之期限係「股東會決議」
日起 90 日內，並無類如本條第 2 項並列「股東會決議」或「董事
會決議」兩種不同企業併購之情形；故如公司以「董事會決議」通
過併購，其支付價款之期限應以何時點起算?是否亦為 90日? 

三、以上謹陳請  釋示，以俾遵循。 
正本：經濟部商業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