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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試圖以決策行為分析建立企業制定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決策的行為模

型，並將中小企業視為唯一的決策者，在不同的查稅機率假設下進行申報決策，最

後推論出應採取何種申報制度的決策門檻。本研究根據決策問題制定兩種模型，其

一為將稅捐稽徵機關的查稅機率視為常數；二是將查稅機率視為會受到營業收入

與行業類別影響的變數。根據模型結果可得出研究結論，當企業擁有較高的營收，

其呈報費用的決策門檻隨之降低，而使用擴大書審制度進行申報就會有越高的被

查稅風險，企業也就越不會使用擴大書審申報。而另一方面，企業的查稅機率也會

受到不同行業左右，當行業中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的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差距

越大時，稅捐稽徵機關越會去對該企業進行查稅。因此，行業別也會影響企業使用

擴大書審的決策。 

關鍵字：中小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擴大書審、所得額標準、同業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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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velop a behavioral model of enterprises' decision making 

in making business income tax filing by using decision analysis method, treating SMEs 

as the only decision maker to make filing decisions under different assumptions of 

business tax rate, and finally deducing the decision threshold of which filing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Two model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decision problem: one is to 

treat the tax rate of the tax inspection authority as a constant; the other is to treat the tax 

rate as a variable that is affected by business annual revenue and industry typ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when enterprises have 

higher revenue, their decision threshold for reporting expenses decreases, and the higher 

the risk of being investigated when filing under the “Audit by Reviewing Declaration on 

Tax Returns Expanding to the Cases Qualified for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OF” , 

the less enterprises will use the filing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ability of tax 

investigation of tax inspection authority will be affected by different industries, when 

the industry in the tax authorities approved the “Net Profit Margin Ratio of Audit by 

Reviewing Declaration on Tax Returns Expanding to the Cases Qualified for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OF” and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fit 

Standard of the Same Trade Concerned, the tax authorities will go to the enterprise to 

investigate the tax. Therefore, industrial types will also affect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udit by Reviewing Declaration on Tax Returns Expanding to the Cases Qualified for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OF”. 

Keywords：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 Business income tax, Audit 

by Reviewing Declaration on Tax Returns Expanding to the Cases Qualified for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OF, The Standards of Income, The Profit Standard of the 

Same Trad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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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目前全球掀起反避稅風潮，各國政府將避稅與「洗錢」畫上等號，而國際上亦

有「各國際組織協議跨國合作資訊交換的報告機制」(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以及稅基侵蝕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之議題 1，由

此可見，全球已將「反避稅」視為重要議題。而世界各國會如此重視租稅，主要因

為租稅收入對於各國政府係為重要收入來源，政府稅基如果受到侵蝕，對於國家發

展將會產生深長久遠之影響，嚴重亦會間接導致國家經濟之興衰（劉穎勳、封昌宏，

2022）。儘管目前在我國做為重要稅基之一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也因稅法規定問題

而存在著租稅規避的嚴重稅基侵蝕問題。但基於法律信賴保護原則，營利事業所得

稅納稅義務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仍然可以透過現存的法律規範，從事有利

於降低自身稅負的決策。 

依照我國現存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方式主要有三種，分別為：擴大書審、查

帳申報以及會計師簽證。其中擴大書審主要適用對象為我國之中小企業，特別是在

政府眼中相對「弱勢」之企業，像是尚未有能力設立單獨會計人員記帳或是未能完

善建立完整帳冊之中小企業。而政府對於這類型之企業提供此項營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機制一方面簡化稽徵作業，另一方面提供便民之服務(汪瑞芝，2022)。依據財

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業務系統統計顯示，在民國 110 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

總數為990,749，其中採用擴大書面審核(以下稱擴大書審)申報之案件高達606,031，

佔總體比率約為 60%，可見大多數的企業皆是採用擴大書面審核申報。 

  儘管此項立意良善的申報政策，在實務運行上逐漸演變成誘使企業惡意規避

稅負的制度誘因。但由於企業使用擴大書審申報營利事業得稅時，被查稅時如不主

 
1 係指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稅制之差異與國際租稅規範之不足，進行租稅規劃移轉利潤，以達到集

團稅負成本極小化之目標，造成對各國稅基的侵蝕，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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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示帳冊，最多僅被課以某一個固定稅率即同業利潤率，此一同業淨利率被視為

懲罰性稅率，此乃依據所得稅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

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

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實務上因為上述規定，導致

許多企業利用擴大書審申報方式不實的浮報企業成本費用，進而造成稅負規避的

效果，而過往該申報方式之查帳率不高，更是使相當數量的企業濫用此申報制度。

惟本研究旨不在探討現存稅法對於企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規範的合理性，而單

純就現存法制面探討企業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的決策行為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目前多數國內外探討租稅規避行為的研究皆聚焦在上市櫃公

司。惟我國因為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的特性，且擴大書審制度也限制適用對象為年度

營收規模在 3,000 萬以下的中小企業，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國內中小企業在營利事業

所得稅申報決策中是如何進行決策，以及申報制度會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嘗試以決策行為分析的研究方式，探討中小企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的決策行為，包含討論該企業本身之營業收入高低、行業類別對國稅局查稅機率之

影響，可能改變中小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的決策行為。 

 本文其餘各章節結構如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第三章則說明租稅理論概論；

第四章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第五章則為數值分析，最後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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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希望透過了解國內外學者對於租稅規避以及租稅減免之研究，釐清租

稅規避與租稅減免之理論基礎，以作為本研究之假設依據，而由此推論國內中小

企業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決策行為分析。 

 

第一節 租稅規避之相關研究 

  租稅議題在國外研究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其中像是租稅規避 2以及稅基侵蝕

之相關研究，對於各國政府來說，都是重要的文獻參考，以作為日後對於租稅制度

及法規之檢討及修改之依據。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於 1986 年發布的稅改法案係

將公司之聯邦稅率由 1986 年的 46%降為 1988 年的 34%，也就是說，如果企業的

營收係歸屬在 1986 年的話，所採取的稅率是 46%；而如果營收係歸屬於 1988 年

的話，所採取的稅率為 34%。其中巨大的稅率差距使得企業產生了將「盈餘挪移」

的想法以此來進行租稅規避。有相當多的美國學者對於此項租稅規避行為決策進

行研究，像是 Scholes, Wilson, and Wolfson (1992)就以美國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

本，探討該法案之實施對於企業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如果依靠「盈餘挪移」

之方式來規避租稅，平均每間公司可以獲得 459,000 美元的租稅利益；而美國學者

Guenther (1994)亦以美國之製造、批發、零售以及服務業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

探討 1986 年的稅改法案實施後，促使企業以「盈餘挪移」的方式作為盈餘管理手

段，研究結果發現規模愈大的公司愈容易透過租稅規避的方式進行盈餘管理，而負

債愈高的公司則反之，主要因為負債愈高的公司愈需要在財務報表上展現獲利以

 
2 租稅規避係屬於避稅行為，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納稅者基於

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

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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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具有「還錢」的能力；Maydew (1997)則是對於該法案之實施後，探討企業進

行「盈餘挪移」的方式，發現企業透過虧損扣抵的方式來進行盈餘管理；由上述文

獻可發現企業透過租稅規避之方式可能獲得巨額的租稅利益，代表企業之租稅規

避與法規產生的誘因息息相關。 

  而有些美國學者亦對於企業規模與企業將租稅規避之行為作為盈餘管理的主

要手段之關聯性進行探討，像是 Penno 和 Simon (1986)就以美國的公開發行公司以

及非公開發行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公開發行公司的經理人相對

於非公開發行公司更加願意採取非法的租稅規避方式來增加公司之獲利，主要原

因為公開發行公司的經理人對績效衡量更加敏感，且可能更加偏重於考核稅後淨

利成長率，因此在營業績效無法重大增加的前提下，經理人只能透過大量減少稅務

成本來增加企業淨利；反過來說，研究結果顯示非公開發行公司的經理人大多願意

採取合法的節稅決策來增加稅後淨利。還有 Cloyd, Pratt, and Stock (1996)也發現公

開發行公司的經理人更加願意採取非法的租稅規避決策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非公

開發行公司的經理人則大多採取合法的節稅政策，其中考量的因素可能與股價的

穩定有關。除此之外，美國學者對於租稅規避之其他相關研究還有 Feldstein(1999)

對於租稅規避與所得稅之無謂損失進行探討，發現員工之所得稅所產生的無謂損

失相當大；Cooper(2018)則是研究了關於美國之跨國企業採取租稅規避之方式，發

現跨國企業更加注重優化企業的獲利而非降低公司的稅負，特別是在女性董事比

例特別高的企業；而 Rosato(2022)亦對於美國之跨國企業可能會透過租稅規避與租

稅規劃方式進行盈餘管理探討，發現在現行反避稅觀念盛行之下，跨國企業之整體

租稅規劃非常重要。 

  有些學者則從外部資場市場給予企業的壓力來研究其對於租稅決策的影響，

像是美國學者 Badertscher et al.(2019)就曾對於企業將租稅減免視為盈餘管理之行

為以及對於資本市場所面臨之壓力進行研究。有趣的是，該研究將美國的公開發行

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公營事業進行比較，評估當面臨資本市場壓力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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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更加願意採取非合規的租稅規避決策，以此來控制當期損益。研究結

果顯示，面對愈大的資本市場壓力時，公司的經理人更加願意採取非法的租稅規避

決策來進行盈餘管理。 

  接下來本研究擬探討我國的租稅規避研究。我國學者對於台灣之擴大書面審

核制度下的租稅逃漏情況進行研究，像是鄭伃君等(2020)研究擴大書面審核制度之

租稅規避行為，發現許多企業及廠商會利用拆分營業收入(每間公司控制在 3,000

萬以下)或是操縱成本費用的方式，以追求稅負極小化的目標；游敏惠、吳朝欽(2015)

亦發現許多企業透過擴大書面審核制度來進行租稅規避，因此建議政府可以透過

修改課稅制度等方式來減少此類情事。 

  為了遏阻營利事業所得稅逃漏稅捐 3，我國政府每年需要花費巨額查核成本，

但從稅務行政角度來看，查緝逃漏稅係維持租稅公平與社會正義的重要手段。其主

要的目的，並非在於對逃漏稅者加以處罰，反倒是希望透過稅捐稽徵機關的查緝，

杜絕部份納稅義務人僥倖心態(王得山，2000)。由此可見，有些學者認為查緝逃漏

稅對落實社會正義可能係為重要任務，像是陳明進(2006)就曾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營利事業短漏報所得之行為進行研究，該研究以我國民國 83 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之課稅資料，進而分析稽徵機關對於營利事業於該年之核定結果對於民

國 85 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可能影響。而實證結果顯示，稽徵機關對於逃漏

稅之處罰對於營利事業來說具備遏阻作用；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稽徵機對於當年度

之逃漏稅行為進行懲處，將對於未來營利事業所得稅於申報時將更不傾向選擇逃

漏稅之行為。 

  綜合以上文獻來說，美國許多學者對於租稅規避之相關研究顯示公開發行公

司在面對大量的投資人時，可能較願意採取非合法的租稅規避決策以此來增加企

業獲利，而非公開發行公司因為股東有限，且相較於公開發行公司而言沒有股價壓

 
3 依據財政部對於逃稅之定義為：「是指納稅義務人故意或無意中違反稅法規定，以致未繳或少繳

應繳的租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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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經理人對於企業盈餘管理的決策相對保守。而我國之學者對於租稅規避則

是透過審視擴大書面審核的制度發現其中的稅務漏洞，以此來檢討我國之稅制重

大缺失。由此可見，在我國租稅規避的情況，其成因有相當大一部份在於我國擴大

書審申報制度下產生的誘因，提供企業得以魚目混珠，進行租稅規避這項不合規行

為的機會。另一方面，稅負對於企業來說，有時可能會成為沉重的負擔，因此企業

會使用許多方式來進行租稅規避或甚至是逃漏稅，但其實政府亦會提供相關的租

稅減免制度，像是我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4，目的係用以促進新興產業發展

或是鼓勵投資，而有許多學者對於租稅減免亦有許多研究，將在下文進行說明。 

 

第二節 租稅減免之相關研究 

  租稅減免在國內一直係為重要課題，諸多學者對租稅減免之相關研究對於我

國稅務法規之修法及解釋具有重大影響，因此租稅減免確實為須慎重考量之研究

議題。 

  像是學者陳聽安、陳國樑(2015)就曾對於我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進行研究，著

重分析 1998 年兩稅合一制度的施行以及 2009 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落日，主

要為兩者對於我國稅制上皆為重大變革；而陳聽安於該研究結論中強烈建議政府

全面停止當時實施中的兩稅合一制度，主張讓公司回歸獨立的課稅主體，該建議亦

受到許多學者以及專家的支持，我國政府也於 2018 年正式廢除兩稅合一制度的實

行。 另外，許多國家政府為促進新興產業或是高附加價值之產業發展，會訂定許

多租稅優惠政策係以租稅利益作為動機，驅使企業或投資人選擇享有租稅利益之

選擇，也就是我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有許多對於股東投資抵減相關的租稅優惠制度，有些

 
4 已於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廢止，目的係為促進產業升級，健全經濟發展，政府提供租稅減免之

方案；目前我國亦有「產業創新條例」可作為租稅減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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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則認為企業對於租稅之決策對於該企業股東之權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像是

汪瑞芝與陳明進（2007）曾研究股東投資抵減與公司五年免稅之決策分析 5，主要

係認為股東投資抵減與公司五年免稅之選擇即涉及公司與股東租稅利益間之權衡

取捨，在追求公司與股東總體租稅利益最大化下，如果公司的獲利較佳，五年免稅

的營所稅減免大於股東的投資抵減稅額，公司應該選擇五年免稅的租稅優惠；反之，

如果公司的營運獲利不佳，則應該選擇股東投資抵減，由股東直接抵減其個人所得

稅負。該研究主要係以民國 84 年至 90 年間申請該項獎勵投資案件之上市公司作

為研究樣本；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在進行獎勵投資計劃時，資金來源的規劃

和公司五年免稅或股東投資抵減之選擇有顯著之關聯性，股東現金增資比率較高

之投資計劃，較會傾向選擇股東投資抵減，以增加股東的租稅利益。（汪瑞芝、陳

明進，2007） 

  換句話說，企業如果想獲得投資人青睞，選擇股東投資抵減以減少其股東之實

質稅負，進而使得投資人更願意加入新的現金增資計畫，雖然此一選則對於企業本

身之租稅利益可能受到犧牲，但以企業及股東總體利益考量下仍為適當決策。 

  各國政府實施租稅優惠政策皆須考量其必要性及目的，亦即該租稅優惠政策

是否對於國內企業產業發展具有實質性的正向影響；因為政府施行租稅優惠政策

對於國內稅基將會產生侵蝕，而稅收係為一國政府之重要收入來源，一旦稅基侵蝕

嚴重，可能將對於政府產生長遠之負面影響。 

  因此政府制定相關租稅優惠措施需審慎考慮，而有些學者針對此議題亦著重

考量，探討政府實施之各項租稅優惠措施對於企業之實質影響；像是魏文欽等(2011)

研究租稅優惠對於政府以及高科技產業之影響，主要係為探討政府實施各項租稅

優惠措施對高科技產業之企業自身之競爭力及影響力是否為必要；以及政府為增

加企業投資意願進而創造低稅負投資環境，其實施之結果是否如同預期。 

  該研究之背景主要係我國經濟體之高科技業佔比較高，像是半導體產業鏈等，

 
5 該研究之背景係為「兩稅合一」之實施下，而「兩稅合一」已於民國 107 年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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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更願意提供租稅利益以促進投資人對於國內高科技產業之投資偏好，期望

能加速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而研究結果顯示租稅優惠政策對於企業影響力以及競

爭力仍然具有正向關係，以及對於企業投資意願確實形成積極的正向效果。 

  而亦有學者認為租稅稅率的調降對於企業負擔以及未來企業發展將具有重大

影響。像是汪瑞芝、陳庭軒（2022）對於產業創新條例及營所稅調降對於企業租稅

負擔進行研究，主要探討我國政府將租稅獎勵政策作為租稅誘因，以激勵企業投入

研究發展活動。該研究主要係以 2007 至 2016 之上市（櫃）公司作為樣本，以探

討我國 2010 年稅改實施後對我國營利事業之影響。汪瑞芝、陳庭軒（2022）指出，

「當企業從事研發支出之租稅優惠限縮時，此一投資抵減率大幅減半以及抵減年

限縮短，當企業研究及發展費用越高時，其稅盾利益大幅降低，企業租稅負擔增加，

進而提高有效稅率。在 2010 年稅改實施前（2007 年至 2009 年），企業基於租稅

誘因之研發支出，增加其研發支出，以獲取更多的投資抵減金額；但在 2010 年稅

改實施後（2010 年至 2016 年），企業從事研發支出之投資抵減比率僅為單一年之 

15%（實施前為 30%），因此，企業藉由增加各年度間研發支出以獲取較高投資抵

減租稅利益之誘因減緩，故在此兩稅制變動下，高投資抵減的公司租稅利益降低，

進而提高其有效稅率。」   

  他們希望透過此研究建議政府應以更適當租稅獎勵政策，引導產業資金朝高

附加價值產品方向發展；而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發展活動雖然可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以及促進發展，但研究發展投資具有高度風險及不確定性，且研究發展具有遞延效

果，其經濟效益往往不會於當期發生；然而，卻使得我國稅基受到侵蝕、賦稅收入

減少且租稅獎勵往往集中於某產業，進而造成產業間稅負不公平以及資源扭曲之

現象，因此能夠兼具稅負不公與兼顧各產業發產之適當「產業條例」係為重要議題。 

  由上述文獻可知，國內對於租稅法規制定之選擇具有多方面的想法及建議，主

要是因為如果政府提供過多的租稅優惠政策以及租稅便利機制，雖然可能可以促

進未來產業及經濟之發展，並使國家經濟賦予更高的價值；然而卻可能犧牲及侵蝕



doi:10.6342/NTU202301226

9 
 

掉了國家的稅基，進而嚴重影響國家之重要收入，除此之外，亦可能形成經濟發展

過度集中於某些產業之現象，提高了國家整體經濟之風險，也容易導致部份企業為

了享有租稅利益更加願意去偽裝成「弱勢」，從而失去納稅義務人之基本義務。反

過來說，如果政府採取重稅政策，卻也可能將導至特定產業失去競爭力，更可能抹

滅了新創企業以及許多中小企業於創始階段生存的火苗。 

  綜合以上文獻，可得知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租稅實係為重要考量，也就是說，

如果企業需要展現本身優良績效以及獲利能力，可能就需要付出較高的稅務成本；

但如果企業將追求稅負最小化為目標，可能會透過租稅規避或是逃漏稅等行為來

降低租稅成本，但如果遭到稅捐稽徵機關查帳，可能會需要負擔加倍的稅金或是罰

鍰，因此企業之稅務決策對於企業經營的影響非常重要。目前許多文獻及研究大多

都以上市櫃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惟誠如前述，中小企業佔我國企業比例為大宗，加

上中小企業對於租稅政策的選擇對於企業本身整體利益而言亦是重要議題，因此

基於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遂採中小企業做為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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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租稅理論概論 
   本章擬透過租稅理論以及租稅之相關文獻研究，來了解國內中小企業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現況。本章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租稅理論，第二節為營利事

業所得稅申報制度。 

第一節 租稅理論 

租稅亦稱為賦稅，是國家為了因應政務支出或達成其他行政目的，基於公法的

權力，強制將人民手中之部分財富移轉為政府所有；因此，它具有強制性、無償性、

財政性和政策性的特性（吳嘉勳，2022）。 

我國現行租稅制度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定，可分為國稅和地方稅兩大類，主

要係以稅收歸屬之政府單位作為區分依據。依據楊葉承等（2022）指出，國稅又稱

為「中央稅」，稅收係歸屬於中央政府，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負責徵收；而地方

稅亦可稱為「直轄市及縣（市）稅」，稅收歸地方政府，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管轄之稽徵機關 6負責徵收。而我國現行稅收之歸屬，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

原則上係採獨立稅制，但兼採共分稅制及統籌分配稅制，將於下方說明： 

(一) 國稅 

  包含所得稅、遺產稅及贈與稅、關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證券交

易稅、期貨交易稅、礦區稅。其中所得稅及貨物稅之 10%、營業稅之 40%，應

由中央統籌分配給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而遺產及贈與稅在

直轄市徵起之收入 50%將歸屬於直轄市，在市、鄉（鎮、市）徵起之收入 80%

將歸屬於該市、鄉（鎮、市）。菸酒稅則是以其總收入 18%按人口比例分配直

轄市及台灣省各縣（市）；2%按人口比例分配給福建省金門及連江二線。 

 

 
6 此處稱稽徵機關通常為稅捐稽徵處或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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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轄市及縣（市）稅 

  主要包括土地稅（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

契稅、印花稅、娛樂稅、特別稅課。其中關於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應由縣分

別在鄉（鎮、市）徵起之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收入 30%、40%及 80%給予該

鄉（鎮、市），20%由縣統籌分配給所屬鄉（鎮、市）。 

  田賦及娛樂稅則是縣應以在鄉（鎮、市）徵起之田賦與娛樂稅之收入全部

給予該鄉（鎮、市）。土地增值稅係為由縣以在該鄉（鎮、市）徵起之收入 20%，

繳由中央統籌分配給各縣（市）。最後係為特別課稅，所謂特別課稅係指適應

地方自治之需要，經由議會立法課徵之稅，但不得以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

物為課徵對象。 

 

第二節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其申報制度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基本介紹 

本研究係以營利事業之所得稅作為主要研究稅目，此項稅目屬於國稅，係屬於

我國中央政府重要之稅收，根據我國行政院財政部統計處之資料顯示，110 年全國

稅賦收入總額為 2 兆 8,742 億元，較 109 年增加了 4,755 億元，年增率為 19.8%，

主要係來自營利事業所得稅、證券交易稅、營業稅之主要貢獻，其中營利事業所得

稅以 7,018 億元占比全年總稅賦收入 24.4%為最高。由此可見，營利事業所得稅對

於我國中央政府之稅收係屬重大，因此政府勢必相當重視每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的

徵收情形。為了防止企業逃漏稅，政府每年都會對企業進行抽查，以杜絕有心人士

逃漏稅的行為，此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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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制度 

依據所得稅法所規定，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

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以下簡稱為營所

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方式，係為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扣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以及稅捐後之純益率作為課稅所得額。 

目前我國營所稅申報係依據各自營利事業的條件以及狀況進行申報，主

要有外國分支機構申報案件、簽證申報案件、藍色申報案件、收入超過三千萬

元之普通申報案件、收入在三千萬元以下之普通申報案件、獨資合夥組織申報

案件、公營事業申報案件以及擴大書審申報案件。本研究將對於採取普通申報

案件或是擴大書審案件進行決策行為分析，因此將於下方說明兩者： 

(一) 普通申報案件 

  普通申報案件係指營利事業依據本身實際之營業收入、成本及費用進行

申報，並且需要設有完善的會計帳冊以及憑證以方便日後稅務稽徵機關進行

查核，故又稱為核實申報或查帳申報案件。普通申報案件又可依據客戶本身營

業收入狀況分為收入超過三千萬元之普通申報案件以及收入在三千萬元以下

之普通申報案件。 

  依據表 1 所顯示，收入超過三千萬之普通申報案件總申報稅額為 44,794

（百萬），其稅額佔率為 6.87%，總申報件數為 52,434，佔總申報件數 5.11%；

反觀之，收入在三千萬元以下之普通申報案件總申報稅額為 8,347（百萬），

其稅額占率占比 1.28%，總申報件數為 180,576，佔總申報件數為 17.6%，由

此可看出我國申報案件係以收入在三千萬元以下之中小企業為主。由於採取

此方式申報之營利事業因為需要設置完善的會計帳冊以及憑證，對於營利事

業本身需要較高的成本支出，並且所申報的營業收入、成本及費用所計算出的

課稅所得額佔比營收之純益率如果低於政府所認定的純益率標準（所得額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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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標準 7），企業被稅務稽徵機關抽查的機率將會大大提升，一旦稅捐稽徵

機關認定企業有逃漏稅之嫌疑時，稅務稽徵機關可能會採取同業淨利率 8來要

求企業進行補稅，此為稅捐稽徵機關得以採取之具有懲罰性質之手段，因此同

業淨利率通常會高於所得額標準，以達到懲罰企業之目的，此外，企業也可能

會面臨相關罰則；換句話說，企業一般採取普通案件申報時，也會「參考」財

政部所公布之行業獲利標準，以降低企業本身被抽查的風險。 

  而收入低於三千萬之營利事業基於政府稽徵方便措施，亦得以採取擴大

書審之方式申報，企業採取擴大書審申報方式，除了有較簡便及便宜之益處外，

亦有較低之抽查風險，有關擴大書審申報案件將於下點說明。 

 

表 1：我國 2021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類型之統計表 

申報類型 
稅額 

(百萬)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 

外國分支機構 920 0.14 2,578 0.25 
簽證申報案件 581,913 89.19 97,700 9.52 
藍色申報案件 100 0.02 196 0.02 
收入超過三千萬元之普通申報案件 44,794 6.87 52,434 5.11 
收入在三千萬元以下之普通申報案件 8,347 1.28 180,576 17.60 
獨資合夥組織申報案件 - 0.00 51,204 4.99 
公營事業申報案件 1,027 0.16 30 0.00 
擴大書審申報案件 12,365 1.90 606,031 59.05 
總計 649,466 100.00 990,749 100.00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業務統計系統，2021) 

 

 
 
 
 

 
7 財政部每年皆會公布各行業的所得額純益率 
8 財政部每年亦會公布各行業的同業淨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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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書審申報案件 

  「擴大書審」申報案件係指我國財政部為了簡化營利事業所得稅其中的稽

徵成本以及程序，特別制定了營利事業稅結算申報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為擴大書審實施要點），主要係希望鼓勵較小規模之營利事業能夠以擴

大書審之方式申報納稅以減輕其報稅及相關之營運成本。主要適用對象為全

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總共合計在 3,000 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如果符

合條件，可選擇以營業收入之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加總乘上擴大書審純益率以

作為課稅所得額之計算基礎（若申報純益率高於擴大書審純益率則依其申報

數）。除此之外，只要結算「申報書表齊全」、「申報純益率在一定標準」以上，

並且已於申報繳納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捐者，稽徵機關就其申報案件予以

「書面審核」即可。（鄭伃君等，2020）而財政部每年會公布各個行業的擴大

書審純益率，以此作為企業是否適用擴大書審條件的判斷。 

  換句話說，企業申報的純益率最低標準就是財政部所公布的擴大書審純

益率，才得以適用擴大書審之相關規定。當企業符合擴大書審的條件時並選擇

此方式申報時，申報純益率等於財政部所發布之擴大書審純益率，課稅所得額

的計算方式為總收入（營業收入淨額加上非營業收入）直接乘上擴大書審純益

率。而選擇以擴大書審申報之企業，若相關結算申報書準備齊全，純益率亦是

在一定的標準之上，並於期限以前繳納所有的應納稅額者，稽徵機關予以對其

申報案件「書面」審核即可。 

  採取擴大書審之申報方式有著相對便利及簡單的益處，受到眾多中小企

業的青睞及喜愛。參照表 1 資料顯示，我國 2021 年申報案件比例最高的類型

為採取擴大書審，總件數為 606,031，大約占比 59.05%，但擴大書審所收取的

稅額為 12,365（百萬元），其稅額占率（稅收貢獻度）僅僅不到 2%，雖然擴大

書審案件本就僅是收入總額 3,000 萬元以下的企業方可適用，但整體的稅收貢

獻度確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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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根據以往經驗，財政部對於擴大書審的抽核比例皆相對較低，因此許

多企業可能會採取僥倖心態，未依規定設置帳冊，而逕行以擴大書審之方式申

報，一旦遭到稅捐稽徵機關查核，所面臨的將會是大額的補稅以及相關罰則，

但仍然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是個值得冒險的決策。然而根據最新的研究發現以

及觀察，認為近年稅捐稽徵機關查帳趨勢正在轉變；主要因為業界中太多企業

已將擴大書面審核作為逃稅手段，過度利用了政府提供之便民措施，扭曲了該

法條之原始目的，產生了企業利用分散營收（控制在 3,000 萬以內）或是以逃

避所得稅為目的之申報現象，亦即許多企業於稅上申報之條件明顯與事實不

符(吳欣蕙、陳國樑，2018)。 

綜合來說，當收入低於三千萬之營利事業得以有兩個選擇進行申報，第一

個就是採取普通案件申報之方式，原則上企業需要依據其真實交易及憑證申

報其課稅所得額，但大多數的企業依然會「參考」所得額標準來考量所申報之

純益率，主因係為採取所得額標準申報較不會被稅捐稽徵機關查帳，反過來說，

如果所申報之純益率係低於財政部所發布之所得額標準者，被稅捐稽徵機關

抽查的機率將大大提高，使得其需要補稅的可能性亦上升，對企業來說可能會

是個額外的成本及支出。而收入低於三千萬之營利事業進行營所稅申報的第

二個選擇是採取擴大書審之申報方式，擴大書審係為政府為方便中小企業進

行營所稅申報，提供企業得以選擇使用財政部每年所公布之擴大書審純益率

進行申報，而該擴大書審純益率通常係低於財政部另行公布之所得額標準以

及同業淨利率。 

  



doi:10.6342/NTU202301226

16 
 

表 2：2022 年管理顧問業之各項標準 
標準 
代號 

小業別 
擴大書審

純益率 

所得額 
標準 

同業利潤標準 

毛利率 費用率 淨利率 

7020--11 
財務管理

顧問服務 
10 16 70 49 21 

7020--12 
行銷管理

顧問服務 
10 16 69 48 21 

6691--99 
其他投資

顧問服務 
10 16 69 48 22 

   

  表 2 係以 2022 年度財政部所發布之管理顧問業之各項標準為例，由此可看出

7020—11財務管理顧問服務之擴大書審純益率僅為 10%，但所得額標準卻為 16%，

足足高了 6%，此為驅使眾多中小企業選擇採取擴大書審之申報方式的重要動機。 

  除此之外，政府評估採用此種方式申報之營利事業本身規模相對較小，所得以

課徵之營所稅亦相對較少，在稅捐查核之成本及效益考量之下，對擴大書審申報案

件抽核的比例相對低（依據實務經驗，抽查率大約為 2%~10%），對於收入低於三

千萬之企業來說是個非常優待的申報方式；但依據鄭伃君(2020)的研究，截至 2014

年當年收入低於三千萬的營利事業如果選擇擴大書審申報，其營業收入大於 1,500

萬之企業受到稅捐稽徵機關抽查以及查帳的機率已經大於採用非擴大書審之申報

方式（參照圖 1），而採取擴大書審之營利事業如果被稅捐稽徵機關抽核，除了可

能會被要求補稅至財政部所公布之同業淨利率，亦會面臨衍生的罰則，其中的稅額

差距可能相當大（參照表 2），只是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仍然是個非常值得一賭的

選擇。本研究即以企業的角度來對此項決策進行分析，深度剖析營利事業採取擴大

書審申報之心態以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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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國 2014 年抽查率及查帳率 
 (鄭伃君、楊子霆、韓幸紋，2020) 

 

  因此，由上述文獻可知，目前營利事業大多數皆會選擇以擴大書審方式申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目前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皆普遍未設

立或無法設立獨立的會計人員，而通常係由該營利事業之負責人或其配偶兼任，也

就是說該企業係屬於缺乏專業會計人才之情形，並且營利事業本身之會計制度亦

不健全，且為減少人員開銷，其帳務處理大部分均委託外部代客記帳業者辦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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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與代客記帳業者之間常常並未就交易事實充分溝通，容易形成交易事實失真；

第二個原因為企業通常所委託的記帳業者本身素質良莠不齊，因此中小企業之帳

務憑證實質上即無法完整齊全，帳務處理亦未依規定按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處理，因此才選擇使用擴大書審之方式申報，抱著僥倖之

心態欲躲避稽徵機關之查核。（游敏惠、吳朝欽，2015） 

而本研究係採取財政部所發布之 2023 年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既同業利潤標

準，本研究考量擴大書審率同業利潤率之間差距，以 2023 年財政部所發布之營

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既同業利潤標準為例，像是半導體製造業分為【2611—11】磊

晶矽晶圓製造、【2611—99】其他積體電路製造、【2611—12】電晶體製造、半導

體封裝及測試，其中【2611—11】磊晶矽晶圓製造業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

淨利率為 11%，差距為 5%；【2611—99】其他積體電路製造業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淨利率為 10%，差距為 4%；【2611—12】電晶體製造業之擴大書審率

為 6%，同業淨利率為 10%，差距為 4%；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之擴大書審為

6%，同業淨利率為 12%，差距為 6%；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中的液晶面板及其

組件製造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淨利率為 11%，差距為 5%；燃料及相關產品

批發業可分為【4631—11】煤油批發、【4631—12】液化石油氣批發、【4631—

13】柴油批發、【4631—15】潤滑油批發、【4639—11】煤、焦炭批發及【4639—

99】未分類其他燃料批發，而【4631—11】煤油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

淨利率為 8%，差距為 2%；【4631—12】液化石油氣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4%，同

業淨利率為 8%，差距為 4%；【4631—13】柴油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5%，同業淨

利率為 7%，差距為 2%；【4631—15】潤滑油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淨利

率為 8%，差距為 2%；【4639—11】煤、焦炭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業淨利

率為 8%，差距為 2%；【4639—99】未分類其他燃料批發之擴大書審率為 6%，同

業淨利率為 9%，差距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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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透過前述文獻回顧台灣現行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納稅制度與租稅規避相關

研究，了解到中小企業的申報決策事實上會受到不同申報納稅機制以及國稅局針

對企業所得稅的查帳機率所影響。本章希望能建構合適的數學模型，去分析及預

測不同的申報方式及國稅局的查帳機率是如何影響中小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申

報決策。 

參考以往文獻以及進行相關分析和整理後，本研究問題適合採用決策行為分

析模型進行推導，本研究將企業視為唯一的決策者，探討企業在不同營業收入與

產業類別的組合下，會如何進行申報納稅的決策，底下將說明本研究決策行為分

析的流程及假設。 

第一節 研究之基本假設 

企業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可能更加願意採取較「低」稅負之選擇，

以擴大書審制度進行申報，然而可能使得企業遭到稅捐稽徵機關查帳，一來提高

了帳務成本，二來可能須補稅至具備懲罰性質之同業利潤率。另一方面，企業如

果選擇較為安全的所得額標準申報，則可能大幅降低被查帳的機率，可是同時也

代表企業需要放棄採用擴大書審率申報之租稅利益。換句話說，營利事業在申報

所得稅時，可能面臨重要決策，亦即是使用擴大書審率申報，還是使用所得額標

準申報(姚名鴻、顏志祥，2017)。承上文，本研究提出兩個基本假設： 

一、使用所得額報稅不會被查稅，此項假設是根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80 條第 3

款:「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

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

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儘管

企業申報稅額達所得額標準仍有被查帳的但書，但本研究不考慮但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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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即假設只要企業申報金額達到所得額申報標準，原則上國稅局就不會

再查帳。此項假設對於本模型的意義，在於當企業已依所得額標準進行申

報時，其會遭遇查稅之機率為 0%。 

二、當企業採用擴大書審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會面臨三種情境：第一，企

業之實際帳載淨利率介於擴大書審率與所得額標準率之間；第二，企業之

實際帳載淨利率會介於所得額標準淨利率與同業淨利率之間，第三、企業

之實際帳載率高於同業淨利率。本研究主要探討之企業，皆假定為第三種

情境。原因是第一種和第二種情境之企業使用擴大書審申報時，一旦被查

帳，原則上會以實際帳載淨利做為課稅基礎，換句話說，不會有被課以同

業利潤率的情況發生，因此沒有在擴大書審率與所得額標準率中做決策

之誘因。另外，如果企業之實際帳載淨利率低於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的擴大

書審率，企業也會採用核實申報，不會使用擴大書審申報。 

   

第二節 查稅機率為常數 

在第一個模型中，本研究假設國稅局的查稅機率為常數，意味著企業無從得

知國稅局會如何選定抽查案件，企業只能根據自身條件(例如：營收規模、產業

等)決定要採用何種申報制度。此外，在此模型中，本研究還有以下外生變數定義

及假設： 

1. 使用擴大書審申報之被查稅機率為p。 

2. 稅法上採用擴大書審之利潤率為𝜋𝜋0 

(此數值是根據企業所屬產業類別而定)。 

3. 被查稅後稅捐稽徵機關認定的同業利潤率為𝜋𝜋1。 

(此數值亦是根據企業所屬產業類別而定)。 

4. 企業的利潤率為𝜋𝜋 ≡ Rev−Exp
Rev

（Rev為企業營收，Exp為企業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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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率為τ，現況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20%。 

6. 𝜋𝜋1和𝜋𝜋0之差為K ，滿足𝜋𝜋0 + K = 𝜋𝜋1。(以下𝜋𝜋1將以𝜋𝜋0，K做為替代) 

 

一. 在上述外生變數{p, 𝜋𝜋0, 𝜋𝜋1,Rev,τ}下，企業會思考在自身營業收入及行業

類別確定的條件下，要如何讓自己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降至最少。

而底下本研究可以依據不同的申報方式，列出企業應繳納稅負的期望值: 

1. 採用擴大書審申報之稅額： 

  當企業採用擴大書審申報時，表示企業選擇最為低廉的稅賦計算方

式，因此可以使企業享有較高的租稅利益；然而與此同時，擴大書審申報

也會使企業面臨相對較高的查帳風險，當企業申報後一旦被國稅局查帳，

就得從最低廉的稅賦計算方式上升到具懲罰性的同業淨利率申報方式，

反而增加企業的租稅成本。由上述條件，本研究可得出企業採用擴大書審

申報下應納稅賦的期望值(𝑇𝑇𝑇𝑇𝑇𝑇0)：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0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1 −  𝑝𝑝)𝜋𝜋0𝜏𝜏 +  𝑝𝑝𝜋𝜋1𝜏𝜏] =  [𝜋𝜋0  +  𝑝𝑝𝐾𝐾]𝜏𝜏‧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2. 採用所得額之稅額： 

  當企業採用所得額標準申報，可使企業幾乎不會被查稅，然而卻也無

法享有擴大書審申報制度下豐厚的租稅利益。由上述條件，本研究可得出

企業採用所得額標準申報的應納稅賦(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𝜋𝜋𝜏𝜏     

3. 決策準則之推導過程： 

  列出兩種不同申報制度下的應納稅賦計算式後，當(1)成立時，理性

的企業會選擇採用擴大書審申報。 

[𝜋𝜋0  +  𝑝𝑝𝐾𝐾]𝜏𝜏‧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𝜋𝜋𝜏𝜏              (1)      

此時，本研究將𝜋𝜋 = Rev−Exp
Rev

代入並且經過推導後得到(2)，亦即本研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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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決策標準。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1 −  𝜋𝜋0 − 𝑝𝑝𝐾𝐾) ≡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2)     

 

4. 決策標準(2)之經濟意涵： 

  此準則包含了所有會影響企業報稅決策的所有因素，如營業額、查稅

機率、擴大書審之淨利率以及同業淨利率。此準則為正數，且為營業額(收

入)乘以一介於 0 到 1 之間的百分比。當此準則的營業額拿掉的時候，此

介於 0 到 1 之間的百分比可以和呈報的淨利率做比較。此標準給予企業

一個決策。當企業之呈報費用小於此標準時，應採用擴大書審；大於此標

準時，應採用所得額標準來報稅。因此，上述式(2)所推導出來的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也

可以視為企業擬採擴大書審申報可以浮報的成本費用上限門檻，換言之，

企業使用擴大書審申報，如果浮報成本費用超過此一上限門檻，則採用擴

大書審的應納稅額期望值將大於所得額標準之應納稅額，亦即採用擴大

書審將會面臨被國稅局懲罰，進而增加企業稅負成本。而此一上限門檻又

會受到企業營業額、國稅局查稅機率以及不同行業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

利率間距大小等因素影響。 

 

二. 比較靜態分析： 

1.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Rev

= (1 −  𝜋𝜋0 − 𝑝𝑝𝐾𝐾) ＞0       

 

  當企業營業額上升時，企業決定是否使用擴大書審之決策準則也會

跟著提高，亦即企業可以浮報的費用門檻也會上升。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

之下，當營業額上升時，企業越可能採取擴大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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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p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𝐾𝐾 < 0       

 

  當查稅機率上升時，企業決定是否使用擴大書審之決策準則也會跟

著降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當採擴大書審之查稅機率上升時，企

業越不可能採取擴大書審。值得注意的是，此成本費用門檻提高之幅度會

取決於同業淨利率以及擴大書審之假設利潤率之差 K。在最極端的情形

下，當此差距為 0 時，採擴大書審之查稅機率之變動並不會影響企業的決

策準則。 

 

 3.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π0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0       

 

  當採擴大書審之假設利潤率上升時，企業決定是否使用擴大書審之

決策準則也會跟著下降。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當採擴大書審之假設

利潤率上升時，企業越不可能採取擴大書審。 

 4.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K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𝑝𝑝 < 0       

 

  當同業淨利率與擴大書審率差距上升時，企業決定是否使用擴大書

審之決策準則也會跟著降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當同業淨利率上

升時，企業越不可能採取擴大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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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查稅機率隨營業額與利潤率差距呈

現正向 

一. 假設變更 

  在第二個模型中，本研究對國稅局查稅機率做出更多假設。從過往的

研究和分析可知，儘管無法得知確切的查稅機率，卻可以推測此查稅機率

會受到企業的營收規模、行業類別、外部經濟環境…等等因素影響，進而

影響不同企業產生不同的報稅決策。根據上述資訊，在此模型中假設企業

的營業收入、行業類別會影響查稅機率，進而改變企業的報稅決策。 

根據上述條件，本研究將查稅機率重新定義為以下式子： 

𝑝𝑝 = 𝑝𝑝0 + α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β(π1 − π0) 

  此式子反映兩種稅捐稽徵機關查稅的方式，分別為抽查及全查。在抽

查時，𝑝𝑝0表示無法洞察之截距項，也可視為稅捐稽徵機關每年特別選案查

帳下之基準機率。針對企業營業收入𝑅𝑅𝑅𝑅𝑅𝑅這個影響因素，本研究賦予權重

α衡量此因素影響力的大小。行業類別的影響則會反映在企業採用的擴

大書審率π0及同業淨利率π1兩者的差距，而兩者的差距則以 K 表示，權

重β則是此因素影響力的大小衡量數，這些變數最終皆會影響稅捐稽徵

機關的查稅機率𝑝𝑝。此模型計算式中，本研究假設查稅機率𝑝𝑝介於 0 與

100%之間。 

  除了更改對查稅機率的設定，本研究依舊有如下的外生變數定義及

假設： 

1. 使用擴大書審報稅之被查稅機率為 p 

2. 被查稅後的稅捐稽徵機關認定同業利潤率為π1 

3. 企業的利潤率為𝜋𝜋 ≡ Rev−Exp
Rev

（Rev為企業營收，Exp為企業成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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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所得稅率為τ，現況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20%。 

5. 𝜋𝜋1和𝜋𝜋0之差為K ，滿足𝜋𝜋0 + K = 𝜋𝜋1。(以下𝜋𝜋1將以𝜋𝜋0，K做為替代) 

 

  在上述外生變數{𝑝𝑝0, α , β ,𝜋𝜋0 , 𝜋𝜋1 , Rev , τ}下，企業會思考在自身

營業收入及行業類別確定的條件下，要如何讓自己應繳納的營利事業所

得稅降至最少。而在模型二中稅捐稽徵機關有兩種可能的查稅方式，分

別是抽查(即查稅機率𝑝𝑝 < 100%)，並且抽查會受到不同變數的影響，以

及全查(即查稅機率𝑝𝑝 = 100%)。底下將依據不同的抽查和申報方式，列

出企業應繳納稅賦的計算式。 

 

二. 抽查模式下的決策行為分析 

1. 採取擴大書審之稅額 

  在稅捐稽徵機關不是採取全查的情況下，當企業採用擴大書審

申報方式時，表示企業選擇最為低廉的稅賦計算方式，因此可以使

企業享有較高的租稅利益；然而與此同時，擴大書審申報也會使企

業面臨相對較高的查帳風險，當企業申報後一旦被稅捐稽徵機關查

帳，就得從最低廉的稅賦計算方式上升到具懲罰性的同業淨利率申

報方式，反而增加企業的租稅成本。由上述條件，本研究可得出企

業採用擴大書審申報下應納稅賦的期望值：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0 = [�1 − 𝑝𝑝0 −αRev −β𝐾𝐾�𝜋𝜋0 τ + (𝑝𝑝0+αRev+β𝐾𝐾) 𝜋𝜋1τ] ‧ Rev 

 

 

2. 採取所得額之稅額： 

  當企業採用所得額標準申報，可使企業幾乎不會被查稅，然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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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享有擴大書審申報制度下豐厚的租稅利益。由上述條件，本研

究可得出企業採用所得額標準申報的應納稅賦：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𝜋𝜋𝜏𝜏     

 

3. 採用擴大書審之充要條件： 

  經由和模型一相同之比較過程後，本研究可得到模型二的決策

準則如式 3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1 − 𝜋𝜋0 − (𝑝𝑝0+αRev+β𝐾𝐾)𝐾𝐾] ≡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3) 

 
4. 比較靜態分析 ： 
 
(1)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𝑅𝑅𝐸𝐸𝑅𝑅

= 1 − 𝜋𝜋0 − 𝐸𝐸0𝐾𝐾 − 2𝛼𝛼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𝐾𝐾 − 𝛽𝛽𝐾𝐾2 

  當企業營業額很小時，隨著營業收入的升高，企業會更加傾向於使

用擴大書審申報。然而，當企業營業額上升到一定值時，成長幅度將會逐

漸減少。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當營業額上升時，企業越可能採取擴

大書審。 

(2)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𝐸𝐸0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𝐾𝐾 < 0 

  當𝐸𝐸0增加時，代表被稅捐稽徵機關查稅的機率絕對提升，因此隨著𝐸𝐸0

的逐漸提高，代表企業遭到稅捐稽徵機關查帳的風險愈來愈高，因此愈不

可能使用擴大書審，會更加傾向使用所得額標準申報。 

 
 
 
(3)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𝛼𝛼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2𝐾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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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𝛼𝛼的變動量和 REV 具高度相關，也就是說當 REV 很高時，在𝛼𝛼值偏

低的情況下，企業會傾向使用擴大書審申報；反之，如果 REV 很高而𝛼𝛼

值亦偏高的情況下，企業使用所得額標準申報是較為適合的方式。 

 

(4)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𝛽𝛽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𝐾𝐾2 < 0 

  𝛽𝛽的變動量和K高度相關，也就是說當𝐾𝐾值如果偏高時，在𝛽𝛽值偏低

的情況下，企業會傾向使用擴大書審；但如果𝛽𝛽值偏高，企業可能會使

用所得額標準申報較為合適。 

 

(5)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𝜋𝜋0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0 

  當擴大書審稅率提高的情況下，亦即擴大書審率和所得額之間的差

距縮小。此時企業能從擴大書審以及所得額標準中間獲得的利潤率差不

斷變少，而使用擴大書審被查帳機率亦會較高，使得企業採取擴大書審的

動機將會下降。 

(6)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𝐾𝐾

= −𝐸𝐸0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𝛼𝛼𝑅𝑅𝑅𝑅𝑅𝑅2 − 2𝛽𝛽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𝐾𝐾 < 0 

  當 K 成長時表示同業淨利率與擴大書審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也

就是如果企業採取擴大書審被查帳，所需補繳的稅額將會大幅提高。因

此在 K 值不斷成長的情況下，企業選擇擴大書審的動機也會下降，轉而

使用所得額進行申報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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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面查核模式下的決策行為分析 

1. 採取擴大書審之稅額 

  當稅捐稽徵機關採取全面普查的查稅方式，會使企業失去透過

擴大書審制度進行稅賦規避的決策空間，因為只要不符合稅法規定

核實申報費用，其申報後的結果將會使應繳稅賦從原本擴大書審率

的最低金額，反被變成受懲罰之最高金額。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0 = 𝜋𝜋1τ‧Rev 

2. 採取所得額之稅額 

同抽查狀況下的計算方式。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𝜋𝜋𝜏𝜏   

3. 採用擴大書審之充要條件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1 − 𝜋𝜋1) ≡ 𝐸𝐸𝑇𝑇𝑝𝑝�            (4) 

  充要條件式 4 不會成立，因為𝜋𝜋 < 𝜋𝜋1在本模型中恆成立。回到

本研究一開始的基本假設，企業只要申報到所得額標準，就不會再

遭遇查稅，也不會有懲罰。所以在全面查核模式下，由於企業了解

採用擴大書審申報，一定會被抓到進行租稅規避，所以將不會採用

擴大書審申報，而是轉向使用所得額標準，採取相對安全的申報方

式。不過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採取全面普查的查稅方式應不可能

發生，因為擴大書審的申報方式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稅捐稽徵機關

為了稽徵方便，如果採全面查核方式，就失去了原本擴大書審實施

的意義，有鑑於此，此一部份應僅止於理論上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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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數值分析 

  本章主要係闡述導入研究資料後，本研究所設立模型之數據結果。本章分為兩

節，第一節為查稅機率為常數之決策行為分析；第二節為考量查稅機率不為常數的

情況下，查稅機率隨營業額與利潤率差距呈現正向之決策行為分析。 

 

第一節  查稅機率為常數之決策行為分析 

  本研究在稅捐稽徵機關之查稅機率為常數的假設下，以模型(2)來分析企

業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考量本身之營業收入(Rev)水準以及本身行業之

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之差額(K)後，能做出對於企業最大利益之申報稅務

決策。  

 本研究模型中，將企業依據營業收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組別，分別是低營

收水準(1,000 萬元)、中營收水準(2,000 萬元)，以及高營收水準(3,000 萬元)。

之所以分成不同營收水準高低的組別，是希望了解營業收入對於企業納稅申

報決策的影響。 

  在 K 值樣本的選取上，本模型係採取財政部所發布 2022 年度顧問業、加

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以及電子器材批發業在擴大書審率、所得額標準以及同業

淨利率的標準，如表 3。選取這三個行業類別的原因在於，其淨利率與擴大書

審率之間的差距 K 分別代表最高、適中，以及最小的差距，以此來驗證不同

組別的 K 值對模型結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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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2 年度顧問業、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以及電子器材批發業之各項比率 

產業 擴大書審率 所得額標準率 淨利率 

顧問業 10% 16% 22%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 7% 10% 12% 

電子器材批發業 6% 7% 8% 

  

1. 企業在低營收水準之情況(1,000 萬元) 

  參照表 4 可以得知企業在營收 1,000 萬以內不同查稅機率下， 產業

類別對於企業申報決策的影響。當稅捐稽徵機關查稅機率為 0%時，三種

行業都會使用擴大書審制度申報，此時，各行業的成本費用門檻即會等於

各行業採用擴大書審申報制度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的成本費用率。而當

稅捐稽徵機關的查稅機率逐步上升至 50%時，顧問業的核定成本費用門

檻下降 60 萬元(6.67%)，亦即從 900 萬元下降至 840 萬元；而電子器材批

發業僅下降 10 萬元(1.06%)，亦即從 940 萬元下降至 930 萬元。由此可說

明顧問業使用擴大書審進行申報的決策門檻，對於查稅機率變動的敏感

程度會高於電子器材批發業，其原因正是因為顧問業的擴大書審率與同

業淨利率的差距(K 值)大於電子器材批發業，k 值越大，企業會擔心一旦

被罰，要繳納的懲罰金額就會越高於擴大書審之稅額，而這種想法正反映

在不同行業間決策門檻因 k 值而產生的變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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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低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 

查稅機率= p 顧問業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 電子器材批發業 

0% 900 930 940 

10% 888 925 938 

20% 876 920 936 

30% 864 915 934 

40% 852 910 932 

50% 840 905 930 

單位：萬元 

2. 企業在中營收水準之情況(2,000 萬) 

  企業在營收 2,000 萬的情況中，可以發現同低營收水準的情況，當稅

捐稽徵機關的查稅機率與企業營收固定後，各企業決定營利事業所得稅

的申報制度決策門檻，會受到各行業ｋ值大小的影響。如表 5 中，顧問業

的成本費用門檻，從查稅機率 0%到 50%的變動數為 120 萬，亦即從 1,800

萬元下降至 1,680 萬元；而電子批發業僅僅下降了 20 萬，亦即從 1,880 萬

元下降至 1,860 萬元，顯然也證明 k 值對企業呈報費用門檻的影響，在中

營收水準之企業也適用。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營收的基數從低營收 1000

萬上升至 2,000 萬，成本費用門檻的變化數也會隨之增加，舉例而言，對

於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在營收 1,000萬元時門檻從 930萬下降至 905萬，

僅下降 25 萬；而在中營收 2,000 萬時門檻則從 1,860 萬下跌至 1,810 萬，

總變動數達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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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 

查稅機率= p 顧問業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 電子器材批發業 

0% 1,800 1,860 1,880 

10% 1,776 1,850 1,876 

20% 1,752 1,840 1,872 

30% 1,728 1,830 1,868 

40% 1,704 1,820 1,864 

50% 1,680 1,810 1,860 

單位：萬元 

 

3. 企業在高營收水準之情況(3,000 萬) 

  企業在營收 3,000 萬之情況下，可以發現同前兩種營收水準的情況，

當稅捐稽徵機關的查稅機率與企業之營收固定後，各企業決定營利事業

所得稅的申報制度決策門檻，會受到各行業ｋ值大小的影響。在表 6 中，

顧問業的費用門檻，從查稅機率 0%到 50%的變動數為 180 萬，亦即從

2,700 萬元下降至 2,520 萬元；而電子批發業僅僅下降了 30 萬，亦即從

2,820 萬元下降至 2,790 萬元。顯然也證明 k 值對企業呈報成本費用門檻

的影響，在高營收水準之企業也適用。而成本費用門檻的變化數也隨著營

收的基數上升至所有營收組別中最高的 3,000 萬而增加至最高，舉例而言，

對於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在低營收時變動數為 25 萬、中營收時總變動

數達 50 萬，而在本組中則為 7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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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高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 

查稅機率= p 顧問業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 電子器材批發業 

0% 2,700 2,790 2,820 

10% 2,666 2,778 2,814 

20% 2,628 2,760 2,808 

30% 2,592 2,745 2,802 

40% 2,556 2,730 2,796 

50% 2,520 2,715 2,790 

單位：萬元 

4. 小結： 

  在查稅機率(p)為常數之假設下，企業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申報決策

費用門檻會隨著企業營收高低以及不同的行業別 k 值產生變化。本研究

採取樣本的顧問業、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以及電子器材批發業三行業

中，前者擁有最大的 k 值，所以對於查稅機率造成的費用門檻變動數在

各營收水準組別中有最顯著的變化趨勢。另一方面，營收的高低水準影

響的是費用門檻變動數的大小，當營收水準越高，呈報成本費用的變動

金額也會隨之增加。 

  在模型一中，查稅機率被視為固定的常數，不會因企業的營收與行

業別改變。然而在實務以及前述的文獻回顧中本研究皆發現，查稅機率

可能受到營收高低以及不同行業而產生變化，進而改變企業的申報決策。

因此在模型二中，本研究即考量稅捐稽徵機關查稅機率會隨著營收以及

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之間差距影響，進而分析不同行業之企業在各

個營收水準下所做之最適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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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查稅機率隨營業額與利潤率差距呈

現正向變動之決策行為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考量在查稅機率(p)不為常數，且也不為全面查核(p<100%)

之假設下，稅捐稽徵機關之查稅機率是否會隨著企業之營業額與利潤率差距

變化呈現變動。本節擬以第二個模型進行分析，亦即企業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時，如果考量企業本身之營業收入水準(Rev)以及本身行業之擴大書審率與

同業淨利率之差額(K)後，可能做出對於企業最大利益之申報稅務決策。 

本模型同模型一，亦將企業按照不同的營業收入水準分成三組，分別是：

低營收水準(1,000 萬元)、中營收水準(2,000 萬元)，以及最後是高營收水準

(3,000 萬元)，以此了解營業收入對企業申報納稅決策的影響。另外，本模型

並假設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營業額增減導致查稅機率變化的敏感程度(α)為

0.01%，也就是假設企業營業額每增加一單位，稅捐稽徵機關的查帳機率會增

加 0.01%的變動程度。 

    本模型同模型一所選取的樣本，係採取財政部所發布 2022 年度所發佈之

顧問業、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以及電子器材批發業的擴大書審率、所得額標

準以及同業淨利率(參照表 7)。另假設稅捐稽徵機關對於利潤率差距增減導致

查稅機率變化的敏感程度(β)為 0.01，也就是假設擴大書審率與同業利潤率的

差距每增加一單位，稅捐稽徵機關的查帳機率會增加 0.01 的變動程度。 

表 7：2022 年度顧問業、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以及電子器材批發業之各項比率 

代號 產業 擴大書審率 所得額標準率 淨利率 

A 顧問業 10% 16% 22% 

B 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 7% 10% 12% 

C 電子器材批發業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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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在低營收準水之情況(1,000 萬元) 

  企業營收在低水準之情況下，參照表 8， 當𝑝𝑝0及營業收入固定時，

各產業的查稅機率(p 值)開始出現不同，這項差異背後的原因是因為不同

行業類別的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的間距不同(K 值不同)，進而影響各

產業的查稅機率。以上三個產業中，由於顧問業的 K 值最大，因此在相

同𝑝𝑝0及營業收入的設定下，擁有最高的查稅機率，例如當𝑝𝑝0為 5%時，其

查稅機率為 15.12%，高於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之 15.05%以及電子器材零

組件批發業之 15.02%。而決策的成本費用門檻金額則是最低。這項結果

顯示，顧問業使用擴大書審申報最容易被稅捐稽徵機關調查，因此顧問

業在相同的營收水準和初始查稅機率𝑝𝑝0固定的情況下，使用擴大書審申

報的決策空間相對較低。 

表 8：低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模型二） 

𝑝𝑝0 p 顧問業 p 加盟連鎖 

便利商店業 

p 電子器材 

批發業 

0% 10.12% $887.86 10.05% $894.98 10.02% $898.00 

5% 15.12% $881.86 15.05% $892.48 15.02% $897.00 

10% 20.12% $875.86 20.05% $889.98 20.02% $896.00 

15% 25.12% $869.86 25.05% $887.48 25.02% $895.00 

20% 30.12% $863.86 30.05% $884.98 30.02% $894.00 

單位：萬元 

二、 企業在中營收水準之情況(2,000 萬) 

  企業營收在中水準之情況下，參照表 9， 可以看出與低營收水準組

別有相同的趨勢，同樣是擁有較高Ｋ值的行業別有最高的查稅機率，例

如顧問業有高於另外兩個行業的 K 值，查稅機率是三者中最高的，也進

而導致使用擴大書審申報決策的成本費用門檻變為三種行業中最低者。

另一方面，隨著營業收入從 1,000 萬元上升到 2,000 萬元，當𝑝𝑝0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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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相同產業在低營收組別與中營收組別的 P 值，可發現各行業的 P 值

隨著營收而大幅上升。例如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的 P，在𝑝𝑝0同樣是 5%時，

就從低營收組別的 15.05%上升到中營收組別的 25.05%，這顯示了營業收

入對於查稅機率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表 9：中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模型二） 

𝑝𝑝0 p 顧問業 p 加盟連鎖 

便利商店業 

p 電子器材 

批發業 

0% 20.12% 1,751.71 20.05% 1,779.95 20.02% 1,791.99 

5% 25.12% 1,739.71 25.05% 1,774.95 25.02% 1,789.99 

10% 30.12% 1,727.71 30.05% 1,769.95 30.02% 1,787.99 

15% 35.12% 1,715.71 35.05% 1,764.95 35.02% 1,785.99 

20% 40.12% 1,703.71 40.05% 1,759.95 40.02% 1,783.99 

單位：萬元 

三、 企業在高營收水準之情況下(3,000 萬元) 

  企業在高營收水準之情況下，參照表 10，可以看出與前兩組營收水

準組別有相同的趨勢，同樣是擁有較高Ｋ值的行業別有最高的查稅機率，

例如顧問業有高於另外兩個行業的 K 值，查稅機率是三者中最高的，也

進而導致使用擴大書審申報決策的成本費用門檻變為三種行業中最低者。

另一方面，隨著營業收入從 2,000 萬元上升到 3,000 萬元，當𝑝𝑝0固定時，

比較相同產業在高營收組別與其他營收組別的 P 值，可發現各行業的 P

值隨著營收而大幅上升。例如加盟連鎖便利商店業的 P，在𝑝𝑝0同樣是 5%

時，就從低營收組別的 25.05%上升到中營收組別的 35.05%，這顯示了營

業收入對於查稅機率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doi:10.6342/NTU202301226

37 
 

表 10：高營收水準之企業呈報費用決策門檻（模型二） 

𝑝𝑝0 p 顧問業 p 加盟連鎖 

便利商店業 

p 電子器材 

批發業 

0% 30.12% 2,591.57 30.05% 2,654.93 30.02% 2,681.99 

5% 35.12% 2,573.57 35.05% 2,647.43 35.02% 2,678.99 

10% 40.12% 2,555.57 40.05% 2,639.93 40.02% 2,675.99 

15% 45.12% 2,537.57 45.05% 2,632.43 45.02% 2,672.99 

20% 50.12% 2,519.57 50.05% 2,624.93 50.02% 2,669.99 

單位：萬元 

四、 小結： 

  在查稅機率(p)不為常數之假設下，本研究發現企業的查稅機率會受

到營業收入與行業類別的影響，也導致決策行為會變得更加複雜。在上述

三個組別採用擴大書審制度申報納稅的呈報成本費用決策門檻中，可以

看出兩個符合模型二假設的趨勢。  

  首先，企業的查稅機率會受到營業收入大幅的影響，當𝑝𝑝0都設定在相

同的水準時，不同營收組別的同產業，會有不同的查稅機率，且變化趨勢

是隨著營收越高的組別會越有較高的查稅機率。例如當𝑝𝑝0鎖定在 5%時，

電子零組件批發業查稅機率就從低營收組別的 15.02%，一路上升至高營

收組別的 35.02%。這表示對於稅捐稽徵機關而言，當企業擁有較高的營

收，其呈報費用的決策門檻隨之降低，而使用擴大書審制度進行申報就會

有越高的被查稅風險。此外，企業的查稅機率也會受到不同行業左右，而

K 值越大的行業，越會有較高的被查稅風險，這項趨勢在不同營收組別都

可以觀察到。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顧問業的 K 值是三者中最高，因此

在不同的營收組別，都可以觀察到顧問業總是擁有最高的查稅機率。而這

也符合本研究在模型二提出的論點，當行業中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的擴大

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差距越大時，稅捐稽徵機關越會去調查該行業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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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決策，因為一旦查到有規避稅負的行為，就可以用與擴大書審率差距最

大的同業淨利率核定企業應繳的稅負，達到最大的懲罰與補稅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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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稅捐稽徵機關查帳機率和中小企業之營業額以及所在行業之擴

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之差距的關係，主要透過決策模型推理並對其分析以獲得

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在查稅機率(p)為常數之假設下，企業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申報

決策費用門檻會隨著企業營收高低以及不同的行業別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率間

距產生變化。而隨著間距越大，該行業能否使用擴大書審的成本費用決策門檻對於

查稅機率會有最敏感的變化趨勢，只要微小的變動，就會造成企業能否使用擴大書

審申報的決策空間迅速變小。另一方面，營收的高低水準影響的是成本費用門檻變

動金額的大小，當營收水準越高，呈報成本費用的變動金額也會隨之增加。 

除此之外，在考量查核機率(p)會受到營業額以及行業擴大書審率與同業淨利

率之差距影響後可以發現，企業的查稅機率會受到營業收入大幅的影響，當𝑝𝑝0都設

定在相同的水準時，不同營收組別的相同產業，會有不同的查稅機率，且變化趨勢

是隨著營收越高的組別會越有較高的查稅機率。對於稅捐稽徵機關而言，當企業擁

有較高的營收，其呈報成本費用的決策門檻隨之降低，而使用擴大書審制度進行申

報就會有越高的被查稅風險。而企業的查稅機率也會受到不同行業左右，K 值越大

的行業，越會有較高的被查稅風險，當行業中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的擴大書審率與同

業淨利率差距越大時，稅捐稽徵機關越會去調查該行業的申報決策，因為一旦查到

有規避稅負的行為，就可以用與擴大書審率差距最大的同業淨利率核定企業應繳

的稅負，達到最大的懲罰與補稅之效果。 

  且本研究主要係透過模型進行決策行為分析，惟因現階段稅捐稽徵機關並未

公佈每年的查帳機率，因此本研究係基於假設稅捐稽徵機關在不同的查稅機率下，

對於中小企業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的決策行為分析，此一假設將影響現實情

況下的實際申報情況，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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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基於國內中小企業目前缺乏有效且完整的財稅相關資料庫，因此本研究並

未導入企業相關財稅資料及數據進行驗證，但如果能採用企業之實務數據進行研

究，對於企業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決策將有重大研究貢獻，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以透過個案研究或是未來如果國內具有較為完整且客觀之中小企業查稅

相關資料庫，亦可以透過該資料庫數據從事實證研究分析，以進一步驗證本研究模

型分析結果的實務應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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