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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摘 要 

依我國憲法第 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故違反租稅義務時，將

依各稅法規定施以處罰，來達到遏止租稅逃漏，以確保國家財政建全。以本

市租稅處罰案件分析，其中車輛逾期未完稅使用公共道路遭查獲，依使用牌

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案件占最大宗。綜觀現行各稅法，針對納

稅義務人逾期未完稅之行為，均以加徵滯納金作為處罰，惟使用牌照稅另增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加重逾期未完稅行為之處罰。故探討針對使用

牌照稅增加逾期未完稅罰則，是否可達到遏止租稅逃漏之原意，其加重處罰

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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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依我國憲法第 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故違反租

稅義務時，將依各稅法規定施以處罰，來達到遏止租稅逃漏，以確保

國家財政建全。以本市租稅處罰案件分析，其中車輛逾期未完稅使用

公共道路遭查獲，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1規定裁處罰鍰案件

占最大宗。綜觀現行各稅法，針對納稅義務人逾期未完稅之行為，均

以加徵滯納金作為處罰，惟使用牌照稅另增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加重逾期未完稅行為之處罰。故探討針對使用牌照稅增加逾期

未完稅罰則，是否可達到遏止租稅逃漏之原意，其加重處罰之必要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藉由蒐集本市 106年度至 110年度定期開徵稅目使用牌照稅、房

屋稅、地價稅至各年度結束未徵數，及 106年度至 110年度依使用牌

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裁罰數，比較分析現行針對使用牌照稅加處逾

期未完稅罰則，是否有較房屋稅、地價稅其逾期未完稅欠稅數是否隨

之減少。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第一章「緒論」，主要在闡述本研究報告之「研究動機與

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於第二章分析「本市定期開徵

稅目逾期未完稅數及罰鍰數」；第三章說明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

項規定之立法沿革及現況。第四章為分析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

項規定所衍生之各項缺失。第五章則就前述章節作總結，並提出建議

以期供相關單位運用並作為修法之參考。 

 

                                                 
1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

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加徵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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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市定期開徵稅目逾期未完稅數及罰鍰數 

第一節 定期開徵稅目逾期未完稅數分析 

以地方稅而言，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為各縣市定期之主

要財政收入，故逾期未完稅數多寡，將影響財政運用。分析本市 110

年度定期開徵稅目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未徵數，逾期未完稅

比率分別約佔各查定數 2.04%、0.92%、1.46%（表 2-1~3），使用牌照稅雖

另有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針對逾期未完稅之處罰，但逾期

未完稅數未隨之減少，反之，其為三稅中未徵數比率最高者。 

再以本市 106年度至 110年度各年度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

稅未徵數比率，僅 106年度、109年度地價稅未徵數比率較使用牌照

稅高，餘大多以使用牌照稅未徵數比率較高，且使用牌照稅未徵數比

率都約佔 2%左右，是否顯示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

之處罰，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已趨向彈性疲乏現象。 

表 2-1 106-110年度使用牌照稅逾期未完稅數統計表 單位:年、元、% 

年度 查定數 實徵數 未徵數 
未徵數/查定數 

（逾期未完稅比率） 

106 780,513,771 763,079,378 17,434,393 2.23 

107 789,289,495 771,006,593 18,282,902 2.32 

108 793,605,162 776,174,419 17,430,743 2.20 

109 798,506,543 781,592,304 16,914,239 2.12 

110 805,677,252 789,203,204 16,474,048 2.04 

資料來源：基隆市 110年稅捐統計年報 

表 2-2  106-110年度房屋稅逾期未完稅數統計表    單位:年、元、% 

年度 查定數 實徵數 未徵數 
未徵數/查定數 

（逾期未完稅比率） 

106 756,999,125 751,806,432 5,192,693 0.69 

107 766,315,338 760,613,049 5,702,289 0.74 

108 769,173,566 765,111,556 4,062,010 0.53 

109 767,243,249 758,228,320 9,014,929 1.17 

110 763,691,757 756,651,910 7,039,847 0.92 

資料來源：基隆市 110年稅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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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6-110年度地價稅逾期未完稅數統計表  單位:年、元、% 

年度 查定數 實徵數 未徵數 
未徵數/查定數 

（逾期未完稅比率） 

106 957,255,862 920,998,955 36,256,907 3.79 

107 996,964,956 980,175,579 16,789,377 1.68 

108 994,082,247 980,122,007 13,960,240 1.40 

109 1,018,842,009 972,754,857 46,087,152 4.52 

110 1,012,625,894 997,864,529 14,761,365 1.46 

資料來源：基隆市 110年稅捐統計年報 

第二節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罰鍰數分析 

以本市租稅處罰案件分析，其中車輛逾期未完稅使用公共道路遭

查獲，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案件占最大宗。

分析本市 106年度至 110年度各年度租稅處罰案件，依使用牌照稅法

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案件，以裁罰金額計算分別佔 45%、56%、

60%、67%、72%（表 2-4）；以件數計算分別佔 43%、56%、59%、72%、71%（表

2-5），分析成長原因，雖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

案件，金額或件數僅逐年微幅成長，惟總裁罰金額及件數逐年下降，

導致佔比大幅成長，顯示此一罰則，遏止租稅逃漏之作用，是否已無

效用。 

再以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數，佔 106年至

110年各年度使用牌照稅查定開徵數分析，以 106年度為基期，107

年度起至 110年度各年度查定開徵數均較前一年度成長，成長比率分

別 1.11%、0.54%、0.61%、0.89%（表 2-6），而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數，除 109年度外亦隨著查定開徵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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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106-110年度違章案件裁罰金額統計表   單位:年、元、% 

年度 
使用牌照稅 

總裁罰金額 第 28條第 1項裁罰金額 百分比 

106 12,133,321 5,417,145 45 

107 9,781,746 5,454,083 56 

108 9,413,170 5,688,853 60 

109 8,290,732 5,582,163 67 

110 7,953,589 5,746,093 72 

資料來源：基隆市稅務局違章案件裁處法條比較表 

 

表 2-5  106-110年度違章案件裁罰件數統計表 單位:年、件、% 

年度 
使用牌照稅 

總裁罰件數 第 28條第 1項裁罰件數 百分比 

106 3,416 1,473 43 

107 2,348 1,310 56 

108 2,382 1,408 59 

109 2,002 1,432 72 

110 2,192 1,560 71 

資料來源：基隆市稅務局違章案件裁處法條比較表 

 

表 2-6 106-110年度違章案件裁罰金額佔查定數統計表 

單位:年、元、% 

年度 

使用牌照稅 

查定數 查定數成長率 
第 28條第 1項 

裁罰金額 

裁罰金額佔 

查定數的比率 

106 780,513,771 - 5,417,145 0.69 

107 789,289,495 1.11 5,454,083 0.69 

108 793,605,162 0.54 5,688,853 0.72 

109 798,506,543 0.61 5,582,163 0.70 

110 805,677,252 0.89 5,746,093 0.71 

備註:查定數成長率係以 106年度為基期 

資料來源：基隆市 110年稅捐統計年報、基隆市稅務局違章案件裁處

法條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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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使用牌照稅針對逾期未完稅案件，除比照各稅加徵滯納金外，另

增訂逾期未完稅之罰則，期能遏止納稅義務人逾期完稅，惟參考第一

節及第二節的數據，加重處罰似無法得到預期之處罰效果，故此罰則

存在與否，仍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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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之現況說明 

第一節 法令沿革 

一、法令修訂過程及立法理由 

(一)於民國 51年 01月 26日新增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內

容如下： 

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牌照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

一個月內使用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換照外，處以應納稅額

一倍之罰鍰，二個月者，處以二倍之罰鍰，依此類推，以加

至四倍罰鍰為止。  

立法理由係為現行稅法對於違章案件之罰則過於簡單，

如第 16條規定：「並處以應納稅額 1倍至 5倍之罰鍰」，其

伸縮性似嫌過大，究竟何者應罰 1倍，何者應罰 5倍，輕重

之間，甚難求其公平，且復易滋流弊，稽徵機關處理，亦感

困難，茲擬予修正，特規定以違章查獲交通工具逾期時限之

久暫，作為差別處罰倍數之準據，如逾期 1個月者，處以 1

倍罰鍰，2個月者 2倍，以罰至 5倍為止，俾臻合理。 

(二)於民國 87年 10月 29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內

容如下：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

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至二倍之罰鍰。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立法理由係為一、對逾期未完稅或報停繳銷牌照之交通

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經查獲者，處以應納稅額一至四倍

罰鍰，似嫌過重，易遭人詬病，為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酌

予降低罰鍰倍數。且使用經查獲易引起爭議，同時將使用經

查獲修正為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俾資明確。二、交通

工具報停、繳銷或註銷等與逾期未完稅之情形不同，爰另增

訂第二項，俾兩者有所區別。 

(三)於民國 90年 01月 04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內

容如下：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

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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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立法理由略以，逾期未繳納者，只能處以滯納金，不能

再處以 2倍之罰鍰，希予以修正，俾讓納稅人獲得較公平之

待遇。惟意見分歧，爰經再三協商後，第一項未刪除「至二」

兩字其餘維持原條文。  

(四)於民國 92年 12月 16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內

容如下：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

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

再依第 25條規定加徵滯納金。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立法理由係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25條規定之「加徵滯納

金」及第 28條規定之「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係就牌

照稅繳納義務人之單一逾期未納稅行為，應以行政秩序罰，

均屬行為罰。其處罰之目的、性質與種類均相同，併予加徵

滯納金、裁處罰鍰，顯有重複處罰，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爰予以修正之。 

(五)於民國 103年 05月 30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條文內

容如下：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

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

免再依第 25條規定加徵滯納金。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

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 

立法理由係為考量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

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及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

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違章情節不一，不宜逕採劃一之處罰方

式，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處罰倍數為「一倍以下」

及「二倍以下」，以利稽徵機關得按個案違章情節輕重，彈

性調整其罰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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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從民國 51年 01月 26日全文修正明列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

相關罰則，立法背景處於車輛為富有表徵，有錢買車沒錢繳稅，

立法精神似有租稅正義意旨，對於擁有車輛者應負義務不作為，

處以相當嚴苛之罰則。但隨車輛普及大眾化， 從 87 年 10 月修

法理由略以「應納稅額一至四倍罰鍰，似嫌過重，易遭人詬病，

為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酌予降低罰鍰倍數」後，之後歷次修法

均調整罰鍰倍數並逐次減輕；其修法意旨無非減輕納稅義務人負

擔，直至 107年 2月 26日財政部修正「使用牌照稅稅務違章案件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將裁罰倍數降至各年度未徵起應納稅

額累計裁處以 0.9倍為限。 

第二節  現行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及相關法令規定 

一、現行法令規定 

現行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以 103年 5月 30日

修正後法條為依據，再依財政部 111年 06月 22日發布台財稅字

第 11100506610號令，核釋逾期未完納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

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1項處罰，其罰鍰計算規定如下: 

(一)逾期未完納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

水陸道路經查獲者，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處

罰。其罰鍰計算公式如下： 

1、罰鍰＝列入裁罰之未徵起應納稅額×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

倍數參考表規定之倍數。 

2、列入裁罰之未徵起應納稅額＝裁處期間內各年度未徵起應納

稅額合計數－違章行為日翌日起算當年度尚未經過期間按日

計算之應納稅額－裁處期間內各年度未徵起應納稅額累計裁

處達 0.9倍罰鍰之應納稅額。 

(二)前點所定列入裁罰之未徵起應納稅額，以該逾期未完稅之交

通工具，經查獲於各該年期稅款滯納期滿後至所屬年期當年

12月 31日之期間使用公共水陸道路者為限。 

(三)逾期未完納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未經查獲於稅款滯納期

滿後至所屬年期當年 12月 31日之期間使用公共水陸道路

者，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13條規定課徵使用牌照稅，並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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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牌照稅法第 25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20條規定加徵滯納金，

不適用第 1點處罰規定。 

二、相關法令規定修正歷程 

修正使用牌照稅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103年8月8日修正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第 28條第一項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

具，在滯納期滿後使

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

獲者，除責令補稅

外，處以應納稅額一

倍以下之罰鍰，免再

依第 25條規定加徵滯

納金。 

一、一年內經第一次

查獲者。 

二、一年內經第二次

及以後再查獲

者。 

處應納稅額 0.3倍之

罰鍰。 

處應納稅額 0.6倍之

罰鍰。 

 

107年2月26日修正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第 28條第一項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

具，在滯納期滿後使

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

獲者，除責令補稅

外，處以應納稅額一

倍以下之罰鍰，免再

依第 25條規定加徵滯

納金。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

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

經查獲者。 

按未徵起應納稅額每

次處以 0.3倍之罰

鍰，但各年度未徵起

應納稅額累計裁處以

0.9倍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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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之缺失 

第一節 違反繳稅公平原則 

綜觀現行其他各稅法相關規定，例如地價稅、房屋稅……等，於

逾期繳納稅款時均僅依各稅法及稅捐稽徵法第 20條規定繳納滯納

金，於 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按滯納

金固然為督促人民如期繳納稅捐，並填補國家財政稅收因人民逾期納

稅所造成之公益損害，以法律規定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負擔之方式

為之，既於繳納稅捐之義務外，限制人民之財產權，自仍應符合憲法

第 23條之比例原則，此為大法官釋字第 746號解釋所肯認。又依民

國 92年 12月 16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立法理由，使用牌照稅

法第 25條規定之「加徵滯納金」及第 28條規定之「處以應納稅額一

倍之罰鍰」，係就使用牌照稅納稅義務人之單一逾期未完稅行為，應

以行政秩序罰，均屬行為罰。其處罰之目的、性質與種類均相同，併

予加徵滯納金、裁處罰鍰，顯有重複處罰，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由此可見，「加徵滯納金」及「裁處罰鍰」目的均在促使納稅義務人

儘速繳稅。惟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

陸道路經查獲者，擇重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較民眾其他應

課稅財產如土地、房屋等，逾課稅所屬期間繼續使用僅加徵滯納金，

顯見課稅差別待遇，違反繳稅公平原則。 

第二節 稽徵作業繁雜耗費人力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稅捐稽徵機關依欠稅作業程序，移送行

政執行機關辦理強制執行，加徵滯納金部分一併執行，又因其涉嫌違

反使用牌照稅法第 3條規定，應依同法第 28條第 1項違章處罰之規

定，稽徵機關亦進行查稽、舉發、入案及裁罰等作業，程序十分繁瑣，

各地稽徵機關對於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亦投入相當龐大人力。對於

欠稅執行已加徵滯納金，隨時因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依使用牌照稅

法第 28條規定裁處時，滯納金必須再退還納稅義務人，如此欠稅與

違章作業人力，是否有人力重複浪費問題。又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

一方面退還滯納金，另一方面再稽徵較高額罰鍰，就單一逾期未納稅

行為，政府機關繁雜的退稅、補徵程序，常為人詬病，不僅擾民，也

造成稽徵機關之作業負擔；從重處罰更建立政府機關威權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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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逾期未完稅處罰之規定，從實質稅

收面及罰鍰比率面探討，均無達到以處罰來督促納稅義務人完成應作

為或不作為之義務。另擇一從重處罰，一退一罰之作業程序，不僅耗

費稽徵成本，納稅義務人亦難心悅誠服的繳納罰鍰，僅塑造政府機關

威權形象。相較現行其他各稅法相關規定，於逾期繳納稅款時均僅依

各稅法及稅捐稽徵法第 20條規定繳納滯納金，顯見課稅差別待遇，

違反繳稅公平原則。 

第二節  建議 

依民國 92年 12月 16日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之立法理由，

使用牌照稅法第 25條規定之「加徵滯納金」及第 28條規定之「處以

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係就使用牌照稅納稅義務人之單一逾期未納

稅行為，應以行政秩序罰，均屬行為罰。其處罰之目的、性質與種類

均相同，併予加徵滯納金、裁處罰鍰，顯有重複處罰，違反一事不二

罰之原則。形式上修法似有減輕處罰，但較現行其他各稅法逾期繳納

稅款僅加徵滯納金規定，顯見課稅差別待遇。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法理上違反繳稅公平原則，且增加

徵納雙方爭議，惟我國採租稅法定主義，故建議刪除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為妥，回歸現行各稅逾期未完稅依稅捐稽徵法第 20條加

徵滯納金規定，以符合繳稅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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