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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得稅協定提出及受理資訊交換請求 

審查原則總說明 

目前我國進行跨國稅務資訊交換係依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

辦理，他方締約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經我國主管機關審查符合適用之

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範圍及要件者，始予受理；我國稅捐稽徵

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如有資訊交換之需求，亦可依前述

「資訊交換」條文經我國主管機關審查符合規定後向他方締約國提出請

求。 

考量近年來我國與其他國家之所得稅協定陸續簽署生效，各國對資

訊透明以防杜逃漏稅及維護租稅公平之共識日益升高，我國向他方締約

國提出及他方締約國向我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案件數日益增加，爰依所

得稅協定及我國相關法令規定並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稅約

範本第二十六條資訊交換條文與註釋及「OECD 基於租稅目的進行資訊

交換手冊」，訂定依所得稅協定提出及受理資訊交換請求審查原則(以下簡

稱本審查原則)，俾使我國主管機關審查我國及他方締約國提出之資訊交

換請求有一致之標準，並訂定資訊蒐集、提供及使用應遵循之規定，期

建立制度化審理規範，以有效執行資訊交換機制及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

本審查原則共十一點，要點如下： 

一、 本審查原則之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本審查原則之適用範圍及審理資訊交換請求應遵循之法令。（第二點） 

三、 本審查原則用詞定義。（第三點） 

四、 資訊交換請求應符合之要件。（第四點） 

五、 我國向他方締約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及接獲他方締約國資訊交換請

求之審查程序。（第五點及第七點） 

六、 使用他方締約國資訊之效益回饋。（第六點） 

七、 依他方締約國之資訊交換請求蒐集資訊之規定。（第八點） 

八、 提供他方締約國資訊之程序。（第九點） 

九、 任一方締約國取得對方締約國提供之資訊應依所得稅協定規定使用

及保密；我國受理他方締約國之資訊交換請求，過程中應負保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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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第十點） 

十、 任一方締約國請求之資訊非屬納稅義務人之機敏資料且無須調查即

可取得者，得不適用本審查原則之規定。（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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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得稅協定提出及受理資訊交換請求審查原則 

規 定 說 明 

(目的) 

一、 為使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主

管機關依所得稅協定提出及受理資

訊交換請求有一致之審查及處理標

準，特訂定本審查原則。 

本審查原則之訂定目的。 

(資訊交換範圍及法令) 

二、 本審查原則適用於下列資訊交換請

求： 

（一） 稅捐稽徵機關為實施所得稅

協定之規定，或稅捐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

查人員查核第四點第一項第

二款適用租稅相關案件等事

由，得依適用之所得稅協定

資訊交換條文規定，報請我

國主管機關向他方締約國主

管機關提出資訊交換請求。 

（二） 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因前款

事由，依適用之所得稅協定

資訊交換條文規定向我國主

管機關提出資訊交換請求。  

  我國主管機關審理前項資訊交

換請求時，應依適用之所得稅協定

相關規定辦理，其未規定者，依稅

捐稽徵法、所得稅法、個人資料保

護法、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適用所

得稅協定查核準則、本審查原則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 第一項規定我國及他方締約國為實

施所得稅協定或查核稅務案件需

要，得依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

規定相互請求資訊交換。 

二、 第二項規定我國主管機關審理稅捐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

查人員向他方締約國提出及他方締

約國向我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案件

應遵循之法令。 

(名詞定義) 

三、 本審查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所得稅協定：指我國依稅捐

稽徵法第五條、所得稅法第

一百二十四條或其他法律規

定，與其他國家或領域簽署

並已生效之所得稅協定或協

本審查原則所稱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

請求、他方締約國、雙方締約國及主管

機關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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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含協定本文、換函、附錄、

議定書及其他性質類似之國

際書面協定)。 

（二） 資訊交換請求：指任一方締

約國主管機關就個別稅務案

件，依適用之所得稅協定資

訊交換條文規定，請求對方

締約國主管機關協助蒐集其

所需之稅務資訊。 

（三） 他方締約國：指與我國簽署

所得稅協定之締約國或領

域。 

（四） 雙方締約國：指我國及他方

締約國。 

（五） 主管機關：於我國，指財政

部(國際財政司)或其他依所

得稅協定有關主管機關之規

定指定負責資訊交換之機關

或人；於他方締約國，指其

依所得稅協定有關主管機關

之規定指定負責資訊交換之

機關或人。 

(資訊交換請求應符合之要件) 

四、 第二點規定之資訊交換請求應敘明

相關案件情節，且應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其不符合者，應不予受理： 

（一） 適用之人：以具我國、他方

或雙方締約國居住者身分之

人為限。但適用之所得稅協

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不以具

前述居住者身分之人為限

者，從其規定。 

（二） 適用租稅：以我國或他方締

約國課徵之所得稅為限。但

適用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

條文規定不以所得稅為限

者，從其規定。 

（三） 適用期間：以所得稅協定生

一、 依據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及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稅約範

本第二十六條資訊交換條文註釋，

第一項規定雙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提

出資訊交換請求時應明確敘明案件

情節，俾利我國主管機關審查是否

屬 探 索 性 請 求 （ fishing 

expeditions），並確認是否符合所得

稅協定規定適用之人、適用租稅及

我國稅法適用期間等規定。 

二、 我國目前已生效之 29 個所得稅協定

中，與史瓦濟蘭、瑞典、英國、紐

西蘭、馬其頓、比利時、丹麥、以

色列、匈牙利、法國、印度、斯洛

伐克、瑞士、德國、吉里巴斯、盧

森堡、奧地利及義大利等 18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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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條文規定開始適用日期以

後及終止條文規定終止適用

日期以前之稅務資訊為限。

但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其屬第二點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資訊交換請

求者，他方締約國請求之資

訊應以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核課期間內之

我國稅務資訊為限。 

  符合前項規定之資訊交換請

求，不得解釋為我國或他方締約國

具有下列義務：  

（一）執行與我國或他方締約國之

法律及行政慣例不一致之行

政措施。 

（二）提供依我國或他方締約國之

法律規定或正常行政程序無

法獲得之資訊。 

（三）提供可能洩漏任何貿易、營

業、工業、商業或執行業務

之秘密或交易方法或資訊。 

（四）有違公共政策(公序)之資訊。 

（五）適用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

條文規定我國或他方締約國

不具有之其他義務。 

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不

以居住者為限；另與比利時、丹麥、

匈牙利、法國、印度、斯洛伐克、

德國及義大利等 8 個國家之所得稅

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不以所得稅

為限，爰為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但書之規定。 

三、 第二項依據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

文規定受請求締約國不具有之義

務。 

(我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之審查程序) 

五、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

之調查人員已盡我國內調查程序之

所能，仍無法取得其所需稅務資

訊，確有向他方締約國請求資訊交

換之需要，且自行檢視符合前點規

定者，應依式填具資訊交換請求涵

蓋內容表、擬具英文請求信函及檢

附相關資料送我國主管機關。 

  前項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

格式，由財政部另定之。 

  第一項英文請求信函應敘明下

依據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及參考

OECD 稅約範本第二十六條資訊交換條

文註釋暨「OECD 基於租稅目的進行資

訊交換手冊」，規定我國提出資訊交換請

求之審查程序： 

一、 第一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有請求他方

締約國蒐集及提供資訊之需要時，

於自行審視符合相關要件後，依式

填具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擬

具英文請求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

請我國主管機關向他方締約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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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 

（一） 請求資訊交換之法律依據。 

（二） 受調查之我國納稅義務人。

請求之資訊涉及他方締約國

之個人、事業、機關或團體

者，併敘其名稱或其他相關

資訊。 

（三） 調查之租稅及課稅年度。 

（四） 請求緣起、理由及目的、可

能涉及之逃漏稅情節、已盡

所有調查方法確信所請求之

資訊係他方締約國所有。 

（五） 請求之資訊內容及期間。 

（六） 其他有助他方締約國主管機

關蒐集所請求資訊之相關資

料。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資訊

交換請求，經審查符合下列規定

者，應擬具英文信函及檢附相關資

料向他方締約國提出資訊交換請

求；其不符合者，應退回再行調查

或補充說明： 

（一） 該請求符合第四點第一項規

定，且未有同點第二項任一

款規定情形。 

（二）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

署指定之調查人員已依式填

具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

表、擬具英文請求信函及檢

附相關資料。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

指定之調查人員依第一項規定自行

檢視或我國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審

查，適用第四點第二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時，如屬執行與他方締約

國之法律或行政慣例不一致之行政

措施，或提供他方締約國之法律規

定或正常行政程序無法獲得之資

機關提出資訊交換請求。 

二、 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係參考

「OECD 基於租稅目的進行資訊交

換手冊」訂定，時需配合修正，爰

於第二項規定該表由財政部另定

之，以保留彈性。 

三、 第三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擬具資訊交

換請求英文信函時應敘明之事項。 

四、 第四項規定我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

應符合第四點第一項規定要件，且

未有同點第二項規定情形；其有未

合者，我國主管機關應退回稅捐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

人員再行調查或補充說明。 

五、 考量他方締約國與資訊交換相關之

法令可能散見各法，除其已提供相

關資料者外，我國欲完全掌握全貌

尚有困難，爰於第五項規定依第一

項自行檢視或第四項審查是否有第

四點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

形時，如屬執行或提供與他方締約

國之法律、行政慣例或正常行政程

序不一致之行政措施或無法獲得之

資訊，以他方締約國已提供相關資

料者為限，以符實情。其因我國未

能自行檢視或審查致有第四點第二

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時，他

方締約國自得引用所得稅協定拒絕

提供。 

六、 第六項規定我國主管機關因處理所

得稅協定相關適用疑義或受理相互

協議申請案件之需要，向他方締約

國提出資訊交換請求應遵循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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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他方締約國已提供其法律、

行政慣例或正常行政程序相關資料

者為限。 

我國主管機關為實施所得稅協

定之規定，向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

提出資訊交換請求時，準用第一項

規定。 

(使用他方締約國資訊之效益回饋) 

六、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他方締約國主管

機關依前點資訊交換請求所蒐集及

提供之稅務資訊，應轉交提出該請

求之機關或人員使用；其使用後，

應擬具英文信函敘明下列使用情形

及效益，送我國主管機關，俾回饋

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 

（一） 查獲之逃漏稅情形，例如：

核定增加之所得額或應納稅

額。 

（二） 使用效益之綜合評估。 

我國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

之調查人員使用他方締約國提供之資

訊，應提供資訊使用情形及效益，俾回

饋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 

(接獲他方締約國資訊交換請求之審查程

序) 

七、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他方締約國主管

機關提出之資訊交換請求，經審查

符合第四點第一項規定，且未有同

點第二項任一款規定情形者，應協

助蒐集及提供。所請求之資訊，如

屬須另行調查始能取得之資訊，經

我國主管機關審查相關調查符合下

列規定者，應協助蒐集及提供：  

（一） 具我國課稅利益。 

（二） 不具我國課稅利益，其適用

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

規定不得僅因無國內課稅利

益即拒絕提供者。如屬國際

金融業務條例規定之資訊，

以適用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

換條文規定不得僅因資訊為

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持有即

一、 依據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及參

考 OECD 稅約範本第二十六條資訊

交換條文註釋暨「OECD 基於租稅

目的進行資訊交換手冊」，於第一項

序文規定我國主管機關應先審查他

方締約國之資訊交換請求是否符合

第四點規定；其經審查符合規定

者，始協助蒐集及提供。 

二、 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調查課稅資

料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爰

於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他方締約國

請求交換之資訊如屬須另行調查始

能取得之資訊，應具我國課稅利

益。然課稅資料是否具我國課稅利

益，需就事實進行調查後，始能確

認;其經調查後不具我國課稅利益

者，不予提供，但適用之所得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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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提供者為限。 

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提出之資

訊交換請求，經我國主管機關審查

不符合前項規定者，應請他方締約

國主管機關補充說明或逕復不予提

供資訊。 

 

定資訊交換條文訂有 OECD 稅約範

本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有關

不得僅因「無國內課稅利益」或「資

訊由金融機構持有」即依同條第三

項拒絕提供之規定者，仍應提供，

以符義務，爰為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三、 第二項規定經我國主管機關審查不

符合第一項規定者，應請他方締約

國主管機關補充說明或不予提供資

訊。 

(資訊之蒐集) 

八、 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提出資訊交換

請求，經我國主管機關依前點規定

審查應協助蒐集及提供者，得視情

形請持有相關資訊之機關或團體提

供，或請案關個人、事業、機關或

團體之轄區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依下列規定

蒐集： 

（一）其屬無須另行調查即可取得

之資訊，例如：所得稅結算

申報資料、所得扣繳資料或

其他財政部現有或可得資

訊，應依他方締約國主管機

關之請求蒐集整理後送我國

主管機關。 

（二）其屬須另行調查始能取得之

資訊，應依稅捐稽徵法、所

得稅法、其他適用租稅所涉

法律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調

查後送我國主管機關。 

（三）前款資訊如屬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規定之資訊，應另依該

條例第十八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一、他方締約國之資訊交換請求經我國

主管機關審查應協助蒐集及提供

者，應視同我國稅務案件，依我國

現行稅務資訊蒐集法令及工具，請

我國持有相關資訊（如公司設立登

記資料或地址）之機關或團體提供

所需資訊，並視情形請轄區稅捐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

人員蒐集。 

二、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按是否須

另行調查及是否屬國際金融業務條

例規定之資訊，於各款規定蒐集時

應遵循之法令及程序。 

(資訊之提供) 

九、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點資訊，於確

認符合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之資訊

依他方締約國之資訊交換請求完成資訊

蒐集後之提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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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請求(包括查調目的、與其請求

內容之關聯性及必要性)、所得稅協

定及相關法令規定後，彙整提供他

方締約國主管機關。 

(資訊之保密) 

十、 任一方締約國取得對方締約國主管

機關依其資訊交換請求提供之資

訊，應按其依國內法規定取得之資

訊同以密件處理，且僅能揭露予適

用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

之人員或機關，該等人員或機關僅

得為請求資訊之目的而使用資訊。

但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我國受理他方締約國之資訊交

換請求，於審理、蒐集及提供過程

中，均應以密件處理；我國取得他

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提供之資訊，應

依稅捐稽徵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有關保密之規定辦理。 

一、 第一項規定我國與他方締約國取得

及使用對方提供之資訊，應依我國

適用之所得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

定負保密義務並於規定範圍內使

用。 

二、 第二項規定我國受理他方締約國主

管機關之資訊交換請求，過程中應

負保密義務；我國取得他方締約國

主管機關提供之資訊，應依相關法

律保密規定辦理。 

(得不適用本審查原則之情形) 

十一、 任一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所需之資

訊非屬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

得、營業、納稅等資料，且係對

方締約國無須另行調查即可取得

者，得不適用本審查原則之規

定，由我國主管機關於符合互惠

原則及不違反適用之所得稅協定

相關規定下提出請求或協助蒐集

及提供。 

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

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除對符合規

定之人員及機關外，應絕對保守秘密，

任一方締約國請求之資訊如非屬該等資

料，且無須另行調查即可取得，經我國

主管機關就個案情形判斷應提供協助

者，得不適用本審查原則之規定，而於

互惠原則下請求或提供對方締約國合宜

之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