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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
稅務結算及申報之法令與實務

                                  

      

111年4月15日

本教材僅供講習課程使用參考，所列法令規定及函釋，如有異
動增修，請依新頒法令及函釋辦理。

雲端發票好幫手，對獎儲存有e套



課程大綱

壹、職工福利委員會結算申報常見問題

貳、相關函(令)釋



          壹、職工福利委員會

              結算申報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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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定義-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             

有條件免納所得稅-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
課稅依據-所得稅法第71條之1第3項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應依
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其不合免稅要件者
，仍應依法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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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標準第2條
符合第1項第1~9款及第2項，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財政部84/03/01台財稅第841607554號函

  本標準所稱「銷售貨物或勞務」，係指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

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

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

銷售貨物或勞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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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應否辦理結算申報

所得稅法第71條之1第3項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應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

報；其不合免稅要件者，仍應依法課稅。
 機關團體之附屬作業組織應合併辦理結算申報。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5條(附屬作業組織定義)
      附屬作業組織指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行為之組織

。

財政部81/03/23台財稅第801254861號函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自81年度起應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結算申報時，應使用財政部核定之「○○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
織結算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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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應於何時辦理結算申報

主管機關訂定之業務監督準則
或財務處理辦法規範得採特殊
會計年度者始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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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結算申報方式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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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附文件

申報時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或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
立案文件）暨組織章程之影本。

若經主管機關核准免受「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8
款之限制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結算申報自繳稅額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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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或虧損計算表(第5-1頁)。

如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者，應檢附會計師簽證申報查核報告
書。

基金及各項收入如有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者，應檢附
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印有帳號資料之存摺封面或支票存款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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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之核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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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4/03/08台財稅第841607570號函

 屆期仍未辦理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之資料或或
按其收入性質適用相當行業之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餘絀數
，並視同不符合「免稅標準」之免稅要件，應依法課稅。

財政部52/10/24台財稅發第7499號令

 非免辦結算申報之公益團體未依限申報應徵收怠報金。

財政部70/08/12台財稅第36691號函

 逾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結算申報，如經稽徵機關核定無應納
稅額，免另徵滯報金或怠報金。

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之核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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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應否辦理暫繳申報？

所得稅法第69條第4款

 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67、68條暫繳申報規定。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56條第2項

 所得稅法第69條第4款所稱依本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係指依本法第4條第1項第13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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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解散應否辦理決、清算申報

財政部86/04/09台財稅第861890732號函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尚無因解散而須向稽徵

機關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之規定。

財政部86/08/07台財稅第861910253號函(職福會不受
剩餘財產之限制)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解散後賸餘
財產之歸屬，於該條例第9條之1已明定處理方式，依「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3
款但書規定，本部同意不受該款前段規定之限制。

 職工福利金條例第9條之1：由福委會妥議處理方式，主管機關同意
後發給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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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得否接受現金或有價證券贈與

職工福利委員會雖屬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所稱之機關團體
，惟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職工福利委員會收入來源不包
括捐贈收入在內，且職工福利委員會性質與一般慈善機關
團體不同。

福利金不足支應福利業務時，得由事業單位以補貼方式辦
理，而非鼓勵個人或法人以捐贈方式支應福利業務，較符
合「職工福利金條例」之意旨。

個人或法人欲捐贈現金或有價證券予職工福利委員會，其
目的係為列報列舉扣除額或列支捐贈費用，似非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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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總額包含項目

勞動局年度經費收支預(決)算書 國稅局所得稅結算申報

(1)營業總額提撥。

(2)員工薪資扣繳。

(3)下腳變價提撥。

(4)利息收入。

(5)福利事業收入。

(6)其他收入。

(7)去年結餘。

(8)經核准動支累積結存福利金。

(1)資本額提撥。

(2)營業總額提撥。

(3)員工薪資扣繳。

(4)下腳變價提撥。

(5)利息收入。

(6)福利事業收入。

(7)其他收入。

稅務申報
調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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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07/22勞福一字第0930035514號令，修
正「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項目及比率」，並自93/07/22生
效。

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訂定(由主管機關訂定
並公告)。

職工福利金動支比率

 各款動支比率不予限制，惟各款動支比率合計不得超過當年
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總額100%。

 以現金方式發給職工，應以直接普遍為原則，並不得超過當
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總額40%。

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項目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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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及項目

福利輔助項目：婚、喪、喜、慶、生育、傷病、急難
救助、急難貸款、災害輔助等。

教育獎助項目：勞工進修補助、子女教育獎助等。

休閒育樂項目：文康活動、社團活動、休閒旅遊、育
樂設施等。

其他福利事項：年節慰問、團體保險、住宅貸款利息
補助、職工儲蓄保險、職工儲蓄購屋、托兒及眷屬照
顧補助、退休職工慰問、其他福利等。

                     (以辦理職工福利事業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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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不得動支職工福利金事項

依法應由事業單位負擔者，如勞保費、健康檢查費等。

依習俗應由事業單位負擔者，如服務年資獎金、尾牙聚餐
費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年6月26日台八十勞福一字第15538號函(尾牙聚餐費
用不宜動支職工福利金)

對外之捐贈、贊助或出借，如對火災戶之捐助等。

對特殊人所給予的特殊利益，如對委員之出國考察、對員
工個別旅遊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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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福利委員會應設置帳簿，詳細記載福利金收支及運
用情形，隨時備供有關機關查閱。

帳務處理原則

 會計基礎，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布之監督準則或財務處
理辦法辦理。

 成立財團法人依勞動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18條規定，應
採權責發生制。

 未成立財團法人或主管機關無特別規定則依商業會計法及所
得稅法規定。
所得稅法第22條：非公司組織者，得因原有習慣或因營業範圍狹小，申報
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前項關於非公司組織所採會計制度，既經
確定仍得變更，惟須於各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職工福利委員會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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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及經中央政府核准列
支福利費用之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原則上不得再以
福利費科目列支任何費用，例外情形如下：(查核準
則第81條)

員工醫藥費准核實認定。

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由職工
福利委員會支付，不足時再由事業單位以其他費用列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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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75/07/26台財稅第7548044號函(職工旅遊摸彩
支出超過動支標準事業單位得列其他費用)

 營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撥職工福

利金者，其舉辦職工旅遊、摸彩等文康活動所支付之費用

，應先在福利金項下列支，惟如超過規定之動支標準(註

：當年度收入總額100%)，其超出部分如確由營利事業負

擔者，可以以其他費用科目列支。

 職工福利委員會將其職工福利金，以每年三節獎金方式發

放予全體員工，該項獎金與其他由職工福利金動支之現金

補助合計，如未超過當年度福利金總收入40%，應予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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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0/01/02台財稅第790391454號函(營利事業間
調動員工其職工福利金不得移轉列帳)

 營利事業提撥之職工福利金係用以辦理在職員工之福利
業務，一經撥出，即為職工福利委員會所有，不屬事業
單位及任一職工。

調用人員以在調用單位享受福利為原則，故甲公司員工
因業務需要調至乙公司服務，其職工福利金不得移轉列
帳。 



職工福利金提撥依據
 職工福利金條例第2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

創立時就其資本額提撥1%至5%
 營利事業創立時，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得就創立時資

本總額或增資時增收之資本額5%限度內酌量1次提撥職工

福利金，並隨即移送職工福利委員會，但營利事業不得以

提撥金額1次列為費用，(營利事業)每年度攤列費用之金額

，至多以不超過20%為限。 

職工福利委員會應如何提撥職工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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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66/01/14台財稅第30302號函(設立以後成立福委
會仍得依規定提撥)

    營利事業於創立時未成立職工福利會者，如在以後年度依

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定，成立職工福利會，仍可就創立時之

資本總額及增資資本額提撥職工福利金，並自提列年度起，

分年攤列作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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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0.05%至0.15%

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資內各扣0.5%

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

 下腳變價時，營利事業應先於帳上以雜項收入或其他收入處理，
再按其收入之20%至40%提撥福利金。

 副產品及不堪使用之固定資產，不得比照下腳提撥福利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4/06/14(84)台勞福一字第119059號函(下腳定
義)

     下腳係指事業單位在營運過程中所殘餘之渣滓、廢料，該事業
單位無法回收再生，作為其營業項目相關之用途，而尚可資為他
用，仍能變價之物。

  (故屬資財之性質，雖已無用途，仍不得列為下腳處理)



            

             貳、相關函(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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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69/04/16台財稅第33061號函(職工福利委員會
取自該事業補貼交通車之司機費汽油費等屬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購置交通
車專供職工上下班使用者，其取自各該職工所屬事業補貼
之司機用人費、汽油費、養護費及折舊費用等，可依所得
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免納所得稅。上開補貼費用可
憑有關收據核實認列為各該事業之營業費用。

 事業單位可憑收據列帳，惟有關支出(司機薪資等)職福會仍需
依法辦理扣免繳申報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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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及各項收入存放及運用」之規定

財政部75/09/03台財稅第7565914號函(福利金回存事業單位
不得免稅且利息收入應依法扣繳)

           職工福利委員會如將其負責保管運用之職工福利金，以
「民間存款」方式回存於該營利事業，即與職工福利金條
例施行細則第7條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
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不符，其所得不得免
納所得稅，除仍應依所得稅法第71條之1第3項規定辦理結
算申報外，該營利事業於給付利息時，並應依法扣繳所得
稅款。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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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
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60%」(102/2/26
前為70%)之規定

財政部73/10/27台財稅第61981號函(支出比60%定義)

    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

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

60﹪者」，係指當年度之支出與收入比較核計，以往年度之結

餘款應不在當年度收入範圍內。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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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9/06/01台財稅第0890453088號函(一般機關團體支

出比應達各項收入60%之計算公式)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適用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有關「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

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60﹪」規定時，應以機

關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支出）」占「創設目的有關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收入）加計其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額」之比例計算為準，據以核定其是否符合首揭條款規定。至附屬作

業組織之虧損可列為支出項下計算；但創設目的以外之虧損則不得列

為支出項下計算。

                
用 於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活 動 之 支 出  ＋   附屬作業組織之虧損

 （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收 入   ＋ 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 ＋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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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74/01/31台財稅第11327號函(資本額提撥可不列入收入
計算支出比)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其依條例第2條第1項
第1款按創立或增資之資本提撥之福利金，不屬「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基
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財政部74/10/08台財稅第23200號函(薪津提撥可不列入收入計
算支出比)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自職工薪津內扣撥職
工福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自提儲金），屬福利基金之增加，可
不視為年度之收入，但福利基金之孳息不包括在內。

 內政部59/12/08台內勞字第393718號令

    依法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全部用於舉辦職工福利事業，並無所謂
「基金」或僅以存款孳息辦理福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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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75/05/22台財稅第7544750號函(營業收入及下腳收入提撥屬

收入增加)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自每月營

業收入及下腳變價時提撥職工福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應為職工福利

委員會之收入，非屬基金之增加。

財政部84/05/17台財稅第841621352號函(現金補助款超過福利金收

入40%動支比部分，仍得併入計算支出比)

             職工福利委員會支付員工之現金補助款，如確為改善職工福利，且符

合創設目的者，其超過本部75年7月26日台財稅第7548044號函說明三

「當年度福利金總收入40﹪」之動支比例部分，於適用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核算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比例

是否達基金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60%時，准予併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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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00/03/14台財稅第09900520170號令(機關團體依法
繳納之所得稅於計算支出比例時准併入支出項下)

     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如與其創設目的有關，其依法繳納

之所得稅，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計算當年度支出比例時，准併入支

出項下計算



案例說明

108年度甲基金會收支情形如下：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1,500,000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2,000,000

附屬作業組織A所得 500,000

附屬作業組織B所得 100,000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1,200,000

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500,000

所得稅費用 140,000

36

收入＝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附屬作業組織A所得
        ＝1,500,000 ＋2,000,000 ＋500,000

        ＝4,000,000

支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與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附屬作業
            組織B所得
        ＝1,200,000＋500,000＋100,000 

        ＝1,800,000

支出    1,200,000＋500,000＋100,000 ＋140,000  

比例        1,500,000 ＋2,000,000 ＋500,000
＝



補充：財團法人職工福利委員會於解釋函令廢止前如有購入股票

，獲配其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

  取得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部分，核屬基金之孳息，應用於與其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財政部691008台財稅第38431號函)，財團法人如
因併計該股票股利，致年度支出未達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60%，需
報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畫書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財政部第881959021
號函)

 事業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於規劃辦理各項職工福利事業後，仍有餘力時，在
不超過當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百分之十範圍內，得購買本公司畸零股暨政府
公債。(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10月20日勞福一字第0990135886號令廢止）

 職工福利委員會亦得於歷年累積結存職工福利金百分之五十範圍內購買公債
或債券型基金，其所產生的收益應併入年度收入(限已登記財團法人者)。(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10月20日勞福一字第0990135886號令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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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支出比例未達60%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在此
限」之規定

財政部90/01/10台財稅第0890458465號函(未依計畫使用，全
部課稅，但已繳納者應扣除)

   有關適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第2條第1項第8款但書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其結餘款若有未依其報經核准之計畫使用者，稽徵機關
應就全部結餘款依法核課所得發生年度之所得稅，惟該結餘款中
已依同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課徵所得稅部分應予扣除。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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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3/06/01台財稅第831595361號函(短漏報情節輕微仍
可適用免稅標準)

                          財團法人等機關團體年度結算申報短漏報收入不超過新臺幣10
萬元或短漏報收入占核定全年收入之比例不超過10%，且非以詐
術或其他不正常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為短漏報情節輕微，符合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
項第9款規定。

財政部78/07/20台財稅第781148105號函(職福會漏報收入無
應納稅額免罰)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漏報收
入，經加計短漏報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者，尚無所得稅法
第110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

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第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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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產總額、當年度收入總額、委託簽證申
報」等規定

財政部84/10/18台財稅第841653319號函(當年度收入總額)

    首揭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所稱「收入總額」，係指該等機關團體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淨額與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合計數。

財政部85/03/27台財稅第851900306號函(財產總額)

    所稱「財產總額」係指財（社）團法人之「法人登記證書」所載

之「財產總額」。

免稅標準第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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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88/11/11台財稅第881957711號函(未依規定辦理簽

證申報應先輔導其限期補辦)

       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未依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

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先輔導其限期補辦，其經輔導後補辦者，可視

為符合上揭規定。

            (輔導期限︰目前為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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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000

222,800,000

=53.86%<60%

110,000,000

132,800,000

=83.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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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　工作愉快　

簡 報 結 束

請 多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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