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的藝術品，有自行創作者有之，有收

藏來源已不可考有之，有幾經戰亂風霜者有

之；我們也可以透過藝術品考古歷史，讓我

們了解傳統藝術品的製作過程，除了傳統工

藝技術的演進及進步外，也可以透過文化的

觀點，認識工匠階級流動的法律變遷，增進

對各地域、傳統文化不同面向的認識了解。

壹、賣出藝術品的個人所得稅課稅

規範

在所得稅法的規定中，藝術品在所得稅法

第十條的十大類所得中屬於財產交易所得

（參考所得稅法第14條第7類財產交易所得規

範），應按照收入減除成本費用之後的淨額

計算綜合所得稅的應納稅額（參照所得稅法

第17條），再按照所得稅法第5條的累進稅率

來計算綜合所得稅的應納稅額。按照上列規

範申報，如果藝術品課稅如果獲利很大，那

財產交易所得也會很大，甚至可能會衝到最

高級距的綜合所得稅率40%來課稅。

但若符合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9條

規定，即該文化藝術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在台灣境內辦理文物或藝術品之展

覽、拍賣活動，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就個人透過該活動交易文物或藝術品之財產

交易所得，於給付成交價款予出賣人時，按

其成交價額之6%為所得額（此模式又稱為純

益申報），依20%稅率扣取稅款，而免依所得

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上述經核准之文物或

藝術品交易所得不列入個人的其他類別所得

併入累進稅率來計算，而得單純採用分離課

稅20%規定來計算所得1（參閱文化藝術事業

辦理展覽或拍賣申請核准個人文物或藝術品

交易所得採分離課稅辦法）。

此外，有課稅義務的是買方還是賣方呢？

由於所得稅是有所得且是獲利的狀態下才需

要繳稅的，所以單純的買入藝術品而尚未出

售，因無收入故無應納稅額問題（如下圖

一）。但如果買入後再賣出，則賣出的售價

就是收入，買入的售價就是成本，有收入有

成本就可以計算所得稅法下的獲利金額，也

就是淨利；換言之，有賣出的狀況下，才需

要計算所得稅。如果賣掉的藝術品不是買入

的，而是接受贈與而取得的藝術品，則取得

成本的金額，需要按照當初動產贈與申報贈

與稅的申報現值為準，來舉證所得稅法下的

成本金額（參考所得稅法第14條第7類財產交

易所得的規範）。買方亦有列單申報此交易

價款的扣繳義務存在，由該文化藝術事業為

扣繳義務人，需要列單申報此項交易的扣繳

憑單，對稅務機關做申報扣繳憑單的程序，

藝術品交易的初步稅務概念建構
莊世金＊

＊本文作者係萬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就讀中。
註1：燭光（2022），〈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新制與創新服務〉，月旦會計財稅網，第2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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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范哲瑋，〈藝術品拍賣課稅新制出爐因應洗錢防制規定交易金額逾50萬須留紀錄〉，民眾日報，

2021年11月22日報導，

https://tw.news.yahoo.com/藝術品拍賣課稅新制出爐－因應洗錢防制規定－交易金額逾50萬須留紀

錄－022447765.html（瀏覽日期：2024年07月03日）

註3：蔣念祖（2023），〈全球藝術品拍賣業洗錢風險評估及我國立法研析〉，《中原財經法學》，第51

期，第55頁以下。

並且發扣繳憑單予賣方（參照文化藝術事業

辦理展覽或拍賣申請核准個人文物或藝術品

交易所得採分離課稅辦法第2條）。另依照洗

錢防制法之規定，若藝術品買賣交易金額逾

500,000元，文化藝術事業須留存買賣雙方交

易資料至少需要保存7年，包括買賣交易的雙

方（或代理人）身分證明及聯絡電話等連絡

方式，還有藝術品交易的日期、品項、金額

紀錄及稅務申報資料等，以避免藝術品拍賣

成為洗錢漏洞2,3。

以自然人甲為例（如下表1），如果假設無

其他所得，全年度僅有買賣上述藝術品的所

得，所得分別按收入的1,000,000元、2,000,000 

元、4,000,000元及6,000,000元。若以綜合

所得總額（賣藝術品的收入）6,000,000元為

例，綜合所得總額如果按財產交易所得申

報，因成本需要舉證列舉扣除（本例假設為

無法舉證的狀況，故舉證列舉扣除的成本費

用為零），再扣除個人免稅額92,000元及扣

除額124,000元後，為綜合所得淨額，再按適

用的累進稅率並扣除累進差額來計算應納稅

額。以綜合所得總額為6,000,000元為例，綜

合所得總額為6,000,000元扣除免稅額92,000

元及扣除額124,000元後，再按照適用的累進

稅率40%並扣除累進差額864,000元，計算應

納稅額為1,449,600元。

計算如下：

綜合所得總額6,000,000－免稅額92,000元

－扣除額124,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5,784,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5,784,000元×40%－累進差

額864,000元

＝應納稅額1,449,600元

若適用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9條採

6%純益申報，以綜合所得總額（賣藝術品的

收入）6,000,000元為例，因成本不需要舉證

列舉扣除，所得即按6%來計算課稅（即成本

按照94%推計成本來計算課稅）為360,000

元，再按適用的稅率20%分離課稅，計算出的

應納稅額為72,000元。

計算如下：

綜合所得總額6,000,000×推計淨利率

6%×稅率20%＝應納稅額72,000元

表1：按財產交易所得申報及按6%純益申報的收入總額比較表

收入總額
賣方按財產交易所得申報 賣方適用6%純益申報

所得淨額 稅率 應納稅額 所得淨額 分離課稅稅率 應納稅額

1,000,000 784,000 12% 54,880 60,000 20% 12,000

2,000,000 1,784,000 20% 216,800 120,000 20% 24,000

4,000,000 3,784,000 30% 743,200 240,000 20% 48,000

6,000,000 5,784,000 40% 1,449,600 360,000 20% 72,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 期 專 題

2月號／67



註4：蔡宗佩（2022），〈各類所得的推計標準，公平嗎？〉，《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52卷，第72頁

以下。

貳、其他應注意事項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9條規定，

透過經核准的文化藝術事業售出的藝術品，

不論藝術品的賣方是居住者或非居住者皆適

用，例如法國的畫家將一幅畫透過經文化部

核准的畫廊出售該畫，亦適用上述藝術品課

稅的規範。那麼，非居住者與居住者的課稅

規範，會有何差異呢？最大的差異來自於居

住者適用所得稅法第5條第2項累進稅率課

稅，按所得淨額並按最高達到40%的稅率級

距，計算應納稅額；非居住者則適用所得稅

法第2條及第73條按扣繳率扣繳之，按現行的

比例應為20%固定扣繳率，故按綜合所得總額

並按20%固定扣繳率扣繳，均不考慮成本面的

數據，學理上又稱為「就源扣繳」。

又成交價額的計算，不可重覆扣除成本費

用。例如，拍賣收入為2,000,000元的畫，如

果畫廊收費為500,000元，按照上述適用6%純

益申報4的方式，應納稅額則是24,000元

（2,000,000×6%×20%＝24,000）。不可以

主張將畫廊收費為500 , 000元扣除之後

（（2,000,000－500,000）×6%20%＝

18,000），再按6%計算應納稅額。

再若該文化藝術事業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時，雖然不適用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29條來計算分離課稅的稅額，但仍可以按售

價的6%來計算綜合所得額，併入個人其他的

所得來源，並按累進稅率來計算稅額。

另若個人透過海外拍賣會出售藝術品，則

屬於海外所得，需要課徵最低稅負；如果該

筆所得超過當年免計課稅之一百萬元（參照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款）額

度，超過部分亦超過基本所得額扣除額六百

萬元（參照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3條第1項）

後，則按照20%計算最低稅負應納稅額（參照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3條第1項）。管見以為

透過海外拍賣的免稅門檻應該是比國內的課

稅門檻還高許多，同時也需要評估海外當地

的課稅稅則，以免找了一個高稅負地區來賣

藝術品，甚至繳稅的金額還比在國內出售的

價格要高。當然，海外拍賣的價格檔次與售

價區間，也是在海外拍賣需要認真考慮的地

方。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1：文化藝術事業買賣雙方義務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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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黃自強（2024），〈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大補帖〉，《財稅法令半月刊》，第47卷第8期，第26

頁。

參、創作者的個人所得稅規範

如果是自己創作作品之後，再將自己創作

的作品賣出，這類所得即為上述財產交易所

得相同，適用上述採用財產交易所得，選擇

自行舉證成本費用扣除亦或是賣出給文化藝

術事業，如為後者，則可適用上述按6%推計

課稅再按20%扣取分離課稅稅款的方式來計算

應納稅額。

如果是專業的受託創作者，那麼收取報酬

會屬於執行業務所得，可以按照未設帳的全年

的收入金額來計算必要費用（執行業務者費用

標準），例如書畫家及版畫家按30%計算全年

必要費用；美術工藝家可按工資收入的20%或

工料收入的62%計算全年必要費用。舉例來

說，如果某年度版畫家全年收入有1,000,000

元，可以按照上述30%計算全年必要費用為

300,000元（即1,000,000元×必要費用30%＝

300,000元），故年度的所得淨額為700,000元

（即綜合所得總額1,000,000元－必要費用

300,000元＝綜合所得淨額為700,000元）。

與上述財產交易所得不同的是，財產交易

所得買賣的標的是藝術品，而上開執行業務

所得則是提供專業的勞務，且需要獨立設

帳，自行負擔盈虧，始得按照執行業務所得

申報所得稅。

順帶一提的是，自行創作的藝術品，根據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5款被繼承人自己創

作之著作權、發明專利權及藝術品，不計入

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果藝術品不是自行

創作的藝術品，而是買來收藏的藝術品，按

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4款遺產中有關文

化、歷史、美術之圖書、物品，經繼承人向

主管稽徵機關聲明登記者，雖得以將上述藝

術品不計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但繼承人

將此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須自動申報補

徵遺產稅。

肆、免徵房屋稅地價稅

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6條規定，

經文教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館、美術館、民俗文物館、實驗

劇場、展覽場館、表演場館，已辦妥財團法

人登記，或由財團法人興辦，且其用地及建

築物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免徵土地稅及房

屋稅。換言之，僅設立的主體是財團法人且

該不動產為財團法人所有，始得免徵土地稅

（即地價稅）及房屋稅。

伍、捐贈特定團體視同捐贈政府

按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7條規定，

捐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或直轄市、縣

（市）文化基金會者，視同捐贈政府。這個

規定的好處是什麼呢？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

項，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

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為

限5。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

獻，不受金額之限制。因為對政府之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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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捐多少就扣除多少綜合所得總額，但是

如果是捐機構團體，則捐贈只能扣除綜合所

得總額20%。一個是扣20%，一個是100%可全

額扣除，差距算是相當大。因此這樣視同對

政府捐贈的規定，其實可以讓文化藝術事業

能夠大量的獲取捐款，因為捐給文化藝術事

業等同於捐款給政府機關可以全額扣除綜合

所得稅，是筆不小的好處。

陸、申請免徵營業稅或減徵娛樂稅

之認可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31條第2項規

定訂定之「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

稅辦法」，若依法完成公司、商業或有限合

夥登記之文化藝術事業，或公立文化機關

（構）、學校或合於民法總則之公益社團或

財團或依其他有關法令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立案或法院登記之文化藝術事業，從事與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3條事務有關

之展覽、表演、映演或拍賣文化藝術活動

者，得就其文化勞務或銷售收入，向文化部

申請免徵營業稅或減徵娛樂稅之認可；經營

與本條例第3條事務有關之圖書出版品出版或

進口業者，得就其所出版或進口之圖書出版

品銷售收入，向文化部申請免徵營業稅之認

可。文化藝術事業依前述規定申請免徵營業

稅認可之圖書出版品範圍，以編有國際標準

書號或電子書國際標準書號之實體或數位圖

書為限。上述的規定應該可以有效減輕文化

藝術事業的租稅負擔，達到扶助文化藝術事

業的規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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