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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下一個頁面後，投資人可以在左方的工具列中選擇的➊「除權除息減資

參考價格等試算」。3
STEP

進入試算頁面後，輸入➊「除權除息前股價」，以及➋「現金股利／股票股

利」，並且按下➌「試算」，系統就會算出個股的除權（息）參考價。4
STEP

資料來源：證交所

存股族每年收到股利固然開心，但是，不要忘了，股利收入也是所得

的一種，因此也在所得稅的徵收範圍內。因為每個人適用的綜合所得

稅率不同，所以可能還會出現補稅或退稅的情況。

此外，2013年起，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開始課徵，股利收入也納入徵

收範圍，只要達到一定標準的投資人，就會被課徵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到底投資人每年收到股利後，是需要補稅，還是可以獲得退稅的小確幸

呢？到底會不會被課徵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呢？本章將一次說明清楚！

「兩稅合一制」走入歷史，新制計稅改採2擇1

為了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有競爭力的所得稅制，行政院於 2017

年 10月 12日通過財政部所提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並且

於 2018年 1月 1日施行。

對於眾多股民來說，此次《所得稅法》修法最重要的地方在於，股

股利所得合併計稅
對小資存股族更有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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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得課稅方式的調整，也就是說，從 2018年 1月 1日開始，個人

股利所得的課稅方式，就會從營利事業所得稅和綜合所得稅合併計算

的「兩稅合一制」，改為「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繳稅額（簡稱合併

計稅）」和「單一稅率分開計稅（簡稱分開計稅）」的二擇一制度（詳

見圖 1）。

在深入了解新制度前，先和大家講解一下在計算綜合所得稅時，必須

要了解的3個關鍵名詞，分別是「綜合所得淨額」、「應納稅額」和「應

資料來源：《所得稅法》

股利所得課稅可採合併計稅與分開計稅2種
──股利所得稅新制

圖1

◎合併計稅 ◎分開計稅

股利所得與其他各類
所得合併計稅

股利所得與其他各類
所得分開計稅

其他各類
所得

其他各類
所得

股利
所得

股利
所得

採單一稅率
28%計稅

繳（退）稅額」（詳見圖 2）。

關鍵名詞 1》綜合所得淨額
綜合所得淨額是用綜合所得總額扣除免稅額、一般扣除額（可以分為

「標準扣除額」和「列舉扣除額」2種，可擇一申報）和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後的數字。

為了簡化說明，假設納稅義務人小明是「單身」、「無扶養親屬」、

綜合所得
總額

應納
稅額

免稅額

可抵繳
稅額

一般
扣除額

薪資所得
特別
扣除額

綜合所得
淨額

應繳
（退）稅
額

計算綜所稅淨額時，得先扣除免稅額與扣除額
──綜合所得稅計算公式

圖2

綜合所得
淨額

適用
稅率

累進
差額

應納稅額

註： 1.免稅額部分：70歲以下，每人 8萬 8,000元；70歲以上，每人 13萬 2,000元；2.一
般扣除額部分：可以分為標準扣除額（單身 12萬元、夫妻 24萬元）和列舉扣除額（包含
捐贈、人身保險費、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金支出等），納稅人可擇一申報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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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標準扣除額」來申報所得稅，由此可知，小明的免稅額為 8萬

8,000元、標準扣除額為 12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為 20萬元。

在此情況下，如果小明的綜合所得總額為 50萬元，則他的綜合所得淨

額為9萬2,000元（50萬元－8萬8,000元－12萬元－20萬元）。

關鍵名詞 2》應納稅額
應納稅額是用綜合所得淨額乘上適用稅率後，再扣除累進差額的數

字，其中適用稅率和累進差額以政府公告為準（詳見表 1）。以小明來

說，他的綜合所得淨額是 9萬 2,000元，介於「0元∼ 54萬元」的

級距間，因此其所對應的適用稅率為 5%，累進計差額為 0元，由此可

知，小明的應納稅額為 4,600元（9萬 2,000元×5%－ 0元）。

綜合所得淨額逾453萬才會被課最高稅率40%
──綜合所得稅率與累進差額

表1

資料來源：財政部

綜合所得淨額（元） 適用稅率（%） 累進差額（元）

0∼540,000 5 0

540,001∼1,210,000 12 3萬7,800

1,210,001∼2,420,000 20 13萬4,600

2,420,001∼4,530,000 30 37萬6,600
＞4,530,001 40 82萬9,600

關鍵名詞 3》應繳（退）稅額
應繳（退）稅額是將全年應納稅額減去可抵繳稅額的數字。以小明

來說，他的全年應納稅額為 4,600元。假設可抵繳稅額為 4,000元，

表示小明應該要繳納 600元（4,600元－ 4,000元）的稅額；假設

可抵繳稅額是 5,000元，表示小明可以得到 400元（4,600元－

5,000元）的應退稅額。

在了解這3個關鍵名詞後，接著就可以繼續來探討「合併計稅」和「分

開計稅」的二擇一制度了（詳見表 2）。

我們先來看合併計稅。它是先將其他各類所得和股利所得加總，以計

算全年的應納稅額後，再扣除 8.5%的股利可抵繳稅額（8.5%為政府

若選擇合併計稅，可抵繳稅額上限為8萬
──股利所得稅計算重點

表2

資料來源：財政部

稅制 計算方式 注意事項

合併計稅
其他各類所得和股利所得加總後的應納稅
額－可抵繳稅額（股利所得×8.5%）

每一申報戶的可抵繳
稅額上限為8萬元

分開計稅 其他各類所得的應納稅額＋股利所得稅額
股利所得採單一稅率
28%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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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且每一申報戶可減抵稅額上限為 8萬元）計算。

要注意的是，綜合所得稅一個申報戶只能選擇一種股利課稅方式，因

此，即使夫妻採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同樣只能選擇一種股利課稅方

式。至於分開計稅，則是將其他各類所得的應納稅額和股利所得稅額

分開計算以後，採取單一稅率 28%計算，再將兩者數字加總。

光看文字說明相信大家應該還是看得霧煞煞吧？下面將舉兩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為了簡化說明，我們同樣假設案例中的納稅義務人皆是

「單身」、「無扶養親屬」、採用「標準扣除額」申報所得稅，因此

免稅額皆為 8萬 8,000元、標準扣除額皆為 12萬元、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皆為 20萬元。

案例1》薪資所得50萬元，股利所得10萬元

假設小王的薪資所得 50萬元，股利所得 10萬元，在採取不同的股

利計稅方式下，他分別要繳稅或退稅多少錢？

方案 1》合併計稅
◎綜合所得淨額：60萬元－ 8萬 8,000元－ 12萬元－ 20萬元

＝ 19萬 2,000元 綜合所得總額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應納稅額：19萬 2,000元×5%－ 0元＝ 9,600元

◎可抵繳稅額：10萬元×8.5%＝ 8,500元

◎應繳（退）稅額：9,600元－ 8,500元＝ 1,100元

方案 2》分開計稅
◎綜合所得淨額：50萬元－ 8萬 8,000元－ 12萬元－ 20萬元

＝ 9萬 2,000元

◎應納稅額：9萬 2,000元×5%－ 0元＝ 4,600元

◎股利應繳稅額：10萬元×28%＝ 2萬 8,000元

◎應繳（退）稅額：4,600元＋ 2萬 8,000元＝ 3萬 2,600元

 結論  比較兩種稅制可以知道，如果小王採用合併計稅只須繳稅

1,100元，如果小王採用分開計稅則須繳稅 3萬 2,600元，因此小

王應該採用合併計稅。

案例2》薪資所得500萬元，股利所得100萬元

假設小陳薪資所得 500萬元，股利所得 100萬元，在採取不同的

綜合所得淨額19萬2,000元，介於「0元∼54萬元」，適用稅率為5%，累進差額為0元

綜合所得淨額9萬2,000元，介於「0元∼54萬元」，適用稅率為5%，累進差額為0元

代表應繳稅

單一稅率28%

代表應繳稅

薪資所得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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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計稅方式下，他分別要繳稅或退稅多少錢？

方案 1》合併計稅
◎綜合所得淨額：600萬元－ 8萬 8,000元－ 12萬元－ 20萬元

＝ 559萬 2,000元

◎應納稅額＝ 559萬 2,000元×40%－ 82萬 9,600元＝ 140

萬 7,200元

◎可抵繳稅額：100萬元×8.5%＝ 8萬 5,000元

◎應繳（退）稅額：140萬 7,200元－ 8萬元＝ 132萬 7,200元

方案 2》分開計稅
◎綜合所得淨額：500萬元－ 8萬 8,000元－ 12萬元－ 20萬元

＝ 459萬 2,000元

◎應納稅額：459萬 2,000元×40%－ 82萬 9,600元＝ 100

萬 7,200元

◎股利應繳稅額：100萬元×28%＝ 28萬元

◎應繳（退）稅額：100萬 7,200元＋ 28萬元＝ 128萬 7,200元

 結論  比較兩種稅制可以知道，如果小陳採用合併計稅須繳稅 132

綜合所得淨額559萬2,000元，在「4,530,001以上」，適用稅率為40%，
累進差額為82萬9,600元

上限為8萬元，超過以8萬元計

代表應繳稅

綜合所得總額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薪資所得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綜合所得淨額459萬2,000元，在「4,530,001以上」，適用稅率為
40%，累進差額為82萬9,600元

單一稅率28%

萬 7,200元，如果小陳採用分開計稅則須繳稅 128萬 7,200元，因

此小陳應該採用分開計稅。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已經能夠了解什麼是二稅擇一制了吧！從前面小

王和小陳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適用稅率較低者（例如：20%以下），

可以優先考慮「合併計稅」；適用稅率較高者（例如：30%以上），

可以優先考慮「分開計稅」（詳見表 3）。不過，這些都只是簡略的劃

分，大家在運用時，還是得依照個人的實際情況去計算會比較準確。

單筆股利收入達2萬，將課1.91%健保補充保費

股利收益除了會因為計稅方式不同，而有補稅或退稅的差異之外，

2013年起上路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也針對 6類收入徵收保費，而

股利所得就是其中之一（詳見圖 3）。

高薪族申報股利所得稅時，最好採用分開計稅
──合併計稅與分開計稅適用對象

表3

所得稅率 計稅方式

適用稅率20%以下者 合併計稅較划算

適用稅率30%以上者 分開計稅較划算

代表應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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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規定，只要單一公司所發放的股利總額在 2萬元以上，投資人

就會被收取 1.91%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計算上限是 1,000萬元，

也就是股利總額就算超過 1,000萬元，保費還是以 1,000萬元為基

礎計算。但是，要提醒各位投資人，計算公式是以「股利總額」乘上

1.91%，而非「股利淨額」，因此，要將股利淨額加上可扣抵稅額才

是股利總額。

股利所得達一定門檻，將課徵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6大徵收項目

圖3

租金收入

兼職薪資

獎金

執行業務
收入

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資料來源：健保署

搞懂關鍵數字，就能掌握實領股利金額 
──以107年勝一（1773）股利發放明細為例

圖4

➊�代表可以參與配息的總股數，以及每股可以配發多少元的股利，將兩者數據相乘即

能算出應發股利

➋ 將應發股利扣除實際扣繳稅額、代扣補充保險費（應發股利達2萬元才需要課繳）和
匯費10元以後，才是實際進入帳戶的金額

➌應扣繳稅額和可抵繳稅額，要等到隔年5月繳交綜合所得稅時，才會計入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的扣取方式是「就源扣繳」，也就是達到收取門檻

後，公司會在發放股利時，就先從現金股利中預扣（詳見圖4）。但是，

如果現金股利的扣繳金額不足，或沒有現金股利可以扣取，健保署會

再寄發繳費單給投資人，讓投資人持繳費單自行繳納。

假設投資人共持有 15張玉山金（2884）的股票，股利淨額就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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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1,450元（現金股利 6,450元＋股票股利 1萬 5,000元），可扣

抵稅額則為 1,213元（2萬 1,450元×11.31%×1／ 2），股利

總額為 2萬 2,663元（2萬 1,450元＋ 1,213元），股利總額已經

超過 2萬元的徵收門檻，因此必須繳費。至於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實際

的繳納金額，以及最後實領股利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股利總額×1.91%  

433元＝2萬2,663元×1.91%（不足1元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

  實領現金股利＝現金股利淨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6,017元＝ 6,450元－ 43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