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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背景 

為配合農業發展，本會除積極推動各項產業輔導措施，透過強

化農業產業競爭力與增加農產品附加價值來增加農民收入外，亦針

對從事農業所得部分，提供所得稅相關優惠，冀多方面提升農民所

得與福利。 

而依所得稅法第 1 條規定，所得稅分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以下簡

稱綜所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以下簡稱營所稅)。在綜所稅方面，依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類規定，自力耕作、漁、牧、林之所得，

應就全年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該成

本及必要費用標準由財政部每年公告之，自民國 76 年以來均從寬認

定個人銷售自力生產之農產品收入所適用之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為

100%，因此農業所得額計為 0，而無須繳納綜所稅，即一般所稱農業

免稅。在營所稅方面，現行所得稅法規定略以，以營利為目的，具備

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農、林、漁、

牧、礦冶等營利事業，應課徵 20%之營所稅，或併入個人綜合所得之

營利所得課徵。是以，實務上農業經營者可能因受本會輔導轉變經營

型態及擴大經營規模下，經稅捐稽徵機關認定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所

稱之營利事業，致經營所得無法適用「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

所得」，而需依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或併入個人綜合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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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所得，進而可能削弱其擴大經營規模之意願，並不利於推動國內

農業朝規模化、企業化經營發展之政策目標。 

故為了落實政策目標與維護農業經營者的權益，鼓勵農民持續投

入或整合，以利擴大經營規模，並同時兼顧提升農業競爭力與維持稅

賦公平，經立法委員提案，及本會相關單位會同財政部研議後，同意

以獨資、合夥等小規模之企業化經營農場為對象生產之初級農產品所

得，經過本會審閱登記後，得享有減免營所稅之優惠。並於後續將修

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時，配合委員建議增列「農業合作社」納入適

用對象註1。 

後於105年11月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

之1
註2，農民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之獨資、合夥組織農場或農業合作

社，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所得，於施行期間內 (105年11月

11日起5年內)，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租稅優惠內容 

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規定內容如下： 

(一) 農民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之獨資或合夥組織農場、農業合作

社，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

1項)  

(二) 前項所稱初級農產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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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項有關農場及農業合作社之登記資格、條件、內容、程

序、應提示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3項)  

(四) 第一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5年11

月11日修正之日起5年止。(第4項)  

(五) 前項減免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實際推展情況決定是否

延長減免年限。(第5項) 

同時，本會依據前開條文第2項及第3項授權，會同財政部發布

訂定「農業發展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初級農產品」及

「農場及農業合作社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登記辦法」兩項子法

規，以利實際操作。 

簡而言之，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適用對象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 組織型態為獨資或合夥農場，或農業合作社。 

(二) 須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有案者。 

(登記流程依「農場及農業合作社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登記辦法」辦理) 

(三) 限經營自行銷售初級農產品之所得部分得免徵營所稅。 

(限「農業發展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初級農產品」表列項目) 

 

前開經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所核發登記文件之農場與農業合作

社，於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可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辦理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另經本會彙整名冊提供稅捐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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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機關之農場與農業合作社者，得於申報時可免附登記文件。 

三、評估成效 

為了解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之增訂是否達到所定政策目的與

預期效果，於107年向財政部提出之稅式支出評估報告中，訂有3項

評估指標如下，以作為法條內容是否延續的判斷依據： 

1. 其各年度免稅緩衝期間之實際符合資格之登記家數 (場數)。 

2. 符合免稅條件之初級農產品銷售收入所得額總額。 

3. 其他非初級農產品如自行與委外加工收入之所得額總額。 

然屬獨資、合夥組織農場為經營態樣者，107年起得依程序更簡

易、條件限制更寬鬆之所得稅法第71條：「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

業應依相關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

額…(略以)」免徵營所稅。故相關成效指標與成果評估，將集中於農

業合作社對象探討。 

為此，本會彙整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施行後，自106年至110

年4月間本會核予同意登記在案之農業合作社共計67家，並洽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取得106
註3年至108

註4年有關農業合作社之營所稅申報

統計資料，以利研析前述指標。 

此外，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目的之一在於鼓勵農民持續投入

或整合，並擴大經營規模。故再透過前述財政部資料，進一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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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至108年間向本會申請免稅之合作社的營收情況變化，以了解

是否發揮促進營業規模擴大的效果。 

(一) 符合資格之農業合作社核准登記家數及實際獲得減免營所稅家

數分析 

根據財政部提供資料，申報有案符合農業發展條例47條之1適用

對象並具體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欄位57申報合於獎勵規定免稅

所得之農、林、漁、牧合作業社組織家數資料發現，107年累計登記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適用對象37家合作社中，僅1家獲營所稅

減免；108年累計登記48家合作社中亦僅有2家獲得營所稅減免。 

(二) 符合免稅條件之初級農產品銷售收入所得額變化分析 

107年因該條文確實受惠之1家農業合作社，其自行生產初級農產

品銷售所得總額為3,937千元，而108年獲減免營所稅之農業合作社家

數雖增加1家，但符合免稅條件之初級農產品銷售收入所得加總卻反

而下降至3,355千元。 

(三) 其他非初級農產品如自行與委外加工收入之所得額變化分析 

關於其他非初級農產品如自行與委外加工收入之所得額部分，依

財政部提供 107 年與 108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中，自行勾選

為「合作社」之農業合作社分別為121家及155家，並整理其全年所得

額如下表1，並將前述分析107年、108年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可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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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之所得數額扣除後，平均算出兩年度平均每家農業合作社之非初級

農產品銷售收入所得額。經估算 107 年與 108 年平均每間合作社

非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收入差異不大。 

 
表1 107年、108年合作社非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銷售收入所得數額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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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綜上所述，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適用對象，在獨資、合夥農

場對象方面，107年起可由相同效果，且條件更為寬鬆的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替代。 

至農業合作社對象方面，基於農業合作社之經營屬性屬服務、互

助與公益性質，實與追求營收利益極大化之獨資、合夥企業化農場有

別。加上農業合作社本身主要業務係辦理社員之共同運銷，而非由合

作社自行生產農產品，收入來源亦主要來自辦理共同運銷之手續費，

致該收入難納入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適用而無法享有營所稅減免。

換言之，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尚無助擴大農業合作社經營規模或

協助營收提升，實非本法立法初衷。 

本會參詢財政部意見(110年6月2日台財稅字第11000594480號)表

示：「經評估本法應無延長減免年限之必要，允應回歸適用一般稅制，

以維稅制完整性及公平性」；復於110年8月4日奉行政院以院臺農字第

1100019999號函同意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無須延長減免期限。 

有關農業合作社之輔導與協助，本會持續透過輔導建立品牌、

穩定產銷，改善管理制度、教育培訓、技術指導等提供輔導資源，

促進農業合作社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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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註 1.詳參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56 號

委員提案第 19274 號之 1。 

註 2.105 年 1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6901 號令公布。 

註 3.查財政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格式，自 106 年起於營利事業組織種類增

列「合作社」項，始可將農業合作社分離並進行相關統計。 

註 4.財政部營利事業所得稅最新統計資料期間為 108 年，同時，據財政部財

稅資訊中心說明， 108 年度案件尚未核定，係先以申報數提供本會研

析，確切數據仍以後續核定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