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菸酒稅稽徵規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菸酒稅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刪除） 

第 3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未變性酒精，指於出廠或進口前未完成變性者。 

   第 二 章  登記 

      第 一 節 廠商登記 

第 4 條   

產製廠商應於開始產製前，填具菸酒稅廠商登記申請書，檢同廠商登記表 

等文件，送主管稽徵機關，經審查相符後准予登記。 

前項廠商登記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廠商名稱、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號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地址。 

二、組織種類。 

三、資本總額。 

四、工廠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所在地地 

    址及印鑑。 

五、公司、商業登記或依法設立之農業組織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所在地地址及印鑑。 

六、廠外未稅倉庫之名稱及地址。 

七、主要機器設備之名稱及生產能量。 

第 5 條   

產製廠商依前條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一、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影本。 

二、廠房倉棧簡明平面圖二份。 



三、菸酒製造業之生產及營運計畫表二份。 

第 6 條   

產製廠商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應重新 

填具廠商登記表，註明變更事項，並檢送變更部分證件及其影本。 

第 7 條   

產製廠商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應將生 

產機器及存餘原料之讓售或存置情形一併報明；如有未經完稅菸酒，應繳 

清稅款及菸品健康福利捐；如有違章案件，應俟結案，始准註銷登記。 

      第 二 節 產品登記 

第 8 條   

產製廠商應於開始產製菸酒前，向主管稽徵機關洽編產品統一編號，並填 

具產品登記申請表、檢同樣品四吋照片、標示及圖樣，向主管稽徵機關辦 

理登記。 

前項產品登記申請表，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規格、菸酒類別、酒精成分及添加物。 

二、製造過程及使用原料。 

三、包裝材料、包裝方法及每一單位內含容量或淨重。 

四、是否專供外銷。 

五、是否與其他工廠產品之品質及規格相同。 

第一項規定應檢送之樣品照片、標示及圖樣，如無法於產製前檢送者，得 

於首次產製完成二日內檢送。 

第 8-1 條   

已核准登記之菸酒，除產品名稱、規格、容量、淨重或酒精成分含量變更 

應重新辦理產品登記外，其他因原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產製前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已核准登記之菸酒僅為包裝上之使用圖樣變更者，應送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 

已核准登記之菸酒，停止產製時，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產品登記。 



第 9 條   

產製廠商受託代製菸酒，依第八條規定辦理產品登記時，應將委託代製合 

約書送請主管稽徵機關審查。如委託與代製廠商不在同一稽徵機關轄境者 

，受託廠商之主管稽徵機關於核准產品登記時，應檢同委託代製合約書及 

產品登記申請表，通報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委託廠商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為納稅義務人者，應於委託代製合 

約書載明。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接到前項通報資料後，應另編訂 

產品統一編號，通知委託廠商，依規定報繳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10 條   

菸酒標示應依菸酒管理法規定辦理。但一般料理酒應另標示加鹽之百分比 

。 

   第 三 章  計稅單位 

第 11 條   

紙菸以千支為計稅單位，菸絲、雪茄、其他菸品以公斤為計稅單位；不足 

千支或公斤者，按比例課徵。 

第 12 條   

酒及酒精均以公升為計稅單位；不足一公升者，按比例課徵。 

   第 四 章  稽徵程序 

      第 一 節 國產菸酒 

第 13 條   

產製廠商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申報當月份出 

廠菸酒之應納稅額時，應檢附下列書表： 

一、繳款書證明聯。 

二、產銷月報表及免稅菸酒出廠明細表。 

三、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四、出廠送貨單使用情形月報表。 

五、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六、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書表。 



菸品產製廠商於申報菸稅時，應同時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繳納菸品健康福 

利捐。 

第 14 條   

產製廠商出廠之菸酒，應按完稅、免稅及未稅移運之數量，逐批分別填發 

出廠送貨單，始得提運出廠。 

前項免稅菸酒，除直接外銷免稅者外，其出廠送貨單之品名、數量應依下 

列書件填寫： 

一、供他廠作為製造另一應稅菸酒之免稅原料者，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之 

    免稅原料申請書。 

二、參加展覽，於展覽完畢原件復運回廠者，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之文件 

    。 

第 15 條   

產製廠商設有加工部門者，由製造部門移送加工部門之菸酒，其應納之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每月繳納一次，繳納期間及申報手續，與出廠菸酒 

同。 

第 16 條   

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以委託廠商為納稅義務人者，受託代製廠 

商將菸酒交付委託廠商時，應填發出廠送貨單憑運。委託廠商應於帳冊表 

報記錄進銷存情形，併同當月份自行產製出廠之菸酒，報繳菸酒稅及菸品 

健康福利捐。 

第 17 條   

產製廠商應領用統一發票，並於開立統一發票時載明菸酒之品名及規格。 

產製廠商兼營銷售其他貨物者，應與菸酒分別開立統一發票。但使用電子 

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者，不在此限。 

      第 二 節  進口菸酒 

第 18 條   

進口菸酒之納稅義務人，應於菸酒進口時，向海關申報繳納菸酒稅及菸品 

健康福利捐。 



第 19 條   

海關代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應按月列表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 

查。 

      第 三 節 帳簿憑證 

第 20 條   

產製廠商除應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之規定，設 

置並保存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外，並應設置下列帳冊及憑證： 

一、原料明細分類帳：依各主要原料之進貨發票，及製造部門之領料、退 

    料憑證等記載。 

二、製成品明細分類帳：依製造部門之交班竣工報告表，及其入倉、出廠 

    或移付加工通知單等，按類名分別記載。 

三、倉儲登記簿：各倉儲分別設立，並依原料、製成品及半製品等收發數 

    量記載。 

四、外銷免稅登記簿：依外銷免稅事項之出廠明細，包括品名、規格、數 

    量、出廠日期、出廠送貨單號碼及銷案情形記載。 

五、退廠整理及改裝改製登記簿：依銷貨退回，及有關倉儲、加工等紀錄 

    憑證，分別按退廠整理及改裝改製情形，詳實記載掉換、補充或損耗 

    之數量。 

六、採購免稅原料登記簿：依菸酒加工為另一菸酒之免稅原料 (包括本廠 

    製造或採購自用加工，提供他廠加工之免稅原料) 之入廠、領用及核 

    銷情形記載。 

七、包裝及容器使用登記簿：依各種菸酒包裝及容器之購進、使用及結存 

    情形記載。 

八、出廠送貨單：依出廠日期、收貨人、品名、規格、數量，並區分完稅 

    、免稅、未稅移運，分別編字軌序號記載。 

產製廠商原設置之帳冊憑證，具有前項各款帳簿憑證之性質及功能者，得 

列具對照表，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繼續沿用，或酌為增減修正。 

規模狹小之產製廠商，設置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帳簿確有困難者，得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規定格式之產銷日記簿替代。 

      第 四 節 未稅菸酒移運 

第 21 條   

產製廠商需將其所產製未稅菸酒移存廠外專用倉庫者，得向倉庫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設立未稅倉庫；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於核准設立時， 

應通報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產製廠商移運未稅菸酒，應逐次自行填發出廠送貨單；其未稅移運菸酒復 

運出倉時，應依規定申報繳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22 條   

產製廠商依前條規定設立未稅倉庫者，其每月未稅菸酒移運情形，應於次 

月十五日前檢同產銷月報表，送請主管稽徵機關查核。未稅菸酒進出倉庫 

情形，並應列表送請未稅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核。 

第 23 條   

產製廠商如因自設之包裝與生產部門不在同一處所，須將未稅菸酒互為移 

運者，應逐次自行填發出廠送貨單。 

前項所稱包裝，指未與菸品或酒液直接接觸之包裝過程，且包裝部門之設 

立，應先向設立處所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 

      第 五 節 稽查 

第 24 條   

稽查人員查獲違章案件，應當場作成紀錄，填具違章案件報告表，詳實載 

明菸酒持有人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住址、菸酒品名、規格、數量、 

酒精成分、產製日期、菸酒來源及違章事實等，交由菸酒持有人或在場人 

員閱覽並簽章後，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第 25 條   

國外進口之應稅菸酒，經查有逃漏關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情事者 

，除依前條規定作成紀錄外，並應連同菸酒移送海關，就逃漏關稅部分， 

依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其逃漏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部 

分，由海關依本法有關規定補徵稅款及處罰，並補徵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五 章  免稅及退稅 

      第 一 節 外銷菸酒 

第 26 條   

外銷免稅菸酒，產製廠商應於菸酒出廠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附經海關簽發 

之出口報單，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銷案，逾期應予補徵。 

第 27 條   

外銷已稅菸酒，應由產製廠商於菸酒出口後，檢具已完納菸酒稅之有關文 

件及經海關簽發之出口報單，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退還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 

第 28 條   

外銷免稅菸酒，於出廠後因故不能出口，除退運回廠者外，產製廠商應向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報備，並完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29 條   

外銷菸酒出口後因故退貨復運進口時，廠商應按進口菸酒申報繳納菸酒稅 

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前項菸酒如係已稅且未經申請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者，得檢附原 

海關簽發並經主管稽徵機關註明尚未退稅之出口報單，經海關核符註記後 

，免稅放行。 

      第 二 節 用作製造另一菸酒之原料 

第 30 條   

產製廠商產製菸酒，以另一菸酒為原料者，應填具該項菸酒所需原料計算 

表，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主管稽徵機關認為有統一訂定用料標準之必 

要者，應於抽樣函送檢驗機關檢驗後，報請財政部訂定。 

應稅原料之免稅，以該項原料為構成各該菸酒之成分者為限，其供燃料、 

化驗之用者，不得免徵。 

第 31 條   

產製廠商產製菸酒，使用另一菸酒為原料，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免徵菸 

酒稅者，應填具三聯式之免稅原料申請書，甲聯由主管稽徵機關抽存，其 



餘二聯於簽章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產製廠商向國內產製廠商直接購用或進用應稅原料者，應將該項申請 

    書二聯送各該原料供應廠商。供應廠商依規定填發出廠送貨單後，將 

    乙聯抽存；丙聯簽註實際免稅出廠數量及日期後，於次月申報時一併 

    檢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二、產製廠商購用進口應稅原料，應將該項申請書二聯一併送請海關免代 

    徵菸酒稅。海關免稅放行後，將乙聯抽存；丙聯簽註實際免稅放行數 

    量及日期後，送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三、產製廠商自行供應應稅原料者，應抽存申請書乙聯，並於丙聯簽註實 

    際免稅數量及日期後，送請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產製廠商購用或進用免稅之原料，應於進廠驗收後即登載於採購免稅原料 

登記簿。 

第 32 條   

產製廠商使用之免稅原料，未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不得轉供他廠使用。 

第 33 條   

產製廠商使用菸酒為原料製造另一菸酒，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免稅手 

續，自行使用已稅菸酒為原料者，不予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三 節 參加展覽菸酒 

第 34 條   

產製廠商以其產製或進口之菸酒參加展覽，於展覽完畢原件復運回廠或出 

口者，應將展覽性質、主辦機關、展覽會場、展覽期間及所需數量，檢同 

該展覽會主辦機關證明文件，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免稅出廠或進口。 

前項免稅展覽之菸酒如須在展覽地銷售者，應自行向原主管稽徵機關報繳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免稅展覽之菸酒，產製廠商應於展覽會結束一個月內檢附退運有關文件或 

繳款書證明聯，向主管稽徵機關銷案，逾期應予補徵。 

      第 四 節 退廠整理或因故變損之菸酒 

第 35 條   



已稅菸酒出廠後，因故必須退還原廠整理、改裝或改製時，產製廠商應檢 

附退運有關文件，報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憑原完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之有關文件辦理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俟整理、改裝或改 

製完竣後，併同當月份出廠菸酒，報繳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退廠出廠手續之已稅菸酒，應視同新製出廠之菸酒，報 

繳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36 條   

菸酒因品質低劣或損壞，退運回廠加工改製，發生損耗者，應報由主管稽 

徵機關查明後，始得核銷。 

第 37 條   

已稅菸酒因變質損壞或品質不合政府規定標準者，得將存置地點處理方法 

及日期，申請貨物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派員會同銷毀或回爐後，向海關或 

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退還原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38 條   

已稅菸酒經銷售開封後，因故退換之新品，仍應依法課徵菸酒稅及菸品健 

康福利捐。 

      第 五 節 物體消滅之處理 

第 39 條   

產製廠商或進口廠商於菸酒出廠或進口放行後，在運送或存儲之過程中， 

遇火焚毀或落水沉沒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以致物體消滅者，得於 

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報 

備，俾據以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辦理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或銷 

案。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0 條   

本法及本規則所定之書表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41 條   

本規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條 

文，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