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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OECD在 2015年發布 15項「BEPS行動方案」，對於 BEPS的防杜雖

有重要貢獻，但仍不足以終結跨國企業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國家的現象。為

了克服上述問題，OECD提出兩項稅制調整的主要「支柱」。其中，「第二

支柱」希望各國就跨國企業所賺取的利潤，應繳納「全球最低稅負」一事達

成共識，其目的在於避免跨國集團內部的利潤移轉，同時也在於遏止各國競

相提供低稅負的稅務競賽。 

然而，「全球最低稅負制」的實施，不僅在「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

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之間，埋下一個容易引發利益衝突的引信；

且「所得納入規則」對於「分離原則」的違反，以及「低稅支付規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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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淨值原則」的違反，皆缺乏正當的合憲化事由；此外，上述兩者都有

一個共同的缺失，就是為了實現與美國稅法的兼容或整合，因而不得不在其

中加入複雜的規則。這不僅大幅提升跨國企業的法規遵循成本，同時適用兩

者的結果，也容易引發「重複課稅」的風險。 

就我國法而言，「所得納入規則」與「受控外國公司稅制」雖有近似性，

但將兩者同時適用的結果，實無助於上述問題的解決。反倒是，將「所得納

入規則」重新調整後，再整合至「受控外國公司稅制」中，應該是我國未來

在稅制規劃上，可以審慎考慮的可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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