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利事業資產重估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營利事業：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公營、私營

或公私合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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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農、林、漁、

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二、重估價：指營利事業之資產，依本辦法之規定，重行估定

其價值。 

  三、重估價基準日：指營利事業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資

產重估價之基準日。 

  四、會計年度：指所得稅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之年度，以每年

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一年度。但因原有習慣

或營業季節之特殊情形，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者，得變

更起迄日期。 

  五、重估年度：指資產重估價基準日所屬之會計年度。 

  六、固定資產：指所得稅法第五十條所稱之固定資產，包括建

築物、裝修附屬設備及船舶、機械、工具、器具等項，以

及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列之細目。 

  七、遞耗資產：指所得稅法第五十九條所稱之遞耗資產，包括

礦藏、森林、樹、油井等天然資源。 

  八、無形資產：指所得稅法第六十條所稱之無形資產，包括營

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項目。 

  九、取得價值：包括下列二部分。但因轉讓、滅失或報廢情事，

致減少之部分，應分別扣除之： 

      (一)原始部分：指營利事業因購置、建築或製造資產所付

之代價；其向外購入者，包括取得之代價及因取得

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費用；其自

行製造或建築者，包括自設計、製造、建築以至適



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其因

受贈、交換及其他方式而取得者，以原估價格，為

取得價值之原始部分。 

     （二）增添部分：指資產取得後因擴充、換置、改良、修

理而增加其價值或效能時所支付之代價。 

  十、帳面金額或稱帳載未折減餘額：指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或無形資產在重估價基準日，各該資產項目所記

載之取得價值分別減除累計折舊、累計耗竭或累計攤折後

之餘額。遞耗資產之耗竭或無形資產之攤折，如直接貸入

各該資產項目不另設累計耗竭或累計攤折者，以各該資產

項目之取得價值分別減除歷年提列之耗竭或攤折額後之

餘額為帳面金額。 

  十一、資產重估價值：指營利事業固定資產、遞耗資產或無形

資產在重估價以後之價值；其內容包括下列二部分： 

（一）帳面金額。 

（二）重估差價：指重估價值減除帳面金額後之差額。 

  十二、物價指數：指臺灣地區年度生產者物價全年平均總指數。 

第三條   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於當年度物價指

數較該資產取得年度或前次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年度物價指

數上漲達百分之二十五時，得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資產重估

價，並以其申請重估日之上一年度終了日為基準日。 

營利事業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所適用之物價指數，由財政部洽

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每年一月二十五日前提供，並據以編造物價倍

數表發布之。 

第五條   營利事業重估資產之範圍，限於所得稅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九

條或第六十條所稱之固定資產、遞耗資產或無形資產三類。 

租用其他事業或個人之資產，或已出售、贈與、交換或其他方

式而尚未交付或移轉所有權之資產，不論其資產本身或增添部分，

均不得重估。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所列得重估之三類資產，其數量以該營利事業在重

估價基準日，確為該營利事業之帳載數量為限；如經盤點後，發現

其數量較帳面短少，應按實有數量予以重估。 

重估價基準日，帳載數量經盤點後較實有數量為少時，仍按帳

載數量重估。 

營利事業購入、以資產交換或其他方式取得他人已逾原定耐用

年數且已提足折舊無帳載金額之固定資產繼續使用，依購入之成本

或取得資產之價值按其自行預估可使用之年數，曾於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向稽徵機關申報，並提列折舊經認定有案者，得就

其帳載未折減餘額辦理資產重估價。 

重估價資產以出價取得並為重估價基準日帳面之資產及因受

贈、交換或其他方式而取得有帳面金額之資產為限。 

第七條  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遞耗資產或無形資產，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得於重估價基準日前調整其帳面金額，作為重估價之依據： 

  一、在基準日前各年度中所提之折舊、耗竭或攤折額，於申報

所得額時，經稽徵機關核定減少，而未調整其累計折舊、

累計耗竭或累計攤折數額。 

  二、在基準日前各年度中，資產之取得價值，原列為費用支出，

於計算所得額時，經調整為資本支出，而未記載於資產項

目。 

  三、在基準日前，原未記載於資產項目之資產，而在重估價基

準日前已將取得價格補列入資產項目。 

第八條  營利事業各項資產重估價值，應分別按下列公式重估計算之： 

  一、（取得價值－累計折舊、累計耗竭或累計攤折）ｘ（重估

年度物價指數／取得資產年度物價指數）＝資產重估價

值。 

  二、營利事業之資產，曾於以往年度辦理重估價者： 

     （上次重估價值－上次重估後之累計折舊、累計耗竭或累

計攤折）ｘ（重估年度物價指數／上次重估年度物價指數）



＝資產重估價值。 

第九條   營利事業依本辦法辦理資產重估價者，其部分資產價值雖未曾

重估，仍以重估價基準日之帳面金額為重估價值，該等資產於以後

年度物價指數較取得年度物價指數上漲達百分之二十五，依本辦法

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時，以前條第一款公式計算資產重估價值。 

第十條   營利事業經核准辦理資產重估價者，如其部分資產之重估年度

物價指數較該資產取得年度物價指數上漲未達百分之二十五，該資

產仍可辦理重估價。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辦理重估價資產之取得年度，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 資產之取得，以取得所有權之年度為取得年度；其屬

分期付款者，以入帳使用年度為取得年度。無法辦理

所有權登記之建築物，以受領該資產之年度為取得年

度。 

二、 資產取得後如發生擴充、換置、改良、修理等情事者，

其增添部分，以其完成年度為取得年度。 

三、 訂購資產及跨年度工程，以完成取得記入資產項目之

年度為取得年度，其屬向國外進口者，以實際取得並

記入該資產項目之年度為取得年度。 

四、 資產由營利事業依法併購而取得，取得時以原帳面金

額轉入者，得以被併購事業原始取得該項資產之年度

為取得年度；其以成交價格入帳者，以併購年度為取

得年度。 

五、 資產之取得價值原列為費用支出，於計算所得額時，

經調整為資本支出，而於基準日前補列入資產項目

者，以其實際發生之年度為取得年度。 

六、 原未記載於資產項目之資產，於基準日前已將其取得

價值與數量補列入資產項目，且原始憑證齊全者，以

其實際取得資產之年度為取得年度。 

七、 資產因受贈、交換或其他方式而取得者，應以其實際



取得之年度為取得年度。 

八、 重估資產實際取得之日期無從查考者，以完成取得記

入資產項目之年度為取得年度。 

第十二條  資產取得後，如發生擴充、換置、改良、修理而增加其價值

或效能者，其增添部分應與原始取得部分一併按照本辦法之規

定，分別計算重估價值。 

第十三條  營利事業之資產在重估價基準日前各年度中，如有依法應列

計之折舊、耗竭或攤折而帳面未經調整者，應依所得稅法規定，

補列折舊、耗竭或攤折額後，再行計算其重估價值。 

第十六條  資產取得後，如發生轉讓、滅失或報廢情事，而未於轉讓、

滅失或報廢當時自帳上扣除者，於計算重估價值時，應追溯其取

得年度而扣除之，取得年度無法決定時，按先進先出法計算，其

累計折舊、累計耗竭或累計攤折並應配合扣除之。 

第三十六條    營利事業應根據審定資產重估價值，自重估年度終了日之

次日起調整原資產項目，並將重估差價，記入權益項下之未實

現重估增值項目。 

前項未實現重估增值，免予計入所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但該資產於重估後發生轉讓、滅失或報廢情事者，應於轉

讓、滅失或報廢年度，轉列為營業外收入或損失。 

第三十七條    營利事業按照前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原資產項目後，應就其

重估價值自調整年度起依所得稅法之規定提列折舊、耗竭或攤

折額，列為計算所得額之損費。 

折舊、耗竭或攤折額計算時，應就資產未使用年數、產量

或工作時間為依據，其原列有殘值者，並應根據重估倍數，比

例增加。 

受贈之資產，如於受贈時將該捐贈收入列為資本公積處理

未予課稅者，其按重估價值所提列之折舊、耗竭或攤折額，不

得列為當年度損費自所得額中減除。 

第四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條

文，自一百十二年度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