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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民雄鄉建築工地臨時稅自治條例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法規名稱：嘉義縣民雄鄉建築工地臨時稅

自治條例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二十條第二款第二

目、地方稅法通則第一條至第三條第

一項及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制定本自治

條例。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名稱。 

第 一 條   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

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之建

築行為對本鄉環境及居住安寧

之影響，特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一條至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之立法依據及立法目的。 

 

第 二 條    嘉義縣民雄鄉（以下簡稱

本鄉）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以

下簡稱建築工地稅），依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 

本自治條例適用之範圍及定性為臨時稅性

質。 

第 三 條    凡於本鄉轄區內開發案件

之建築工地從事建築行為起造

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

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

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

徵建築工地稅。 

             下列建築物免徵建築工地

稅：   

  一、公辦建築及配合公共建

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易

地重建或天然災害重

建者。 

  二、農業除畜牧設施外，培

植農產品之溫室、稻米

育苗中心作業室、抽水

機房舍、專供農民自用

之倉儲設備、農業設施

及依農業發展條例興

建之農舍等農業使用

之建築物。 

   三、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登記或已立案之教育、

一、第一項說明本自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在

本鄉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

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含本數）

之建築物，始依據本自治條例課徵工

地臨時稅，已排除鄉民自行建築等小

型規模之建築。 

二、第二項列舉三款免徵建築工地稅之建

築物。第一款說明公辦建築及配合公

共建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或易地重建，

因屬公共利益而建築，故排除於本自

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內。另因天然災害

而重建者，考量其建築之必要性，亦

予以排除。第二款則為扶植本鄉農

業，減輕農民負擔，列舉相關農業使

用之建築物，予以免徵，惟考量畜牧

設施對環境影響之鉅，採間接不鼓勵

而予以課稅。第三款就相關之寺廟、

社會團體及財團法人所起造之建築

物，如供公益或公共使用者，亦予免

徵。 

三、為增加本鄉就業機會及吸引投資，增

訂配合上級政府建設開發計畫，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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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及已立案之寺

廟、宗教社會團體與宗

教財團法人，供公益或

公共使用之建築物。 

   四、本自治條例實施期間，

配合上級政府建設開發

計畫，於本鄉新設立之

工業區、科學(技)園區

或其他產業園區內之辦

公室、廠房、鍋爐間或

消防機房等工廠使用之

建築物。 

  前項第一款所稱公辦建

築，指政府機關、學校、公營

事業機構起造，或民間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起造之建築物。 

鄉新設立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內所新建

之建築物免徵建築工地稅期間。 

四、第三項就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公辦建

築」做出說明，以利徵納雙方依循。 

第 四 條    建築工地稅之徵收稅款指

定用於本鄉道路維護、排水系

統及路燈修護等工程，並開立

專款帳戶，其收支執行依預算

法相關規定，納入年度預算辦

理。專款帳戶結束時，如有賸

餘，應解繳鄉庫。 

  前項所稱道路維護，指包

含路面之修復、反射鏡、指示

標誌及排水溝蓋板之設置等維

護道路交通安全之工程及設施

購置。 

一、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第三項之規

定，臨時稅課應指定用途，並開立專

款帳戶。本自治條例考量建築工地之

建築行為對於本鄉環境之影響，有必

要將稅收專款專用於公共設施之維

護。故於本條文第一項規定，將稅收

指定用於本鄉道路維護、排水系統及

路燈修護等公共工程及其附屬設施。

並明定收支執行應納入年度預算，以

符法制。此外，專戶結束時之賸餘款，

則應全數解繳鄉庫。 

二、第二項就第一項所稱之「道路維護」

明確其適用範圍。 

第 五 條  本鄉建築工地稅以嘉義縣民

雄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

稽徵機關。 

本自治條例之稽徵機關為嘉義縣民雄鄉公

所。 

第 六 條    建築工地稅之課徵以使用

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為納稅

義務人。但建築物為合建情形

者，經檢附相關稅捐負擔協議

書、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依其協議或契約稅捐負擔方為

定義本自治條例所開徵建築工地稅之納稅

義務人及合建所包含的對象與合建案稅捐

負擔，可藉由協議或契約等指定負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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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 

  前項所稱建築物合建情形

者，包含對象如下： 

一、資金提供者。 

二、土地提供者 

三、建築物興建、起造者。 

第 七 條    建築工地稅按使用執照登

記之總樓地板面積核算，以每

一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二百

元，未足一平方公尺部分，免

予課徵。但使用執照登記總樓

地板面積逾五千平方公尺部

分，以每一平方公尺課徵新臺

幣一百五十元。 

          使用執照登記用途為廠

房、鍋爐間或消防機房等工廠

使用之建築物及畜牧設施，建

築工地稅以每一平方公尺課徵

新臺幣一百元。但使用執照總

樓地板面積逾三千平方公尺部

分，以每一平方公尺課新臺幣

六十元。 

              經濟部民雄(兼頭橋)產業

園區內供工廠使用之建築物，

以每一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五

十元，但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

積逾三千平方公尺部分，以每

一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三十

元。 

           同一起造人或不同起造

人而為合建建築物，符合本自

治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但書情形

者，在本鄉同一建築工地起造

建築物，區分為多數個別之使

用執照者，依本條第一至第三

項核算總樓地板面積時，應將

該個別使用執照之總樓地板面

積合併計算。 

    前項所稱同一建築工地，

指建造建築物時使用相同施工

一、第一項說明課徵標準。例如使用執照

登記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六○二.八九

平方公尺，應以六○二平方公尺計

算，按每平方公尺課徵建築工地稅新

臺幣二百元，核定應納稅額為十二萬

四百元。為鼓勵大型建案於本鄉投

資，減低其稅賦，特於本項但書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逾五千平方公尺部分，

按每一平方公尺課徵一百五十元。例

如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八千平

方公尺，核定應納稅額應為一百四十

五萬元（5000x200+3000x150）。 

二、使用執照登記用途為廠房、鍋爐間或

消防機房等工廠使用之建築物及畜牧

設施，其工程造價較住宅或其他商業

用途為低，考量其稅額負擔，爰於第

二項規定，建築工地稅按每一平方公

尺課徵新臺幣一百元。另因鼓勵興建

大型廠房，有助於增加本鄉鄉民就業

之機會，特於本項但書規定，總樓地

板面積逾三千平方公尺部分，按每一

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六十元。 

三、本鄉轄內經濟部民雄(兼頭橋)產業園

區內公共設施之維護固不屬本所管

轄，惟建築期間仍對本鄉沿途之公共

設施及環境造成影響，為衡平課稅基

礎，故於第三項規定，按每一平方公

尺課徵新臺幣五十元。另參照前項之

立法理由，於總樓地板面積逾三千平

方公尺部分，按每一平方公尺課徵新

臺幣三十元。 

四、為防杜起造人以分別申請使用執照之

方式，使個別使用執照所載之總樓地

板面積低於五百平方公尺，而未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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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相連建築基地。 自治條例之課徵標準，有違本自治條

例之立法精神，且不符課稅公平原

則。爰於第四項規定，有此情形時應

合併計算個別使用執照所載之總樓地

板面積。例如同一起造人於本自治條

例施行期間，在本鄉同一建築工地內

起造不同建築地址之三間房屋，以分

別申請使用執照之方式，經縣政府核

發使用執照所載之總樓地板面積分別

為二Ｏ五.二五、一四二.四五、一五

八.六二平方公尺，於課徵建築工地稅

計算總樓地板面積時，應合併計算為

五Ｏ六.三二平方公尺，即應按本自治

條例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 

五、第五項說明第四項所稱同一建築工地

之範圍。 

第 八 條  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

用執照核發日，本所於核發使

用執照之日起十五日內或接獲

嘉義縣政府建管單位核發使用

執照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核定

應納稅額，並開立繳納期限為

一個月之稅額繳款書及核定納

稅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應按本所送達之稅

額繳款書，於繳納期限內繳清

稅款；必要時，得於繳納限期

內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但延

期之期限以四個月為限。   

              前項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

日，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

已核發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            

建築工地稅課徵之程序。 

第 九 條    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

之處分如有不服，應依稅捐稽

徵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向本

所申請復查。 

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如

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

政訴訟。 

納稅義務人之復查程序，應依據稅捐稽徵

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向本所申請復查，

且得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規

定提起法定救濟程序。 

第 十 條    納稅義務人未依本自治條納稅義務人依本自治條例應負擔之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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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規定期限繳納稅款者，移送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

制執行，強制執行依稅捐稽徵

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辦理，所

需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為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如未依規定期

限繳納，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

強制執行。 

第 十一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施行期間二年。 

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及施行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