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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創條例立法目的(第 1 條)
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



產創條例六大修正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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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政府機關（構）及企業採購軟體、
創新產品或服務(§27)

政府補助、委託、出資研發成果
的智財運營策略及無形資產評價
制度(§12、13)

創新研發投資抵減及緩課稅
(§12-1、12-2、19-1)

友善新創事業-有限合夥之新創事業穿透式課稅
(§23-1)、個人現金投資抵減(§23-2)

國營事業補助之研發成果下放、
委辦程序不適用國有財產法
(§9-1)

產業園區閒置土地，限
期依法完成建築使用，
否則強制拍賣(§46-1)

投資新創動能誘因投資新創動能誘因

國營事業研發

研發成果智財營運策略研發成果智財營運策略

產業人才激勵

創新採購機制

產業用地活化

106年11月22日總統華總一
義字第 10600141601
號令修正公布



產創條例研發成果智財營運策略規劃

民國106年底公告之產創條例，新增政府補助、委託、出資
研 發 成 果 之 智 財 運 營 策 略 （ §12 ） 及 無 形 資 產 評 價 制 度
（§13），擴大政府補資助研發成果之創新應用。本次修正
牽涉強制要求智財布局之範圍與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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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3條智財營運策略與評價制度
• 產創條例第12條智財營運策略，要求政府﹙含國營事業）

補助、委託、出資之研究發展及創新計畫，必須落實智
慧財產布局分析、確保智慧財產品質與完備該成果之保
護及評估流通運用作法；立法目的是強化政府研發成果
銜接市場之流通運用能力，並創造智財服務需求。

• 產創條例第13條無形資產評價制度，則賦予訂定無形資
產評價方法統一基準、限制評價人員資格並要求登錄與
管理之法令依據，並就受政府補助之評價案，課予應登
錄評價資料之義務；立法目的是整備無形資產評價資料
庫及人員管理機制，並搭配金融措施，完備無形資產評
價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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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3條適用範圍
公告「創新研究發展計畫範疇之計畫金額、資助比率」、「智慧

財產布局分析報告格式」、「智慧財產服務機構認可條件」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4日/經工字第10704605690號

• 一、 創新研究發展計畫總金額達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且政府資
助比率達50%以上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 二、 創新研究發展計畫總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且政府資助比
率達50%以上者，屬高額資助計畫。

• 三、 智慧財產布局分析報告格式：包含智財服務機構撰寫及執行
單位自行撰寫兩種版本。

• 四、 智慧財產服務機構認可條件：依「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
構服務能量登錄作業要點」，取得「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機構」項
下「智慧財產管理服務項目：提供智慧財產布局服務」類別之能
量登錄證書者，視同符合本辦法第7條第1項認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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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創條例租稅優惠說明

為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民國
106年11月22日總統修正公布之產創條例，大幅度修正相關
租稅優惠措施，配合產創條例修正與相關子法公告，業界科
專應有相應作法以為調適，鼓勵業界善加利用新型態租稅優
惠方案。

6



產創條例研發租稅優惠措施

23-1透
視個體概
念課稅

10研發
投抵

12-1技
術入股

7

19-1員工
獎酬

12-2創作
人配股

23-2天使
投資人



108年行政院草案產創條例修法重點

展延租稅
優惠10年

• 租稅優惠延長至118年12月31
日(72)。包括產創第10、12-1、
12-2、19-1、23-2、23-2、
23-3條。

提升投資
動能誘因

• 實質投資得列未分配盈餘減項，
免課5%營所稅(23-3)。

強化租稅
措施誘因

• 創作者技術入股、學術研究單
位創作人配股，採配股或售股
較低價者課稅(12-1、12-2)

• 擴大員工獎酬配股採孰低課稅
(19-1)

• 鬆綁一次到位募資金額較大之
有限合夥創投事業，得採透視
個體概念稅(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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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投資
布局創新



新增產創條例租稅優惠措施延長
• 108年行政院草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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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優惠展延10年施行期間
現行規定 第72條: 租稅優惠條文施行至108年12月31日止

修法原因 1. 研發創新、留才攬才、新創事業發展
2. 穩定租稅政策強化產業升級
3. 避免短期修法成本，有利業者規劃長期投資

修正重點 租稅優惠條文施行至118年12月31日止

修正條文 研發投抵10、技術入股12-1、創作人配股12-2、
員工獎酬19-1、透視個體概念課稅23-1、天使投資
人23-2、增訂未分配盈餘剪除規定23-3條。



第10條研發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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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創條例第10條，配合有限合夥法制定實施，將｢有限合
夥事業｣納入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對象。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得選擇於支出金額15%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或是支出金額10%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
抵減。但抵減限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30%為限。

• 獎勵產業研發→經行政院討論，研發投抵仍維持15%及
10%優惠



第12-1條技術轉讓抵減與作價緩課

技術作價入股任何型態公司，均得選擇緩課，強化產業間技術合作、促進
創新研發成果流通、鼓勵創新技術商品化，增加人才留在我國發展機會。

修正前
我國個人或公司，技術入股
取得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股
票，得選擇延緩5年繳稅；
取得非上市(櫃)或興櫃公司
股票，得選擇於實際轉讓時
按轉讓價格計算所得課稅。

修正後
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技術入股取得公司股
票(無論是否屬上市(櫃)或興
櫃公司)，得選擇於實際轉讓
時，按轉讓價格計算所得課
稅。

產創條例12-1Ⅰ: 技術轉讓抵減
 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在其讓與或授權｢自行研發所有之智慧財

產權｣取得之收益範圍內，得就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二百限度內
自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中減除。

產創條例12-1Ⅱ: 技術作價緩課
 修正「產業創新條例」，將「技術入股」可選擇延後5年繳稅(緩繳)規定，放

寬為可選擇「實際轉讓時課稅(緩課)」，有助新創事業的發展。

目標



第12-2條學研機構創作人獲配股票緩課稅
產創條例12-2﹕學研機構創作人獲配股票緩課稅
 學研機構的科研成果因技術入股會分配股票給教授或研究人員，但取得股票

當年度即須計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致學研機構技術入股意願降低，進而影
響研發成果產業化成效。

 教授、研究人員等自學研機構獲配之股票，比照個人或公司取得技術入股股
票得緩繳(課)稅規定，增訂轉讓時課稅優惠。

12

配股

限於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6條第3項
學研機構獲配之
股票

研究人員 學研機構 公司

免計入 取得當年度免計入
所得課稅

 實際轉讓時依轉讓
價格計入薪資所得
課稅



第12-1/12-2條行政院草案修正
• 108年行政院草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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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技術入股或創作人或配股票採孰低價格課稅
現行規定 產創12-1條Ⅱ: 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取得技術入股股票，得於轉讓

時按轉讓價格課稅。
產創12-2條: 創作人獲配學研機構股票，得於轉讓時按轉讓價格課稅。

修法原因 1. 強化產學合作誘因
2. 促進研發成果流通運用

修正重點 個人技術入股、學研創作人獲配股票，持股2年+符合相關條件→得於
轉讓時以｢取得時｣或｢轉讓時｣孰低價格課稅。



第19-1條員工獎酬緩課優惠
 產創條例19-1﹕員工獎酬股票可選擇於轉讓時課稅
•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票，於取得當年度依時價計算500萬元限額內，股票轉

讓得選擇於「取得股票時價」或「實際轉讓價格」兩者擇低計算所得課稅。

• 員工應持股且繼續在公司服務兩年以上。員工每人每年得適用緩課。

 目標
• 提升員工潛在所得增加向心力，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分享營運成果

• 強化企業留才攬才拉力避免人才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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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500萬元總
額內員工股票包括
 員工分紅
 增資認股
 庫藏股分配
 認股憑證
 限制權利新股

 取得或可處分當年度免計入所
得課稅

 實際轉讓時依轉讓價格課稅

擇低
課稅

員工持股並於母子公司服務2年以上



第19-1條員工獎酬緩課優惠修法歷程
 配合公司營運成果之分享，增列緩課選項，鼓勵員工長期持有公司股票，增

加留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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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20日第三次總統公布 106年11月22日第二次
總統公布

104年12月30日第一
次總統公布

緩課
時間

至轉讓或帳簿劃撥時
(不受5年限制)

至轉讓或帳簿劃撥時
(不受5年限制)

5年

適用
規定

1.取得股票當年度按時價計算全
年合計新台幣500萬元總額內。

2.員工以「原取得股票時價」及
「轉讓時價」孰低者計算所得，
於實際轉讓或帳簿劃撥年度課
稅。

3.員工自取得獎酬股票日起，持
有股票且繼續於該公司服務累
計達2年以上者。

4.員工於公司集團內輪調，於母
子公司之服務年資可合併累計。

1.取得股票當年度按時
價計算全年合計新台
幣500萬元總額內。

2.員工以「轉讓時價」
計算所得於實際轉讓
或帳簿劃撥年度課稅。

1.取得股票當年度按
時價計算全年合計
新台幣500萬元總
額內。

2.員工以「原取得股
票時價」計算所得
得選擇延緩至取得
年度次年起之第5
年課稅。



第19-1條員工獎酬緩課優惠修法歷程
• 108年行政院草案修正

16

擴大員工獎酬股票｢孰低價格｣課稅之適用對象
現行規定 僅母公司發行獎酬股票給子公司員工，可適用孰低課稅規定(限單向)。

修法原因 1. 107年公司法修法，擴大子公司員工可發獎酬股票給母公司員工。
2. 藉由子公司股票獎酬母公司研發單位人才，使集團人才共同享有

獲利成長之利潤，達留才攬才之獎勵目的。

修正重點 母子公司員工相互取得股票皆得適用孰低課稅規定(雙向皆可)。



第23-1/§23-2條投資新創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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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新創事業-有限合夥之新創事業得依規定徵免所得稅(§23-1)、
個人現金投資抵減(§23-2)

國內創投自行及投資於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合
夥人營利所得額由合夥人依所得稅法規定徵免所得稅；個人以現
金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抵減。

共同
目標

23-1創投有限合夥
採透視個體概念稅

23-2天使投資
人租稅優惠

 鼓勵投資新創公司，
扶植新創事業，活絡
創新促進資金回流。



第23-1條有限合夥創投透視個體概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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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條件之有限合夥創投業得選擇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營所稅階段不課稅，於合夥人階段課稅)，
營利所得按盈餘分配比例直接歸戶合夥人納入課稅

 有限合夥事業於法人和合夥人階段皆須課稅，未與國際接軌，致使國際資金 來台投資創投意願
不高(有限合夥法之法制缺口)

• 106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間新設立有限合夥組織之創業投資事業(配合有限合夥法)
• 出資總額達新臺幣3億元以上→ Q.考量創投事業募資型態差異，一次性或分次募足?
• 資金運用於境內(含實質營運地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達出資總額50%
• 投資於新創公司(含實質營運地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達實收出資總額30%或新臺幣3億

元(兩者較低者)

其他所得

證券交易所得
創投有限合
夥事業

A-源自其他所得之
營利所得

公司

個人、外資
A依規定課稅，
B免稅。

國內公司
A+B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

B-源自證券交易所
得部分之營利所得

(有限合夥事業無須繳納營所稅) (以盈餘分配比率計算合夥人所得額，由合夥人課稅)

有限合夥事業階段 合夥人階段



第23-1條有限合夥創投透視個體概念稅

透視個體概念課稅 穿透式課稅

有限合夥公司法人
人格

有 無

所得類別項目 未穿透，合併成營利所得 直接穿透

營利事業所得稅 免課徵(產創23-1) 免課徵，各項所得直接穿透
至合夥人課徵個人所得稅

合夥人 國內個人
或外資

證券交易所得:免課徵(產創23-2)
非證券交易所得:個人課徵綜所稅、
外資課徵營所稅

國內公司 證券交易所得:免課徵(所得稅法第42
條)
非證券交易所得: 免課徵(所得稅法第
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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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為台灣量身定制的⟪有限合夥法⟫租稅獎勵仍待改進，https://reurl.cc/Y3LWD

• 透視個體概念課稅 VS 穿透式課稅



第23-1條有限合夥創投透視個體概念稅
• 108年行政院草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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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一次到位募資金額較大之有限合夥創投事業，得
採透視個體改念課稅

現行規定 有限合夥創投事業，每年須投資我國境內公司達實收出資總額50%

修法原因 設立當年度實收出資額達3億元之創投事業，可能因短時間無合適投
資標的，致無法達成投資於我國境內公司達實收出資額50%門檻。

修正重點 考量創投事業募資型態差異，包含一次性或分次募足。針對設立當年
度實收出資額達3億元創投事業，增訂該事業得擇定採用｢決定出資總
額｣方式，取代現行｢實收出資總額｣。



第23-2條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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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現金投資(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持有該公司新發行股份2年以上，
其投資可於一定額度內抵免所得稅。

 提供天使投資人個人所得稅抵減租稅優惠，引導資金投入初創期新創事業以扶植其發展

適用條件

1.個人現金投資成立未滿2年之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

2.持有該公司新發行股份達2年。
3.同一年度對同一公司投資達100萬元。

獎勵內容

1.投資金額50%限度內，自持有股份屆
滿2年之當年度個人所得稅額中減除。

2.每年減除金額以300萬為限。

A新創

B新創

C新創

當年度投資 可減除所得額

投資400萬元
符合規定

投資400萬元*50%
可減除200萬元

投資300萬元
符合規定

投資300萬元*50%
可減除150萬元

投資90萬元
不符合規定

無法減除

200+150=350>300
減除當年度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300萬元



第23-3條投資支出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項
• 108年行政院草案新增

22

增訂產創23-3投資支出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項
現行規定 所得稅法第66-9條: 未分配盈餘須另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

修法原因 1. 未分配盈餘稅不利企業長期投資規劃。
2. 所有產業、各企業規模皆受惠。
3. 鼓勵業者以自身獲利投資，提升產業投資動能。

修正重點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得列為未分配
盈餘減項。



產創10-1修正草案(政院通過立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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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5G設備適用投資抵減方案
適用產業 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各行業

施行期間 3+1年(108/1/1~111/12/31)
前3年智慧機械+5G，第4年5G

申請程序 1.投資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及導入5G系統相關硬體、軟體、技術或
技術服務。
2. 購置後提出投資計畫，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每一個
課稅年度以申請1次為限。

投資抵減 每家企業支出總額每一年度100萬~10億元
(適用投抵門檻)

當年度抵減支出金額5%限
度內or分3年抵減各年應納
稅額，支出金額3%限度內

營所稅抵減上限 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30%

5G相關設備：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
伴計畫（3GPP）第15版以上規範中
高頻通訊、大量天線陣列等相關技術
元素、設備、垂直應用系統等。

智慧機械：指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
慧、物聯網、機器人、積層製造或感
測器的智慧技術元素等，並具有生產
資訊可視化、故障預測等智慧化功能。



結論
• 106年底至今產創條例大幅修正→透過法規調整，引導研

發資源投入、促進成果流通運用。

• 業界科專應看重智財布局與成果營運策略規劃重要性。

• 產創條例租稅優惠措施，配合108年底落日，租稅優惠延
長與調修趨勢。

• 業界科專執行上應加強對產創條例租稅優惠方案之運用
與瞭解，鼓勵多加申請適用，達成提升產業競爭力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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