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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合作社財務、稅務改進之淺見 
 

陳 玉 翎 

很高興今天來為大家報告合作社財

務、稅務改進的建議，這是近年來關於合

作社稅法的規定，還有合作社法的相關規

定與應改變之處，以及我們一起努力與遇

到的難題。 

一、未分配盈餘課徵所得稅與公益金之

提撥 

首先就合作社之未分配盈餘，合作社

法第 24 條規定稅後盈餘要提撥公積金。如

果盈餘未提撥、未分配的話，要加徵 10%

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從今(民 107)年開始的

未分配盈餘改課徵 5%。 

合作社法第 3 條之 1 規定，合作社的

經營以提供社員使用為限，但是政府跟公

益團體委託代辦，為合作社發展的需要，

得提供非社員使用，此委託代辦屬於非社

員的使用，不得超過營業額 50%；另外合

作社發展需要提供非社員使用的業務不得

超過營業額 30%，而且這部分非社員使用

的，所以應該提列公積金與公益金，不得

分配予社員。公益金的用途，內政部有規

定要做為合作事業教育訓練、宣導，社會

福利和公益事業用途使用，不得移為他

用，合作社解散的時候也是一樣。 

二、合作社公益金之限定與一般公司、

非營利組織之差異 

公益金用途應使用於經由社員認可的

政策，為社區的持續發展而努力的用途，

所以合作社提列的公益金以提供使用於不

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為原則。例如關懷社區

慈善捐款、社會急難救助、老人、殘障、

婦女、兒童等的社會福利和服務工作參

與、或贊助公益活動等。至於社員本身的

福利事項，並不屬於公益金支用範圍。所

以可以看出合作社的公益性質是與一般營

利事業的最大差異；同時要自負盈虧並不

得募款，具有公益性質但與非營利組織，

又有一些的不同。而且合作社的主管機關

對合作社接受政府委託代辦業務者，應造

冊列管加強稽查，這是與一般的營利事業

最大的區別。 

三、合作社公益金之稅務建議與支用 

在此提出第一項建議，既然委辦業務

跟非社員業務產生之盈餘均不得分配股息

給出資的社員，大多屬於公益金的範圍，

那麼合作社就不應該跟一般營利事業一樣

都課 20%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民 107 年提

高)，此與憲法扶持合作社發展的精神是有

所違背的。 

而且公益金是在盈餘的分配項目內，

既然是公益的性質卻要課 20%營利事業所

得稅，顯然的不符合公平效益。因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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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建議，公益金應該比照公司法的員

工分紅費用化，把公益金也費用化。關於

這部分，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本人與梁玲

菁老師在財政部賦稅署協調時，財政部官

員表示係屬內政部的職權，而且公益金具

有公益的性質，相同性質事務，應有相同

的公平合理對待，建議合作社公益金比照

NPO 組織之經費支用計畫，可以提列費用

後分 4 年內勻支，以使更符合實際與效益。 

四、近年來合作社稅制與改革努力 

這幾年來我們的努力與突破，在今

(107)年的 4 月 27 日尤美女立法委員辦公

室召開了合作社稅負協調會，國內學界共

同提出「宜蘭大學消費合作社不當課稅之

學界意見書致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1 

針對此次協調會，學者們認為，消費

合作社與基本生活息息相關，相對於國

際，台灣社會合作社尚不普遍，在憲法扶

助，國際公約國內法落實結社的國民經

濟，值得提出租稅獎勵，並建議採行差別

稅率以區別公司，創造有利的互助環境；

而且檢討合作社存在「雙重課稅」以及營

業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法的不一致問題，

應回歸社員出資的互助行為和所擁有的自

助組織，採行「單一課稅」，避免遭受「懲

                                                 
1 共同協作的學校和教授群： 
  國立臺北大學名譽教授孫炳焱、金融與合作經營

學系助理教授唐錦秀、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

心執行長李嗣堯、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

授許慧光、黎明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蔡孟穎、長庚大學生技健康產業系兼任產業

教師陳玉翎、中國合作學社前理事長暨國立臺北

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前系主任梁玲菁教授。                               

罰性」的課稅，以期落實各項公約保障及

結社經濟效益歸於互助結社的合作社經濟

模式。 

合作社並不是發放股利而是共同使

用，共同消費，共同管理，剩餘按利用額

再返還給各個社員，這個特質與一般企業

的發放股利、退還股金、退還出資額是不

一樣的。 

第三項建議，按合作社法規定，合作

社是免稅的，但稅法僅針對消費合作社免

稅，並未全部同步修正於各類別事業的合

作社。結餘的攤還，以代理人的情況，合

作社有義務向社員返回任何的收入，所以

合作社應視為退回與折讓的，不應該再行

課說。 

五、突破合作社財務協助 

立法委員陳曼麗召集合作社與信保基

金協調會，經過了兩次的協調，在今(107)

年的 3 月 9 日做成的決議，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表示，有法規可循同意辦理合作社信

保。這主要是由於綠電合作社，需要太陽

能板建置需有大額資本支出，而且也有台

電的售電合約可提供擔保，但信保基金卻

拒絕承作。影響綠電的生產、合作社業務

的運作，經陳立法委員的召集協調後，終

於解決了這個難題。 

關於合作社營業稅、對社員營業之所

得稅課稅，在今年的 5 月 29 日前有多次的

協調和溝通座談。但今年 5 月 29 日財政部

的公文仍然保持原來的規定，認定為符合

稅法的每一項規定才能夠免稅，針對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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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作社法放寬對非社員 30%以內交易，

政府委辦 50%以內的營業額，仍然在稅務

上完全比照一般營利事業課徵，現行無免

稅規定的，確實有不公平的情形，這有待

立法委員協助平民經濟組織的合作社，促

進財政部與內政部積極溝通和協調，以期

合作事業之發展能夠更順遂。 

六、聯合國認證與合作社租稅的訊息 

參閱孫炳焱教授(2018)撰述，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德國以「合作

社的理念與實踐」作為無形文化遺產的認

證，這個舉措震驚歐洲及日韓，並大肆宣

揚。合作社的發起在英國，最發達的國家

是日本，合作社相關的人士，都沒有想到

「合作社的理念與實踐」竟然可以提升到

文化遺產的水平，而德國人的敏銳思考，

意識到合作社的重要，爭取到人類文化遺

產的地位，讓人類對它有保存和賦予傳承

給下一代的責任與義務。 

另，王瑜君教授 7 月率「德國社會創

新」訪問團，其中幾位主婦聯盟合作社的

社員，發現德國社會對於合作社的福祉與

發展不遺餘力，也發現了德國對於合作社

的租稅優惠見諸於實際執行。而我國還在

原地踏步；從今(107)年 5 月 9 日本人陪同

梁玲菁老師洽賦稅署與長官們的相談觀

察，一般官員對合作社的概念都非常的陌

生，對於合作社的營運特質與公益的程度

並不是很明瞭。此有賴建立一個「政府教

育平台」繼續努力由上而下，不斷的普及

觀念和合作教育。希望讓新政府新作為，

有觀念翻轉的機會。以社會經濟解決社會

問題，合作社是最佳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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