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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接下來要請教的問題牽涉到跨

部會的事情，就是有關公益信託一開始立法的目的雖然良善，但是被非常多人

質疑，這已經成為富人避稅，甚至是隱藏資產非常大的漏洞。先看信託法第二

十二條，它要求受託人每年至少一次，要把信託事務及財務狀況，除了要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還要公告。先請教臺銀總經理，現在辦理的公益信託有幾件？ 

 

主席：請臺灣銀行魏總經理答復。 

 

魏總經理江霖：主席、各位委員。有 28 件。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在網站上只揭露 5 件？ 

 

魏總經理江霖：除了教育部需要之外，其他的我們沒有公告。 

 

黃委員國昌：什麼叫做除了教育部之外？我聽不懂。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答復。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委員。因為牽涉到不同的主管機關，有的沒有這項規

定，因為只有教育文化的公益信託才規定在網站上要公告，其他沒有。 

 

黃委員國昌：只有教育部要公告，其他不用公告。 

 

許部長虞哲：這樣當然是不太合理，這部分金管會、法務部等單位都要檢討督

促其他…… 

 

黃委員國昌：請問華南銀行吳董事長，本席看過八大公股行庫，這部分揭露相

對完整的是你們，剛才部長說只有教育文化要公告，為什麼華南銀行那麼雞

婆，其他主管機關的公益信託，你們全部都公告了？本席的意思你聽得懂嗎？

現在臺銀是說只有教育部的教育文化部分，他們才要公告，但是本席看華南銀



行做得非常好，連衛福部主管的公益信託，你們統統都有公告。 

 

許部長虞哲：現在其實要公告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公告在銀行的事務所，那

是所有的類型都要公告，網站的部分只有教育文化…… 

 

黃委員國昌：對嘛！本席跟你講清楚，華銀是把所有的公益信託都公告在網站

上，部長如果不相信，現在馬上請財政部的同仁上華銀的網站，本席今天早上 

7 時 30 分才再最後確認一次，華銀在網站上統統都有公告，華銀做得到，為

什麼臺銀做不到？ 

 

魏總經理江霖：我們是公告在營業場所啦！ 

 

黃委員國昌：公告在營業場所有什麼用？部長，其實上次這件事情王委員榮璋

在總質詢時有問過院長了，院長也承諾要檢討改進，就這個部分部長可否承

諾，最起碼在法律修正得更明確，要求在網站揭露以前，我們的公股行庫可以

先做表率，先把這件事情要公開透明的部分做好？ 

 

許部長虞哲：這不需要修法，只是辦法而已。 

 

黃委員國昌：所以就看你們的速度，本席不斷地在追蹤，因為這是院長在總質

詢時有承諾的事項，因為本席很關心這件事，王委員榮璋在院會總質詢提到

了，我也非常高興，也看到院長做出承諾，但是承諾歸承諾，現在臺銀還是只

有公告 5 個。請部長看一下簡報上是我國跟日本公益信託的概況，我們先從整

個家數上來看，日本公益信託基金數逐年減少當中，雖然家數還是比我們多，

因為他們的公司也比我們多，但是臺灣公益信託的數字從 2009 年 66 個一直

到現在已經有 207 個。更可怕的是，簡報上綠色這條線是日本公益信託資產

的規模，折合成臺幣大概在 170 億元上下，基本上是呈現滿平穩的狀況。臺

灣的公益信託從 315 億元一直飆到 2016 年已經是 761 億元了，臺灣為什麼

做這麼多公益信託？ 

 

  本席給部長看一個真實的案例，要知道這個案例只有一個管道，就是從銀

行所揭露的公益信託財產狀況來看的。有一家上市櫃的老闆成立一個投資公

司，這個公司把 B 公司 10%的股票公益信託了，結果 2015 年股利收入是 

4,744 萬元，他拿 188 萬元做捐贈支出，才佔股利收入不到 4%，請問部長，



若是一般收股利的話，要繳多少稅？ 

 

許部長虞哲：以現行稅制而言，這個股利在個人的部分是繳不少。 

 

黃委員國昌：我再講得更具體一點，這個公益信託的監察人是 B 公司的員

工，諮詢委員會的諮詢委員除 A 老闆自己擔任召集人以外，其餘都是 B 公司

的顧問、財務人員或主管等等，這個公益信託等於從頭到尾都是由 A 老闆自己

控制的。當初我們同意建立公益信託制度時，本來希望藉由這樣的公益信託做

慈善事業，大家也都認可；其實當國家給予他們免稅優惠時，他們移轉去做慈

善的部分等於從國家的稅收移轉去讓他們做慈善事業；然而實際運作的結果卻

讓這個制度成為富人免稅、藏資產最有效的方式；正因如此，還發生更離譜的

案例，前些日曾有媒體揭露，有一個公益信託的資產高達 108 億元，結果他

們近三年合計的公益支出只有 50 萬元。部長覺得這樣合理嗎？ 

 

許部長虞哲：這不太合理，不過，這要先由主管機關處理。 

 

黃委員國昌：主管機關要處理兩個部分，第一個是資訊的公開揭露。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第二個是公益信託每年至少要有多少比例的支出用於公益。這個

部分在現行信託法第七十七條的規範非常鬆散，只有規定無正當理由連續三年

不為活動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這個規定

有兩個特色：其一，沒有金額的要求；其二，條件過於寬鬆。等於他們只要在

三年之內舉辦一場演講活動，花費新台幣三萬元，就還是有活動，即可滿足公

益信託繼續存續的要件嗎？部長認為這個規定有無修正的必要？ 

 

許部長虞哲：財政部在今年 3 月 8 日已經正式去函法務部，希望修正信託法

的三個條文…… 

 

黃委員國昌：法務部對此有沒有回應？ 

 

許部長虞哲：現在還沒有。我們建議修正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七條和第八十二

條三個條文。 



 

黃委員國昌：關於第七十七條讓他們繼續免稅的條件，你們的設定為何？ 

 

許部長虞哲：基本上，我們還可以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他們的許可，其

中除…… 

 

黃委員國昌：我只問具體的部分，你們有沒有規定每年最低的公益支出？ 

 

許部長虞哲：有，這是第七十二條的限制。 

 

黃委員國昌：請問你們設定他們每年最低公益支出的條件為何？ 

 

許部長虞哲：60%。 

 

黃委員國昌：當年收益的 60%嗎？ 

 

許部長虞哲：對，併同孳息。 

 

黃委員國昌：如果他們當年沒有收益呢？就沒有關係了？ 

 

許部長虞哲：沒有關係，主管機關同意的話，則不在此限。 

 

黃委員國昌：你們知不知道美國對於相關的慈善基金會訂有「5% Payout 

Rule」原則？部長知不知道？ 

 

許部長虞哲：我沒有特別研究。 

 

黃委員國昌：何謂「5% Payout Rule」？亦即當相當於我們的公益信託或基金

會享受作為免稅主體的權益時，他們每年用作公益支出的部分要占該基金資產

的 5%；它的理論是當國家給予免稅優惠時，國家希望鼓勵他們做慈善支出，

作為另外的公益支出，這等於將他們本來應繳納給國家的稅收轉為公益之用。

如此一來，從促進整體公共利益而言，這才有意義。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如果沒有這樣要求，我們剛剛所講那樣離譜的現象便會產生。舉

例說明，這是一個擁有兩千萬元美金資產的公益信託或基金會，他們每年的公

益支出最少要多少？當然中間還有比較細節的項目，經過計算，他們最少要支

出 96 萬 5,000 美元，等於剛剛我講的 5%要求。雖然公益信託的立意非常良

好，但是還是必須注意下列問題：第一個，落實資訊的全面公開透明，讓公眾

可以監督；第二個，關於現行法規對公益支出比例規範不足的部分，希望部長

盡快在院會提案，也希望財政委員會能在這個會期趕快修正這個不合理的部

分。此外，如果法務部一直不回應，你們就直接在行政院院會上問他們就好

了！ 

 

許部長虞哲：我會直接告知法務部邱部長這件事情。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部長。 

 

許部長虞哲：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