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電子發票」專題 
壹、前言 

    自民國 40 年實施『臺灣省營利事業統一發貨票辦法』及『臺灣省統一發票

給獎暫行辦法』起，統一發票制度至今已運作 60 年。然而每年發票使用量約 80

餘億張，相當於砍伐 8 萬棵樹及 3,200 公噸排碳量，在面臨全球氣候變遷、節能

減碳等重大議題，及因應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因此推動電子發票成為勢在必行的

政策。如何全面推動電子發票，以降低紙本發票作業對電子商務所衍生之障礙與

交易成本，及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力，成為電子化政府達成績效之重要關鍵指標。 

    財政部自 89 年 11 月 29 日發布之「網際網路傳輸統一發票試辦作業要點」，

揭開電子發票序幕，並於 93 年擬具「電子發票推動計畫」，完成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之規劃、建置及推動。然而電子發票發展至今已逾 10 年，推動成果卻相

當有限。基於鑑往知來，我們從各地區國稅局第一線稽徵機關同仁歷年推動的過

程，及與各大型加值服務中心、會計記帳業者訪談中，綜整電子發票推動的障礙，

並尋求解決之道，以提升電子發票之使用率。另一方面，過去電子發票推動策略

著重在 B2B(營業人與營業人交易)，然而 B2C(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易)每年發票

使用量遠超過 B2B，且僅應用於虛擬通路（例如：網路、電視、型錄購物等），

故研擬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之可能性，期透過實際試辦調整相關法規及作

業流程，提升一般消費者使用電子發票之意願。最後，政府單位為政策推動之領

頭羊，然目前 B2G 的應用僅占少部分，如何解決現有政府審計、會計相關問題，

使政府機關透過發票平台的安全控管，依作業需求隨時提供會計、審計人員的稽

核與查證，更提供了資料綜整與統計分析功能，亦是我們努力的目標之一。 

貳、電子發票推動障礙與因應策略 

    由過去 10 年的推動歷程，我們歸納了電子發票推動之問題，由於電子發票

推動之整體應用環境主要對象為營業人、政府機關及消費者三大主體，故分別從

這三個主體為核心探討電子發票推動障礙及因應策略。 

一、 B2B(營業人與營業人)推動障礙與因應策略 

(一) 會計及稅務流程無全程 e 化之法制及作業環境 

目前會計及稅務流程無完整全程 e 化的法制和作業環境；另稅務平台

無勾稽審核電子發票功能，營業人仍需列印大量扣抵聯供稽徵機關查核，

降低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意願。 

由營業稅、營利事業所得稅的生命週期來看電子化作業，包含憑證蒐

集(電子發票是屬於生命週期中資料蒐集的重要的憑證)、記帳、稅務申報、

審查、開徵、複查；然而現階段「審查」及「複查」作業尚未電子化，為

解決無全面 e 化電子稅務申報審查作業環境，將評估稅務申報審查相關傳

票憑證，得以電子文件提出之範圍之可行性，建議增訂營所稅查核要點有

關得以電子文件取代之相關查核規定。是以，「建立全程 e 化之法制及作業

環境」是電子發票推動的最後一哩，卻是稅務革新的第一哩。 

(二) 未擴大推動至上、下游廠商，造成雙軌作業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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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營業人未配合推動開立、接收電子發票，使得營業人雖有心

導入電子發票，惟交易對象不願配合，增加電子發票推動之困難度，同時

造成營業人需執行雙軌作業，亦即，紙本發票及電子發票並行將造成會計

及稅務作業複雜。另營業人均表示觀望態度，將俟其上下游廠商均使用電

子發票後才願意導入。而由於上下游交易對象非屬國稅局單一轄區之營業

人，須跨轄區雙向輔導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方能奏效。 

為積極推廣上下游供應鏈使用電子發票，財政部於去(99)年底修訂「電

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將 B2B 營業人電子發票資格由原「申請制」改為

「主動核定制」，只要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即取

得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免除營業人須至國稅局稽徵機關申請 B2B 營業人

電子發票資格方能使用電子發票之繁複程序。 
    另透過由強勢買家或賣家帶動使用電子發票，可加速推動上、下

游廠商電子發票應用，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 各加值服務中心電子發票檔案格式不同 

現行各加值服務中心電子發票格式不同，造成資料交換及流通障礙，

銷項廠商一定要分別進入強勢買方所屬加值服務中心平台資訊系統，才得

以接收電子發票。 

有鑑於此，財稅資料中心邀集大型加值服務中心業者研討即時交換發

票資訊議題，以解決不同加值服務中心間資料交換問題，為因應訊息的交

換，相關的 ERP 等軟體系統均須配合修改與測試，要有相當的準備時間，

故「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之修訂，自民國 100 年 9 月 1 日起，規範各

加值服務中心之電子發票資料須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即時交

換。 
二、 B2G(營業人與政府機關)推動障礙與因應策略 

(一) 無收受電子發票之相關作業辦法 

對於政府機關如何收受企業開立之電子發票，尚無提供相關作業辦法

可供遵循。因此，建議與行政院主計處、監察院審計部等跨部會協調，增

訂電子審計作業辦法及查核規定，使得審計、稅務及採購人員對於如何連

接服務平台能有具體的規劃及作業方式。 

(二) 未有全程 e 化之審計流程 

目前公務機關仍須列印發票紙本核銷經費，對於達成電子發票節能減

碳之效果非常有限。因此，提供電子發票相關應用至主計處、審計處與相

關政府機關運用，以延續政府電子採購全程服務效益。 
電子發票的推動，是一項政策環保的指標，而每一項政策的推動初期，

社會觀望氣氛必然濃厚，唯有政府機關帶頭示範，先於企業、民眾，才能

啟動社會跟隨的腳步。 

三、 B2C(營業人與消費者)推動障礙與因應策略 

(一) 保證金門檻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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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B2C 的推動在法規面所形成之導入障礙，首推保證金之門檻過

高。要求 B2C 營業人繳交保證金之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營業人不履行統一

發票對獎義務，及防止發生欠繳營業稅或營利事業所得稅及其罰鍰之情

形。然而保證金對多數為小型或微型企業的網購業者而言，形成極高的導

入門檻。因此在針對 B2C 推動之修法過程，保證金之調降（或取消）成為

首要考量目標。 
    財政部於去(99)年底修訂「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已取消營業人繳

交保證金之規定，期能擴展 B2C 電子發票之應用推廣。 
(二) 適用交易型態有限 

    最初 B2C 電子發票之應用僅止於虛擬通路之網路購物業者；為進一步

擴大應用，於民國 96 年修訂「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將電視購物及型錄

購物業者納入 B2C 適用範圍。於民國 98 年修訂之作業要點更放寬至只要

營業人能正確掌握買受人基本資訊（例如有線電視業者），亦可申請使用

B2C 電子發票。 
根據 98 年 7 月至 99 年 6 月之統一發票印製數量統計資料顯示，主要

運用於實體通路之二聯式收銀機發票占整體發票達 85.38%(約 66 億 7 仟 291
萬張)，因此，希望透過擴大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發票應用延伸至實體

通路交易，以帶動企業對企業(B2B)之導入應用，財政部規劃透過於 99 年

度辦理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試辦作業計畫，以瞭解法規面、作業面、

系統面、推廣輔導面之使用者需求並研擬改善方案，以作為未來擬定全面

推動策略之參考。有關「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試辦作業將於下一

節做更詳盡的介紹。 
參、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試辦作業 

    財政部於去(99)年 12 月 18 日開始展開「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試辦

作業，並由統一超商、萊爾富超商及全聯福利中心等共 27 個試辦點率先響應，

今年 3 月更有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加入，為國內百貨業首先響應節能減碳；6 月起

家樂福、統一速達、燦坤、惠康超市等亦加入試辦，使得電子發票應用之行業別

擴增，為將來正式作業建立標準典範。有關作業流程包括註冊、歸戶、電子發票

索取、查詢、對獎、領獎及捐贈等議題，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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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體消費通路開立電子發票情境示意圖 

一、 註冊 

消費者為管理多張載具之電子發票資料及享有政府主動通知電子發票中獎

服務，得利用自然人憑證到「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多媒體資訊服務站

(KIOSK，例如統一超商之 ibon)」填寫消費者之資訊申請註冊；另消費者透過試

辦廠商的「會員平台」利用自然人憑證轉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申請註冊，

帶入會員卡資料，完成歸戶。前揭作業由消費者自行決定註冊與否，凡註冊之消

費者於「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各項作業，均需使用自然人憑證作為確認身份

之依據。 

二、 歸戶 

已完成註冊之消費者，可將其持有的載具例如：悠遊卡、試辦廠商會員卡(必

須有相關讀卡設備)，或是連結到試辦廠商「會員平台」帶入會員卡資料登記在

其名下，完成歸戶。日後消費者只要以自然人憑證登入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即可管理(例如：查詢消費紀錄、捐贈、對獎通知等)已歸戶載具之電子發票資訊。 

三、 索取電子發票 

消費者持載具到試辦廠商消費，於結帳時利用載具連結電子發票資訊(電子

發票字軌號碼等)，上傳至試辦店家的資訊系統，並於 48 小時內上傳至財政部電

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考量試辦期間或是全面推廣之後，仍有部分消費者無相關

載具使用或要求開立會計憑證，為使試辦廠商作業順利及電子發票字軌號碼連

續，試辦廠商得列印具防偽功能之紙本電子發票。惟該紙本電子發票僅是過渡時

期的作法(未來可逐步取消)，事實上電子發票已存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四、 查詢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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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消費後可於試辦廠商所提供的「會員平台」，查詢該筆消費之電子

發票相關資訊，亦得於開立發票起最晚 48 小時後到「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查詢相關資訊。 

五、 對獎 

(一) 已註冊之民眾：「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將主動通知中獎訊息(例如：

以 email 通知)，同時對於提供匯款帳號者，將中獎獎金扣除稅捐後直接

匯入該帳號。 

(二) 各試辦店家之會員：「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將主動提供各試辦廠商

會員中獎資訊，再由試辦廠商通知中獎之消費者。 

(三) 無註冊及非會員之消費者：得於「電子發票服務整合服務平台」或

「KIOSK」利用載具明碼查詢中獎情形。 

六、 領獎 

為避免重複領獎，依下列情境提供消費者領獎作業： 

(一) 消費者已於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註冊且提供匯款帳戶，於

領獎日前將中獎獎金直接匯入該帳戶。 

(二) 消費者為試辦廠商會員者，直接由試辦廠商通知中獎人，憑載具轉換成

等值以上之儲值金額、禮券、商品或列印具防偽功能之紙本電子發票供

消費者於領獎日起向指定之領獎窗口進行領獎。 

(三) 無註冊且非會員之消費者，可在「KIOSK」憑載具轉換成等值以上之儲

值金額、禮券、商品，或列印具防偽功能之紙本電子發票，於領獎日起

向指定之領獎窗口進行領獎。 

以紙本電子發票赴郵局領獎之消費者，應攜帶紙本電子發票、身分證明

文件，郵局窗口將與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提供之中獎資訊(消費資

訊、四位辨識碼)比對給獎。 

七、 捐贈 

民眾可以透過下列方式，進行電子發票捐贈： 

(一) 於消費結帳時表明捐贈意願 

若該試辦店家與某特定社福團體合作並於櫃檯聲明，當消費者結帳時表

達捐贈意願後，即將電子發票對獎權力轉移該社福團體。 

(二) 消費者自行設定 

於開立發票前，消費者到指定平台(例如各試辦店家平台)將載具設定捐

贈給特定社福團體。消費者亦可於發票開立後，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

服務平台以名稱、統一編號等多元方式查詢欲捐贈之社福團體並進行捐

贈。 

(三) 社福團體與發卡商結合 

社福團體與發卡商共同發行聯名卡，消費者持該聯名卡開立之電子發票

即可直接捐贈給該社福團體。 

(四) 社福團體自行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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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立發票前社福團體可自行提供條碼(統一編號)，供消費者黏貼於載

具上，由試辦店家掃描後進行捐贈。另未來社福團體可自備讀卡設備，

向財政部申請核准後，可以該設備逕行勸募行為。 

肆、結語 

    在面臨地球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的環保意識逐漸抬頭的今天，電子發票的效

益除能達到環保節能、更可以大幅節省企業經營成本。此外，「全面推動電子發

票」計畫將加強與電子商務、雲端、智慧化物流等產業計畫之整合，其中將與經

濟部雲端運算產業方案、商業科技發展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融資圈帳務管理系統

等政府專案進行連結。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亦將朝向提供民眾主動、全

程及分眾服務，除了建立從消費、對獎、中獎通知之全程 e 化服務外，未來更提

供消費紀錄智慧分析功能，讓民眾索取發票更便利，享受智慧生活更容易。 

（本文由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