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情函 

案由：黃偉哲委員等 38 位委員提出「記帳士法修正案」，就會計師公會向立法院各

黨團表示反對「記帳士法」更名為「稅務士法」之疑義，本會說明如下，懇

請  鑒察。 

說明： 

一、 時空背景不同 

(一) 因應 WTO 租稅條款，政府必須建立報稅代理人制度，遂由記帳業者與會計

師界代表，並由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陳秘書長主持見證下，經立

法院及財政部等單位協商，由最初提案之「報稅代理人法草案」到「稅務

士法草案」，後因各方角力及各個利害關係團體協商下被壓縮為範圍最狹

隘的「記帳士法」，並於 93年 6月完成立法。  

(二) 記帳士已通過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和當初協商不需經過考試即取得資格之

時空背景已完全不同。 
(三) 另依記帳士法第 35 條規定，未經考試院考試而從事本行業的人，原名稱

「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已將其名稱修正為「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其

名稱顯較經過考選銓定之「記帳士」涵概範圍更廣，故有將名稱『記帳士』

調整為『稅務士』之必要。 

二、 大法官釋字第 655 號 

依 98 年 2月 20 日大法官釋字第 655 號：「記帳士之法定執行業務範圍，包括受

委任辦理商業會計事務、營業登記、稅捐申報、稅務諮詢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可辦理與記帳及報稅事務有關之事項等業務，顯較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所

規定之商業會計事務之範圍為廣，影響層面更深，不僅涉及個別納稅義務人之

財產權利及租稅義務，更影響國家財稅徵收及工商管理之公共利益。」故以執

業行為相較狹小之「記帳士」名稱概稱稅務代理之專技人員，顯無法充分彰顯

憲法第 86條專門職業考試之立憲精神，自有調整為「稅務士」之必要。 

三、 積極參與國際租稅學術團體，增加台灣在國際上之曝光率 

(一) 記帳士在考選部之網站英文名稱是「bookkeeper」，由英文直接翻譯是簿記

員，造成本會在創會初期積極拜訪各國之稅務士會、稅理士會，造成極大

困擾。 

(二) 因「bookkeeper」造成各國之誤解，以為本會是由簿記員組成之公會，與

他們所從事稅務服務業務不相干，經本會提出記帳士法第 13條之相關規定

解釋後，始知本會名稱記帳士與實際之執行業務範圍有所差異。 

(三) 本會拜會 Asia Oceania Tax Consultants’Association 會員國家，計有

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日本稅理士會、韓國稅務士會、香港稅務學會及參

與 2013 年越南河內稅務會議，擔任觀察員，並於 2014 年成為正式會員。 
(四) 各國之稅務團體，均建議本會應將「記帳士」之名稱更名為「稅務士」或



「稅理士」，以符合國際稅務制度。 

四、會計師質疑破壞社會普遍認知之「鑑別度」，更易誤認會計師只懂會計，而稅務

士只懂稅務，致損害交易安全？ 

(一) 一般社會都知道會計師是高等考試及格，業務不僅是會計審計而且也是稅

務代理人，而記帳士是普通考試及格，業務只有記帳及報稅代理。 

(二) 記帳士依記帳士法第 13條之規定在執行其業務上，有關稅務及財務簽証，

仍需委由會計師辦理，兩者相互合作、相輔相成，彼此具有互補的功能。 

(三) 104 年度我國上市櫃家數是 1,586 家均由會計師辦理，103 年度中小企業家

數是 1,353,049 家，佔全部家數之 97.61%，是由會計師(會員人數：約 2800

人)、記帳士(會員人數：約 3200 人)、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會員人數：約 5000

人)，共同協助中小企業辦理各項稅務申報案件。 
(四) 綜觀  貴院委員提出「記帳士法修正案」，僅涉及稅務代理職業類型名稱之

更易，未涉及現行法就執業範圍之規範，不致變動整體法制下會計師及其

稅務代理職業既有的業務範疇，負面效益極其有限，而且上述之稅務申報

案件行來已久，社會大眾不會因本會更名為「稅務士」，即認為是破壞社會

普遍認知之「鑑別度」，更不會單純的認知會計師只懂會計、稅務士只懂稅

務，致損害交易安全的疑慮。 

五、轉型正義並與國際接軌 

會計師長期佔有審計及獨占稅務代理業務，在既得利益之下,遂壓縮本會之名稱

為「記帳士」，這與世界各國有會計師與稅務士或稅理士制度並存，顯然不符國

際慣例，為提升國家整體稅務會計專業性，實有待「轉型正義」之發聲，正本

清源更名為「稅務士」與國際稅務制度接軌。 

六、綜上，懇請 貴委員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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