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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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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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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單的送達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

稅捐保全

稅捐時效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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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 有關機關

移送執行 移送 行政執行

民事執行申報債權 聲明

稅捐保全

核課期間

稅捐時效

徵收期間 執行期間

稅
單
送
達 財產

入出境
通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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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捐，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
者。
包含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
各稅依法附徵或代徵之捐及已確定之罰鍰。

何謂欠稅

繳納
起日

繳納
迄日

移送
執行

加徵滯納金

財政部65.12.31#38474號函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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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知道
對誰課稅
要繳多少 ？

繳款書上
記載事項
EX：
對象.稅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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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單的送達

•應受送達人2

•送達處所3

•送達方式4

•繳款書(稅單)1



地方稅(財產稅)開徵時間
〆 4月使用牌照稅 
〆 5月房屋稅 
〆 11月地價稅 

稅單的送達-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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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通知文書，應載明繳納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地
址、稅別、稅額、稅率、繳納期限等項，由稅捐稽徵
機關填發。

繳納通知文書(繳款書)
稅捐稽徵法第16條



稅單的送達-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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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徵期繳款書

姓名
名稱

地址
稅別 稅額

繳納
期限

稅率



稅單的送達-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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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共有人各按其應有
部分負納稅義務，其為公同共有時，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

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
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
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

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
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
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
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
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

營利事業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由合併後存續
或另立之營利事業負繳納之義務



稅單的送達-應受送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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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納稅義務人本人(若全體為公同共有人則寄送文書各有不同)

應受送達人-自然人



例外
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
應受送達人在服役中者，得向其父母或配偶以為送達；無父母

或配偶者，得委託服役單位代為送達
稽徵土地稅或房屋稅所發各種文書，得以使用人為應受送達人
公同共有者，繳款書得僅向其中一人送達；另繕發核定稅額通

知書送達全體公同共有人。但公同共有人有無不明者，得以公
告代之，並自黏貼公告欄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無行政程序能力之人(如未成年、受監護宣告)，應向法定代理
人送達，但為行政程序行為未向機關陳明，於補正前可逕向該
無行政程序能力人送達

稅單的送達-應受送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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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自然人 稅捐稽徵法第19條



稅單的送達-應受送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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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例外：
營利事業之代表人
→獨資：負責人
→合夥：有登記營利事業，登記執業之合夥人

無登記營利事業，全體合夥人
→公司：非正常營運(如解散、廢止、撤銷、命令解散等)，清算人

公司章程有記載清算人，依章程，若無則全體股東

應受送達人-非自然人



原則：
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

例外：
其他處所
→在行政機關辦公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
為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

稅單的送達-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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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處所-自然人
行政程序法第72條



原則：
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
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

例外：
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之

稅單的送達-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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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處所-非自然人 行政程序法第72條



※住居所補充說明
民法第20條所規定之住所，係私法關係之意定住所，而依戶籍法
所登記之住所則為法定住所，在設定意定住所之人向行政機關聲
明其通訊地址應為意定住所之前，行政機關為實施行政行為所為
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之送達，當以戶籍法登記之法定住所為準，否
則無以維繫法律秩序之安定、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

易言之，國人向戶政機關登記其戶籍所在地，即有向行政機關通
知其所在之意思，即使事後有所變更他遷，亦應主動向戶政機關
辦理變更登記，若因當事人不願意辦理變更登記，其危險亦應由
該當事人承擔。

是故，如未向行政機關申請增設住居所，亦未向戶政機關辦理變
更住址登記時，行政機關無從知悉當事人之新住所，以當事人戶
籍登記之法定住所為送達地址，自屬合法。

稅單的送達-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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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單的送達-送達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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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歹徒利用屋主出租房屋卻沒有遷走戶籍的疏漏，偽造屋主簽發的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取得
債權憑證，法院依戶籍地址通知屋主時，通知書卻遭租屋者攔截，房屋因此遭法院拍賣，租屋者不見
人影之後，最後導致被害屋主求償無門。

政府機關正式公文通知文書，通常皆以戶籍地址為通知地址，建議房東應將戶籍設在可收到通知之處，
戶籍不要留設在沒有可信任的收件人住址或為出租的現址，以避免遭不肖分子有機可乘。

資料：台北市地政局2020年《幸福台北房地通》手冊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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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

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電子
文件行之者，視為自行送達。
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書內容對人民權
利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
文書由行政機關自行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辦理送達事務人員為
送達人；
其交郵政機關送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行政程序法第67-68條送達方式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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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送達1

•補充送達(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1項)2

•留置送達(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3項)3

•寄存送達(行政程序法第74條)4

•公告 (行政程序法第75條)5

•公示送達(行政程序法第78條)6

•囑託送達7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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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收

Q：原本要寄到10號給某甲，但某甲實際上在8號，而且也簽收了

•一般送達1

•補充送達2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
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Q：郵差給小孩簽收
有辨別事理能力指有普通常識而非幼童或精神病人而言，並以郵政機關送達人於
送達時，就通常情形所得辨認者為限，但並不以有行為能力人為限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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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
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1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
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
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
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
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應保存三個月。

•留置送達3

•寄存送達4



稅單的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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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聯黏貼門首
※出入口適當明顯處，
可能為樓梯大門上、
門柱旁、信箱上等等

第二聯投入信箱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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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對於不特定人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代替之

1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
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86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
辦理而無效者。
有前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行政機關為避免行
政程序遲延，認為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當事人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不向行政機關陳明，致有第一項之情形者，
行政機關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公示送達6

•公告5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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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
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對於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領事或其他駐外人員為送
達者，應囑託外交部為之
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
長官為之
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者，得囑託外交部為之

1 •囑託送達7



稅單的送達-送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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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人因證明之必要，得製作送達證書，記
載下列事項並簽名︰
一、交送達之機關。
二、應受送達人。
三、應送達文書之名稱。
四、送達處所、日期及時間。
五、送達方法。

1
2

3

4

5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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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1

•執行機關2

•執行方式3

•執行憑證4

•申報債權5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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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30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
徵機關移送強制執行。但納稅義務人已依第35條規定申請復查者，暫
緩移送強制執行。 (第39條)
前項暫緩執行之案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稅捐稽徵機關應移送
強制執行：
一、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1/3，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二、納稅義務人依前款規定繳納1/3稅額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
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三、納稅義務人依前二款規定繳納1/3稅額及提供相當擔保確有困難，
經稅捐稽徵機關依第24條第1項規定，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復查決
定應納稅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者。

•稅捐稽徵法移送執行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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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
即時強制。(第2條)

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第4條)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如下：(施行細則第2條)
一、稅款、滯納金、滯報費、利息、滯報金、怠報金及短估金。
二、罰鍰及怠金。
三、代履行費用。
四、其他公法上應給付金錢之義務。

•行政執行法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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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署下設13分署：
新北分署
--三鶯分處、板橋分處、總處、三重分處、中和分處、新莊分處、
林口分處

臺北分署
--新店分處
士林分署
--汐止分處、淡水分處
宜蘭分署
--瑞芳分處、淡水分處(金山、萬里)
桃園分署、臺中分署、嘉義分署、高雄分署、新竹分署、彰化分署
臺南分署、屏東分署、花蓮分署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應以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該管行政執行處為執行機關；其不在
同一行政執行處轄區者，得向其中任一行政執行處為之

•執行分署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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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機關 執行分署

1.傳繳通知

2.執行命令

3.查封拍賣4.限制住居

5.拘提管收禁奢

6.執行憑證.

第25條
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
必要費用，由義務人
負擔之

第26條
關於執行，除行政執
行法另有規定外，準
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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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法第14條
行政執行處為辦理執行事件，得
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
金額、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
必要之陳述。

※3萬元以下可至超商繳納

傳繳通知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27條
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或因天災、
事變致遭受重大財產損失，無法
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行政執行處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
後，得酌情核准其分期繳納。
經核准分期繳納，而未依限繳納
者，行政執行處得廢止之。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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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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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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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第115條
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
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
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
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常用於扣銀行存款、公司薪資
(1/3)

執行命令

執行命令種類(流程)
1.扣押命令
2.收取命令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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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賣或變賣之方法行之。(第45條)

查封物應公開拍賣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院得不經拍賣程
序，將查封物變賣之：(第60條)
一、債權人及債務人聲請或對於查封物之價格為協議者。
二、有易於腐壞之性質者。
三、有減少價值之虞者。
四、為金銀物品或有市價之物品者。
五、保管困難或需費過鉅者。

※動產拍賣較常見為車輛、股票

•查封、拍賣-強制執行法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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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
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賣、強制管理之方法行之。
前項拍賣及強制管理之方法，於性質上許可並認為適當時，得併行之。
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
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合併拍賣之。
前項合併拍賣之動產，適用關於不動產拍賣之規定。(第75條)

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經核定後，
為拍賣最低價額。(第80條)

拍賣不動產，應由執行法院先期公告(第81條)

無人應買、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無人承受或依法
不得承受者，由執行法院定期再行拍賣。定期再行拍賣執行法院應酌
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20％。(第91條)





執行機關及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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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

鑒價

詢價

核定底價

第1次拍賣

第2次拍賣
(-20%)

拍定/承受

查稅/通知優
先承買人

第3次拍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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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
行，並得限制其住居：(第17條)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前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限制住居：
一、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10萬元。但義務人已出境達2次者，不

在此限。
二、已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遺產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

但其繼承所得遺產超過法定應繼分，而未按所得遺產比例繳納者，
不在此限。

•限制住居-行政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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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1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
期不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
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第17條)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
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24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

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
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拘提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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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
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處得依職權或利
害關係人之申請對其核發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
三人：(第17-1條)
一、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二、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三、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四、禁止進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六、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七、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前項所定一定金額，由法務部定之。

•禁奢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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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
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憑證，交
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
第27條)
債權人聲請執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執行者，執行法院
得逕行發給憑證。債權人聲請執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
執行者，執行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

※行政機關可以執行憑證辦理再移送

•執行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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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債權人參與分配者，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
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次分配表作成
之日一日前，以書狀聲明之。 (強制執行法第32條)

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行時，發現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
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執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
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並通知債權人。 (強制執行法第33-1、2
條)
執行法院已查封之財產，行政執行機關不得再行查封。

政府機關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對義務人有公法上金錢債權，
依行政執行法得移送執行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
(強制執行法第34-1條)

•申報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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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
執行處

地政
機關

稅捐
機關

查封

登記完竣

參與分配 副知

•申報債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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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處分1

•假扣押2

•限制出境3

•提前開徵4

•擔保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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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
保者，不適用之：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
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
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之登記。
(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

※禁止處分標的不以欠繳稅捐之財產為限，也不需案件確定
車輛：向監理機關辦理
房屋：向地政機關辦理
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

EX：某甲有3筆土地1筆房屋，房屋欠稅可以禁止土地移轉或設定
他項權利

•禁止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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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
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
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
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
(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2項)

※「假扣押」是指債權人對於金錢方面的請求，或是可以變換為金錢請求
的其他請求，為了保全日後得以順利強制執行而受到清償，而向法院聲
請對於債務人的財產加以查封，使債務人不能任意處分或移轉相關的財
產。

•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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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
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
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200萬元以上
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
新臺幣300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營
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
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

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第1項或第2項前段規定者，財政部不得依第3項規定
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

(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5項)

•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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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5年。

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財政部
應函請內政部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
一、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
二、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

擔保者。
三、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滿第3項

所定之標準者。
四、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

鍰者。
五、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者。

(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6-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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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稅捐稽徵機關，對於依法應徵收之稅捐，得於法定
開徵日期前稽徵之。但納稅義務人能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一、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
二、納稅義務人於稅捐法定徵收日期前，申請離境者。
三、因其他特殊原因，經納稅義務人申請者。

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應徵收之稅捐而未開徵
者，於破產宣告或公司重整裁定時，視為已到期之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
(稅捐稽徵法第25條)

•提前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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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相當擔保，係指相當於擔保稅款之下列擔保品：
一、黃金，按9折計算，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上市或上櫃之有價證券，
按8折計算。
二、政府發行經規定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按面額計值。
三、銀行存款單摺，按存款本金額計值。
四、易於變價、無產權糾紛且能足額清償之土地或已辦妥建物所有權登

記之房屋。
五、其他經財政部核准，易於變價及保管，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

前項第1款、第4款與第5款擔保品之計值、相當於擔保稅款之認定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稅捐稽徵法第25條)

•擔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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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課期間1

•徵收期間2

•執行期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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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
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

無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5年。
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

底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5年。
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者其核課期間為7年。

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
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

(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2項)

•核課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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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1項核課期間之起算，依左列規定：
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

自申報日起算。
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

者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三、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
四、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

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稅捐稽徵法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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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之徵收期間為5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
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
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
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第10條、第25條、第26條或第27條規定情事者，前
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39條暫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行者，第1項徵
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1-3項)

•徵收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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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5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
續執行；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本法中華民國96年3月5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
日起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截至106年3月4日納稅義務人
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1000萬元或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繼
續執行，其執行期間不得逾121年3月4日：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定，聲請法院

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
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第1項規定，

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

(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4-5項)

•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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