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院三讀　台與港澳海空運所得減免稅捐
立法院院會11月28日三讀修正通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29條之1條文，增訂台灣

及香港、澳門間，海、空運事業收入，在互惠原則下，互相減免營業稅及所得

稅，以提高國際競爭優勢。行政院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在法案初審時表示，台灣與

港、澳經貿往來密切，台港貿易總額近年平均約有400億美元，香港占台灣出口

貿易總額約13%，彼此互為第4大貿易夥伴，人員往來也相當為頻繁，2015年台灣

赴港、澳共約300萬人次，港、澳居民訪台約138萬人次，在台灣與港澳頻密交流

中，海、空運扮演極重要角色，長期以來台灣的海、空運業者，盼能與港澳簽訂

互免海、空運租稅協議，以減輕稅負，提升競爭力。立院三讀通過條文新增，台

灣海空運事業在港、澳取得的運輸收入或所得，及港、澳海空運事業在台灣取得

的運輸收入或所得，得在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應納的營業稅及所得稅，減免範

圍、方法、適用程序等，由財政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金門觀光處：辦台胞證落地簽12月起需攜帶身分證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表示，陸方有關單位通知，自2017年12月1日起，經廈門五通

碼頭辦理1次性台胞證（落地簽）者，需檢附我國身份證或以戶籍謄本、戶口名簿

正本替代，如未攜帶者，大陸出入境單位將不予辦理。金門縣府觀光處提醒，國

人欲赴大陸旅遊，應事先辦妥護照（或金馬證）與台胞證等旅行文件，並於出發

前確認是否攜帶在身，如需辦理台胞證落地簽者，自12月1日起，則應確實攜帶身

分證或戶口名簿等證明文件。

江西省台資企業座談會在南昌舉行
江西省台資企業座談會11月30日在南昌舉行，會中大陸江西省委常委陳興超表

示，江西以新製造經濟、新服務經濟、綠色經濟、智慧經濟、分享經濟五大領域

為主攻方向，推動新興產業及傳統產業升級，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這給贛台經貿

交流合作提供了許多商機，希望雙方能開展產業對接合作，提升合作層次，實現

優勢互補，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激

烈競爭。據統計，截止到目前，江西累計引進台資企業3,349家，實際進資122.6億

美元，在大陸中西部地區名列前茅。

我外匯存底11月續創高　外資資金占比降低
中央銀行12月5日公布11月外匯存底4,504.69億美元，月增26.82億美元，續創歷

史新高。但外資持有國內股票及債券的市值，連同新台幣存款餘額，折計後，月

減94億美元，主因台股下跌、外資賣超所致。此外，截至11月底，外資持有國內

股票及債券，按當日市值計算，連同其新台幣存款餘額共折計3,918億美元，月減

94億元，約當外匯存底的87%，較上月歷史新高的90%下滑3個百分點。中央銀行

外匯局長顏輝煌表示，由於11月台股加權指數下跌2.2%，且外資轉為賣超，導致

外資持股市值降低，也使外資在台整體持有資金占外匯存底的比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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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重慶•台灣周在重慶舉行
第9屆重慶·台灣周12月5日至9日在重慶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參與本屆台灣周的

台灣嘉賓以台灣現代服務業、文創產業、環保產業、現代農業等產業的中小企業

界人士為主，兩岸參與嘉賓約為500人左右。本屆台灣周以「擴大兩岸交流合作·

實現渝台互利互惠」為主題，期間舉辦開幕式、簽約儀式及重慶市情推介，以及

2017年海峽兩岸中小企業合作重慶峰會、渝台文化創意特色小鎮研討會、項目對

接活動、項目投資對接洽談活動等，並進行青年交流、基層交流等活動。 

大陸國務院通過反間諜法實施細則
中國大陸國務院12月7日通過「反間諜法實施細則」，其中，包括「實施分裂國

家」、「破壞國家統一」、「顛覆國家政權」等行為，都明列在大陸國安、公安

機關可適用反間諜法加以懲治的「間諜以外的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反間

諜法實施細則」同時針對沒有大陸籍的境外人士，指一旦境外人士違反規定，擅

自會見境內有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或有重大嫌疑的人士，也可受處罰。境外人士一

經查明違反《反間諜法》，大陸國安部門有權將他驅逐出境，10年內不得入境大

陸。

大陸11月外匯存底  連十個月成長
中國人民銀行12月7日公布的官方儲備資產表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底，大陸外

匯存底達3兆1,192.77億美元，較10月增長100.64億美元，隨美元指數在11月重

返跌勢，大陸外匯存底也如預期連10個月成長。大陸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

示，11月大陸跨境資金流動和境內外主體交易行為維持穩定平衡局面；國際金融

市場總體小幅波動，主要非美元貨幣匯率上漲及資產價格變動等因素綜合作用，

是外匯存底增長主因。整個11月，美元指數下跌1.6%，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小

幅升值，2017年前11個月，大陸外匯存底從2月開始連續10個月正增長。

我製造生產全年成長估逾4%　再創新高
經濟部統計處12月22日公布2017年11月工業及製造生產指數為112.33及114.32，

分別年增0.85%及1.16%，略優於先前預期，廠商對12月預期樂觀，全年製造生產

年增有望突破4%，可望再創歷年新高。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2017年11月

製造業生產以傳統產業表現較為亮眼，其中機械設備業貢獻最大，主要受惠於全

球景氣升溫及智慧自動化需求強勁，年增17.65%；此外，國際油價緩步上揚，石

化原料需求續強，抵消部分廠商歲修因素，帶動化學材料業年增2.99%。統計處分

析，隨全球景氣穩定復甦，車用電子、物聯網、高效能運算及人工智慧等應用擴

增，加上農曆春節前備貨需求釋出，均有助推升製造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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