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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傳承或轉移大陸房地產　建議及早尋求專業規畫

據經濟日報 2 月 26 日報導，中國大陸雖然沒有遺產及贈與稅的規
定，但是若想將廠房贈與接班人，卻可能被視為所得，讓受贈方被課
徵 20% 所得稅，呼籲臺商應及早尋求專業規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丞毅指出，早期許多臺商以個人名義取
得大陸房地產，做為員工宿舍、廠房及自住等用途。隨著年紀逐漸增
長，萌生資產傳承或接班計劃的念頭時，房地產的價值已增值數十倍。

徐丞毅表示，過往臺商認為大陸沒有遺贈稅的規定，便不用急於
將房產移轉或傳承給下一代，遲遲未將房地產辦理移轉過戶或出售，
但像是贈與辦公室、工廠等房產，都可能不適用大陸免稅規定，致使
受贈人須於大陸申報「偶然所得」繳納20% 的個人所得稅及其他稅費。

資誠稅務諮詢顧問公司董事鄭策允表示，如果房地產所有權人是
臺灣稅務居民，境內外的遺產或贈與，也都是《遺產及贈與稅法》的
課稅範圍，要留意相關申報及納稅義務。臺商評估傳承大陸房地產時，
可思考由境外控股公司間接透過大陸子公司持有房地產的所有權，便
於集中管理；至於高資產人士習慣的信託模式，目前在大陸較不常見，
實務上還是要讓海外信託持有境外公司控股為主。

鄭策允表示，大陸不動產所帶來的收益，課稅規定也因個人持有
方式不同而異，提醒臺商應及早準備，並評估相關稅務與法律風險。

利用共享平臺派工　應留意稅務風險

據經濟日報 2 月 23 日報導，近來中國大陸出現以共享平臺派工的
情形，雖可節省相關人事成本，然而要提醒臺商，若使用相關平臺尋
覓人才，實則虛開發票、規避稅負，將可能被政府部門盯上，務必仔
細評估稅務風險。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指出，近 2 年在官方與學術機構的
倡議下，以共享經濟重新分配閒置資源。此種模式在大陸蔚為風潮，
特別受到疫情影響，不少臺商在防疫期間，開始廣泛運用大陸的「靈
活用工平臺」，並同時享受降低人事成本及稅負的優勢。

從金流及稅務的面向來看，企業是付錢給平臺，由平臺開發票讓
企業抵稅。另一方面，平臺向自由職業者支付報酬時，也會向自由職
業者索取發票抵稅，並代為申報營業所得。

段士良表示，目前大陸最新的個人所得稅制，已併入薪資所得計
稅，累進稅率最高 45%，不過個人透過用工平臺取得的收入，則是屬
於營業收入而非薪資，不會面臨高額的累進稅率，對個人稅較划算；
對於需工的企業來說，也可以減少社保等用人費用。

段士良指出，如果企業利用靈活用工平臺，將原有的僱員轉入平
臺之下承接工作，藉此規避相關稅費，就可能會構成虛開發票、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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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洗錢疑慮，提醒臺商特別留意相關稅務風
險。近期以海南為首，大陸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強
化針對用工平臺的監管態度。

歐盟公布租稅黑名單　臺商應謹慎應對

據自由時報 2 月 24 日報導，歐盟 22 日發布
最新租稅不合作國家名單，巴貝多（Barbados）
被除名、多米尼克（Dominica）則被新增到黑名
單中；土耳其經交涉後，再次延長改善期限至 5
月底，仍在觀察名單當中。安侯建業（KPMG）
表示，境外地區未來在經濟實質或法令監管上，
將越趨嚴厲，臺商切忌再於免稅天堂間游走。

KPMG 協理任之恒提醒，臺商常用的開曼群
島、BVI 及百慕達 3 地，此次未被入列黑名單，
但在歐盟議會 1 月的內部討論中，不少會員國批
評，歐盟租稅黑名單與民間機構大相逕庭，未能
涵蓋大部分低稅率國家，臺商常用的 3 地仍有風
險。

任之恒提到，歐盟內有部分成員國提議，應
參照 BEPS 2.0 行動方案的精神，訂定最低有效稅
率標準，甚至恐對所有法定稅率為零的國家或地
區，自動列入租稅黑名單。此舉茲事體大，稍一

不慎恐引起國際
資本市場動盪，
短期內未必付諸
實行，頗有宣示
意味，但這些境
外地區未來在經

濟實質或其他法令監管上，必定越趨嚴厲，臺商
務必謹慎應對，不可心存僥倖。

KPMG 會計師林棠妮則舉例，因應經濟實質
規範，許多臺商轉移陣地至香港或新加坡，若後
續能實際上建置經濟實質，進而在這些地區納稅
或爭取享受其他財稅優惠政策，對臺商來說是好
事。不過，就怕臺商重組交易流程後，又在這些
地區主張離岸免稅，等於是「從 1 個避稅天堂轉
到另外 1 個避稅天堂」，沒有實際上的經濟實質，
在本質上針對此收入，還是沒有找到 1 個地區繳
稅。

林棠妮建議，除法定營所稅稅率為零的地區
外，香港、新加坡、荷蘭及盧森堡等地，已在歐
盟議會中被點名關注，且離岸所得免稅制度同樣
早被歐盟盯上。配合各國對於移轉訂價的查核越
來越嚴格，加上移轉訂價文檔披露及交換制度日
漸成熟，「無根臺商」須及早實際落地繳交稅負，
才是長遠之道。

研發費用核算影響 IPO 審查

據聯合新聞網 2 月 8 日報導，研發費用除了
影響臺商節稅外，也會影響首次公開募股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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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研發費用在中國大陸除了可用於申請高新
技術企業，和稅前加計抵扣兩大節稅目的外，
不管是臺灣上市還是 A 股 IPO，也都是審查重
點，特別在上海交易所的科創板上市要求中，
有一項指標是 3 年累計研發費不可少於人民幣
6,000 萬的要求，更是許多臺商對科創板不得其
門而入的主因。

研發費用因為同時涉及研發投入的財務核
算，也涉及上述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企業所得稅
加計抵扣的標準，在歸集和統計口徑上不同非常
正常，使得臺商在 IPO 過程中不得不面對這些差
異所造成的困擾。

( 一 ) 材料費

臺商在歸集材料費用時，應將研發部門與生
產部門領用的材料單據進行區分，如果領用材料
時未區分，只在月末或者年末從「生產成本 - 材
料費」中剝離結轉出來，轉記入研發費、材料費，
就很難證明材料研發領用的真實性。

還有在研發過程中須關注材料最終去向，特
別是價值較低，但數量（體積）大的研發材料，
會計師或證監會核查時，會特別關注領用上述材
料的真實性，及領用數量與研發產品數量是否合
理匹配。

對於期後的出售或報廢，
出售收入如何確認、報廢是否
有報廢手續等，都是 IPO 申報
過程核查重點，臺商須保留完
整內部資料，才能佐證研發過
程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 二 ) 科研人員的統計口徑和費
用歸集

科研人員是指從事研究開
發項目的專業人員，包括研究
人員、技術人員和輔助人員，
但輔助人員不包括為研發活動
從事後勤服務人員。

IPO 審查會對科研人員的
人工費用，關注企業研發人員
的範圍認定和費用金額歸集口
徑，如果參與研究開發的人員

不是專職從事研究開發項目或同時參與多個研究
開發項目，那就應按統計的工作量進行分攤，如
因不能準確對工作量進行統計，而採用其他方法
進行分攤，那分攤的合理性也會成為審核重點。
尤其是部分企業高管，對整個企業生產、經營進
行管理的同時，往往也會參與研究開發工作，這
部分兼職參與研發活動的費用、工時統計方法、
在各項目中的分攤方法等，均需要留存詳細統計
資料以待核實，若無法提供相關明細資料就可能
被質疑費用的真實性和合理性。

( 三 ) 折舊費用

研發費用的折舊費用在研發投入、高新認定
時的統計口徑是一致，研發費用在加計扣除時，
研發儀器設備如同時用於非研發活動，企業應對
儀器設備使用情況做必要記錄，並將實際發生
的折舊費按實際工時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發費
用、生產經營費用之間進行分配，如果未分配就
不得加計扣除。

實務中，部分臺商會將生產設備的折舊費
用，按自訂的分配比例在生產成本、研發費用中
分配，而自訂比例又無法提供明確制定依據，這
種做法會被質疑是否在生產成本、期間費用中隨
意調整，以達到操縱營業利潤的目的，因此當儀
器設備同時用於研發及生產時，一定要注意留存
設備用於研發的工時使用記錄。



上市審查最怕被審查人員認為，有刻意減少研發加計扣除申報金額意圖，
造成與研發投入、高新認定的研發費用差異過大，臺商在 IPO 過程中須多加留
意。

臺商調整升級　瞄準綠能環保

據旺報 2 月 25 日報導，專家觀察指出，中國大陸去年公布「十四五」初
步方案中，從臺商能掌握的先機角度來看，應留意「綠色環保」，認為挑戰與
機遇並存。在大陸逐漸加強環保排汙等「綠色智造」要求下，臺商未來不調整
升級勢難打入供應鏈；反過來說包含綠色節能、循環經濟、碳排放交易等也將
成為臺企機會所在。

但也有沿海長三角臺商坦言，觀察「十四五」方案中，臺商除高科技產業
外，不少企業產業與大陸追求進一步發展越來越脫節。目前除了強調內需自主
消費的內循環帶來一些機遇外，太多傳產如果不再加速直追，即便看到大陸政
策走向，最終能跟大陸推動的新發展沾上邊的仍有限。

華信統領企管總經理袁明仁表示，「十四五」包含綠色節能、雙循環等重
點，今年 2 月 1 日《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上路，預計很快就會擴
及到全大陸。觀察雖然初期只涉及被大陸要求控制碳排放的企業與相關投資機
構。但許多臺商現在也到大陸內陸城市進行各種綠色種植，由於有助於減碳，
這塊就有望成為碳交易的外圍參與。

袁明仁強調，在加強回收再利用的循環經濟這塊也是臺商強項，像是輪胎
回收、電子零組件拆掉再利用，或把廢棄物等作為建材或翻新使用、流通等，
也是臺商可瞄準的綠色商機空間。

除了製造業，連同臺商的服務業、餐飲業也可以參與到這塊，像是主打自
家的綠色旅遊，又或是無毒環保餐具、綠色食材等，也是切入方向。

但袁明仁也提醒挑戰同時存在，面對大陸加強環保，例如排汙許可證等，
內部環境監測等諸多升級要求，只要是開工廠的都跑不掉，未來大陸的綠色採
購要求勢必越來越高，如果這塊不過關，可能連接單的門檻都難達到。

資料來源：旺報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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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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