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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輸出中國大陸新制明年上路

據 10 月 15 日中時新聞網報導，中國大陸 4 月發布「進口食品境
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要求全球輸往大陸的食品、加工、貯存
企業，明年起皆須向大陸海關總署申請註冊。食藥署日前接獲通知，
並協助相關業者進行註冊。

食藥署食品組組長蔡淑貞表示，過去我方輸陸食品，只有肉與肉
製品、水產品、乳品、燕窩與燕窩製品 4 類需註冊，註冊方式為「企
業申請註冊」，必須檢附 5 種文件，即主管機關推薦函、企業的名
字和申請書、企業本身的檔案（如職業證照、國內合法設立的基本資
料）、製造生產符合法規規定的聲明及衛福部審查報告。

中國大陸新制上路後，所有食品都需註冊，其中 4 類、14 類食品
都必須採「推薦註冊」（4 類產品年底前仍可依原程序辦理），而非 4
類、14 類的其他食品，則需採取「企業申請註冊」。

4 類食品為肉與肉製品、水產品、乳品、燕窩；18 類則是腸衣、
蜂產品、蛋、油料、調味料、包餡麵食（如鳳梨酥）、堅果等。根據
財政部 2020 年統計，當年度輸陸產品出口總值有 321 億元，其中 4
類產品為 67 億元、14 類為 121 億元、其他食品則有 133 億元。

中國大陸擴大交易電價上下浮動範圍

據 10 月 12 日中時新聞網報導，中國大陸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
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擴大市場交易電價上下浮動範圍，
將燃煤發電市場交易價格浮動範圍由現行的上浮不超過 10％、下浮原
則上不超過 15％，擴大為上下浮動原則上均不超過 20％，高耗能企
業市場交易電價不受上浮 20％限制。電力現貨價格不受上述幅度限
制。

通知提出，有序開放全部燃煤發電電量上網電價，燃煤發電電量
原則上全部進入電力市場，通過市場交易在「基準價 + 上下浮動」範
圍內形成上網電價。現行燃煤發電基準價繼續作為新能源發電等價格
形成的掛鉤基準。

各地要嚴格按照相關政策要求推進電力市場建設、制定並不斷完
善市場交易規則，對電力使用者和發電企業進入電力市場不得設置不
合理門檻，不得組織展開電力專場交易，對市場交易電價在規定範圍
內的合理浮動不得進行干預，保障市場交易公平、公正、公開。

中國大陸個資保護法上路　注意迴避法律風險

據 11 月 2 日中時新聞網報導，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11
月開始上路，透過首部個資保護專法，包含個資處理規則、個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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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權利，以及資訊處理者的義務、監管職責、
罰則等進行全面規範。包含禁止濫用人臉識別、
網路平臺不得不當收集用戶個資；APP 不得強制
推送個人化廣告；不得進行交易價格等不合理差
別待遇的「大數據殺熟」等狀況。

根據《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資
料顯示，截至今年 6 月，大陸網民已達 10.11 億、
網站多達 422 萬個、應用程式 APP 數量 302 萬款，
使個人資料保護成為最被關注的議題之一。

《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向個人進行資訊推
送、商業行銷時，應提供不針對個人特徵的選項，
且業者須提供用戶便捷拒絕的方式。同時處理生
物識別、醫療健康、金融帳戶、行蹤軌跡等敏感
個資，更應取得個人單獨同意。

此外，《個人信息保護法》也對在公共場所
安裝攝影機、人臉識別設備等進行規範。例如在
公共場所安裝圖像採集、個人身分識別的設備應
設置顯著提示，如有收集個人圖像、身分識別資
訊，也僅能用於維護公共安全目的。

同時新法也對違法處理個資作出處罰，情節
嚴重將被沒收違法所得，最高處人民幣 5,000 萬
元或上年度營業額 5％罰款；可責令停業、吊銷
營業執照，直接責任人員最高將處罰款人民幣
100 萬元與禁止擔任董監高職務。

中國大陸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將懲戒嚴重失信行為

據 9 月 26 日信用中國網報導，中國大陸印
發《 智 慧 財 產 權 強 國 建 設 綱 要（2021 － 2035
年）》內容提出，統籌推進智慧財產權強國建設，
全面提升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
服務水準，健全智慧財產權信用監管體系，加強
智慧財產權信用監管機制和平臺建設，依法依規
對智慧財產權領域嚴重失信行為實施懲戒。

《綱要》部署六方面重點任務。其中，在建
設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智慧財產權制度方面提
出，構建門類齊全、結構嚴密、內外協調的法律
體系。制定修改強化商業秘密保護方面的法律法
規，完善規制智慧財產權濫用行為的法律制度以
及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等
領域立法。

在建設支撐國際營商環境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體系方面提出，建立完善智慧財產權仲裁、調解、
公證、鑒定和維權援助體系，加強相關制度建設。
實現政府履職盡責、執法部門嚴格監管、司法機
關公正司法、市場主體規範管理、行業組織自律
自治、社會公眾誠信守法的智慧財產權協同保
護。健全智慧財產權信用監管體系，加強智慧財
產權信用監管機制和平臺建設，依法依規對智慧
財產權領域嚴重失信行為實施懲戒。

圍繞建設激勵創新發展的智慧財產權市場運
行機制方面提出，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
向的高品質創造機制。此外，《綱要》還提出，
建設便民利民的智慧財產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促進智慧財產權高品質發展的人文社會環境，深
度參與全球智慧財產權治理。

中國大陸擬施行房地產稅

臺商及早做好稅務規劃

據 10 月 26 日工商時報報導，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徐曉婷指出，近期中國大陸
「共同富裕」策略下，訂定房地產稅，徵收試驗
期間為 5 年。

中國大陸進口食品新制明年元旦起上路，輸銷大陸的食品
企業須事先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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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金稅三期及金稅四期下，自然人納
稅識別號的建立、高淨值資產個人流量及存量，
未來亦將無所遁形。徐曉婷建議，在中國大陸持
有大批不動產的個人，或利用人頭持有不動產的
臺商，應盡速檢視手中的不動產，及早做好稅務
或傳承規畫。

根據現行《房產稅暫行條例》及《城鎮土地
使用稅暫行條例》，大陸個人持有房地產，凡是
非營業目的者，房產稅及城鎮土地使用稅通通免
稅。此次改革試點地區將全面開徵房地產稅，僅
排除農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非居住用房地產則
繼續按照現行法令執行。

徐曉婷指出，預估未來可能考量城市的經濟
發達程度、房價上漲情況或稅基資料完整的區域
做為試驗區考量。房地產稅是一種財產稅，課徵
房地產稅是一種量能課稅。因為當持有成本提
高，一方面可以打擊富人大量囤房，加速脫手房
地產物件；另一方面，也可因市場房地產物件的
供給增加，進而抑制房價的上漲。而各地方可利
用每年穩定的房地產稅收入拯救地方財政，有利
於達成共同富裕的目標。

中國大陸公布「標準化發展綱要」

碳標準擬升級

據 10 月 11 日工商時報報導，中國大陸 10
日公布「國家標準化發展綱
要」，目標是在 2025 年，
從目前的政府主導轉變為
政府與市場並重，並且在人
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核心技
術領域的標準化研究，此外
也提到加速能源結構轉型，
以達到碳達峰、碳中和的長
期目標。

「綱要」目的在於全面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性和產業綜合競爭力，也等於指明大陸下一步
的產業發展藍圖，引起外界關注。「綱要」指出，
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資訊、生物技術等領域，展
開標準化研究。在新一代資訊技術、大數據、區
塊鏈、衛生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應用前景廣
闊的技術領域，進行技術研發、標準研製與產業
推廣，加快新技術產業化步伐。

此外，還要研究制定智能船舶、高鐵、新能
源汽車、智能網聯汽車和機械人等領域關鍵技術
標準，推動產業變革；另要適時制定和完善生物
醫學研究、分子育種、無人駕駛等領域技術安全
相關標準，提升技術領域安全風險管理水平。

「綱要」提到，要建立健全碳達峰、碳中和
標準。加快節能標準更新升級，加速修訂一批能
耗限額、產品設備能效強制性國家標準，提升重
點產品能耗限額要求，擴大能耗限額標準覆蓋範
圍，完善能源核算、檢測認證、評估、審計等配
套標準。

此外，加快完善地區、行業、企業、產品等
碳排放核查核算標準；制定重點行業和產品溫室
氣體排放標準，完善低碳產品標準標識制度；完
善可再生能源標準，研究制定生態碳匯、碳捕集
利用與封存標準；實施碳達峰、碳中和標準化提
升工程。

近日「能耗雙控」政策導致各
省 大 鬧 電 荒、 企 業 限 產， 中
國大陸擬制定更完善的「碳標
準」以控制排放。圖為湖北孝
感一家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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