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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政府紓困對象及紓困工具比較

台灣紓困措施的對象，涵蓋較全面，主要分
為個人及家庭、企業及團體兩大類。其中個人及
家庭紓困又分成 5類紓困對象；企業及團體紓困
又分成 9類紓困對象。大陸的紓困對象只限「中
小微企業」及個體戶。若從紓困對象的全面性來
看，台灣的紓困措施讓更多弱勢、自營者、中小
企業能夠實質受惠。

新冠肺炎疫情對各行各業的衝擊及影響巨
大，除了醫療等與防疫有關的行業、電商行業、
外送平台行業，以及因美中貿易戰涉及國安而受
益的資通訊產品（ICT）與 5G產品等幾個行業不
受影響外，其他不論是外銷行業或內需服務業，
受疫情影響程度至少都達 5成以上。

在眾多紓困、補貼、振興措施中有哪些適合
企業或個人呢？以下整理兩岸政府提供的措施方
案，希望台商能夠善加利用，一同度過疫情難關。

 文《袁明仁》

華信統領企業管理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台商看過來：
兩岸政府因應疫情的

紓困、補貼、振興措施

4月 30日，龔明鑫政務委員主持紓困方案「紓困執行進度報告」記者會。

圖／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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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紓困採用的工具種類至少 15種以上，
大陸採用的種類大約 8種左右。台灣採用的紓
困工具較多元，但台灣沒有針對營所稅及健保
費的繳納給予減免。大陸採用的紓困工具以稅
的減免及社保費的減免為主，沒有政府提供的
現金補貼。

困工具較多元，但台灣沒有針對營所稅及健
保費的繳納給予減免。大陸採用的紓困工具以稅
的減免及社保費的減免為主，沒有政府提供的現
金補貼。

二、台灣因應疫情頒布的紓困措施及

方案

台灣紓困措施及方案，分別從個人與企業兩
方面說明：

（一）個人及家庭

個人及家庭紓困方案主要羅列如表 2。

（二）企業及團體

企業應向那些部會申請相關紓困補助、補貼
或津貼？有工廠登記，或屬技術服務業，或屬觀
光工廠、創意生活、數位內容產業，優先向工業
局申請；如為其他部會之主管行業別，優先向該
部會申請，例如：旅館、民宿、觀光遊樂業等，
優先向交通部申請；藝文事業 (如影城 )，優先向
文化部申請。

紓困措施比較 台灣 大陸

紓困
對象

個人及家庭
（5 種類別）

1. 以個人名義申請，2. 無一定雇主之
勞工，3. 農漁民，4, 靠行的計程車司
機，5. 自營的藝文工作者。

中小微企業及個體戶
企業及團體

（9 種類別）

1. 以公司、商號、法人、團體名義申
請，2. 小 規 模 營 業 的 攤 販、 小 吃，
3. 農糧、漁業、畜牧業者，4. 製造產
業、商業服務業，5. 藝文產業、團體，
6. 陸、海、空運、觀光業者，7. 商圈、
市場、夜市自理組織，8. 體育團體、
社區大學，9. 醫療團體、社會福利。

紓困
工具

1. 發現金  2. 薪資補貼  3. 營運資金補貼  4. 營運衝擊補助
5. 經營補貼  6. 生計費用補貼  7. 生活補貼  8. 工作補貼  9. 外
銷獎勵金  10. 個人既有貸款寬緩  11. 利息補貼  12. 水電費
減免  13. 租金減免或規費補貼  14. 人才培訓  15. 就業補助
16. 損失救濟  17. 補助負擔  18. 融資紓困。

1. 增值稅減免  2. 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
費  3. 納稅延長申報  4. 融資貸款補貼
5. 租金減免  6. 失業補助金  7. 價格臨時
補貼  8. 降低電價。

表 1：兩岸紓困措施的受益對象及紓困工具比較

項次 適用對象 紓困方案 主政機關

1
自營作業者或
無一定雇主之
勞工

勞工紓困 3 萬元 投保的職業工會
勞保局

2

有工作但未加
入軍、公、教、
勞、 農 保 等 社
會保險及農漁
民者

擴 大 紓 困 補 助
「一萬元 居住地公所

3 個人受疫情衝
擊者

個 人 金 融 產 品
( 包括房貸、車
貸、 消 費 性 貸
款、信用卡款項
等 ) 貸款至年底
前可申請展延

公 民 營 銀 行 及
信用合作社

4 有自用住宅貸
款的個人

自 宅 貸 款 降 息
紓困方案

公 民 營 銀 行 及
信用合作社

5
受 疫 情 影 響，
繳稅有困難的
個人

申 請 稅 捐 延 期
或是分期繳納

國稅局
地方稅局

6 本 國 籍， 年 滿
20 歲勞工

勞工紓困貸款及
利息補貼方案

公 民 營 銀 行 及
信用合作社

7 被保險人非自
願離職

失 業 給 付， 按
投保薪資發給，
最長 6 個月 勞工保險局

8 減班休息勞工 參 訓 勞 工 補 助
訓練津貼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展署

表 2：個人及家庭紓困方案（選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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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列的是產業的大分類，但能否被認定
為紓困行業別，仍需以營業人向財政部登記之營
業項目為準。(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籍登
記資料公示查詢」)。如有多個營業項目，只要其
中 1項符合所列業別即可申請，惟須注意不可重
複請領其他部會相同性質補貼。

申請前曾有裁員、減班休息、減薪情事的，
仍可申請。但獲補貼後，在補貼期間不可有減
班休息、裁員、減薪、解散或歇業，否則將取
消資格。

三、台灣因應疫情頒布的振興方案

台灣因應疫情頒布的「振興三倍券」方案，
分實體及數位方式，實體部分 1,000元可換購
3,000元「振興三倍券」，數位有信用卡、電子
票證及電子支付三種方式，也是「1,000元變
3,000元」。「振興三倍券」使用範圍部分，基
本上吃喝玩樂都能使用，包含實體店面、護髮、
美甲、餐廳、百貨公司、夜市、市場、旅遊住宿
等都適用，惟無法使用在 11類用途，包括電商
網購、繳稅、繳罰單、規費、菸品、保單、股票、
國民年金、卡費、禮券、儲值等。

四、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如何申請政

府紓困

製造業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
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檔。申請資格
必須符合以下三項：第一，需依法登記，即依法
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
事業。第二，需辦理稅籍登記。第三，需認定為
艱困事業，即營收衰退超過 50%。

補貼內容有薪資補貼及營運資金補貼。兩種
補貼可同時申請。薪資補貼，補貼每位員工經常
性薪資 4成，每人每月補貼上限 2萬元，補貼 4、
5、6共 3個月。

如何計算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以 109年
3月正職投保人數為基準，每員可申請 1萬元營
運資金補貼。若員工數有異動，不論新增人數或
減少人數，營運資金補貼維持以 3月的員工數計
算。薪資補貼按逐月撥款，營運資金補貼採取一
次性發放。

項次 適用對象
（行業別） 紓困方案 主政機關

1 製造業
艱 困 事 業 薪
資 及 營 運 資
金補貼

經濟部

2 製造業 製 造 業 在 職
充電 經濟部

3 技術服務業
艱 困 事 業 薪
資 及 營 運 資
金補貼

經濟部

4 全商業服務業
皆適用

艱 困 事 業 薪
資 及 營 運 資
金補貼

經濟部

5
小規模營業人
/ 微 型 企 業 /
中小企業

舊 有 貸 款 展
延 ( 含 利 息
補貼 )

經濟部

表 3：企業及團體紓困方案（選列部分）

表 4：振興方案（選列部分）

項次 適用對象
（行業別） 振興方案 主政機關

1 製造業 加強數位貿易及電子
商務 經濟部

2 製造業 振興三倍券認證店家
/ 觀光工廠 經濟部

3
全 商 業 服
務 業 皆 適
用

振興三倍券認證店家
( 商圈、傳統市場及
夜市 )

經濟部

4 旅館業 / 民
宿業

振興三倍券認證店家 交通部

5 餐飲業
餐飲業者上架外送服
務
餐飲零售促進消費

經濟部

6 批發業 推辦客莊產業展售及
行銷推廣活動 客委會

7 零售業
餐飲零售促進消費
零售業者上架電商服
務

經濟部

8
不 限 商 品
全 產 業 皆
適用

振 興 三 倍 券（ 支 付
1000 元 兌 換 3000
元）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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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陸因應疫情頒布的紓困及振興

方案

針對疫情的衝擊，大陸中央和地方頒布了很
多紓困措施，但紓困對象主要是針對中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群體等。

（一）稅收政策：對中小微企業降低增值稅

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負，今年3至5月，
增值稅 3%的徵收率階段性調整為 1%。

（二）稅收政策：對困難企業減免房產稅城鎮土
地使用稅

在本次疫情中，對造成財產損失或經濟方面
受到嚴重虧損的企業，按照規定可向當地稅務機
關申請減免房產稅以及城鎮土地使用稅。

（三）降費政策：免徵減徵社保費

1、2020年 2至 6月，大陸（湖北省除外）
中小微企業免徵養老、失業、工傷三險中
單位繳納的部分，職工醫保單位繳納部分
減半徵收。以鄭州為例，減免前五險，公
司每人每月減少費用 573.71元人民幣。

2、2020年 2至 4月，大陸（湖北省除外）
大型企業減半徵收養老、失業、工傷、職
工醫療單位繳納部分。

（四）虧損結轉年限延長

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交通運輸、餐飲、住宿、
旅遊等行業，虧損結轉年限延長至 8年。

（五）大陸頒布的振興方案

2020年 5月 15日，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務院台辦等 10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應對疫情
統籌做好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關
工作的通知》（發改廳〔2020〕755號）共「11
條」，內容與振興方案有關的主要有：1.促進台
資企業參與新型和傳統基礎設施建設，2.支持台
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共同研發、共建標準、共創品
牌、共拓市場，3.以多種形式參與大陸 5G、工
業互聯網、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
研發、生產和建設，4.鼓勵台資企業發展跨境電
商，擴大出口業務，5.指導台資企業充分利用中
歐班列開展進出口貿易，6.引導台資企業拓展內
銷市場。

六、兩岸政府提出紓困措施的比較及

建議

（一）兩岸政府提出紓困措施的比較

1、受益對象不同：台灣提出的紓困對象涵蓋
面比大陸更全面、更廣。

2、工具不同：台灣紓困採用的工具，對個
人及家庭主要以發放現金的方式，對企業
及團體主要以薪資補貼及營運資金補貼為
主。大陸採用的工具主要以增值稅減免及
對企業實施各項社保費減徵或免徵。

3、從誰的口袋拿錢不同：大陸大多數的紓
困政策都是「減少從企業的口袋拿錢給
政府，而沒有從政府的口袋拿出錢給企
業」﹔台灣的紓困做法是「既減少從企業
及人民的口袋拿錢給政府，同時企業及人
民也能夠從政府的口袋拿到錢」。

（二）對大陸政府提出紓困措施的建議

1、疫情期間，企業生產停頓、訂單取消，
但按規定企業仍需支付員工工資，對很
多中小企業而言，用工成本占企業現金
流的很大一部分，政府如果能夠幫助企
業支付在疫情期間的工資，可以提高企
業生存的空間。

2、減稅政策的對象僅針對小規模納稅人，一
般納稅人無法享受，而屬於一般納稅人的
中小企業對於維持產業鏈的完整要比小微
企業重要很多。

3、大陸頒布的「11條」振興方案，大陸政
府主要提供平台，基本上還是台商要投入
資源及資金。從「11條」來看，雖然有
支持台商從事跨境電商及展開「線上供採
對接」來爭取外銷訂單，但台商這麼多年
積極在大陸發展電商，很少有成功的案
例，更何況讓台商從事跨境電商，其難度
更大，投入的資金也更多。在目前企業求
生存的階段，台商很難有能力及實力拿錢
出來從事轉型升級振興。至於其他的振興
方案並不是眾多中小企業台商能夠輕易參
與及受益的，建議大陸的振興方案應多站
在中小企業台商的需求來思考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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