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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公布紓困政策　台商可申請補助

據中時電子報 4月 9日報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陸各地公布一系
列紓困政策。上海在 3月下旬甫宣布發放一次性就業補助，對春節期間支
援疫情防控工作的重點企業和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困難行業中的企業，給予
一次性補助。

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包括住宿餐飲、文體娛樂、交通運輸、旅遊 4
類。上海台協各行業工委會此前也積極協助彙整符合條件的台商相關資料
提供給台辦，再透過台辦向上海市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上述行業的企業還需滿足 2019年的裁員率不高於 5.5%的條件。這項
穩就業補貼額度按照企業申請時上月實際繳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人數、每
人 800元的標準計算，每戶企業限申請一次，補貼上限為 500萬元。據了
解，近期陸續有台商已經取得相關補貼款項。

有不少台商因 2、3月現金流入驟減，於是透過台協向銀行提出申請延
長還款、延後利息支付、提供流動性貸款等紓困措施，不過這涉及突破上
海金融辦對於銀行計算逾期貸款的相關規定，透過台協與銀行以及政府相
關單位協商，也順利幫助不少台商得以度過這次疫情難關。

大陸的紓困補助政策從租金減免、延期納稅、稅收優惠、提供流動資
金貸款、加強融資擔保等方面施力，各地政策紓困力度雖有不同，不過台
企跟陸企都能享有同等待遇。以減免社保費或延遲納稅來講，所有台商都
能受惠。

大陸土地新政影響台商布局

據經濟日報 4月 26日報導，大陸新政將加速土地改革並提供台商更
多內需市場商機。大陸公布《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
制的意見》， 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字經濟」五大內容進行
規劃，透過更合理、更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達到優化市場結構和發展經
濟的目標。

就土地而言，過去大陸官方嚴格禁止農地買賣的限制，未來將大幅度
放寬，只要是屬於省級政府批准權限範圍內的農地，經批准後都可能採「先
行用地」的精神協助企業取得農地的土地使用權。大陸經濟將因中央提升
地方對土地使用的自主權，透過優化土地資源和解決企業取得用地難的困
境而受益，台商應特別注意。

大陸的土地問題還牽涉著台商在大陸用工甚至是缺工的問題，因為龐
大的農民工不願意無償放棄鄉下原有的宅基地利益，導致農民工進城工作
意願大幅下滑，如果鄉下宅基地未獲得很好的利用，那對社會經濟來說，
便形成了勞動力資源與土地資源的雙重浪費，這也是這份中央文件和新版
土地管理法急欲解決的問題。

台商應關注新版《土地管理法》已删除過去非農業建設必須使用國有
土地的規定，未來只要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確定爲工業、商業等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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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用途的土地，或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
地，都將允許土地所有權人通過出讓、出租等方
式，將土地交由單位或個人使用，這會是大陸土
地管理的重大制度創新，解決過去困擾台商多年
的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流轉問題。

疫情期間合約履行爭議　台商應注意

據經濟日報 4月 12日報導，台商應小心由
於疫情引發「不可抗力」的法律風險與經濟損失。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
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使用不可抗力條款要求免
責，是國際貿易規則中常見的手段，台商在履行
合同時，不能簡單認為，只要引用不可抗力就能
免責，上海、江蘇、浙江高院最近陸續公布有關
不可抗力的司法指導意見，一但被判斷在疫情防
控期間是具備履行條件時，法院不會同意以不可
抗力為由解除合同。

此次疫情會引發「不可抗力」爭議的常見合
同種類如下：

(一 )銀行貸款合同

3月 1日發布的銀保監發 2020年 6號文《銀
保監會、人民銀行、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
部、財政部關於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
期還本付息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經營正常，
但受疫情影響或遇到暫時困難的中小微企業，可
就其 1月 25日起到期的貸款本金，及 1月 25
日至 6月 30日需支付的貸款利息，向銀行提出
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申請，同時可免收罰息。

(二 )買賣合同

若因為疫情原因繼續履行合同，對一方當事
人明顯不公平或無法實現合同目的時，當事人可
向法院請求變更或解除合同。比如企業受疫情影
響已停工停產，但此前已下單的原料又有使用期
限，如果繼續履行該原料採購合同已不能實現企
業生產目的，反而會加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就
可以以疫情作為不可抗力的基礎，主張解除原料
採購合同。

對賣方而言，如果買賣合同已簽訂並可以履
行，單純以疫情影響需增加商品、服務價款，法
院一般不會給予支持。

(三 )租賃合同

此次疫情對生產性廠房，或是餐飲等行業的
店面衝擊最大，可預見將會引發更多租賃的合同
糾紛，如果承租人要求主張減免租金或解除合
同，應就租賃房屋因疫情防控需要無法使用，或
是因疫情影響導致收益明顯減少等進行舉證。通
常法院會根據公平原則，視情況延長租期、減免
租金，合理分擔因疫情防控導致的不利後果。對
長期租賃合同，承租人若以疫情為由要求解除合
同，法院一般也不予支持，因為疫情並不導致合
同目的無法實現，疫情只是短期影響，不符合合
同解除法定要件。

(四 )建設工程合同

建設工程因疫情影響停工或遲延復工，施工
企業可以不可抗力為由，就逾期完工的違約責任
提出免責或部分免責主張，並及時按照雙方合同
約定完成工程變更簽證單。

台商應全面清理已簽約的各類合同，不管
是對方提出不可抗力，還是自己提出不可抗力，
都須進行全方面梳理及準備，保存相關證明文
件，才能降低潛在的法律風險並減少可能的經
濟損失。

大陸扣繳、代收手續費申請時限延長

據經濟日報 4月 20日報導，為協助企業渡
過新冠肺炎疫情難關，大陸將延長 2019年度代
扣代繳、代收代繳和委託代徵稅款手續費申請期
限，由 2020年 3月 30日延長至 5月 30日。

勤業眾信會計師徐曉婷表示，大陸每年都會
編列手續費預算，鼓勵單位和個人協助政府代
收、代扣稅款，至高支付代扣稅款的 2%作為手
續費，且支付給單個扣繳義務人年度最高限額為
人民幣 70萬元，逾期申請視為自動放棄。

徐曉婷表示，大陸台商須辦扣繳的情況包括
個人所得稅、非貨物貿易付匯，以及盈餘分配至
海外的預提所得稅，去年 2019年度曾給付相關款
項的大陸台商，手續費申請可延至 5月 30日。若
大陸的扣繳稅款要拿回台灣抵扣，該完稅憑證應
進行兩岸文書公認證作業，在目前防疫期間，作
業時間恐拉長，建議台商盡早著手兩岸稅務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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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認證作業，以利及早取得完稅憑證及抵扣。

台商辦理兩岸稅務憑證公認證作業時，應留
意填報內容錯誤、抵扣範圍錯誤或相關佐證文件
有誤，導致企業喪失抵扣權利及重複課稅的常見
情事。

海交會延期　台商不參與

據 4月 15日經濟日報報導，海峽兩岸（福
州）經貿交易會（簡稱海交會）在展前一個月宣
布將延期至 8月再辦，已連續 16年帶隊參加的
外貿協會祕書長葉明水證實，疫情下台灣廠商
「沒有參展意願」，今年確定缺席。

海交會是兩岸合作規模最大的經貿專業展，
每年 5月 18-22日在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舉
行，已經連辦 22年，而外貿協會也連續 16年
以台灣館形式籌組參展團，是海交會交易最大的
亮點。

去年海交會擴大規模與 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博覽會同期舉行，外貿協會統計，5天展期吸

引逾超過 50萬參觀人次，為台灣業者拓銷中國
大陸海西市場的絕佳平台。

不過，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大陸貿促會
宣布海交會延期至 8月 18至 22日，原先已完成
報名、近百家的台灣廠商，尤其是食品業，包括
好帝一、海瑞、味一及萬家香等，整體評估後認
為大陸疫情沒有真正恢復平息，很難再度參展，
貿協因此決定今年不會組團參加。

面臨貿協撤團，台灣廠商大缺席，據了解，
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已經向台灣各地公協會求
援，積極動員徵展。

受到疫情影響，外貿協會確定不率團參加今年的
海交會活動。圖為往年參展資料照片。 

圖／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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