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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個人紓困措施整理

據聯合報 4月 24日報導，行政院召開「行政院紓困振興方案 -個人紓
困措施」記者會，除了提出整體紓困方案外，也針對個人提出相關措施，政
府已匡列 1,035億元直接發放現金與其他補助給受影響的民眾。

許多民眾原本工作穩定，卻因疫情被迫減薪、減班，還有些工作型態不
固定的民眾，因許多活動停擺、延期或停工導致生活困難，政府針對受影響
者提出下列紓困措施：

一、50 萬元額度可快速核貸

針對小額商家，例如未開立統一發票的商家，政府提出 50萬元額度可
快速核貸的方案，以滿足企業與個人的紓困需求。

二、加速落實企業紓困

符合規定者，政府協助薪水補貼 4成、一次性補助、減免水電等方案，
自 4月 20日起陸續開始補助。

三、貸款利息調降、展延

包含企業舊貸展延、營運資金貸款、振興貸款之利息補貼與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融資保證等措施，除央行宣布將所有貸款全面調降
0.25%（1碼），八大公股行庫加碼降息，房貸降息 0.5%，消費性貸款更
降息 0.75%。

今年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延長為 2個月，分期、延期繳稅條件放寬，以紓緩民眾
報稅的時間與經濟壓力。

圖／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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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營銀行除降息 1碼（0.25%）外，對
於受疫情影響之個人，參考公股銀行加碼降息者，
在自用住宅貸款部分（降息 0.5%）計 20家，在
信用卡、信貸及車貸等住宅貸款以外的消費性貸
款部份（降息 0.75%）計 19家。

此外，受疫情影響還款有困難的民眾也可申
請協處措施，包含本金或利息得申請展延 3至 6
個月，展延期間免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等。

四、減薪或裁員相關方案

勞動部表示，因疫情被減薪或裁員的個人，
有「充電再出發」、「安心就業」與「安心即時
上工」等計畫，提供訓練費用及津貼補助，協助
度過減班休息的困境。

五、無一定雇主之勞工補助 3 萬元

針對「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初步規劃每月補助 1萬元，計 3個月，一次發給
3萬元。

六、勞工紓困貸款

另透過信保基金提供 9成 5信用擔保，勞工
可貸款 10萬元，由政府補貼利息 1年。

七、所得稅繳交時間延期、提前退稅

(一 )時間展延：財政部表示，2019年度所得稅結算
申報及繳納期間，由今年5月1日至6月1日，
展延至 6月 30日，緩減民眾繳稅時間壓力。

(二 )提前退稅：為提供納稅義務人於疫情期間
靈活運用資金，201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第 1批退稅案件，提前 1個月於今年 6
月 30日退稅。另截至今年 3月 31日，已調
減 48.2萬餘家營業人的查定銷售額及營業稅
額，預估今年 1月至 3月共調減營業稅額新
台幣 1.9億餘元。

(三 )分期繳稅：納稅義務人受疫情影響無法於規
定繳納期間內繳稅者，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稅
的案件，不受應納稅額金額多寡限制，延期
期限最長 1年，分期最長可達 3年 (36期 )。

八、租金展延繳納及分期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合法使用權人，2020年應
繳租金得申請展延繳納期限至 12月底，並免收
違約金、遲延利息的緩收租金措施；承租人屆時
若無法一次繳清，可分最長 36期（3年）繳納，

截至今年 4月 15日已核准合法使用權人申請案
計 40件。如有相關疑問，民眾可撥打「1988」
紓困振興專線詢問。

IMF 估台經濟成長率轉負

國發會：今年經濟仍將正成長

據中央社 4月 15日報導，受肺炎疫情影響，
IMF最新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春季報告中，大幅
下修 2020年全球經濟預測，從 3%下修至 -3%；
台灣部分，從去年 10月秋季報告的 2.0%，大幅
下調 6個百分點至 -4%。

國發會發布新聞稿回應，IMF忽略 3大現況，
一是台灣疫情控制遠優於各國，且未封城、未停
工停產；第二，中國大陸來台旅客人數早在疫情
發生就即下滑，台灣對中國大陸觀光客的依賴度
降低，因此這波疫情對台灣經濟影響低於亞洲鄰
近國家；第三，考量疫情衝擊來得又快又急，有
必要採取立即可行的短期穩定措施，除了其他部
會的各項措施，國發會另針對受疫情影響的新創
提供短期紓困，並加速今年公共建設執行，政府
也全力推動兆元規模紓困與振興並進方案，穩定
台灣經濟。

國發會預估，疫情對今年經濟的衝擊約 0.66
至 1.4個百分點，但台灣經濟有極強的韌性，電
子及生技產業表現亮眼，股市在萬點以上，加上
政府積極防疫及推出上兆元經費進行產業紓困振
興，經濟可維持正成長。

振興貸款加碼　估 10 萬企業受惠

據經濟日報 4月 6日報導，政委龔明鑫在記
者會宣布加碼「振興資金貸款」方案，中小企業
融資額度上限將從新台幣 2,000萬元提高到 1.5
億元、非中小企業從 8,000萬元提高到 5億元，
預計受惠企業從 3萬多家增至 10.3萬家，中小型
事業利息補貼同樣是上限 0.845%、22萬元。

對於資金紓困振興方案，龔明鑫表示，中小
企業除「防疫千億保」方案，也有央行增加 2,000
億元資金給銀行辦理的中小企業融通，紓困方案
的「振興資金貸款」門檻將放寬，中小企業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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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新台幣 2,000萬元將提高到 1.5億元，非中
小企業則將從 8,000萬元提高到 5億元。

龔明鑫補充，政府提供高達 7,000億元貸款
額度，全面協助企業與勞工，除上述方案，超過
5億元的大型企業貸款，政府也有提供如航空業專
案融資方案額度 500億元、海運業額度則為 300
億元，農民等其他貸款，也由農委會等部會實施。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何晉滄表示，經濟
部資金紓困振興措施有兩大部分，第一為「防疫
千億保」，政府以特別預算資金當保人，第一波
專款 100億元給中小企業擔保，第二波再加碼
200億元作大型融資保證；第二部分為利息補貼，
包括舊貸展延、營運資金與振興資金等貸款。

何晉滄說明，「振興資金貸款」加碼後，受
惠企業將從 3萬多家增加至 10.3萬家，待修法
與新增特別預算通過後上路，擔保與利息仍維持
「防疫千億保」方案提供 8至 9成保證、免收保
證手續費，中小型事業利息補貼 0.845%、為期
最長 1年，上限為每家 22萬元。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提供 6 萬就業機會

據中央社 4月 7日報導，受到肺炎疫情衝擊，
勞動部推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針對被縮減工
時的非典型勞動者提供上工機會，最高補貼新台
幣 1萬 2,640元， 4月中旬上路，提供 6萬個就
業機會。

例如在便利商店打工者，因疫情關係生意不
好，可能 1個月原本 50小時改為 30小時，這些
人無法進入減班休息的機制，因此，將協調地方
政府，在地方公部門開發一些職缺，以每個月 80
小時為限，1小時 158元，來照顧這些部分工時
的勞工。

被問到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與公共服務擴大就
業計畫之差別？勞動部長許銘春表示，兩者對象
不同、補助條件也不一樣，「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是針對非典型勞工；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則是
針對失業者，這部分是給 2萬 3,800元的基本工
資，最多可以領到 6個月。

許銘春進一步補充，「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預計工作機會總計是 6萬個，實施期間為 3～ 6

個月，初期是 1.5萬個，讓勞工想要工作可以即
時上工。至於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何時上路，
許銘春說這屬於後面的長期計畫，是萬一疫情持
續而讓失業率比較高的時候才會啟動，目前是超
前部署。

50 萬小商家紓困貸款

還款期自 1 年放寬為 2 年

據自由時報 4月 27日報導，肺炎疫情衝擊
內需行業，而其中「免用統一發票」的小商家更
加弱勢，政府鎖定這些小規模營業人推出快速紓
困貸款專案，申請貸款 50萬元以下、核貸只需 3
天，利率不超過 1%。

經濟部日前公布，小規模營業人貸款從 4月
20日開辦至 24日止，5天內有 2,500家完成核
貸，核貸金額 11.7億元。

政委龔明鑫指出，政院紓困貸款討論平台已
與銀行公會談好小規模營業人貸款還款期從 1年
延長至 2年，且前 6個月可以只還息不還本，對
小規模營業人現金流會比較有幫助。

中小信保基金表示，小規模營業人貸款由信
保基金提供 10成保證，線上收件、當日核保。
申請者需有稅籍登記，只要依據央行「銀行簡易
評分表」評分 70分以上者，由同一銀行承作，
就可以獲信保基金提供 10成保證。

目前全台約有近 50萬家小規模營業人，預
估其中約有 85%、超過 40萬家符合申貸資格，
中小信保表示，此項貸款年利率最高按專案融通
利率加 0.75%、目前年利率為 1%。除信保基金
提供 10成保證外，保證手續費也由經濟部撥付
之專款支應，免向企業計收。

3 月工業生產指數 115.08
年增 10.41%　首季創新高

據經濟日報 4月 23日報導，經濟部發布 3
月工業生產指數為 115.08，年增 10.41%；其中，
3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 116.43，年增 11.09%。
統計處指出，第 1季工業生產指數及製造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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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分別為 107.77及 108.89，雙雙創歷年同期
新高。

統計處說明，雖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全球經
濟活動降溫抑低需求，波及我國傳統產業之生產
動能，然在國內半導體高階製程接單強勁，以及
伺服器、網通產品業者擴增國內產線激勵下，3
月製造業生產指數年增 11.09%；綜計第 1季製
造業生產指數 108.89，年增 9.36%，為連續三季
正成長，且為 2017年第 2季以來最大增幅。

展望未來，由於 5G通訊、高效能運算、人
工智慧等新興科技持續發酵，遠距辦公、線上教
學等需求增溫，加上我國業者具製程領先優勢，
以及廠商擴增國內產能趨勢延續，可望維繫資訊
電子產業成長動能。

不過，統計處分析，肺炎疫情持續蔓延，
各國防疫管制措施限縮經濟活動，將衝擊全球消
費、投資及貿易動能，恐將影響國內相關供應鏈
及產銷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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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減幅！ 3 月餐飲業營業額

519 億元、年減 21%

據經濟日報 4月 23日報導，經濟部發布 3
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呈現兩樣情。其中，
批發業營業額達 9,054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
年增 7.9%；但零售業營業額 2,906億元，年減
3.4％；以及餐飲業營業額重摔至 519億元，年
減 21%，為史上最大減幅。

經濟部統計處指出，批發業營業額創新高，
主因遞延出貨及提前備貨雙重力道拉抬，加上防
疫需求推升部分原料、電器設備銷售增溫所致，
其中機械器具批發業年增 19.0%，為主要貢獻。
第 1季營業額為 2兆 4,656億元，年增 2%。

零售業 3月零售業營業額年減 3.4%，其中
受疫情影響致來客數減少的零售業，所受衝擊最
大，包括百貨公司年減 21.6%、其他綜合商品零

售業 (如免稅店等 )年減 34.3%、布疋及
服飾品業年減 17.5%、家用器具用品零
售業年減 25.5%；燃料零售業亦因油價
大跌而年減 21.5%。

至於餐飲業，3 月營業 額年減
21%，為史上最大減幅，其中，餐館業
年減 22.3%，主因全球疫情相繼爆發，
觀光客驟減，加上國人減少外出旅遊及
聚餐，宴會活動大幅停擺，所幸部分速
食業者持續開發新產品並加強促銷，抵
銷部分減幅。

展望 4月，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終端產品需求疲弱，加上國際原物料價
格大幅滑落，恐將抑低批發業營收成長
動能；零售業及餐飲業亦受疫情影響，
來客數下滑，營業額可能續呈負成長，
不過，清明連假、母親節檔期商機、網
購及外送服務盛行，加上政府推出振興
經濟措施，可望抵銷部分減幅。

受到肺炎疫情衝擊，台南首家五
星級飯店大億麗緻酒店近日公告
將營運至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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