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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起大陸台籍人士可納入社保

據經濟日報 2019年 12月 2日報導，大陸發布《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
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並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以保障台灣
民眾在大陸就業、居住和就讀的權益。台灣民眾可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社會
保險待遇的合法權益，針對要不要納保和給付年限都做出彈性處理。大陸社
保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該辦法指出，台灣民眾辦理大陸社會保險的各項業務流程與大陸居民一
致。台灣民眾在大陸就業且辦理居住證，可以按照居住地有關規定參加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而有居住且辦理居住證的未就業台灣居
民，可以在居住地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在大陸就讀的台生，與陸生執行同等醫療保障政策，按規定參加高等教
育機構所在地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台灣居民達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
15年的，可延長繳費至滿 15年。延長繳費 5年後仍不足 15年，可一次性
繳費至滿 15年。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規定年限者，退休後不
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按照規定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在達到規定的領取養老金條件前離開大陸，其社會保險個人帳戶予以保
留，若再次來大陸就業、居住並繼續繳費，繳費年限將累計計算；經本人書
面申請終止或離開選擇終止社會保險關係的，原繳費年限不再合併計算，可
以將其社會保險個人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本人。

要注意的是，在境外就醫所發生的醫療費用不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
付範圍。

大陸通過台商保護法修法　1 月起實施

據中國時報 2019年 12月 29日報導，大陸針對《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
修法，刪除台企審批和備案相關規定，新法於今年 1月 1日實施。

此次修法重點包括，一、刪去第 8條、第 14條關於舉辦台企實行審批、
備案的規定，並相應將第 9條改為第 8條，修改為「台灣同胞投資企業依
法進行經營管理活動，其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不受干涉。」

其次，調整第 7條第 1款關於台灣民眾投資方式規定，不再按照舉辦
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全部資本由台灣投資者投資的企業，來畫分
投資方式。該款修改為：「台灣同胞投資，可以舉辦全部或者部分由台灣同
胞投資者投資的企業，也可以採用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投
資形式。」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是 1994年制定，此次修法與 2020年 1月實
施的《外商投資法》所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相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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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發布 35 號公告 
外企申報改採留存備查制

據中央社 2019年 12月 12日報導，大陸日
前發布「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
公告（簡稱 35號公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KPMG台灣所）表示，目的在於減輕徵
納雙方行政負擔，並提高外國投資者享受租稅協
定待遇的便捷性，於 2020年 1月上路。

KPMG台灣所會計師劉中惠表示，大陸企業
在給付權利金、特權使用費等費用給非大陸稅務
居民（含個人及企業）時，必須要協助替稅局從
費用中將稅款扣繳下來，若給付的外國公司屬於
與大陸簽有租稅協定的國家稅務居民，便可享受
稅收協定待遇，採用更低的扣繳稅率，現有 102
國與大陸簽有租稅協定。

現行可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外國企業，必須
採「事先備案制」，雖然只需要事先繳交申請資
料備案就可適用，未必須審查，但要提出的申請
資料不少。新制改為「留存備查制」，簡化成只
需要繳交一份「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信息
報告表」，填寫納稅人名稱、聯絡方式、享受協
定待遇條款名稱等一般資訊，並保存相關資料備
查，後續稅務機關若需要再提供即可。

至於需要留存備查的文件，包括稅收居民身
分證明文件、合同、董事會或股東協議、支付憑
證等證明文件，或是能證明符合享受協定待遇條
件的其他資料；享受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
條款待遇者，還應留存證明「收益所有人」身分
證明文件。

KPMG台灣所協理任之恒表示，「35號公
告」也減輕大陸企業作為扣繳義務人的責任，目
前企業必須去核查扣繳企業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
資格，但未來只需要確保填寫資訊的完整性，不
用確認真偽。但若稅務機關後續發現資料不足，
可要求扣繳義務人限期提供資料並配合調查，還
是可能追究扣繳義務人責任。

台商在大陸領取現金注意事項

據經濟日報 2019年 12月 15日報導，台資
企業在大陸從銀行領取現金，將因不同官方部門

進行資訊交換受到全新規範。

目前大陸的銀行會根據企業規模和現金業務
大小，進一步核定每家企業每天在銀行的現金提
領額度，以從事服務業不超過 100位員工的企業
為例，銀行通常會核定的提現額度約在 1萬元人
民幣上下，如果初次核定提現額度無法滿足企業
日常現金需求，只要有合理理由，也可以向銀行
申請增加提現額度，但即使這樣，銀行給予的提
現額度每天也不會超過 3萬元人民幣。

當企業需要提領數額巨大現金時，必須提
前與銀行預約，並向銀行提供預約大額提現的理
由，同時要提供相關佐證資料，這是因為大陸現
階段非常關注大額現金交易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因為越來越多的大額現金交易，被發現集中在特
定領域與人群中，容易產生腐敗、偷稅逃稅、洗
錢等各類違法行為。

大陸最早針對企業的現金管理規定，可追溯
到1988年國務院12號令《現金管理暫行條例》，
但 30年前的規定跟不上大陸這幾年對提現需求
的變化，於是人民銀行在去年 11月頒布了《關
於在河北省、浙江省、深圳市試點開展大額現金
管理的通知（公開徵求意見稿）》，是近幾年首
次公布企業從銀行提領現金的規範，重點如下：

一、試點期限 2年，河北省、浙江省、深圳市三
地人民銀行將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報送大額
現金業務信息，其中包括取現預約、存取現
登記、分級審核、風險資訊等，如果客戶來
自風險較高的行業、交易金額特別巨大、交
易頻率或金額與客戶身分及日常交易特徵不
符等情形，銀行除了要瞭解相關信息真實性
外，發現或合理懷疑客戶涉嫌洗錢等犯罪活
動，應提交可疑交易報告，並進行風險標注
及持續跟蹤備查。

二、三個試點省市金融機構對於對公帳戶提領現
金的管理起點金額均為 50萬元人民幣，對
私帳戶提領現金金額的管理起點為河北省 10
萬元、浙江省 30萬元、深圳市 20萬元，也
就是官方將既監測單筆提現超過起點金額的
交易，也會監測多筆累計提現超過起點金額
的交易。

三、人民銀行將在浙江省、深圳市推廣全面規範
商業銀行提領大額現金業務試點內容，並在
浙江省探索批發零售、房地產銷售、建築、



汽車銷售行業企業大額取現及用現額度的管
理，同時在深圳市探索強化對私帳戶的大額
提領現金管理，並加強大額現金出入境及香
港地區人民幣現金業務情況的監測。

四、試點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將實現起點以上
存取業務的資訊，與現金實物的冠字號碼相
關聯及可追溯，也就是未來現金鈔票上的號
碼，將與現金存款及取款人身分聯網核查。

台商要特別注意，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工業
和信息化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已開始共同運行「企業信息聯網核查系統」，
包含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未來可直接在該系統
上核實企業經營及真實納稅情況，另一方面，大
陸金融機構也可將企業支付結算往來資訊共享給
稅務部門，其中也包含將企業從銀行提領現金情
況共享給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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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國大陸武漢肺炎疫情

國際及小三通港埠全面提升警戒

針對中國大陸武漢市不明病毒性肺炎疫情，疾管署已於國際
及小三通港埠全面提升警戒，對入境發燒旅客加強詢問有無武漢
旅遊史，同時也呼籲自中國大陸武漢地區返國民眾，若 14日內
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者，應配戴口罩儘速就醫。

中國大陸武漢市近期陸續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個案，至
1月 8日共累計 59例（中國大陸官方公告疫情統計數據自 1月 5
日後未更新）。因應中國大陸武漢肺炎疫情，疾管署自 2019年
12月 31日啟動由武漢直航入境班機之登機檢疫。疾管署提醒，
若曾至武漢旅遊後 14日內出現不適症狀者，請配戴口罩就醫，
並主動告知醫師近期旅遊地點及症狀；除就醫外，請在家休息，
減少與他人接觸，打噴嚏或咳嗽時以衛生紙或衣袖掩住口鼻，避
免徒手接觸。

疾管署再次呼籲，國人近期前往武漢及鄰近區域者，應避免
接觸禽畜類動物、前往禽畜市場及生食肉品，同時避免接觸病患
並落實肥皂勤洗手。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應主
動告知航管檢疫人員，依照指示配戴口罩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
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群聚情形 (TOCC)以供醫師確切
診斷。相關資訊可參閱疾管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或
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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