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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外商投資法明年施行　台商應多留意

據中時電子報 9月 29日報導，中國大陸《外商投資法》將
於 2020年元旦實施，取代原本的外資三法，雖然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稱港澳台投資可以參照或者比照適用《外商投資法》，

但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張銘斌指出，《外商投資法》是否完全

適用於台商尚未明朗，台商仍需留意。

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蔡世明律師表示，台資企業應觀察大陸

如何針對框架性、原則性條款為主體之《外商投資法》，制定何

種細緻且具體的配套方案，尤其是台資企業在 5年過渡期間是否
有調整股東協議或公司章程之需求，以順利銜接至《外商投資法》

下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

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在大陸之外商調整營運基地及台商

回台投資已成趨勢，加以大陸剛通過《外商投資法》，是否完全

適用於台商尚未明朗，台商在大陸投資風險急遽升高。

由於過去台商在大陸成立的公司是依據《三資企業法》成立

的企業組織及型態，未來為符合《外商投資法》之要件，應與合

資或合作夥伴重新協商合資或合作條件，蔡世明就指出，為因應

《外商投資法》現有台資企業有必要進行組織再造，增資或轉讓

股權，以符合該法要件。

另外，蔡世明強調，台資企業作為「特殊內資」，完全比照

《外商投資法》實在有矛盾之處，他認為長期大陸政府要考慮修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並融入惠台政策的可行性。

台商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應注意相關風險

據中時電子報 9月 29日報導，美中貿易戰正在翻轉台商供
應鏈，加上中國大陸近年經營環境改變，不少台商想要轉型升級

或遷往成本更低廉地區，也有的台商準備進場，專家預估台商跨

國供應鏈將分流，能與美國供應鏈連結的台商，可能會返台設廠

或前往美國投資，能滿足大陸內需市場的台商，則可建立兩岸產

業鏈的關係。

中華經濟研究院劉孟俊所長指出，西方工業強國自 2011年
開始陸續提出美國先進製造、工業 4.0等戰略，其實是去全球化
的思維，其目的是將高端製造業留在國內，或自新興市場撤出；

再來，最近因應美中貿易摩擦加劇，大陸經濟下行，經營風險惡

化，而台灣身處全球產業鏈的關鍵地位，承受莫大壓力，管控風

險成為台商當前經營重點，他預估台商跨國供應鏈將分流，分別

選擇向美國或大陸靠攏。

台商產業鏈面臨重整，有的台商要退場，有的要進場，陸委

會台商張老師、也是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姜志俊律師表示，

台商從大陸投資退場，將面臨解散清算、勞動保險、財務稅務、



34

兩
岸
經
貿 Stra

its Business M
onthly

2019年 10月號‧334期

土地房產、海關物流，資金匯回及法律等七大

風險，其中勞資問題最為重要。

企業在結束營業時所遇到的勞動爭議事

項，在實務的經驗中，屬於較難處理的一環，

若未妥善處理，相關工商部門可能不受理解散

清算申請，所以這部分應與員工協調處理。如

工資及經濟補償、尚未繳納或補繳的社保費用

等員工權益是核心問題，台商應當以照顧員工

的誠意態度，依法協商解決。

在土地方面，由於台商在大陸投資金額龐

大，因此投資糾紛也不少，環宇法律事務所黃

哲源律師整理出五大台商投資糾紛的型態，土

地使用權爭議是最大的投資糾紛，其次是行政

爭議、法院程序及圍廠等其他糾紛。土地使用

權糾紛，通常包括國土證無法取得，劃撥土地

遭無償收回。

金禾豐運動用品製造公司董事長陳文樹表

示，其在大陸廣東省投資經營多時，然長達 7
年遲未能取得國土證，直到透過經濟部投資處

兩岸投資糾紛行政協處後，問題方在半年後解

決，建議台商面臨投資糾紛時，應恪守法律、

保存糾紛資料要完整，與當地政府人員協調時

保持冷靜。

台商資產交易要提防受騙上當

據中時電子報 9月 8日報導，中國大陸經
營成本上升、環保觀念日益加強，加上美中貿

易戰的催化，這幾年不少台商都開始規畫關廠

或遷移，包括珠三角、長三角想要處理資產的

台商案子越來越多，大部分都是傳統產業比較

多，如紡織、成衣、沖壓、燈飾、組裝等行業。

由於台商處理資產案件上升，也因此賣地、

賣廠糾紛跟著上升，但連帶著也有不少台商受

騙上當。專家分析，台商被騙有幾種類型，一

種是買家本來就沒有誠意，想要騙錢，一種是

仲介有問題，台灣人騙台灣人案例也不少，或

是老闆被自己公司的台幹欺騙，甚至吃了虧還

不敢對外講。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會計師表

示，曾有台商透過其他台商和買家進行談判，

然居間者謊稱有其他買家出更好價錢，把真正

買家趕走，自己再來慢慢的找其他買家。

另外，處理的方式也需要從長計算，台商

如果直接處分土地，要課徵增值稅、土地增值

稅（稅率最高 60%）、所得稅等，以台商土地
增值數十倍，課稅可能要課到 80%，賺的錢
交稅都幾乎交光了，因此直接賣土地划不來，

段士良建議台商「賣土地不如賣公司」，因為

根據規定，在股東清算公司時只要課股東所得

10%的稅，其實是比較划算的。不過，KPMG
台灣所稅務及投資部門會計師劉中惠指出，其

實稅賦還是會反映在售價上，未必能省太多錢。

而處理資產的談判也有些需要注意事項，

段士良表示，台商談判最忌諱有決策權的老闆

站在第一線與對方談判，除了大陸公司買賣有

很多工商法規等細節，台商老闆事先考慮不到，

單就價錢一事，很可能就會因為對方知道台商

老闆自己就能作主，而讓台商老闆在談判桌上

常因為情面等原因失去了迂迴的空間，一個好

幾千萬甚至上億人民幣的買賣，隨便差個 5%
可能就是數千萬台幣的損失。

兩岸農訂會　吸引逾兩百台企參加

據聯合新聞網 9月 11日報導，第 12屆海
峽兩岸（泉州）農產品採購訂貨會（簡稱農訂

會）9日在福建南安落幕，台農、台商抱團參
展尋覓商機。

「兩岸經貿往來十分頻繁，兩岸之間的經

貿、民心交往會越來越緊密、黏合。」台灣創

鑫生機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總監宋文正受訪時表

示，兩岸農產品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中國大

陸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台灣能提供技術和加工

便利，有助於雙方相輔相成。

據統計數據顯示，今年農訂會吸引了海峽

兩岸經貿交流協會、高雄市世貿會展協會、台

東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澎湖縣政府工商發

展投資策進會等組團參展，來自台北、高雄、

新北、台中等台灣13個縣市、229家企業參展，
展會同期舉辦了 14項配套活動及 3場品牌推
介會。

來自台灣南投縣的鹿谷明界製茶廠負責人

陳明界首次參加農訂會，他表示，參展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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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瀋陽台協會長陳雲志 (右 )和瀋陽
仲裁辦主任邱立民 (左 )共同揭牌

 揭牌儀式合影  

深入瞭解大陸的市場。希望透過農訂會

讓大陸民眾體驗台灣的美食特色。

台灣「球哥在關山」負責人林振球

第二次參展，展位吸引了不少大陸客商

的注意。林振球表示，兩岸除了農副產

品方面展開經貿合作，兩岸客商還圍繞

種植技術轉移合作、農業技術培訓等議

題展開交流，進一步對接兩岸農貿商超、

新鮮果蔬渠道、水產基地合作等。希望

借由來大陸開拓市場的機會，把台灣的

文創、農產品特色和精緻包裝方面的觀

念帶到大陸分享交流，共同推動兩岸農

產品的發展。

瀋陽台商協會設立涉台經濟貿易合

同糾紛仲裁庭

據中時電子報 9月 20日報導，東北
地區首家「涉台經濟貿易合同糾紛仲裁

庭」在瀋陽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正式設立。

瀋陽市為了不斷優化涉台法治環境，

2017年，在東北地區率先建立了涉台法
律顧問制度，免費為台灣民眾聘請專業

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2018年，瀋

陽仲裁委聘任了 4名台籍仲裁員，市台辦和仲裁辦建
立了涉台民商事糾紛仲裁聯處工作機制；2019年，在
瀋陽高新區法院設立了涉台案件合議庭，集中審理遼

寧北部 8個城市的涉台民商事案件，並聘任了 4名台
籍特邀調解員。

涉台經濟貿易合同糾紛仲裁庭的建立將發揮各方

優勢，為解決涉台經貿糾紛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由

瀋陽市台辦負責涉台政策的解讀和指導、瀋陽仲裁委

負責涉台經貿案件的調解和仲裁，瀋陽台商協會負責

提供仲裁庭場地，並發揮與台灣民眾的情感優勢，做

好答疑釋惑和溝通聯絡工作，三方相互配合，形成化

解涉台經濟貿易合同糾紛的合力，切實保障台灣民眾

的合法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