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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　台商三招策略因應

據經濟日報 6月 19日報導，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宜賢
提醒，中國大陸貨品來台加工後取得台灣產地證明，但美國海關

認定該貨品是「中國製」或「台灣製」，仍是依其對該貨品的大

陸技術含量、軟體、智財權保護等要件作判斷；加上美方對任何

個案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觀見解，台商若自行貿然轉移生產鏈恐怕

面臨風險。

林宜賢分析台商如何因應美中貿易關稅戰的策略，並給出三

點建議。首先，愈來愈多台商選擇「原產地預先核釋」一途，委

託美方專家先行與美國海關協談供應鏈遷移至台灣或越南的遷廠

計畫，取得美國海關的核准後，依其計畫內容進行轉移投資，該

核釋堪稱台商的「保命符」。

其次，「建立跨國稅務資料庫」；跨國貿易必須面對的稅種

包括關稅、交易稅以及所得稅，這三大稅種必須統合分析以因應

國際變化，國際租稅服務會計師通常一定會處理所得稅的問題，

但隨著美中貿易戰引發關稅議題，各國的交易稅環境也逐漸改

變，有必要系統化建立公式以因應。

最後，針對長期應對分析，跨國貿易應走向短鏈、多鏈供應

鏈形式，盡可能地讓生產與消費地靠攏，以及將跨國貿易分散為

亞太、美墨以及歐洲三大供應鏈。林宜賢表示，現在的長鏈貿易

環境對台商非常有壓力，貨品可能是在大陸或越南生產，但是運

到美國、歐洲市場時，甚至還要等到對方確認下游廠下單，才會

向供應端調貨，這麼長的供應鏈台商資金壓力與風險非常大。朝

短鏈、多鏈體系發展，也能降低各國貿易戰對跨國企業的衝擊。

境外公司推行經濟實質法　台商審慎因應

據中時電子報 6月 16日報導，英屬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及維京群島（BVI）在下半年將推行經濟實質法，在台
商間引起一陣恐慌，台商對境外公司是否屬於經濟實質法適用範

跨國企業應對美中貿易壁壘之策略
期程 採取策略

近程 向美國海關申請原產地預先核釋

中程 建立跨國稅務資料庫

遠程 走向短鏈、多鏈供應鏈

資料來源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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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諸多質疑；KPMG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何嘉容指出，以台商而言，為數最多的應該是

對外（大陸）投資的中間控股公司，如果投資

架構中的控股公司，僅有持股的功能，且僅發

生股利所得及股權交易所得，則符合控股公司

定義，法規上僅要求低度之經濟實質。

何嘉容指出，多數台商海外投資架構中，

考慮到風險隔離或使用上之彈性，通常會架設

一層以上境外控股公司。如果投資架構中的控

股公司，僅有持股的功能，且僅發生股利所得

及股權交易所得，法規上僅要求低度之經濟實

質。原則上，若此境外公司僅被動持股，對於

被投資公司沒有經營管理之活動，則委任當地

註冊代理人、即現況，應該可以符合經濟實質

要求。

另外，在一般台商所設立的境外公司，經

常為了資金調度而需要從事融資活動，在經濟

實質法下，融資與租賃業務也是屬於九類需要

符合經濟實質的活動。但在法規下的定義，必

須是提供信用且是有償的情況，才是屬於融資

與租賃業務。再者，該活動必須是構成「業務

行為」，因此，若境外公司有融資他公司之行

為，但未收取利息，則不構成所謂融資與租賃

的定義，因此也不需適用經濟實質法。

但如果境外公司的融資行為是有償的，則

個案上可進一步判斷是否構成「業務行為」，

舉例而言，若上層控股公司向銀行融資後，再

以相等之利率貸予關係企業，則雖有收取利息，

但並非以獲利為目的，解釋上或可認定為非屬

業務行為，而排除為融資與租賃業務。

何嘉容指出，原則上，境外公司在經濟實

質法下，可能有幾種遵循義務：

一、不屬於經濟實質法之規範範圍，僅需在通

知或申報時勾選「不適用」，無須做經濟

實質報告。

二、從事屬於經濟實質法之活動，但屬於其他

地區的稅務居民，則在經濟實質報告選擇

其他國家稅務居民，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三、從事屬於經濟實質法之活動，但並沒有收

入產生，仍應申報，但無須符合經濟實質

測試，在經濟實質報告填寫「無」即可。

四、從事屬於經濟實質法之活動，且有收入產

生，需在經濟實質報告詳細填寫各項業務

在管轄地管理的情形、人員數額、營業場

所地址、營業額、費用等資訊。

究竟境外公司是屬於經濟實質法下的那一

類情況，會連帶影響申報時不同的處理，因此，

台商應該先行分類其公司是屬於哪一種情況，

以避免判斷上有所誤差而產生違法行為。

陸簡化企業註銷程序　台商不適用

據中時電子報 6月 11日報導，中國大陸
稅務局發布「優化稅務註銷辦理程序」，預計

今年 7月起上路。不過，該程序僅限中小企業。
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行副總林嘉彥指
出，台商仍屬於台港澳外資，且規模龐大，若

台商要撤出大陸市場，還是要經過稅務局清算

階段、結清前 3年稅負。財政部官員則表示，
如果未來台商在海外資金專法 2年期限內來不
及將資金結清、匯回台灣，即無法適用其優惠

條款，因此台商要撤資，必須提早作業、以免

向隅。

然而，大陸2014年3月實施新《公司法》，
推行註冊資本認繳制、放寬註冊資本登記條件

以及簡化登記事項，雖然大幅降低公司設立門

檻，但是法規同時也衍生「設立易、註銷難」

的現象，預計將大幅影響台商撤資速度。

在美中貿易戰的 25％關稅壁壘、大陸 CRS
（共同申報準則）實施、大陸稅務局的 BEPS

 科技部攜手法務部廉政署、新竹縣市政府等單位，共同辦理
「破解圖利—便民意、增效率」政府與企業交流座談會。

圖／竹科大小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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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稅基侵蝕）查核壓

力下，不少台商有重新

調整產業鏈的需求，極

需將資金從大陸或是免

稅天堂地區移轉到台灣

或他國投資。不過，一

旦台商要撤離大陸，第

一個要做的就是跟大陸地方政府「查欠」過去

3年稅款，整體時程就要 2年以上，還要再加
上稽核、管制、勞資賠償等檢查，多半要費時

3至 4年。
林嘉彥認為，假設台商在過去 3年有稅務

風險，像是未保留進項或銷項憑證情況，很可能

就會拖到清算程序，甚至被大陸降低信用評等，

各項管制上將更加緊縮。最糟的情況是台商大

筆資金將積壓在大陸動彈不得，牽制了後續投

資。雖然大陸稅務局 7月將實施「優化稅務註
銷辦理程序」，但適用範圍僅限於未開業企業、

無債權債務公司。但涉及國家規定的外商企業

（如台港澳外資）、被列入異常名錄或有違法

失信、股權被凍結或動產抵押、已被大陸當局

立案調查等，無法適用簡易註銷企業程序。

大陸近年來經濟環境劇變，加上以大數據

資料庫整合政府部門所有企業、個人資訊，經

營不善、有欠稅欠債紀錄的企業，往往會被列

入政府「黑名單」，要註銷前將被嚴格審查。

台商若決議退場，林嘉彥建議，第一是確保過

去無不良紀錄、第二是檢查過去 3年帳簿上的
稅務風險，如果都無疑慮即可提前操作、以因

應投資時機。

科技部舉辦企業座談

簡政措施鼓勵回流 

據中時電子報 6月 19日報導，美中貿易
戰持續上演，衝擊全球的經濟，政府歡迎台商

回流，積極建構完善投資環境、提升行政效率

的需求。科技部與法務部廉政署、新竹縣、市

政府、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新竹

科學園區保警中隊，舉行「破解圖利－便民意、

增效率」政府與企業交流座談會，吸引企業及

工商團體代表等 230人參與，場面盛大。
法務部廉政署主任秘書馮成實施法紀案例

宣導，說明簡政便民的適法作為與圖利罪責無

涉，促使公務員積極發揮勇於任事之精神。議

程並安排由新竹縣、市政府及竹科管理局說明

受理工商登記、投資審查、採購、消防、建管

及環安等相關業務的簡政便民措施，破除公務

員忌憚圖利罪責而消極作為的疑慮。

第６屆海峽茶會開幕專設台灣展區

據中國新聞網 6月 14日報導，第六屆海
峽 (漳州 )茶會在福建漳州東南花都開幕。茶
會設置台灣展區、一帶一路展區等 8個展區，
薈萃兩岸茶葉精品，吸引眾多茶產業從業者與

茶愛好者參觀交流。

本屆茶會以「綠色品牌．融合發展」為主

題，展示全產業鏈從茶苗、茶青到茶葉成品、

茶食品、精深加工品、茶機械、茶文化、茶旅

遊等，圍繞綠色發展、品質興茶、品牌強茶目

標，促進兩岸茶葉產銷區的資訊溝通和產業互

動，推進融合發展。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林憲騰

認為，茶是溝通與連接兩岸親情的特殊媒介，

兩岸茶葉一脈相承、互通互動、各有優勢，並

期待海峽茶會不斷創新，發揮更好的作用。

本屆茶會為期 3天，共設置 5,000平方米
的展區。並配套舉辦茶產業發展研討會、產銷

對接會、茶王賽、洋頂崠有機茶園茶文化展以

及茶產地、茶企的品牌推介等活動。

 第六屆海峽（漳州）茶會
在漳州東南花都盛大開幕

圖／民生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