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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對於融資的需求調查 

大陸在經過一段經濟摸索與發展之後，自2005年起有關投資環境以及台商需求開始發

生比較大的變化，其中台商最琅琅上口的就是七缺（缺水、缺電、缺地、缺油、缺人、缺錢、

缺料）問題，迄今仍然存在，而台商在大陸遇到的財務管理問題，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紓解。

由於針對此專項的調查較少，因此本文選擇以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在2006年所做，針對

161家台商調查統計有關台商在財務管理遇到的問題的調查結果，作為分析依據，因為該項

調查的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台商在財務管理遇到的問題的調查（複選題） 

財務管理問題 家數 百分比 

週轉資金籌措困難 41 25.5% 

應收帳款倒帳壓力 40 24.8% 

自有資金比例過高 40 24.8% 

匯率變動 45 28.0% 

銀行存款提取限制 30 18.6% 

金融體制不健全匯兌困難 29 18.0% 



財管人員素質不 25 15.5% 

財務操作工具太少 18 11.2% 

財務金融資訊不足 17 10.6% 

利潤不易匯出 14 8.7% 

財務風險高 12 7.5% 

押匯與開立信狀困難 6 3.7% 

總和 161 100.0% 

 

由以上調查顯示，台商在大陸所遇到的財務問題，前三名分別為週轉資金籌措困難、應

收帳款倒帳壓力以及自有資金比例過高。至於匯率變動問題，雖然困擾台商，但與台商的融

資問題無關，而是其外匯避險操作問題。因此，針對台商借款困難的問題，若干台商乃寄望

於ECFA後台資銀行登陸時，可以獲得改善。 

大陸台商的融資往來問題 

根據建華銀行盧執行長正昕所作調查，台商在大陸的融資往來情況大致如下： 

台商大陸營運融資來源 平均比重(%)  

母公司開擔保信用狀(Stand-by LC) 43.0  

母公司向台灣的銀行借款 37.5  

母公司向中資銀行借款 26.3  



母公司向外資銀行借款 16.7  

大陸子公司直接向當地銀行借款 19.5 

 

由以上資料顯示，台商在大陸取得融資困難，其原因為早期中資銀行缺乏外滙，而且負

有支持國營企業資金融通的責任，因此沒有多餘的資金供台商週轉，台商到大陸投資只有靠

原先的母公司之信用承諾保證，利用香港的金融機構或外商銀行支援其在大陸企業的運作。

台商由於沒有台灣的銀行在香港或大陸設點的支持，因此只能選擇以母公司開擔保信用狀以

及母公司向台灣的銀行借款的方式，支持大陸企業的資金需求。然而銀行因為受到「錢進中

國、債留台灣」流言的影響，也開始對台商台灣母公司的借款資金流向實施控管，因此讓台

商的融資問題更加浮現。 

其後，因為大陸將各地城市信用社轉型為中小企業商業銀行，開始加強對中小企業銀行

的融資業務，但是台商在大陸仍然難以取得融資，其原因主要因為依據大陸商業銀行法、貸

款通則以及商業銀行授信工作盡職指引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對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償

還能力、還款方式等情況進行嚴格審查。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應

當對保證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和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進行嚴

格審查。以外銷為主的台商，其三來一補的營運模式，基本上就缺乏土地廠房可資抵押貸款。

而且大多數中小企業型的台商，因為稅收的目的，其財務報表的呈現方式甚為分歧，無法有

效支撐其應有的財務實力，對於銀行債信的培養不利，因此台商與大陸金融機構的往來，基

本上必須透過擔保方式融資。 



台商在大陸所能提供的擔保品，基本上為土地使用權以及廠房、機器設備。其融資的名

目可能為項目融資，但大部分為短期的營運融資。如以大陸廠房土地的抵押貸款，其牽涉問

題為土地使用權是否可用來抵押，要看當初取得土地使用權時是否繳土地出讓金取得，還是

承租取得土地使用權，以及靠行政劃撥取得土地使用權。台商最多見的融資障礙是因為土地

不是從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出讓取得而來，有些是承租廠房生產，也有些是中方合資者以土地

使用權作價投資，作價投資後其土地使用權當然歸合資公司所有，但是合資公司如要拿此土

地使用權向銀行融資時，銀行發現是行政劃撥而來則無法抵押融資。因此如果是依中外合資

經營企業法，中方合資者以行政劃撥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如要用其來融資，必須先依照出讓

規定辦理出讓手續補繳出讓金，才能辦理抵押。 

此外，依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32-37條規定，土地使用權

可以抵押。土地使用權抵押時，其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隨之抵押。以地上建築物、其他

附著物抵押時，其使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隨之抵押。因此合資企業承接中方以行政劃撥的

土地使用權，又在其地上建廠房，因為土地使用權並非出讓取得無法辦理抵押，因此在該地

上興建的廠房亦無法單獨辦理抵押。是以台商自無法以其土地使用權以及廠房作為抵押品向

中資銀行辦理融資擔保。 

至於境外的外資銀行以及大陸上的外資銀行，也因為台商土地使用權的不完整，以及如

果承接台商提供的土地使用權作為擔保品，縱然其係以出讓取得可以辦理抵押，但是因為如

果借款到期不還時，不易處分擔保品，故不願承受房地產作為抵押。因此台商在大陸以出讓

取得的土地使用權以及其上的合法廠房，在實務上仍只有抵押給中資銀行一途，這也是台商



無法活用其不動產的主因。 

但是在實務上也有變通作法，台商將出讓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及其地上建物設定抵押給中

資銀行，再由中資銀行開立保證函給外資銀行或台資銀行的第三地分行，將額度撥轉到香港

或境外使用。因此台商在大陸融資的主要問題是債信問題以及擔保放款的土地廠房擔保品問

題，而在大陸的銀行所願意承作的業務，也是主要以房地產擔保的融資業務，因此融資範圍

極為有限。 

ECFA給台資銀行的機會 

在2010年6月29日第五次江陳會所簽訂的ECFA，已經原則上放寬了銀行業在大陸投資

設點以及經營業務的門檻，其要點如下： 

1. 設獨資子行或分行的條件放寬：依據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第6條規定，要在大陸設辦事

處2年，縮短為1年，即可在大陸申請設立獨資銀行或分行。 

2. 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條件放寬：原規定要在提出申請前在大陸境內開業3年以上；且2年連

續獲利才可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放寬為在大陸開業1年獲利即可承作台資企業的人民幣

業務，在大陸開業2年有1年獲利， 即可在大陸經營人民幣業務。同理，陸資銀行來台設

辦事處1年後就可升格為分行，同時可以辦理新台幣業務。 

3. 當然，如果台資銀行選擇在沿海及大都市以外地區設立子行或分行，則在大陸的權宜運

作下，不無可能可以取得較寬鬆的准入條件與期限。 

於台商取得融資仍以依賴台灣母公司為主，台灣銀行業對於中小型企業的貸款具有相當

經驗。而相對的，大陸銀行業因規模較大，在成本考量下，往往較偏愛中大型客戶。因此，



相對忽略中小型企業客戶的經營。這可能將是台灣銀行業未來登陸的利基所在。因此，台資

銀行的大陸設點營運，顯然對於台商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台商帶來無限的憧憬，希望因此獲得

融資問題的根本解決。 

此外，由於兩岸的分工趨勢，兩岸間的貿易融資、匯款相當頻繁，如果台商在台灣及大

陸能透過同一家台資銀行的體系操作，在費用與時間上均較為節省。因此，台資銀行登陸後，

對於貿易金融 (trade financing) 的部分，可為台商帶來便利。對銀行業者來說，現在的情

況多半是總行貸放一筆放款給台商，後續的常態業務都無法承做，利潤既少，風險又高。如

果未來台資銀行在大陸可以承做例行工作，如匯款、貿易融資等自償性業務，不僅利潤較高，

也可掌握台商動態，對台商而言，也可增加多樣的金融服務，以滿足其營運上的需求。 

台資銀行在大陸設點後台商的融資問題 

目前以大陸台商發展面臨轉型期以及機器設備的更換潮而言，台資銀行可以提供台商比

較實際需要的金融產品，大要如下： 

（一）資本帳運作的協助 

對於要增資擴展或者轉移陣地以及新進投資的台商而言，投資總額與註冊資金的規劃甚

為重要，台商可以利用投註差作為舉借外債的籌畫，此部分外債牽涉台商的兩岸資金運作，

台資銀行有比較成熟的運作經驗，因此可以作為台資銀行的利基。  

（二）土地廠房抵押融資 

台商在大陸擁有廣大的土地與廠房，可以提供擔保融資，因此台資銀行如果能夠承作以



大陸台商土地廠房為擔保的融資業務，將有助於紓解台商以往貸款的難題。然而如果台商未

以出讓方式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或者台資銀行仍然擔心土地廠房的估價以及往後法拍求

償的程序運作問題，而不願意提供此項不動產抵押貸款，則台商最主要的融資問題將仍然存

在。  

（三）機器設備的資本融資租賃業務 

由於台商的機器設備經過多年來使用已經老舊，有待汰換，因此對於機器設備的融資需

求應屬存在。台資銀行作人民幣拼不過大陸本地銀行，可做台商買賣或進口機器設備的資本

租賃業務，不僅利差大，且因為台商工廠在大陸，以前台灣的銀行不能監管，無法作機器設

備融資，在兩岸金融MOU後可以就近監管，目前台商正值更換機器設備投資期，迫切需要

融資，大陸銀行一般嫌麻煩不作機器設備融資，正好是台資銀行的機會。  

（四）台商產品內銷的應收帳保全業務 

大陸台商從事內銷的最大困擾，就是應收帳的呆帳問題以及三角債問題。因此多以預收

現金再發貨方式保全，影響業務的大幅擴展。如果能夠針對大陸內銷的應收帳保全問題，深

入研究一套防範風險的機制，提供台商保全工具，例如應收帳的收購（factoring 或forfeiting）

等，或為台商開遠期支票或承兌匯票，以協助台商做內銷生意，則對台商拓展內銷的幫助甚

大。  

（五）台商的營運融資 

台商在大陸很難拿到貸款，而且台商取得的信貸一般為期1年，到期要還清後3天再辦



續貸手續，造成台商需要對外以短期高利息方式做過橋融資，增加融資利息成本，台資銀行

如能採行台灣的到期換單作法，相信對中小企業的營運融資非常有幫助，對於營運融資業務

的發展也有所助益。   

（六）外匯業務 

台資銀行的另一機會為可做台商貨品開狀業務及外匯結算業務，尤其大陸銀行開狀要先

付40-50%款項，對於開狀企業的負擔太重，台灣銀行業則只要付10%就可開狀，比大陸銀

行有競爭力，因此台資銀行也可研究發展此外匯業務。 

結論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設點營運，對台商而言可謂多了一個融資渠道，因為台資銀行可能比

較了解台商，但是對於台商的債信，則並不因為台資銀行設點就可以提升台商的債信。台商

除非經由其台灣母公司的債信連動，其在大陸如欲與台資銀行往來，仍然要面對融資擔保問

題，其中土地使用權以及地上物的抵押問題，仍然必須浮出檯面。因此對於基本的抵押貸款

需求，其存在問題可能一時尚難以解決。但是因為台資銀行可以提供更多元的金融服務，因

此台商將有可能因此得到一些中資銀行所不能提供的金融服務。 

總的來說，台資銀行前進大陸設點，對台商的金融服務是有加分的作用。可是台商並不

因此可以完全解決融資所要面對的問題。台商的因應之道，應該是要開始重視與台資銀行的

往來，多培養債信，以利於往後的金融資源運用。當然，就現實面而言，台資銀行的登陸設

點非常有限，因此一時也難以對台商有全面的業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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