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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清理稅收等優惠政策　台商將受衝擊

據旺報2月25日報導，大陸國務院去年12月發布《國務院關於清理

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62號文），將過去企業與地方政府談

判的「客製化」優惠，限期在3月底前清理，並可能一筆勾銷，特別是

財政返還，對不少台商來說，在轉型升級的陣痛期中將再度面臨重創。

根據《62號文》規定，大陸各省級政府與有關部門要在3月底前，向大

陸財政部呈交稅收等優惠政策的專項清理情況，最後上報到大陸國務

院，重點在於未來會由中央統一稅收優惠，未經大陸國務院批准，都不

能自訂財政、稅費優惠，過去合乎規定的優惠，也要請示大陸國務院是

否能保留。

許多台商表示，過去大陸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經常允諾可通過政

府的稅收返還等變相減稅方式，以爭取台商前往當地投資，如今要取

消，且溯及既往，讓許多台商首當其衝。

一位在大陸中部投資的台商說，自己有5、6塊地都受影響，至少

損失上億元人民幣，更別說廠房更多、又多半選在有優惠的工業園

區的電子廠，恐受創更深，而中小型台商面臨外銷利潤下滑，若再

少這一筆補貼，難以跟灰色收入更多的當地陸企競爭，景氣不佳，

更雪上加霜。上海台商協會會長葉惠德表示，近幾年來已少有這類型

優惠，受衝擊的多半是過去的舊案子，如果沒準備好，一定受到嚴重

衝擊。

過去響應大陸西部大開發政策，到中西部投資的台商受害最大，有

台商表示，中西部原本就是缺乏製造業優勢的地區，當初大家是因為大

陸政策優惠，如今好日子不到3年，就碰上這種「斷頭式」的改革，面

對當地缺工、人力成本墊高，以及運輸成本加大的問題，處境之艱困，

可想而知。

早期台商是大陸的主要資金來源，所以會祭出各種優惠吸引台商，

但現在各國的資金競相投入大陸，大陸的資金充裕了，台商的籌碼相對

減少，如果《62號文》的政策不調整或調整空間有限，台商必然面對

更加嚴峻的挑戰。

警大副教授董立文認為，有些台商轉移到內陸投資有困難，或受到

不同形式的排擠，如果取消退稅優惠對這些台商的衝擊過大，未來在大

陸的經營很不樂觀，政府應趕快研擬協助台商的因應之道。漢邦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所長史芳銘則建議，受到此波政策衝擊的台商，或許可以考

慮與當地政府商談，是否可以用其他明文規定的優惠措施補救，降低企

業損失。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表示，只要是對台商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海基

會都會蒐集相關資訊，包括台商及專家學者的意見並進行研析，有需要

一定會向大陸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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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首次舉辦台生就學及就業座談

海基會2月26日舉辦「2015年台生就學及就業座

談暨春節茶會」，現場有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等校超過100多位在大陸就學台生參

與，深圳、上海、廈門、寧波台協代表也參加，另有

約20家台資企業提供職缺。這是海基會首次舉辦台

生就學及就業座談活動，希望協助台生在大陸順利就

學、就業。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施惠芬表示，兩岸從

2008年起展開制度化交流，目前台灣有1萬多名學生

在大陸求學，他們相當關切在學期間的權益、就醫保

障，以及未來畢業後在大陸就業的可能性；海基會希

望扮演橋樑角色，整合教育、醫療、勞動單位的資

訊，在3、4月間推出一個整合資訊的app，方便台生

可以掌握就學、就業相關資訊。    

寧波台商協會會長宗高雄指出，每家企業都希望

找到有競爭力的人才，台生優勢在於人文素質和創新

能力，但缺點在於可能「禁不起狂風大雨」，持續能

力不夠。在大陸從事電子商務的「台灣印象」購物網

營銷總監徐御格則鼓勵台灣青年及早到大陸闖蕩，她

認為台灣太過舒適，但年輕要有夢想和活力，安逸到

40歲再回頭看，可能會發現錯過高潮迭起的精采過

程。上海台協常務副會長李政宏指出，上海台商努力

搭建平台，為台生提供貸款和創業育成等機會，這些

機會不是平白無故得來，台生必須思考有沒有抓住機

會，也要用心經營職涯發展。    

貿協與百腦匯合作　推銷台灣精品

據工商時報2月4日報導，外貿協會為推行台灣

品牌進軍大陸市場，今年將與大陸最大資通訊賣場百

腦匯合作，首次在成都、廣州設置實體「台灣智慧

生活館」，讓更多台灣品牌融入當地生活，推廣銷

售，成都店預計在5月1日開幕，廣州店則在8月1日

開幕。

貿協目前在大陸已有4個固定的實體銷售據點，

包括在神腦國際的上海、福州和廈門精選門店開設台

灣精品專區，以及與河南丹尼斯百貨合作的台灣精緻

生活館。加上今年在百腦匯新增的2處門店，貿協將

在大陸擁有6個品牌展銷點。

貿協行銷專案處處長李惠玲指出，在百腦匯新設

的「台灣智慧生活館」，全都挑在人潮最多的1樓店

面，面積約120平方公尺，進駐的商品以台灣品牌和

MIT商品為主，能獲得貿協選為「台灣精品」的商品

更佳，目的是希望讓更多台灣品牌進駐通路，融入當

地生活，落實銷售。

貿協自2013年起，就透過神腦國際與大陸市占

率第2位電信商中國聯通策略合作的通路優勢，在神

腦的上海、福州和廈門三地設台灣精品專區。除了實

體店面，貿協也積極協助台灣商品拓展大陸電子商務

市場。李惠玲指出，去年貿協持續引進台灣品牌於神

腦在上海、福建的150個門市銷售，並掌握O2O（線

上線下模式）消費趨勢。此外，去年貿協於天貓商城

網站建立「台灣精品館」銷售專區，現已有14個台

灣品牌進駐O2O長期銷售。

在貿協積極於大陸設立台灣品牌長期展銷通路之

際，已行之多年的台灣名品博覽會也將持續推動。李

惠玲表示，2009年以來，已在大陸辦理35場台灣名

品博覽會，參加20場邊境展，吸引超過1,200萬名民

眾參展，台灣名品博覽會未來還會繼續在大陸走下

去。貿協董事長梁國新日前表示，今年台灣名品博覽

會將在大陸一、二線城市續辦6場，第1場將於4月底

在上海登場。

機器人產業起飛　台商搶進布局

據工商時報2月18日報導，由於工資攀升導致勞

動競爭力下降，大陸工信部積極推動機器人產業規

畫；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表示，隨著汽車和電

子產品工廠自動化程度提高，到2017年，大陸工廠

使用的機器人數量將成為全球第1。有鑑於此，台商

也積極朝向此方面布局。

IFR秘書長Gudrun Litzenberger分析，現階段推

動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是汽車產業，未來2至3年將是

電子產品產業。資料顯示，大陸是全球最大的機器人

市場，不過當前在機器人使用密度上遠低於其他發達

國家。大陸製造業中，目前每萬名工人對應30台機

器人，但其他已開發國家如韓國、日本、德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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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對應的數量分別是437台、323台、282 台及152

台。換句話說，大陸的機器人產業在未來擁有巨大的

增長潛力；IFR預測，大陸工業機器人需求將以25％

以上的年增速高速增長；尤其在受到汽車製造商在大

陸加速擴廠，以及工資上漲導致大陸勞動競爭力下降

影響，到2017年，大陸工業機器人使用量將倍增至

42.8萬台。

根據調查，大陸機器人產業規模尚未形成，缺乏

大型支柱企業 ，也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品牌，其規

模僅占全球機器人市場的4.5％。市場嗅覺靈敏、反

應迅速的台商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大商機。尤其機器人

產業的關鍵零組件，如電機、驅動器、減速器等主要

都靠進口，製造業台商轉型，也將搶進機器人關鍵組

件的專利技術，打造設計、製造、安裝的一條龍服

務。台商評估，與其花錢升級設備，不如徹底進行結

構轉型，由電機結合設備製造打造的機器人產業，成

為轉型主流趨勢，台商工廠正全面加速改造。以昆山

來說，當地的高新區與機器人產業園區正適合台商就

地轉型升級。

昆山高新區機器人產業園首家進駐台商、華斯

雷奇機器人科技公司董事長黃坤榮指出，世界經濟

增長引擎即將由IT（電子科技）進入RT（自動化機器

人）時代，而機器人產業預估起碼會有80年的黃金

歲月。

8家蘇州台資企業在陸上市
據聯合報2月6日報導，江蘇蘇州市台辦表示，

根據數據截至2014年底，蘇州台資企業已達10,440

家。台商在蘇州的投資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超

過40%，服務業占比達12%。另外，在蘇州市認

定的462家外資研發機構中，台資企業172家，占

37.2%。 

隨著蘇州推動台企在新一代平板顯示、精密機

械、醫藥及生物技術等創新型產業方面加快發展，新

興產業、大項目成為當前台企發展主方向。台玻集團

在昆山張浦設立台玻長江玻璃公司後，多次再投資，

設立台嘉玻纖、台玻昆山公司，生產能級不斷攀升；

長興化工在蘇州高新區開辦長興光學（材料）蘇州公

司後不斷增資，設立長興電子、長鼎電子材料公司，

還與日本三菱公司合資創建三菱樹脂公司，形成完整

的產業鏈。 

同時，蘇州台企中一批加工貿易企業開始以原始

設計商角色為客戶提供「研發＋生產」服務，並且向

著研發設計、系統整合、信息服務等綜合性產品供應

商進化。其中，旺宏微電子蘇州公司1999年在蘇州

工業園區設廠，現已成為旺宏集團在大陸的研發中心

和運營總部；中達電子科研中心建有6個大陸國家級

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實驗室，並通過「省級博士後工

作站」申請，成為「大陸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範企

業」；華碩電腦成立的華碩科技則成為江蘇省最大的

外資研發機構。 

截至今年1月止，落戶蘇州的台企中，已經有羅普

斯金、寶馨科技、滬士電子等8家在大陸成功上市。

福建核准2家台資設立醫院
據聯合報2月9日報導， 2014年福建省共審批設

立2家台資醫院，分別是由台灣中振投資有限公司和

大陸中福平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合資的福建嚴復紀念

醫院，計畫開放床位1,000張；由台灣醫療服務提供

者設立的龍邦婦產醫院，計畫開放床位500張。 

據新華社報導，由台閩企業共同投資設立的嚴

復紀念醫院於去年10月獲准，落地在福州城南黃山

村。嚴復紀念醫院投資總額達人民幣10億元，按三

甲綜合醫院標準建制。台北振興醫院將作為該院的主

要建教合作單位，負責醫療團隊的建設與培訓，並將

聘請台灣醫療專家擔任首任院長。

去年10月，福建省首個台商獨資婦產專科醫院

龍邦婦產醫院在廈門開建。這個專科醫院土地面積達

2.45萬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6萬平方米，將於2017

年竣工。台商計畫投資人民幣3.1億元，打造一座

500張床位的三級甲等婦產專科醫院。 

目前，福建省相關部門允許在台取得正規學歷並

符合有關條件的台灣居民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允

許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認定。截

至目前，福建省已認定台灣醫師申請大陸醫師資格

1,000多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