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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租稅協議　預估減輕台商稅負39億
據工商時報6月25日報導，歷經6年談判，兩岸租稅協議可望於今

年內簽署。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兩岸租稅協議簽署後，將在平等互惠

原則下消除雙重課稅問題，台商整體稅負可望減輕39億元，同時有助

於稅留台灣。

財政部於6月下旬在北、中、南各舉辦一場兩岸租稅協議公聽會。

張盛和部長指出，兩岸租稅協議簽署後，台商的營業利潤、股利、利息

及權利金收入等，都能適用優惠稅率，有助減輕台商的租稅負擔。

張盛和部長說，兩岸租稅協議經過多年談判，如今雙方都有具體共

識，我方也爭取到四大有利條件：一、確立我方擁有股份轉讓所得之課

稅權；二、台商經第三地公司投資大陸者，可受該協議保障；三、明訂

「四不原則」破除資訊交換的疑慮；四、台商在部分項目擁有更優惠稅

率，稅率低於大陸與其他國家簽署的其他102個租稅協議。

張盛和說，兩岸租稅協議係由所得來源地（如大陸），提供對方

居住者（如台灣）減免稅措施，依目前兩岸經貿及投資關係，大陸主

要扮演所得來源地角色，兩岸租稅協議簽署後，預估台商整體稅負將

減輕39億元。另外，兩岸租稅協議也有助於稅留台灣。依據委外研究

報告，以台商100年度在大陸投資獲配股利匯回台灣推估，假設股利分

配率最低為20％，最高為100％，台灣稅收可望淨增加81億元至133億

元。

在兩岸監督條例的規範下，兩岸租稅協議簽署後，必須送立法院逐

條審查，三讀通過後經總統公佈才生效，從簽署到生效仍有一段時間，

財政部也將對外加強宣導。

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　衝擊台商半導體及面板等產業

據中國時報6月7日、中央廣播電台6月19日報導，台灣2015年出口

連續數月衰退，來自大陸及香港訂單大減，多項數據分析顯示，主要是

因為大陸政府扶植的「紅色供應鏈」崛起，搶走訂單，衝擊台灣半導

體、面板、電子產品等產業。

針對台商如何因應「紅色供應鏈」，有台商表示，台灣應成為供應

鏈的一環，以高端技術及差異化策略取得產品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勝過

單打獨鬥、或遭其他競爭者瓜分市場。也有不少的台商認為，企業應藉

由創造新優勢，特別是政府要先務實面對兩岸當前在半導體、面板、

LED照明、太陽能、工具機、生技醫藥等各個關鍵產業上的基數差距和

可能的替代壓力，儘速確立可以形成維持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獨

特性、關鍵性以及具潛力的技術研發項目，並立即整合工研院等法人研

究機構和相關企業，共同投入進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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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也建議，政府主管機關應積極鼓勵及協助企

業進行海外購併或國際合作，以促進先進領域的產業

合作、導入尖端的產業技術，或到海外設立研發中

心。必須進一步培養新的優勢產業，才能因應大陸供

應鏈崛起的挑戰。

廣東21個台商協會　向陸反映五險一金難題
據工商時報6月2日、經濟日報6月26日報導，東

莞台資製鞋大廠相繼爆發員工因社保繳費問題罷工事

件，雖暫時落幕，但後續影響深遠。

東莞台商協會葉春榮榮譽會長指出，東莞鞋廠罷

工事件不僅影響到台商，也影響全大陸的內外資工

廠，但台商受到衝擊最大，因為多數大陸本地工廠通

常都有自己的「管道」，可繳納較低的費率，這對台

商不公平。

葉春榮表示，日前廣東21個台商協會與廣東省

總工會溝通，台商傳達五險一金的繳納在執行上不

公。葉春榮說，現在最大問題已經不是資方願意出錢

解決，而是有人願意全保、但也有人不願意。另外，

還有相關法令可變性很大，例如住房公積金有些城市

可領走，有些地方不行。他認為，法令還沒有統一、

在沒有對錯之前，不能把問題全丟給企業。對此，廣

東總工會在會中也有善意回應，同意以後總工會召開

理監事會時，讓5名台商代表出席，台商此舉主要是

要來聆聽勞方的意見，以便做好勞資關係，而不是來

與工會針鋒相對。

遠通國際顧問公司總經理、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

顧問蕭新永表示，大陸於2011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

「社會保險法」是一部強制性程度高於過去行政法

規、部門規章的法律，「台灣員工只有勞健保，雇主

負擔是薪資的3成；但大陸員工有『社保』，比例逾

4成6，造成企業要負擔大陸員工成本比台灣員工還

要高。」

大陸「五險一金」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

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其中，養

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這三種險和住房公積

金是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納的保費；工傷保險和生育

保險完全由企業承擔，個人無須繳納。近年不斷調升

最低基本工資，連帶增加企業社保支出壓力。數據

顯示，大陸目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五險的繳費

比例，企業和個人加起來的，已經超過個人工資的

40%。

大陸推動依法治國　台商盼權益更受保障

據中央社6月4日報導，大陸推動「依法治

國」，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表示，這是漫

長過程，但有些配套措施可以先做，譬如對於台商在

內的商人保護措施。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尹啟

銘表示，法律能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大陸「依法治

國」對台商應有利，但如果過去習慣「靠關係」的經

營方式，台商現在也必須調整心態。 

有台商反映，台商在大陸有經營糾紛時，當地法

律界人士常引用大陸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對台商提

出境管，致使部分台商還未受到公正審判就先「投

降」，花錢尋求私下解決。王振民對此表示，這類限

制商人出境的問題的確值得解決，應發展配套措施，

以保護台商、外商及大陸本地商人。 

大陸去年第18屆中央委員會四中全會後提出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面臨不同方面的挑戰。王振

民談到，像是沒有全職立法機構，使得許多法律都還

在排隊；法律人才和品質不夠；以民眾欠缺「依法辦

事」的觀念，官員欠缺「依法行政」的作為；法官欠

缺獨立行使司法職權的勇氣，即使面對法律有規定的

事項，還是要問領導意見。

台灣工具機在大陸經營越發困難

據工商時報6月5日報導，過去我方頗具競爭

力，且極力向陸方爭取零關稅的工具機，隨著大陸同

業迅速崛起，加上大陸正大力推動機器人產業，我工

具機在大陸的市場優勢正逐漸喪失。

大陸整廠自動化第一品牌的台商廣東拓斯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總監阮明聰指出，大陸市場在過去

工廠採購機器設備，從品質和價格高低看，依序為日

本、台灣、大陸產品，由於日系產品價格高昂，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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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購工具機會看上台商製造的質優價美產品。

但隨著日幣貶值，加上日廠工具機大廠持續在大

陸擴產，目前日系和台廠的產品價位相差無幾，也比

大陸本地業者的產品僅貴3成左右，相較之下，大陸

企業寧願捨台製而改採購日系產品；以拓斯達為例，

該公司目前採購的零元件，大部分為日本THK，松下

（Pansonic）及安川（Yaskawa），幾乎很少採購台

系品牌。

除了日幣貶值的效應，兩岸貨貿協議尚未簽暑，

也讓台灣工具機業者喪失先機。在兩岸貨貿協議談判

中，我方向大陸爭取面板、工具機、石化、汽車等4

大類零關稅，但至今無具體進展，也使工具機業者希

望透過關稅減免在大陸搶占市場商機的優勢，逐漸為

陸廠和日廠取代。其他台灣優勢產業因為貨貿協議的

延宕，也有類似的隱憂。

大陸公佈「大陸製造2025」規劃，將機器人產

業列為重點推動項目，而機器人產業正與自動化、工

具機等產業息息相關。東莞市2014年起推出「機器

換人」戰略，將展開為期3年的莞產補助，每年提撥

2億元人民幣（下同）補助廠商，大陸本地自動化運

營商和工具機業者無不爭取市場商機大餅。

南寧、寧波台灣名品展相繼登場 
據工商時報6月2日報導，繼上海台灣名品博覽

會之後，今年第2場的台灣名品博覽會在廣西南寧舉

行，計有400多家台灣廠商參展。

根據外貿協會表示，南寧台灣名品展成果豐碩，

許多業者在在開展首日便搶得生意大單。另外，外貿

協會也安排採購洽談會促成台商與當地廠商合作，尋

求未來合作可行性。總計4天展期共促成83億元新台

幣商機，另外，南寧作為大陸面向東協的前哨站，台

灣產品也可藉此打入東南亞市場。

緊接著南寧之後，外貿協會移師到寧波舉辦台灣

名品展，這是台灣名品展首度到寧波舉行，總計有

350家企業、超過1,000多名台商參展。

外貿協會副董事長單驥表示，寧波中小企業及

製造業相當發達，與台商有很多企業間的貿易往

來，同時寧波也是全大陸進口台灣產品最大的地

區。他指出，2014年寧波從台灣進口達65億美元，

且進口台灣大量農產品，顯示寧波與台灣貿易密

切。

本次鎖定寧波的智慧科技及文創產業發展，貿協

規劃「台灣精品館」、「感知台灣文創主題館」及

「智慧生活體驗館」3大形象館及休閒生活用品區、

樂活運動區、文創產品區、美容婦幼區、農產食品

區、台灣名茶區及城市特色產品區共7大產業區，希

望透過展會促進兩岸企業間的合作 。

昆明南亞博覽會　台商新契機

據工商時報6月13日報導，「2015年昆明南亞博

覽會」（簡稱南博會）在雲南省昆明市登場，外貿協

會帶領業者組成台灣館參展。本次除了希望藉由南博

會拓展大陸西部商機外，也盼藉此搭上大陸「一帶一

路」戰略，為台商開拓南亞與東協的市場。

貿協副董事長單驥表示，雲南在「一帶一路」戰

略上扮演重要地位，而南亞博覽會為拓展南亞及東協

市場最重要平台，亦是貿協非常重視的展覽。台灣參

展規模自2013年首屆的54家廠商、去年第2屆的84家

廠商，到今年第3屆帶領近200家廠商包館參展，規

模為歷年之冠，展出產品更加多元豐富。

本屆台灣館首度以包館方式參展，共有198家

廠商、使用486個攤位，較去年成長3倍。今年並設

有台灣精品館、健康醫美館與科技應用館等3大形象

館，以及農產食品、美容保養、生活用品、文化創

意、MIT微笑產品及珠寶飾品等6大展區，共展出超

過1萬項的台灣優質產品。

其中，3大形象區之首的台灣精品館以「快樂生

活」為主題，展出運用高新科技使運動更加輕鬆愉快

的樂活精品，以及在歐洲職業車賽勇奪冠軍的自行

車；科技應用形象館設有智慧商務及智慧門店展示

區；健康醫美形象館呈現五星級健檢環境，推廣台灣

醫美與優質親切的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