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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傑出大陸台商頒獎典禮」在海基會舉行
據中央社10月2日報導，由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主辦的「第3屆傑

出大陸台商頒獎典禮」10月2日在海基會舉行，吳副總統親自蒞臨頒獎

典禮，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等出席。

吳副總統逐一頒獎給17名得獎者，對台商為兩岸和平的付出表示

感謝。吳副總統表示，台商到大陸投資已經有30多年經驗，有的已經

由第二代接棒，獲獎人可讓大家看到一些典範。面對台灣近年來的變

化，吳副總統呼籲，台灣可以先試著從國際的眼光看台灣，不要受台灣

部分不健康、不正確的想法而小看、弱看了台灣。

根據2014年全球貿易排名，台灣商品出、進口排名分別為第20名

及第18名，更有153國給予免簽，吳副總統認為，這都是實力的證明。

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則表示，台商在大陸有近9萬3千多個投資項

目，20多年來投資資金引進技術，幫助大陸創造近3千萬個就業機會。

近來大陸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台商也做了很大的貢獻。

本次得獎台商有5大共同特色，他們都是以升級為務的轉型推手、

敢拓展異域的創新耕者、以公益為先的兼業達人、以永續發展傳承有成

者，以及洋溢熱情地創造產業傳奇者。

面對大陸「十三五規劃」　台商應致力發展新出路

據旺報10月27日報導，大陸18屆五中全會10月26日登場，台商關

心的「十三五規劃」重點產業審議中，大陸半導體產業將再獲大陸政府

產業基金與政策支持，對台灣衝擊將更劇烈。對此，全國工業總會副秘

書長蔡宏明認為，台灣目前能做的事情，是持續提升自有技術，或與國

際公司攜手前進大陸市場。

蔡宏明指出，「十三五規劃」是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後首個國家發展

計畫，產業轉型升級勢必將成焦點。其中，「十三五規劃」必然會與「中

國製造2025」合流，相關產業除了強調創新驅動，也將得到更多政策激

勵。對台商來說，部分產業自然會形成競爭關係，即所謂的紅色供應鏈，

因此，必須尋找兩岸新的合作模式，且要致力於技術升級和跨國合作。

不過，在紅潮威脅之外，蔡宏明認為也有很多新的機會慢慢出現。

這次習李體制將首度提出5年計畫，「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和

京津冀協同發展等3大區域發展計畫將是最大亮點。配合上述發展，金

融、國企深化改革及城鎮化也將帶動新的成長動能，台商或可留意。以

國企改革為例，接下來將聚焦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市場開放等，台

商也可能有機會取得參股機會。

在產業部分，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理事長王國安提醒，台商一定

要找到最合適自身參與的產業。首先，隨著大陸步入高齡化社會，健康

產業是台商可以著墨的目標之一。尤其現在大陸很多退休的老年人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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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潛力的人口，一年創造好幾千億人民幣的市場。

再者，農業現代化也被外界認為是「十三五規

劃」重點產業。王國安指台灣精緻農業發展已久，像

食品深加工、萃取技術、生物科技等，未來或可積極搶

進；最後則是文化創意產業，未來兩岸或許可以「西遊

記」等主題打造樂園，產值估計會超過迪士尼樂園。

台商赴西北西南考察轉型方向

據中國時報10月17日報導，大陸海協會主辦的

「台商一帶一路考察團」分別安排前往西北與西南進

行7天考察。

首發團安排10月16日至22日，由海協會陳德銘會

長帶隊，從「絲綢之路經濟帶」起點陝西省西安市開

始，沿途考察寧夏銀川、甘肅蘭州等地。上海台商會長

葉惠德、東莞台商協會會長翟所領等30多位台商會長

參加，首發團是考察以西北與中亞合作為主的商機。

第2團於10月26日到11月1日，主要係西南路

線，預計考察廣西、雲南、貴州及四川等地。該團則

由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帶隊，東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

葉春榮、瀋陽台商協會榮譽會長王姿涵、南通台商協

會會長劉璟芳等參與該團。第2團商機鎖定在東協，

大陸正積極與東協10國開展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

共同建設各類產業合作園區，將爭取台商進駐，深耕

東協商機。

台企聯總會長郭山輝表示，盼能借此機會了解大

陸各地政府的投資項目，並結合台商在陸的長久基

礎，在提供技術給當地的同時，也能促進自身產業轉

型升級。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日前表示，一帶一路範

圍廣闊，台商除了掌握商機之外，當然也要審慎評估

其中的風險，謀定而後動。

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權益保護規定　

11月1日實施
據旺報10月11日報導，11月1日實施的「上海

市台灣同胞投資權益保護規定」（以下簡稱「規

定」），上海市台辦有關人員進一步指出金融、總

部、自貿區及科研中心等4大領域，是上海重點鎖定

領域，該「規定」將出台政策支持。

新頒布的「規定」加強了對台灣企業的服務，特

別是金融服務部分，台灣企業在上海有1萬多家，以

中小企業居多，中小企業沒有擔保品，很難從上海的

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因此在法令中特別明定支援金融

機構對台灣企業提供授信，及支援股權、證券等直接

融資的管道。

另外，在青年創業資金的支持方面，雖然上海成

立了很多青年創業基金，但是台灣人是無法申請的，

因此在「規定」特別明定「上海市設立的青年創業類

基金，可以為台灣青年在上海市創業提供諮詢服務、

10 月 26 日，多位台商協會會長及代

表隨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率領的

「一帶一路」台商西部行經貿團前往

貴州省進行考察。

專案評估和資金支持」。

而從「規定」中也可以看

出上海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像

第11條就明定，支持台灣同

胞投資設立金融機構、金融專

業服務機構、融資性擔保機

©邱慈意會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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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小額貸款公司。台灣投資的金融機構分支機構，

改制成法人金融機構後註冊或者遷入上海市的，以及

在上海新註冊設立或者新遷入的金融機構總部，可以

給予相關政策扶持。

在台商企業比較在意的徵用、徵收方面，「規

定」明定，對台企的徵收，應有相應的補償。補償相

當於該投資在徵收決定前一刻的價值，包括從徵收之

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合理利率計算的利息，並可以依

法兌換外匯，匯回台灣或者匯往境外。

兩岸租稅協議　爭取明年生效

據工商時報10月6日報導，兩岸租稅協議在今年

8月25日正式簽署，未來協議生效後，經由第三地投

資大陸的台商，都能適用相關租稅優惠，可望為間接

投資大陸的台商解套，也將是租稅上的一大利多。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財團法

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舉辦2場「2015年兩岸租稅協

議論壇」，除由國際財政司司長宋秀玲主講兩岸租稅

協議之內涵與效益外，也邀請KPMG兩岸三地的會計

師，分析兩岸租稅協議的實務運作。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司長宋秀玲表示，兩岸租稅協

議一旦生效，例如第三地若提供相關事證，證明企

業的實際管理處所在台灣，按OECD國際範例規定，

凡是大陸給付給第三地的股利，將能適用5％優惠稅

率。其次，在台有實際管理處所的台商，不限公司規

模，包括所得稅、營業利潤、兩岸海空運收入等，將

可適用免稅或優惠稅率；尤其在大陸沒有實質管理處

所的台資企業，營業利潤將可免稅。

宋秀玲進一步提醒，兩岸租稅協議的租稅優惠，

必須由台資企業或個人向稅務機關主張，才能適用相

關優惠，財政部目前正在訂定協議相關子法，以利協

議上路後的報稅實務運作順暢。目前兩岸租稅協議

已送請立法院審議，一旦逐條審查通過，預計最快

2016年1月1日起，上述租稅優惠就能生效適用。

KPMG安侯建業提醒，兩岸租稅協議將於雙方完

成各自的法定程序後正式生效，所適用的是協議生效

後的次年1月1日起，台資企業所實際給付之金額與

所得，台商應特別留意相關報稅規定。

上海台商協會公布

「2014上海台資企業500強」
據聯合報10月6日報導，上海台商協會公布

「2014上海台資企業500強」，這是上海台商協會第

二度發布上海台資企業500強名單。統計數據為各台

資企業2013年度的營業成績，可從中看出台商在上海

的整體發展趨勢。其中，上海前500大台商高達3分之1

出現虧損，顯示當前台商在大陸正面臨發展困境。

500強名單中，從事製造業的企業為301家，從

事服務業的有190家。不過，製造業台商的總營收占

500強總營收的比重為74%，下降約3%，服務業台

商總營收相應上升3%。上海台資企業資產總額成長

率排名前10企業中，也有8家為從事服務業的台資企

業，且資產總額成長率都超過100%。顯示服務業不

僅是上海台資企業發展的調整方向，也為上海台企發

展布局的重點。        

今年要擠身500強的門檻約新台幣1.5億元，較

前一年大幅提高約33.8%。不過，在這次調查中，

上海前500大台商的年營收合計為人民幣6,350億

元（約新台幣3兆1,750億元），卻較前次調查下降

3.48%。同期上海GDP成長率為7.7%，反映出台

商當前在上海的營運遭逢不小的挑戰。由於總營收

衰退，也使前500大台商總體營收占上海生產總值

（GDP）的比重從前一次調查的33%降至29%。 

上海台協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常務副主任邱創盛

指出，這次調查有幾項數據值得關注。首先，上海台資

企業500強營業總額基本集中在前100大企業，這100

大企業營收就占500強營收總額的9成。此外，上海前

500大台商中，虧損家數多達167家，比率高達33%。 

邱創盛指出，當中還不乏多家知名企業，這對台

商是一個重要的警訊。邱創盛表示，大陸的經營環境

已出現巨大改變，例如：環保要求、市場需求、官方

政策等等，台商恐須思考，所處產業如今在大陸是否

已經面臨不易生存甚至必須撤出等問題。過去倚靠大

陸人力成本、優惠政策而生的台商，目前在大陸將面

臨日益嚴峻的考驗。隨著經營環境與大陸消費者需求

的改變，台商也必須儘快隨之調整，才有機會繼續立

足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