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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關懷廣東江蘇台商參訪團」

台商座談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5年1月22日

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2015年11月24日至29日赴大陸廣東清遠、佛山、東莞、中山、廣州及江蘇南

京等地參訪，並與當地台商座談。圖為林董事長（右5）與南京及江蘇地區台商座談後合影。

台  商  建  議  事  項 辦理機關 辦　　　理　　　情　　　形

經濟部

（中企處）

一、 希望兩岸政府重視青年投資

創業之發展，提供必要的補

助或建立青年信用貸款制

度，協助開創下一代發展之

契機（順德台商）。

(一) 為營造有利創業環境，提供青年創業在不同階段資金需求，經濟部開辦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由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最低8

成最高9.5成，並提供創業青年從籌設階段（準備金及開辦費用最高200

萬元）到後續所需的營運週轉金（最高400萬元）及資本性支出（最高

1,200萬元）。

(二)	未來企業若有更進一步之創新與高科技服務模式，亦可運用「中小企業創

新發展專案貸款」，取得更高額度之週轉金及資本性貸款。

財政部二、 兩岸租稅協議確有助於提升

台商在大陸的競爭力，但大

陸幅員廣大，地方稅務機關

如未能落實執行，協議是否

有提供解決機制（順德台

商）。

(一)	為解決租稅協定適用爭議，國際稅約範本訂有相互協議條文，我國已生效

28個租稅協定、大陸102個租稅協定（議）及兩岸租稅協議均參照納入。

(二)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後，大陸各地稅捐機關未按協議規定執行產生爭議案

件，台商可依該協議「相互協商」機制向我方財政部提起相互協商，解決

協議適用爭議。

財政部三、 兩岸租稅協議適用稅目是否

納入營業稅？據聞，向大陸

稅務機關申請適用兩岸租

稅協議減免稅措施程序相

當繁雜且耗時（約一個多

月），建議能予簡化（中山

台商）。

(一)	有關兩岸租稅協議是否納入營業稅部分，查該協議係以國際稅約範本為藍

本，就雙方人民及企業從事跨境投資及經貿活動產生之各項所得，由所得

來源地提供「所得稅」減免措施，居住地提供稅額扣抵，以解決兩岸所得

稅雙重課稅問題。因此，除海空運輸業依循現行海峽兩岸空運及海運協議

納入營業稅外，其餘僅限所得稅。

(二)	有關向大陸稅捐機關申請適用協議減免稅措施程序繁雜且耗時宜予簡化部

分，考量兩岸經貿投資關係密切，協議生效後申請適用案件數量龐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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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貿易局）

六、為因應科技快速發展，建議

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涉及關稅

項目減免能採負面表列方

式，使新產品不會被排除適

用優惠稅率的機會（常州台

商）。

貨品貿易協議處理關稅減讓，係依所有貨品稅則，分為立即降為零關稅、5年

內降稅、10年內降稅、15年降稅以及例外或其他5種降稅安排。因新產品稅則

分類，涉及產品屬性，需由主管機關視產品性質再歸入適當稅則號列，所適用

稅率亦依所歸入稅則號列之協議稅率執行，因無法先行認定產品稅則歸類，故

難以事前認定是否適用優惠關稅。

經濟部

（投資處）

七、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尚未生

效適用，且兩岸貨品貿易協

議尚未完成協商，建議政府

規劃其他經貿替代方案，協

助大陸台商之發展（鎮江台

商）。

經濟部持續透過辦理大陸投資經驗交流研討會、專家服務團以及與國內產業公

會合作辦理台商座談會等相關活動，提供中國大陸相關投資法令以及赴陸投資

風險等資訊，增加台商對大陸投資法制環境之瞭解，注意風險管理及風險分散

策略。

 提供雙方人民及企業制度化適用規定，雙方主管機關將配合該協議生效時

程賡續就執行細節及程序進行討論，並規劃發布相關法令，以簡化適用，

落實協議效益。

八、透過本次參訪團財政部許次

長及去年底北區國稅局李局

長向台商說明兩岸租稅協

議內涵與效益後，使台商

因瞭解兩岸租稅協議內容進

而支持協議簽署。因此，建

議日後兩岸協議均應充份與

台商溝通，可減少台商疑慮

（無鍚台商）。

財政部 財政部將持續向各界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期使該協議早日完成立法

程序，使雙方人民及企業儘早享有該協議之效益。未來財政部主管之兩岸協議

亦將依循兩岸租稅協議模式進行溝通，減少台商疑慮。

陸委會 陸委會及相關機關將持續透過各種與台商溝通的機會，充分與台商溝通，爭取

台商對於兩岸相關協議的支持。

海基會 海基會依照「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有關議題形

成、業務溝通、協議簽署前、協議簽署後等4階段溝通，配合兩岸協議各相關

議題主管機關，持續藉由赴大陸關懷台商參訪團、各台商服務活動、各類出版

品、電子網站等方式，積極與台商就兩岸協議進行溝通諮詢，消除台商疑慮，

爭取台商支持，並及時反映台商意見，提供各議題主管機關參考。

經濟部

（貿易局）

四、 建議政府儘速完成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的生效程序並實

施，協助台商在大陸之發展

（順德台商）。

行政院推動服貿協議以「尋求共識」為原則，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

法之前，經濟部及相關部會依據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行政院版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草案之規定，持續加強國內溝通，並精進相關控管機制，爭取社會共

識，以利服貿協議在監督條例完成立法之後，盡速於立法院進行審議。

經濟部

（貿易局）

五、 建議加強對台商說明兩岸

貨品貿易協議內涵與效益

（廣州台商）。

貨品貿易協議雙方迄今共進行12次協商。自100年2月啟動貨貿協商以來，政

府已針對不同對象，並在資訊透明及擴大參與的原則下，主動對外說明協商

進展，與國會、產業、勞工、青年學子透過座談會、研討會、論壇等形式，

與各界交換意見。經濟部工業局於103年9月建置「ECFA貨品貿易協議資訊網

站」，迄今瀏覽人數已達43,000人次，未來將視協商進展，搭配海基會之規

劃，加強向台商說明貨貿協議之內涵與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