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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台商二代傳承 台企聯推青年接棒 
中央廣播電台 4 月 27 日報導，台商前往大陸投資已面臨傳承二代的挑戰，台企聯常務副會

長兼發言人葉惠德表示，目前正積極協助台灣青年前往大陸實習、就業，而台企聯會務幹部

也已推動年輕化。 
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經營已 20 多年，至今已有 147 個台商協會提供資訊、解決地方等相關問

題。葉惠德指出，台商已面臨二代接棒的問題，及年輕台商如何因應大陸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的挑戰。9 年前，台商便開放台灣學生前往實習，坦言要協助他們學習和適應當地生活，的

確有些負擔，但基於二代傳承，去年安排銘傳、逢甲大學學生前往大陸國企、民企實習，且

有 10 多名為企業所用。葉惠德說，大陸台商有些已成功轉型升級，但部分仍需協助，台企聯

將匯整各地台協意見轉達給大陸中央，尋求突破。 
葉惠德去年卸下上海台商協會會長的重擔，對於未來台企聯會務工作，強調著重青年部門的

工作，特別安排由年輕世代擔綱副會長職務。 
 
大陸跨境電商新稅制 對台商影響有限 
據工商時報 4 月 20 日報導，大陸日前制定跨境電商新稅制引發市場高度關注。業內人士認

為，對附加價值低的產品衝擊最大，但對高單價的商品則有較大的稅率優惠。其中，新稅制

也不利於歐洲、日本出口的母嬰類商品（尿布、奶粉等），因此對不販售此類商品的兩岸跨境

電商影響有限。 
大陸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新政於 4 月 8 日上路，大陸財政部於 4 月 9 日公布一份商品

清單，清單涵蓋 1,142 項 8 位稅號商品，第 2 批清單的 151 項商品也隨後公布，只有清單上

的商品能夠按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新稅制進口，該份清單又被稱為「正面清單」或「白名單」。 
行郵稅政策調整方面，取消稅費 50 元人民幣（下同）以內免稅等政策，跨境電商至此徹底告

別「免稅時代」，以「跨境電商綜合稅」代替行郵稅。 
昆山跨境電商協會會長金嵩表示，跨境電商主攻是消費能力較高的群體，因此跨境電商交易

的商品中，品質、高價產品稅率反而下降。 
台灣的偉博泰電商公司總顧問丁子柏解讀認為，新制將排除低價、品質較低的商品在跨境電

商的競爭。過去有業者為了免稅，進口一大批貨到保稅倉後，將產品拆成每樣不到 50 元售價

的產品販售，但現在這樣做的意義不大。丁子柏認為，小樣、低價商品透過直郵的物流成本

較低，未來透過保稅倉模式的僅適合大量、單價高的商品。 
除了稅制外，檢驗方面也備受關注，昆山市電子商務行業協會會長賈育表示，新制下有些東

西將無法透過跨境電商賣到大陸，例如未曾在大陸備案的新化妝品，現在進到大陸需要重新

備案。賈育認為，4 月 8 日新稅制取消行郵稅，是讓跨境電商名正言順，等於政府認可了這

樣的商業模式，不必再像過去寄人籬下走灰色地帶。 
 
大陸下調社會保險金 台商人事成本降低 
據中國時報 4 月 14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決定，5 月 1 日起 2 年內，階段性下調社會保險金內

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資方提撥率，並規範公積金繳存比例，允許困難企業緩交公積金，估

計這些措施每年可為企業減負人民幣 1,000 多億元。 
許多台商指出，此次下調後，資方近 40％的五項社會保險費提撥率，大概 2 年後可降至約

30％，可降低人事成本。去年國務院已經先後下調了失業、工傷、生育，但一共不到 2 個百



分點的降幅，對近 40％的五項社會保險費率來說微乎其微。 
5 月 1 日起 2 年內，企業員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 20％的省分，將繳費比例降至

20％；單位繳費比例為 20％且 2015 年底基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月數超過 9 個月的省分，可以

階段性降低至 19％。失業保險總費率由現行的 2％階段性降至 1％到 1.5％，其中個人費率不

超過 0.5％。規範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對高於 12％的一律予以規範調整，同時由各省（區、

市）結合實際，階段性適當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     
 
大陸經濟轉型契機 瞄準大健康產業 
據旺報 4 月 7 日指出，大陸經濟學家、南京大學前黨委書記洪銀興指出，大陸經濟面臨新常

態，將採取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的發展方式；而面對大陸經濟轉型，兩岸企業家

聯合會理事長王國安表示，大陸台商在健康醫療、農業休閒等領域都具發展空間。 
南京大學兩岸企業領袖講座在上海舉行，洪銀興在會中發表大陸經濟情勢；他指出，大陸經

濟增速放緩，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轉型為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則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

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進；發展動力則轉向創新驅動。 
面對大陸轉型的經濟，洪銀興認為，大陸可加強重塑精細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以擺脫外

國人對中國人「馬馬虎虎」的印象；在人才培育上，除了瞄準高科技人才，也要重視高級技

工和應用性的高端人才。 
洪銀興也主張「治亂『市』用重典」，要加強完善市場的監管體制和誠信體系建設，同時引導

非價格競爭方式，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以技術革新和產品品質作為競爭指標，

以刺激出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王國安指出，在養生、保健食品、醫療、老人照護等領域的「大健康產業」，是目前台商在大

陸的發展契機，且許多大陸官員訪台都是參訪相關產業；他分析，大陸最富有的人多集中在

大城市 50 到 80 歲的中老年人，對這個年紀的長輩來說，錢是身外物，更需要的是尊嚴，因

此，台灣的大健康產業有很大發展空間。 
 
台灣名品展深入西北 首場在蘭州舉辦 
據工商時報 4 月 19 日報導，由外貿協會主辦的台灣名品展，今年度首場於 4 月 15 日至 18
日在甘肅省蘭州市舉辦，共有來自台灣 322 家廠商使用 500 個攤位，展出超過 1 萬項台灣產

品，展覽 5 大主軸包括，智慧科技、創新農業、健康美顏、優質食機、清真良品。4 天展期

總計吸引近 11.1 萬名參觀人次，促成新台幣 34.7 億元商機。 
貿協董事長梁國新表示，甘肅是古絲綢之路的鎖鑰之地和黃金路段，具有面對中亞和中歐廣

闊市場的優勢，這次是貿協首次在大陸西北地區舉行台灣名品展，在大陸「一帶一路」政策

推動下，貿協希望能為台商開拓面向大陸西北、中亞至東歐的絲路商機。梁國新指出，台灣

名品展作為兩岸最大的經貿合作平台，這次選擇蘭州為今年首個城市舉辦地，象徵台灣廠商

對大陸西北市場的興趣，其中有將近 9 成的參展廠商也是首次到蘭州探索商機。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公會理事長歐陽禹表示，這次參與台灣名品展，正是放眼中亞市場。為

此，貿協首次打造台灣清真產品形象館，並邀集 16 家清真驗證產品廠商參展，產品涵蓋食品、

保健食品及美容產品，搶攻穆斯林商機。 
另外，展會中的台灣精品館以「智能科技」為主題，展出台灣廠商在電腦週邊、智慧機器人、

物聯網、行動通訊及手持穿戴裝置領域的最新技術；而農業精品館帶來西北地區少見的鳳梨

釋迦及龍膽石斑魚，當地民眾詢問度相當高。透過台灣名品展，也促進雙方業界交流合作，

而甘肅省第二人民醫院、蘭州石油化工公司附屬醫院等，則對台灣醫療服務表達高度興趣，

前來向國內顱顏重建名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陳宏基取經，以及洽談合作醫師代訓及

轉介病人來台治療。 
接下來貿協於 5 月 13 日至 16 日於河北省邯鄲市辦台灣名品展。貿協指出，台博會自 2009
年以來已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等 21 個城市舉辦了 41 場，吸引 1,051 萬人次參



觀，促成 157 億美元的合作商機。 
 
廈門工博會開幕 聚焦智能製造 
據聯合報 4 月 13 日報導，2016 廈門工業博覽會（工博會）暨第 20 屆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

易會（台交會），4 月 12 日在廈門開幕。本屆聚焦「智能製造」，關注兩岸產業合作升級新機

遇，成為本屆盛會上的「最強音」。 
本屆工博會展覽面積達到 10 萬平方公尺，設置 4,300 個國際標準展位，創下歷史新高，共設

立機床設備、工業機器人、自動化、工模具、橡塑工業、新能源綠保、工程機械和廣告技術

印刷包裝 7 大專業展區。 
兩岸知名品牌和龍頭企業均有參與展會，包括台灣高峰、友佳、協鴻、信易等品牌，和大陸

大族激光、迪能激光、北京精雕、奔騰楚天等企業同台亮相。繼去年專門設立工業機器人展

區後，本屆展會又邀請近百家境內外著名工業機器人及自動化廠商集中展示。焊接機器人、

碼垛機器人、搬運機器人、噴塗機器人等。 
另外，本屆展會繼續舉辦兩岸經貿論壇，眾多業界權威機構參與，並打造多個專業論壇，力

圖搭建兩岸產業合作高端平台，例如舉辦「智能製造、機器換工」專場對接會等。 
     
經濟部組團赴福建輔導台商 
據自立晚報 4 月 16 日報導，經濟部 18 日至 22 日籌組兩岸台商投資合作促進團赴福建，目

前除了掌握多家有回台投資意願台商以協助返台投資外，提供當地台商在自動化、節能改善

及稅務等具體輔導。 
兩岸台商投資合作促進團這次由投資處副處長王劍平率團前往廈門、漳州及福州地區，在當

地舉辦台商座談會及拜會當地台商企業。由於近期當地台商面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轉變，經

營成本上升及陸資企業快速崛起等，台商對於轉型升級需求迫切，投資處說，盼能結合台灣

自動化及節能設備優勢強項，強化企業競爭力。 
投資處指出，這次訪團也拜會了觀光服務業、汽機車及零配件製造業、運動用品製造業、紡

織業等台商企業，因上述廠商規劃回台投資新興產業或擴大在台投資，以自動化升級及創新

研發為主，針對廠商回台投資所關切的議題進行意見交流，以協助落實回台投資的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