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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中央稅與地方稅收的劃分比較 
(一)台灣： 
主要中央稅收：關稅、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貨物

稅、遺產及贈與稅、證交稅。 
主要地方稅收：地價稅、房屋稅、契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牌照稅。 
(二)大陸： 
主要中央稅收：關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消費稅、證交稅。 
主要地方稅收：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契稅、牌照稅。 
因此，台商如發生稅收問題，應先釐清是中央稅還是地方稅收，其主管稅收機關各不相同，

中央部分歸各地國稅局管轄，地稅部分則由各地方政府稅局管轄，切勿跑錯地方找錯門。 
 
二、增值稅的課徵規定與常見紛爭問題 
增值稅是對銷售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徵收的一種流

轉稅。其課稅對象為生產、流通各環節的新增價值或商品附加值。一般納稅人的計稅方法是：

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稅率為 17%；小規模納稅人的計稅方法是：「銷售額×徵收率」，
稅率為 6%。由於三資企業（含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合營企業）申請設立後，須申請
一般納稅人領用增值稅發票，即通稱的大發票，因此在銷售貨物時要開大發票適用 17%稅率
課稅，但是其進項稅額可以扣抵。但是如果內資企業（即大陸人身分註冊登記的企業），在一

定規模以下，則可以小規模納稅人身分，在銷售貨物時只要開立一般普通發票（即非增值稅

發票），即通稱的小發票，適用 6%稅率課稅，但是進項稅額不能扣抵。 
台資企業在大陸增值稅法認定為外資企業，因此在作內銷時，銷售額均要開立增值稅發票（大

發票），其稅率為 17%，而大陸內資企業則可適用 6%稅率，在內銷市場上台資企業的增值稅
稅率 17%要比內資企業的稅率 6%要高。至於台資企業是否因此較為不利，要看進項稅額扣
抵後的稅負結果而定。如果進項稅額扣抵後的稅負高於 6%，當然會比較不利。從另一方面
觀察，因為內銷增值稅發票在開立時，會遭買受人拒絕，且在進項時也會發生進項憑證不足

的問題，因此在實務上確實比內資企業開立普通發票的情形，相對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台商增值稅主要紛爭類型如下： 
(一)專用營業人與普通發票營業人、小規模營業人問題； 
(二)銷項少報； 
(三)進項多報； 
(四)未取得合法進項憑證以及小三通憑證問題； 
(五)取得進項憑證不合扣抵規定不能扣抵； 
(六)取得虛開增值稅發票； 
(七)進銷貨對象帳、證、付款、登記簿不合； 
(八)銷售環節不要發票。 
 
三、企業所得稅的課徵規定與常見紛爭問題 
大陸於 2007年 3月 16日公布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並自 2008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其中將



內資企業所得稅法與外資適用的所得稅法並軌，並取消若干租稅優惠政策，此項租稅政策的

改變，對台商企業的所得稅負造成若干影響。企業所得稅的稅基，是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

入總額，減除不課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後的餘額，為

應納稅所得額稅率 25%。 
台商常見的企業所得稅紛爭事項，主要為收入是否免稅的認定以及費用扣除是否合法合規問

題。而轉讓境外控股公司之收益是否要在大陸課稅問題，由於是 2009年以後的新規定，也
應注意。 
依據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之費用列支原則：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

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因此，台

商應注意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一)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項； 
(二)企業所得稅稅款； 
(三)稅收滯納金； 
(四)罰金、罰款和被沒收財物的損失； 
(五)本法第九條規定以外的捐贈支出； 
(六)贊助支出：指企業發生的與生產經營活動無關的各種非廣告性質支出； 
(七) 未經核定的準備金支出：指不符合政府部門規定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風險準備等準備
金支出； 
(八)與取得收入無關的其他支出。 
至於台商如有轉讓境外控股公司之收益，應注意 2009/698號及 2011/24號文件有關規定，
亦即境外投資方（實際控制方）間接轉讓大陸居民企業股權，如果被轉讓的境外控股公司所

在國（地區）實際稅負低於 12.5%或者對其居民境外所得不課徵所得稅的，應自股權轉讓合
同簽訂之日起 30日內，向被轉讓股權的大陸居民企業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提供資料，以免產
生稅務紛爭。 
 
四、台籍個人所得稅如何處理 
依據大陸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 6條規定，在大陸無住所但是居住 1年以上 5年以下的個
人，經主管稅務機關批准，可以只就其來源於大陸境內的所得課稅；居住超過 5年的個人，
從第 6年起應就其來源於大陸境內和境外的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依此規定，台籍幹部
如長期派駐大陸，連續在大陸居住滿 5年以上，從第 6年起應就其來源於大陸境內和境外的
全部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依據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 3條規定，在大陸境內居住滿 1年，是指一個納稅年度中臨時
離境一次不超過 30日，或多次離境累計不超過 90日。如果一個納稅年度離境一次超過 30
日，或多次離境超過 90日，則可不視為稅法上的公民。因此台籍幹部如要避開 5年以後被
大陸就境外所得課稅，可以在第 5年未滿前選擇一個年度，一次離境連續超過 30日（必須
大於 30日，亦即要 31日以上），而是否超過 30日，以大陸邊防的出入境紀錄為準。因此，
如果只一次離境 30日，則不符稅法規定，很有可能仍被大陸就境外所得併入課稅。 
此外，年收入超過人民幣 12萬元的台籍納稅人，除了仍維持由企業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方式
外，在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個人還要主動申報。台籍納稅人之每月薪資所得，於扣除人民幣

4,800元後，按累進稅率 5%～45%課稅。 
 
五、土地增值稅的課稅規定 
大陸土地增值稅之課稅稅基為土地與房屋之增值。所謂增值，是指出售房地之售價，減除可

扣除項目及費用之餘額。可扣除項目是指：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金額，包括地價款、按

國家規定繳納的有關費用包括契稅。依據《土地增值稅實施細則》第 7條規定：費用包括：
管理費用、銷售費用、財務費用。 



土地增值稅實行四級超率累進稅率： 
(一)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50%的部分，稅率為 30%； 
(二)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50%、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100%的部分，稅率為 40%； 
(三)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100%、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200%的部分，稅率為 50%； 
(四)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 200%的部分，稅率為 60%。 
台商出售大陸房屋土地時，應注意土地增值稅的負擔。其中有關可扣除項目以及費用之單據，

應妥善保存，以作為計算土地房屋增值額時之扣除項目，才能達到合理降稅之目的。 
 
六、台商的稅務風險 
由於大陸目前之稅制仍採高稅率制度，因此，對於台商之經營，具有一定之影響。由其大陸

對於偷稅漏稅之處罰甚重，台商應注意有關處罰之規定。其主要規定如下： 
(一)稅收徵收管理法 63條稅務違章處罰規定： 
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

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

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並處

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刑法 201條逃稅刑責規定： 
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 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並且占應
納稅額 10%以上的，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並且占應納稅額 30%
以上的，處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七、台商稅務紛爭之救濟管道 
台商如發生稅務紛爭事項，通常可採行之救濟途徑有三：稅務協商、行政覆議、法院起訴。

而稅收單位與納稅人之來往稅務文書，有以下 9種，各種稅務文書之意涵以及對應方式各有
不同，台商允宜注意應對方式。稅務文書之種類包括： 
(一)稅務事項通知書； 
(二)責令限期改正通知書； 
(三)稅收保全措施決定書； 
(四)稅收強制執行決定書； 
(五)稅務檢查通知書； 
(六)稅務處理決定書； 
(七)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 
(八)行政復議決定書； 
(九)其他稅務文書。 
此外，台商可以依據稅收徵收管理法與實施條例、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等規定提起稅務行政救

濟，其主要規定如下： 
(一) 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
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後可以依法申請行政覆

議；對行政覆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稅收徵收管理法 88條）。 
(二) 當事人對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強制執行措施或者稅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
行政覆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由於稅收的處理爭議，屬於稅務行政機關的職權發動，其中涉及案件事實與證據之認定，會

計處理之認定，法律法規通知等之規定，以及法律攻防等問題，因此，台商如果發生稅收紛

爭事項，應特別注意合法處理之道，而不宜以走偏門方式，以免得不償失。 
（本文作者為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三泰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