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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稅務新規定 衝擊高科技台商 
據經濟日報 5 月 25 日報導，大陸近日公布「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簡稱 2
號文），安永移轉訂價服務會計師周釧培指出，要求達標企業提供無形資產資料，預期以高新

技術在大陸享 15%稅率優惠的台商衝擊最大。  
2 號文是因應 G20 提出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的新規，安侯建業 BEPS 專案主管會計

師張芷與副總經理李雅惠解釋，無形資產最具經濟價值，擁有較高預期利潤，企業經常將無

形資產（例如智慧財產權）移轉給享有低稅負的公司以求利潤極大化。這種常見避稅手段最

常被高科技公司使用。  
周釧培表示，新規要求揭露無形資產，對企業具相當殺傷力，據 2 號文修訂版徵求意見稿，

全新的「全球檔案」包含對無形資產的列示要求，將清晰呈現企業是否有權享用無形資產的

剩餘利潤。他解釋，進駐高新區的台商多具有研發專利權等無形資產，未來可能被要求在例

行性利潤之外，額外課徵剩餘利潤且無上限，稅務風險攀升。  
資誠兩岸稅務服務會計師段士良強調，不少台商藉兩岸資訊不對稱巧妙隱匿利潤，為了將稅

率降低至 15%，申請高新技術、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將很快面臨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

帶來的挑戰。  
段士良指出，一旦全球檔案揭露，其與大陸稅務安排矛盾處都將被打出原形，不但可能帶來

追稅風險，申請的高新技術資格也會被撤銷。據 2 號文修訂版，年度關聯購銷總額超過人民

幣 2 億元的公司須繳交全球檔案（交易規模相當於台灣上市公司能力）。  
由於大陸稅局仍持續在競賽稅收成果，段士良表示，目前華東不少地區的稅局查核企業高新

技術實質與其獲利合理性不遺餘力，台商應審慎權衡損益，若被認定沒有高新技術，恐面臨

被追稅與追利息的挑戰。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游博超稱，由於兩岸在法令上都認為無形資產抽象、難以評估，因

此實務上對這部分抓比較緊。 
 
大陸營業稅改增值稅政策 5 月上路 台商樂觀其成 
據旺報 4 月 30 日報導，企業引頸期盼的大陸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政策，5 月 1 日全面

啟動，許多台商樂觀其成，畢竟在人力、租金等生產成本高漲環境下，能降稅總是好的。 
在大陸擁有 80 多家麵包門市的宜芝多總經理蔡秉融說，大陸經營環境改變下，例如人事與租

金費用上漲、外賣平台大打折扣戰，加上零售價一直提不上去等因素影響，都讓公司經營承

受龐大壓力，但在「營改增」上路後，可降低 2 至 3 個百分點稅負，減輕成本，這也是許多

台商期盼已久的。但有烘焙業者談到，雖然「營改增」能減輕稅負成本，實際上卻趕不上其

他生產成本的成長速度，企業經營起來還是很辛苦，還是得持續做好創新工作，畢竟烘焙業

不像高新科技產業，能享有額外（更好）的補貼政策。 
然而，各種行業適用的稅率基準大相逕庭，對於律師從業人員來說，這次「營改增」或許有

得有失，但卻是比較合理。上海市台協副會長、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律師蔡世明舉例，客戶

委託的專案若需要轉包給會計師做其他服務，在「營改增」上路前，總價中會含有會計師這

邊的費用，無法扣抵，營業稅得按總價繳，相對來說不公平；但在「營改增」上路後，這個

部分就能扣抵後再繳稅，稅負相對減輕。 
不過，在「營改增」上路前，律師事務所的營業稅率接近 5%，在「營改增」上路後改繳 6%
的增值稅，如果客戶專案完全由自己完成並無轉包的情況，還是得按新制繳 6%的增值稅，



並沒有特別優惠。 
 
大陸十三五規畫 「健康中國」商機大 
據旺報 5 月 29 日報導，2016 年是大陸「十三五」規畫開局年，在醫療相關領域上，大陸極

力發展生物科技（醫藥）、醫材等，吸引各國關注。今年以來大陸先後公布保健食品新制、兩

岸臨床試驗結果互認等機制，這些都蘊含政策紅利，台灣已有不少醫療相關企業西進，業者

也提醒要注意智財權的保護。 
隨著大陸人口老化速度加快，讓醫療、養老等健康產業迎來龐大商機；在「十三五」規畫中，

「健康中國」不僅要從「醫療、醫保、醫藥」聯動著手，也要持續發展大陸自身的中醫藥、

民族醫藥，而精準醫療、生物技術、再生醫學技術等。 
以保健食品市場來看，台灣在大陸有建構完整產業鏈。市場人士指出，保健食品所需的原材

料，有台商在種植，研發生產或代工生產保健食品，也能看到台廠身影，例如杏輝醫藥集團、

大江生醫等。此外，大陸擬在 7 月份推動保健食品新規上路，這讓廠商申請保健食品上市的

審核制度，從原有的註冊制，改為註冊與備案的雙軌制，有望大幅縮短申請時間達數 10 個月。 
製藥領域部分，新藥研發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在 4 月底，兩岸爭取多年的「海峽兩岸藥物

臨床試驗合作方案」正式公告，這對想進軍大陸市場的台灣製藥業者，能省下大筆金錢與時

間。資深製藥業者建議，台灣藥廠可在台北榮總、台大、三總和林口長庚等醫院，做臨床一

期實驗，再去大陸做二期、三期，但要注意的是，醫藥領域廣泛，得先確立目標市場，不要

什麼都想抓，也要做好專利保護。 
 
河北台灣名品展促成近 23 億元商機 
據中央社 5 月 16 日報導，外貿協會於 5 月 13 日至 16 日在河北省邯鄲舉辦台灣名品展，本

次展會共有 260 家參展商、使用 400 個攤位，展出超過 5,000 項產品，將近 9 成的參展廠商

是首次到邯鄲探索商機。 
「2016 河北（邯鄲）台灣名品博覽會」是外貿易協會於大陸所舉辦的第 43 場次，也是首次

於大陸三線城市舉辦。不僅吸引河北企業參觀，另有來自河南安陽、山東聊城各城市的採購

商前來洽商，4 天展期總計吸引近 5 萬名參觀人次、促成近 23 億元商機。 
貿協董事長梁國新表示， 2013 年在石家莊市辦理台灣名品博覽會，成效良好，此次再度受

邀到邯鄲辦理。邯鄲位處晉冀魯豫 4 省交界，具有區位優勢，人口高達 1 千萬，具有經濟發

展潛力。此次台灣名品博覽會帶領台灣中小企業，將能提升兩地經貿合作。 
邯鄲近年已逐漸將裝備製造業發展成優勢產業，為此，貿協這次與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攜

手打造「MIT 台灣機械主題產業館」展出工具機產品。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徐

秀滄表示，本次邀請 18 家台灣工具機、裝備製造業者參與展出，正是看好「中國製造 2025」

商機，期望為兩岸業者開啟相互交流新高峰。 
另外，首次在台灣名品博覽會展出的「台灣綠色環保生活館」獲得當地買主青睞，台灣廠商

如豪客能源、大銀微系統，都接觸河南省、北京市等地的節能材料、再生能源系統廠商前來

洽談；台灣的民生消費品如茶葉、泡泡染等，都受當地民眾歡迎。 
名品展期間，也舉辦了商機媒合洽談會，吸引超過 60 家包含河北邯鄲、山東聊城、河南安陽

等地的採購商參加，進行 300 場次之商機媒合洽談會，包含河北塔壇集團、邯鄲陽光集團、

丹尼斯百貨、山東聊城振華超市等知名企業前來採購。 
外貿協會表示，河北台灣名品展是今年度的第 2 場，第 3 場於 6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內蒙古自

治區呼和浩特辦理台灣名品展，持續協助台灣業者拓展並深耕中國大陸市場。 
 
上海台商協會舉辦徵才 協助台生就業     
據聯合報 5 月 23 日報導，由上海台商協會等單位主辦的「知名台資企業與台灣青年就業需

求對接會」5 月 22 日在上海舉行。活動邀集了富士康、台達電、國泰世華銀行、富邦華一銀



行等 16 家知名台商參與，吸引超過近 300 位在大陸的台生參加，除了上海地區外，其中還

包含北京、武漢、杭州等外省市大學生，以及 30 多位來自台大、政大等校的交換生，場面熱

鬧。  
在金融業的部分，開出的職缺包含客戶經理、營運作業專員、管理培訓生等工作機會，電子

業則著重在研發工程師、管理類和銷售、內勤等相關工作。此外，由台商經營的上海瑞東醫

院，也前來招募行政管理人員，是本次唯一的醫療業者。 
上海台商協會李政宏會長表示，雖然大陸現在鼓勵年輕學子創業，但根據他們的經驗，剛畢

業的學生若直接投入創業，風險其實相當高。因此，他也鼓勵在陸台生，應該先去企業界歷

練，工作幾年後有了經驗，再出去創業，會比較順利。 
負責承辦活動的大陸台灣學生聯誼總會會長邱榮利表示，過去相關單位雖都舉辦過類似活

動，但因參加的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回響不是很熱烈。因此今年在承辦活動時，得到上海

台商協會的大力協助，能找到各行各業的龍頭企業來參加。 
 
商標在大陸遭搶註 台商應提早註冊商標 
據旺報 5 月 3 日報導，全球知名的蘋果公司，iPhone 商標在大陸被註冊為皮件品牌，打官司

竟敗訴；大陸有些本土品牌，也搶註類似台灣的知名商標，或者改註不同領域，例如寶島眼

鏡、新光三越、鼎泰豐。法界人士表示，類似「商標蟑螂」無法禁絕，台商維權要預防重於

治療。 
兩岸商標大戰，最著名的是新東陽及寶島眼鏡。新東陽集團在大陸商標遭前副董事長搶註，

赴陸拓展受阻，官司纏訟長達 12 年，改以「唐點子」、「上海寶饌」進軍大陸市場。2012 年

改判台灣新東陽勝訴，成為台商企業在大陸爭奪商標權「一次性翻案」首例。 
寶島眼鏡於 1994 年就在大陸註冊，但光在北京市，工商註冊「寶島眼鏡」就有 115 家，登

記在 32 個不同公司名下，有的是簡體字，有的將背景台灣地圖換過。幸好在 2011 年被大陸

官方認定為馳名品牌，因此在各地打官司，對抗山寨版勝算大增。 
對於大陸企業喜歡「仿品牌」「傍名牌」，台北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所長賴文平指出，

他處理兩岸專利商標案 30 多年，歸納出大陸 4 種商標案件型態：一、非法占有他人商標；

二、攀附他人已註冊商標的商譽；三、損害他人在先權利；四、惡意獨占公共資源。 
賴文平舉例，第一種是台商在大陸未註冊，被他人先註冊使用，像新光三越，到大陸只好改

名「新光天地」，商標戰再慢慢打。其次，就是像 iPhone 被人註冊在其他類別。鼎泰豐在大

陸登記範圍是小籠包、包子類，大陸廠商卻在調味品範疇使用「鼎泰豐」。 
賴文平表示，只要在大陸沒有使用過你的商標，不管你在國外多有名，在大陸，保護力道會

減弱。大陸沒有帝王條款（知名商標優先保護權），建議台商自保之道，就是提早註冊商標，

將相關、你所想得到的各種品項範圍，都先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