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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力促台商回台上市

據工商時報10月24日報導，政府近來推動新南向政策，已引起各

方關注，證交所上市二部協理杜惠娟指出，未來將配合新南向政策，加

強推動東協台商回台上市，並穩固目前台商投資比重最高的中國大陸，

以及持續開發美國潛力市場，以「三管齊下」的方式推動台商回台上

市，活絡台股市場。 

證交所統計，目前已申報IPO輔導的外國企業共有32家，主要營運

據點位在東協地區的有8家，分別來自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

等地，占IPO在案源比重達25％，相較於過去10％以下的水準，已顯著

提升。 

另在美國地區方面，目前已申報輔導的美國公司有6家，占IPO潛在

案源比重為18.75％，數量僅於大陸及東協，顯見目前外國企業的主要

營運地已由初期以大陸為核心，逐漸向外拓展至東協及美國地區，上市

家族組成越來愈多元。 

不過，杜惠娟也說，目前大陸仍是台商海外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

約占台商全體海外投資的6成，雖有下滑的趨勢，但仍是海外台商主要

集中地區，短期內大陸台商仍會是證交所推動的重要市場。 

從目前申報IPO輔導的資料分析，短期內營運在大陸的台商仍是未

來1∼2年的重要案源，所從事的產業也是電子科技及傳統產業多元分

布為主，而主要營運地仍以江蘇及福建等地為主流。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舉辦「2016傑出大陸台商頒獎典禮」
據工商時報、中央社10月8日報導，由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主辦的

2016傑出大陸台商頒獎典禮於10月7日在台北舉行，陳建仁副總統也特

地出席典禮致詞。此活動迄今已舉辦了4年，今年共有「外銷傑出」、

「內銷典範」、「連鎖標竿」、「綠色節能」、「轉型升級」、「接

班傳承」、「創新經營」、「協會貢獻」、「回饋鄉里」等10大類獎

項，總計19家廠商21人獲獎，其中「兩岸貢獻」今年從缺。

副總統陳建仁致詞時，對大陸台商長年來促進兩岸經貿交流與增進

兩岸經濟成長的努力，表達感謝。另外副總統也提及，近年大陸經濟產

業結構改變、優惠政策不再，加上投資規範日趨嚴格，政府對台商在大

陸經營的相關問題十分重視，已由經濟部、陸委會及海基會設置相關服

務窗口，並建議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應隨時注意大陸投資環境變化，

透過調整投資及營運架構、加速轉型升級、提升本身競爭力，妥為因

應。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表示，台商是兩岸和平往來的基奠

工程，儘管國際經濟處境非常惡劣，台商仍憑著「逆轉勝」精神開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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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天，在經營績效方面做了很好的示範，讓更多台

商能仿效學習，包括接班傳承、綠色節能、轉型升級

等，此外，很多台商雖在大陸經營，但也持續回饋鄉

里。

這次獲獎的台商企業為：可成科技、榮祺食品、

昆山六豐機械工業、鮮活控股、呷哺呷哺餐飲管理、

普羅集團羅莎食品、士興國際、榮成紙業、久裕興業

科技、長興化學工業、常州旭榮針織印染、晉億實

業、上海冠龍閥門機械、豪門國際開發、東莞華港國

際貿易、台晶（寧波）電子、震旦集團以及成都台商

協會、青島台商協會等19家台商企業與協會。

新南向政策　台商尋找商機也要注意風險

據中央社10月6日報導，政府新南向政策啟動，

勤業眾信表示，東協各國為吸引外資，紛紛祭出租稅

優惠，但仍有基礎建設不足、財政法律體制不健全等

狀況。建議台商響應政府政策前，應對東協各國有清

楚了解。

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表示，在全球各地經濟成長

趨緩、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及工資上漲之際，各國企業

正積極找尋佈局新選擇。而受惠於人口紅利、靈活製

造能力與快速成長的經濟與市場需求，包含馬來西

亞、印尼、泰國、印度、越南在內的「強力五國」

（MITI-V）因應而生，其中有4國位於東協，潛在商

機吸引許多台資企業前往投資及設廠。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表示，近年東協經濟穩定成

長，去年GDP已達2.46兆美元，亞洲四小龍則為2.49

兆美元。以東協的經濟成長速度，亞洲四小龍很快會

被超過。此外，東協有6億人口，佔全球人口8%，

豐富勞動力與天然資源，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爭取的市

場。龔明鑫指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將以建立經

濟共同體意識為願景，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

共享、區域鏈結4大面向切入，期待能與東協各國創

造互利多贏的新合作模式。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廖哲莉提醒，東協各國紛

紛祭出租稅優惠及關稅減讓、貿易便捷化與投資自由

化，藉以吸引全球企業前進東協。但由於東協各國發

展參差不齊，各國發展現況、市場規模及基礎建設等

10月7日，陳建

仁副總統出席

「2016傑出大陸

台商頒獎典禮」

時與得獎台商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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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不小，許多國家仍存有基礎建設不足、財政法律

體制不健全等狀況。因此他建議台商南進前，應先了

解各成員國產業發展、投資環境及長期經濟前景，並

以多角化思維經營，才能降低風險。

陸7保稅區新政策　台商轉攻內銷可減稅
據中央社10月21日報導，為扭轉加工貿易越來

越困難，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海關總署

等單位共同發布11月1日起施行「關於開展賦予海關

特殊監管區域企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試點」的公

告，包含昆山綜合保稅區等7個保稅區或加工出口區

內企業若轉做中國大陸內銷市場，可自願選擇參加試

點，享進項稅抵扣或出口退稅。

7個試點中，以位於江蘇省的台商重鎮—昆山綜

合保稅區對台商未來經營的影響最大。昆山試驗區推

進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陸宗元表示，昆山綜保區內企業

家數80%是台資企業；由於區內有仁寶、緯創等大

型企業，昆山綜保區營業額有高達95%是來自台資

企業。

緯創資通（昆山）財務處副處長鄭詠翔表示，

近兩年國際市場不好，在綜合保稅區內，不少業者

生產線都在閒置，這次新規定讓保稅區的台商們能

選做內銷市場，有助拓展大陸市場業務機會。昆山

揚皓光電總經理王錦坤也說，公司在保稅區做投影

機，當初瞄準外銷市場，但2008年後經濟局勢起

伏，反而中國大陸市場近來每年都有15%到20%的

成長卻吃不到，保稅區相當於「境外」，貨品等於先

送出國後才賣進來，30%的關稅根本賣不動，所以

他們只好在30公里外再開另一個廠，專供內銷。然

而兩邊零件要調貨時，又碰上保稅區進出的「關卡」

問題，可能要多花1到3天，王錦坤說，這項新規定

可讓公司省掉兩個生產基地所造成的房租、管理團隊

等成本。

昆山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潘建康表示，加工

出口區企業轉做內銷常見的問題包括：無法開增值稅

發票；按成品課稅，削弱競爭力。試點新政是支持區

內企業拓展兩個市場。潘建康舉例，A企業的國外接

單只達到70%，但原制度因為不能開增值稅發票，A

企業就不能接大陸內銷訂單。新制上路後，A企業可

自願選擇參加試點，利用剩餘產能承接大陸內銷訂

單，提高產能利用率。潘建康也說，預計每年可釋放

區內企業產能人民幣1,000億元，增加進出口500億

元。

中國大陸7個試點區包括：昆山綜合保稅區、蘇

州工業園綜合保稅區、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河南鄭

州出口加工區、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重慶西永綜合

保稅區和深圳鹽田綜合保稅區。

陸42號公告打擊跨國避稅　台商應及早準備
據工商時報、經濟日報10月21日報導，由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導，G20推動，國際反

避稅潮流已然成行，加上今年4月巴拿馬文件洩漏影

響，國際反避稅腳步更是加快。上海台商和專業會計

師指出，稅收國際化已是不可避免趨勢，而繳交詳細

的國別報告，對反企業避稅有極大功用。 

中國大陸在今年7月公告第42號「關於完善關聯

申報和同期數據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簡稱42號

公告），要求跨國企業揭露國別資料；再加上OECD

「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共同申報標準」（簡稱

CRS），力求透明化跨國稅金。　  

荷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王啟銘表示，中國大

陸推出「42號文」要求跨國企業揭露國別資料，強

化跨國資金透明化，建議台商需及早做準備。王啟銘

也提醒，現在距離年底只剩2個月，台商應及早檢視

境外公司財務狀況，著手準備境外公司財務報表及進

行利潤規劃分析，以免措手不及。

荷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唐瑋嬪補充表示，

企業除了必須了解國際反避稅趨勢及兩岸反避稅法令

之外，宜盡早檢視並分析投資架構中每一家公司可能

面臨的稅務風險及對個人股東之稅務影響，進一步確

認是否需調整投資架構，以及調整投資架構中每一家

公司之功能、利潤與風險。

身為G20的一員，中國大陸承諾將於2018年9月

實施CRS。屆時中國大陸將與80多國多邊交換稅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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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邱創盛表示，二代台商不能再走價格戰的老路，應

該專注產品、技術的研發創新。

第一代台商多在90年代進入大陸，以製造業為

主，但這幾年大陸經營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

東莞等廣東一帶，如今政策優惠不再，產業轉型升級

壓力大增，用地、勞動等成本也不斷上漲。

對於已經或準備接班的第二代台商而言，邱創盛

表示，挑戰自然比第一代更大。特別是大陸本地民營

企業已經崛起，近來更積極在國外買技術、搶人才，

如果台商不改變過去以成本為導向的經營模式，恐怕

不利企業經營。

隨著大陸經濟動能轉向內需消費，二代台商也可

搶攻內銷市場，但過程中應更「接地氣」，包括了解

當地消費型態、運用微信行銷等。根據觀察，邱創盛

說，部分二代台商在接班以前，沒有在大陸生活、求

學的經驗，太快接班並非好事。他建議，二代台商應

先多了解大陸經營環境，包括市場、法規、消費習慣

等，最好能先在大陸生活一段時間，才能有實際體

驗。

第8屆重慶．台灣周　10月開幕 
據中國台灣網10月20日報導，第8屆「重慶．台

灣周」於10月18日在重慶悅來國際會議中心開幕，

參會規模約500人，其中台灣中小企業250多家。

本屆台灣周以「參與．合作．共用『一帶一路』

商機」為主題，共有經貿、文化、新聞三大類15個

分項活動。包含主題互動活動「海峽兩岸中小企業合

作重慶峰會」等，將大力推動台渝兩地中小企業在現

代服務業、電子商務、機械製造、現代農業等產業的

合作與發展。

自2009年開始，「重慶．台灣周」活動已連續

舉辦7屆，在台渝兩地經貿、文化交流各方面取得

了豐碩成果，促進了台渝交流發展。據統計，前7

屆「重慶·台灣周」累計簽約項目127個，簽約金額

177.142億美元。在渝投資的新增台資企業595家，

占全市台資企業數的40.4%，實際利用台資43.7億美

元，占全市總利用台資數的81.16%。

料，使得跨國企業避稅之路更困難重重。不久前中國

大陸已發出徵求意見稿，顯示出推動CRS的決心。唐

瑋嬪建議，台商不能只著重中國大陸、台灣的稅務資

訊。目前國際稅收由OECD領導，政策逐漸統一，建

議台商們必須了解國際稅務改革，才能洞察反避稅趨

勢的先機。 

上海台協副會長李崇章指出，基於經濟全球化加

速，國際貿易、投資不斷突破既有框架。過去建立單

一國家稅制的模式逐漸受到侷限，走上稅收國際化是

不可避免的趨勢。

第11屆台商論壇於淮安登場
據中央社10月21日報導，第11屆台商論壇於

10月18至20日在江蘇淮安市舉行。包括兩岸知名學

者、商界領袖近700人齊聚淮安。

本屆論壇以「兩岸智慧共話發展大計  攜手合

作共繪美好願景」為主旨，以「共創台企升級新十

年  鑄就台商服務新示範」為主題。除了10月19日的

主論壇之外，還有圍繞兩岸產業合作的7個分論壇：

「兩岸資訊家電產業發展論壇」、「兩岸跨境電子商

務發展論壇」、「兩岸文旅產業暨西遊記文化發展論

壇」、「兩岸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論壇」、「兩岸智慧裝

備產業發展論壇」、「兩岸生命健康產業發展論壇」、

「第五屆蘇台（淮安）青年菁英峰會暨兩岸青年精英

特訓營」。論壇期間還舉辦了兩岸攝影大賽作品展、

兩岸文化美食嘉年華展示展銷、「相聚淮安、攜手新

北」系列交流、台淮兩地醫療交流研討會等活動。

淮安市位於江蘇省北部中心，江淮平原東部，地

處長江三角洲地區，是蘇北重要中心城市。台商論壇

是中國大陸唯一以「台商」命名的論壇。2006年淮

安台商論壇啟動，搭建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迄今已舉辦10屆台商論壇。

　　

大陸民企崛起　二代台商應重研發

旺報10月26日報導，台商赴大陸投資已逾20

年，第一代大陸台商年事漸長，不少人選擇交棒給子

女；但面對更競爭的大陸市場，上海台商協會副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