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民營銀行　爭取年底掛牌�

據旺報4月6日報導，中國大陸近年融資環境漸趨困難，

大陸台商發起自力救濟，秉持「自己借的錢自己籌」的概念

下，台企聯已正式向大陸銀監會遞案提出申請，將定為「台

商民營銀行」，總部設在深圳，資本額100億（人民幣，下

同）。台企聯王屏生總會長表示，將採用台商認股模式籌

組，希望在今年底前正式掛牌，並協助台商同業的資金貸款需

求獲得紓解。

台企聯幹部也說，今年3月美國升息，未來還會再升，加

上大陸已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10基點等措施，以免資金外

流，所以今年大陸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恐讓台商貸款利率更

高，更不易。而未來台商民營銀行成立後，將解決中小企業台

商「融資難」的問題，由台商幫助台商，更可以替台商設計客

製化的融資、理財產品。

據悉，之前包含東莞、廈門、上海等台商協會，都積極

爭取成立台商銀行，但未來將由台企聯整合為1家，再以分行

模式拓展到各城市。王屏生總會長也說，目前總部將設在深

圳，未來則逐步布局到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台商主要群

聚地。

有關資金來源部分，台商民營銀行預定資本額為100億

元，資本金第一期投入20億元、第二期擴充至50億元。王屏

生總會長也強調，這是台商自己在大陸募資行為，不會從台灣

動用資金，並希望每位台商持股一小部分，不希望單獨持股過

高或財團介入。

針對經營模式，王屏生總會長則表明台商銀行應具備獨立

性，沒有打算與陸資或台資銀行合作，主要目的在服務台商的

資金需求，也盼大陸官方將銀行業務證照全數開放，未來也不

排除切入網路支付等領域。

而對於台商目前在大陸的融資情況，上海台協李政宏會長

表示，大陸目前對於流動資金和項目貸款等業務，不像台灣的

金融環境對中小企業那麼友善，譬如流動資金借款1年到期後

就必須先全額還款，才能再次申請貸款，且中小企業要通過陸

資銀行的審核也不是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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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宏會長說，由商人發起的銀行在大陸並非

沒有先例，當初浙江的陸商就是為了解決融資問

題，成立浙商銀行為中小企業服務，所以台商也在

尋求類似模式。

上海台商協會 4月返台舉辦徵才活動�

據旺報、聯合報4月16日報導，上海台商協會4

月15日在台北松菸文創園區舉辦「世界的上海、逐

夢的舞台」徵才博覽會，共有105家台資企業，釋出

818個職缺，吸引上萬名求職者參與。本次博覽會由

上海台商協會委託1111人力銀行承辦，上海台協李

政宏會長、胡興中常務副會長、上海東方商旅董事

長劉季強、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理事長李日東、

以及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等人共同參與開幕儀式。

李政宏會長說，希望能透過博覽會，為台灣年

輕朋友提供更廣闊的發展機會，這次徵才效果反應

非常熱烈，現場原本預計會有約5、6千人進場，但

實際進場人數卻破萬人，未來也規畫在台中、高雄

等地加碼舉辦。

雖然本次招聘會上，相關上海正職起薪在6千到

8千元人民幣間（約合台幣2.7到3.6萬元），實習職

缺起薪約在4千到6千元人民幣（約合台幣1.8到2.7

萬元）間，僅略高於台灣的薪資水準，但1111人力

銀行副總經理何啟聖表示，求職者關注的不只是薪

資，更看好的是大陸發展前景。

參與這次徵才博覽會的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主

任蔡世明律師也指出，大陸機會多，內部升遷快，

現在台企提供的薪水儘管不算高，但是如果從長遠

來看，2、3年後薪水及發展，就會看出與國內的明

顯差距。

據了解，本次招聘會上製造業職缺約占3成，

服務業職缺占7成左右，且80%的企業都提供了伙

上海台商協會近年來積極招聘台灣人才，圖
為李政宏會長（站立者） 對求職者進行說
明之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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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或住宿補貼，提供台灣青年在上海工作時一定的

保障。包括旺旺集團、廣達電腦、華碩電腦、技嘉

科技、南僑集團、元祖食品、日月光、富邦華一銀

行、東南旅行社等知名台資企業均前來設攤。

台商在免稅天堂設公司　成大陸查稅重點�

據經濟日報4月27日報導，今年5月1日生效的6

號公告，嚴查關聯交易的移轉定價（TP），而台商

透過第三地註冊轉投資，被查稅的風險因此升高。

避稅反被查稅，專家建議，今後到免稅天堂開設境

外公司，台商要多斟酌了。

中國大陸徵收企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

稅），一般企業適用25%的稅率，高稅負讓價格競

爭激烈的代工出口產業尤其吃不消。因此，台商早

年都會透過第三地，尤其是到「免稅天堂」的英屬

維京群島（BVI）、模里西斯 、汶萊、貝里斯等註

冊，再轉投資大陸。

利用免稅天堂第三地轉投資，原材料採購通常

以稍高的價格賣到大陸市場，大陸公司獲利減少，

但企業集團總體獲利不變，集團稅務負擔得以合法

地降低，達到利潤最大化。只不過，利用關聯公司

（related parties）進行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

交易，過去是合法避稅，但在6號公告上路後，就可

能被視為逃稅。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林淑怡指出，6號公告嚴

查移轉訂價，對跨國避稅、企業灰色利潤零容忍，

大陸國稅局將重點查核利用各國稅制差異、或稅收

資訊不對稱，進行避稅轉移利潤，或隱匿收入。

因此，今後第三地公司的避稅操作容易成為

追稅的箭靶，「開在免稅天堂，反而更容易被查

稅」。林淑怡認為，免稅天堂境外公司恐將逐漸退

燒，但不至於完全消失。她說，因為大陸對外匯管

制，進出口商在買賣、核銷時，往往會利用境外公

司進行資金調節，有不得不存在的理由。

不過，可以預見大陸對移轉訂價調查將日益規

範化，稅務機關對反避稅監督也將會投入更多心力，

企業將面臨更嚴厲的調查環境，更多稅務成本與不

確定的補稅風險頻生，勢必面臨更大風險與挑戰。林

淑怡因此建議，第三地境外公司「能避則避」，關

聯交易必須慎用，最好能不用就不用，且台商若未來

規劃大陸上市，避免關聯交易絕對是必要條件。

「2017江蘇台商台企仲裁制度推廣宣講月」�

南京啟動�

據聯合報、北京新浪網4月11日報導，為有效

引導台商、台企運用仲裁方式維護合法權益，由江

蘇涉台仲裁中心主辦，江蘇省台商服務中心、南京

仲裁委員會共同承辦的「2017江蘇台商台企仲裁制

度推廣宣講月」在南京正式啟動，推廣宣講活動為

期一個月，並邀請相關專家、律師進行授課。

南京仲裁委員會立案和發展部副部長董黎明指

出，目前涉台仲裁中心接到的案例，主要涉及台商

民商事糾紛，包括合同履行、投資、物業糾紛等；

從最終效果來看，糾紛雙方均對仲裁結果滿意。仲

裁具備諸多優點，包含糾紛可保密、靈活解決等，

仲裁與訴訟相比，耗時更短，成本更低。

江蘇省台商服務中心主任尹偉林表示，目前仲

裁中心組建了涉台仲裁員隊伍。24名涉台仲裁員

中，有10名台籍仲裁員，以及長期從事對台工作、

熟悉兩岸事務的台辦、台協會人士等。在中國大陸

經商10年的台商揚州泰悅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也是涉台仲裁員之一的游和璁認為，台商作為仲裁

員，對糾紛雙方的立場理解較充分，因此能參與協

調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

江蘇是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大省份。據江蘇省台

辦統計，截至2016年底，江蘇累計批准台資項目逾

2.6萬家，實際到帳台資達717億美元、占大陸台資

總量的3分之1；由於台資多、金額大，各類涉台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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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也不斷增加，因此江蘇是台資企業權益保障工作

的重點地區。

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　電子業獲利最佳� 　�

據工商時報4月19日報導，台灣上市公司在中

國大陸收益年成長突破4成，個別企業出現較大獲

利者，中華徵信所分析，一來是能掌握大陸轉型

契機，另是以台灣強項的電子製造業，諸如電子

零件、3C周邊產品最有獲利條件。

證交所公開資訊揭露的大數據中，包含F股在

內已赴陸投資的台股上市公司，認列2016年累計

投資獲益新台幣3,114億元，就產業別來看，最佳

獲利表現前5大，分別為電子業、電腦及周邊設備

類、橡膠業、電機業、食品業、汽車業。

受到廠商家數的影響，5大產業的收益規模也

相差很大，電子業相關突破2,400億元，排名第2

的橡膠業約137億元，第5的汽車業約67億元。

就個別公司所屬產業，也能佐證上述分析。

上市公司大陸收益前10名，僅排名第3的正新屬於

橡膠業、第6的統一為食品業，加上第10的裕隆是

汽車業，其餘7名清一色是電子業。

至於台灣最強項的半導體產業，在部會政策

限制上市公司有條件赴大陸投資嚴管之下，主要

晶圓生產業者台積電獲投資收益約60億元，其他

半導體設備、銷售通路業者加總計37億餘元，反

映出台灣相關業者尚未以大陸市場作為主要收益

來源。

中華徵信所分析，獲利集中的少數大型台

商，如鴻海等，有其資金和市場地位的先天優

勢，其他台商如果想要相近獲利，最好的做法就

是掌握到大陸缺乏的先進技術，或者配合大陸戰

略產業政策，不然就是要展現更強的生產能力，

轉往客製化和利基型產品，否則仍難以生存。

中國大陸雲市場大　台商新契機�

據旺報4月16日報導，雲端運算服務是IT界最

熱話題，中國大陸更是由政府帶頭發展雲計算，

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雲計算發展三年行動

計畫」，希望掌握核心技術，把雲端服務能力提

升到國際頂級。提出到2019年大陸雲計算產業規

模達到4,300億元人民幣的發展目標。

所謂的雲端運算、雲計算（Cloud Computing）

指的就是透過各式網路，將用戶端的個人電腦與

遠端伺服器連結在一起。為了支援大規模的雲計

算，因此，必須要有強力的伺服器，要建構資料

中心（Data Center），把千萬台的伺服器放在一起

管理，大型資料中心消耗的電力幾乎等於一座小

型城市。

全球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台

達電子，也跨入資料中心的領域，台達電子日前

首度向全球公布一款新產品「預裝式貨櫃型資料

中心基礎架構方案」。與大陸3大電信運營商（聯

通、電信、移動）、民營資料中心龍頭企業如廣

東宏達、江蘇廣和慧雲等在資料中心機房建設上

都已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台灣伺服器相關廠商，如廣達、英業達、信

驊；網路交換器廠商如智邦，前景看俏，大陸雲

端大廠BAT也成為硬體廠商主要目標顧客。另外，

公共雲服務也是另一個熱門範疇，大陸華為、阿

里都跨入公共雲市場，兩岸產業合作，也瞄準了

此一領域。

對於兩岸產業合作的方向，目前兩岸都具備

硬體跟晶片的優勢，華為雲數據中心總經理鄧興

認為，兩岸應持續合作不變。畢竟所有軟體更

新，都會帶動硬體的創新，如CPU、晶片和傳感器

等，這是一種循環的概念。過程中，兩岸應該致

力站上整個產業的至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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