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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算提案及主要稅務議題立法進程

更財政投資基金持有不動產之課稅方式。�
�提案將在議會進行審查和討論，�計將於
2022 年 12 月��最�提案結果。

��政�於 2022 年 9 月 20 日公� 2023
年�算提案，主要係包含公司所得稅稅率調
整、設定外籍人士�資免稅額上限金額及變

稅務議題 提案內�

公司所得稅稅率調升
至 19%

生效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
除為政�支出所提供之資金外，公司所得稅的起徵稅率（課稅所得額小於標準稅率
起徵額）將從 15% 提高� 19%，此外，調降標準稅率起徵額從 395,000 歐元至
200,000 歐元，未來全年課稅所得額在 200,000 歐元以上的企業將開始適用標準
所得稅稅率 25.8%。

為外籍人士提供免稅
額補償並以�資的
30% 為上限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1 日
無論實際發生的金額為何，�符合條件之外籍人士，得以其�資 30% 作為免稅額，
視為對該外籍人士發生之成本費用補償。惟，提案建議為此 30% 的免稅額設定免稅
金額上限，該上限�計將參照最高�資所得標準表（Wet Normering Topinkomens, 
WNT-norm）之�資�準設定（2022 年為 216,000 歐元，每年調整）。此外，建
議在立法中明確規定雇主和雇員可自行��以實際發生之成本費用或以年度申報�
資的 30% 作為免稅額計算，同時，未來兩年，可�以過�條款之��。

變更財政投資基金持
有不動產之課稅方式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1 日
目前，符合條件的財政投資基金（Fiscal Investment Funds, FIF）係按 0% 稅率課
徵公司所得稅。��政��意�在多數情�之下，當 FIF 因持有不動產而受益或該
不動產產生衍生收益時，持有該 FIF �益的外國投資者將受惠於 FIF 之稅務優惠政
策而不需要承擔相應稅負，如公司所得稅或扣繳稅。有�於此，本次�議否准�受
0% 稅率之 FIF 直接投資��或外國�地產。

�� 2023 年�算提案

2022 2023

起徵稅率 15% 19%

標準稅率起徵額 395,000 歐元 200,000 歐元

標準稅率 25.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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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近期所�議之稅務議題

稅務議題 提案進程

股利扣繳稅

一般情�，生效日期：�計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對於股利扣繳稅的法案，提議以下三項變更：
1. 目前，��上市公司（Naamloze Vennootschap, NV）及有限責任公司

（Besloten Vennootschap, BV）得要求稅�確認實收資本額以確定股利扣繳稅
的適用範�。本次立法變更，提議將此項�利擴大至其他公司型態的扣繳義務
人。

2. 目前，股東、成員、參與者或其他受益人的出資報酬和符合�益特性之利潤參
與�款（Profit-Participation-Loan）的�款報酬，非屬法�明定之應稅事項範
�，因此，本次立法�議將之明確化為應稅事項。

3. �股利�離規定（Anti-Dividend Stripping Rule）中使用「法�實體」一�，
導致��規定時，無法人格之部分營運實體（如合夥企業型態等組織）未納入
規定範�中，因此，本次立法�議完�前提條件並採用「實體」一�取代「法
�實體」。

特殊情�，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1 日 （已��）
2021 年 11 月 11 日，實施符合特殊條件者加徵股利扣繳稅（Conditional 
Dividend Withholding Tax）的法案，即向低稅負地區、�合實體和�及�用情形
之組織架構支付股利時應予扣繳；以法案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同法延期，
適用之股利扣繳稅率同標準公司所得稅率 25.8%。該扣繳稅負將與一般情�所徵收
之 15% 的股利扣繳稅並�。然而，基於��計規則（Anti-Cumulation Rule）之適
用，若稅基重複則原 15% 之股利扣繳稅得以扣抵額外加徵之股利扣繳稅，使整體
股利扣繳稅負維持 25.8%。請�意，此項法案有可能影響在現行法規之下非屬股利
扣繳稅課稅範�之納稅義務人，因此需要審�評估其影響。

��法�實體和合夥
企業分類準則與國際
分類標準一致

生效日期：�計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21 年 3 月 29 日，��政�針對公司型態分類準則發�徵求意見書，所�實體
包�根據外國法�註冊成立的實體及同時根據��和外國法�註冊成立的合夥組織
或基金。�議之分類準則�在與國際準則保持一致性，減少因分類準則不同所造成
的��結果。

��其他重要稅務議題立法進程更�

稅務議題 提案內�

�避稅指令

歐盟�避稅指令（3rd EU Anti-Tax Avoidance Directive, ATAD 3 - Unshell）將在歐
盟實施「最低實質要求」以期��企業實體不當利用歐盟成員實體獲得稅務利益。
原�期生效日為 2024 年 1 月 1 日，惟歐盟正在討論將生效日期延後至 2025 年 1
月 1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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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議題 提案內�

支�二指令

�由實施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支�二方案，以確保跨國企業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承擔 15% 全�最低稅負。�期計入所得法
（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將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度
生效；否准扣抵法（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則是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然而，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之後，公司間資
產移轉交易已經受�相關過�條款的影響。在等待所有歐盟成員國一致同意之前，
法國、�國、義大利、���和���個國家已於 2022 年 9 月 9 日發�共同�明，
重申對實施支�二的承諾。

平衡股�與��融資
扣除額

平衡股�與��融資之扣除額（Debt-Equity Bias Reduction Allowance, DEBRA）
租稅政策，�由讓�益投資得以名目利率計算扣除額及進一步增加利息費用扣除限
制的方式來��企業以股�形式融資。此項政策�計生效日為 2024 年 1 月 1 日。

歐盟公開國別報告
（已通過）

歐盟執行�員會提出之公開國別報告（EU Public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將自 2024 年 6 月 22 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度實施。過�連續兩年合併收入超過
7.5 億歐元的跨國公司應揭露已繳納的所得稅和其他稅收相關資訊，例如在各個國
家的利潤、收入和員工明�。

歐盟�時性團結�

歐盟�時性團結�（ EU temporary Solidarity Contribution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並且�期�用一年。對於活�於��、天然�、���和��等行業的公
司，其因從事相關活動而�取之超額利潤將加徵 33% 的�時性團結�。該「超額
利潤」的初步認定係以 2019 之後的三個會計年度之平均利潤為比較基準，超過該
平均利潤之 20% 視為超額利潤。

�相符。未來��及歐盟投資�境將更加�
調企業公開透明及實質營運的程度。

臺商於��有營運或投資控股架構者應��
關�及評估此次提案和歐盟�議對�團之影
響。安永亦將持續為���並�整後續重要
會議討論以及相關施行�節，並為�整理分
�具體規則及�全配�之實施計�。

我�的��

��政�本次公�的�算提案，在維持原本
的優惠政策之餘，開始加��管力度，��
企業獲利於稅務政策�無承擔相應之稅負。
同時，��立法�步之推進，其立意與歐盟
所�議之�避稅指令、支�二指令��等�

聯���: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聯�人:   

• �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273 
• 鍾振東 協理   分機 67271
• 林    � 協理   分機 75530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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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評香港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制度（FSIE）之�訂

上述定義的第一項��大部分在�加�實際
取得收入的情�，而第二和第三項包�在�加
�被視為收入的��特定情�。實務上，�加
�稅務�認為上述定義的第二項，不包��加
�稅務居民利用未實際匯入之非收益性收入
（如股利），向其股東支付股利的情�。因為
此時股利支付之義務，並不屬於因在�加�進
行貿易或業務而產生之�務，故該股東取得之
股利不會被視為「在�加�收取」。

為避免香港相對於�加��為國際商業中心
的稅務競爭力被��，綜合從�戶收�的意
見，在提交給香港政�的意見書中，安永特別
�調在��訂之 FSIE 制度下，「在香港收取」
一�的定義不應比�加�對「在�加�收取」
一�之定義更��。

�點 2：�許「純控股公司」開展��附�活
動。

根據香港於�月發�之���件，「純控股公
司」是指「主要功能為收購和持有公司股份
或股東�益，並��取股利和處置收益的公
司」。�與��租稅天堂經濟實質法中採用的
術�相同。其中一�稅收管�區，如開曼��
和��達，�許��的公司進行其他活動或�
取其他收入，以作為「純控股公司」的一部分
或附�業務。在�的 FSIE 制度下，「純控股
公司」在香港收取海外股利和處分股�產生之
資本利得時，將可適用放�之經濟實質要求。

根據���件，在放�之經濟實質要求下，
「純控股公司」�需：

1. 在香港持股和管理持股；
2. ��香港公司法的申報規定。

因應歐盟對香港向��被動性海外所得給予
免稅優惠但不要求納稅人在香港有經濟實質
之擔�，香港針對現行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
制度（FSIE）提出�訂建議。（請�安永稅
務��第 2022015 期）。根據�訂建議，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受��之納稅人在香港
獲得被動性海外所得，需要在香港滿���經
濟實質的要求，才能適用免稅。

香港政�於 2022 年 7 月 4 日發����件
後，安永從�戶收�許多關於 FSIE 制度的問
題和意見，安永香港已及時整理並向香港政�
轉達��意見。據��，香港政�正在考�安
永香港提交的意見，並會在適當情�下，將其
納入於 10 月�或 11 月初發�的�訂條例�
案中。

在�份稅務��中，我�將分��戶共同關心
的問題和��。

�點 1：「在香港收取」一�的定義不應比�
加�相應的術���。

根據�的 FSIE 制度，�有當所得「在香港收
取」時，才需考�被動性海外所得是否需在香
港繳納利得稅。��課稅基礎與�加�被動性
海外所得的「匯付基礎」課稅方式相似。

�加��所得稅法�對「在�加�收取」相應
之定義如下：

1. 來自�加�境外，匯入、��或�入�加
�之任何收入；

2. 來自�加�境外，用於償還在�加�貿易
或業務產生任何�務之任何收入；

3. 來自�加�境外，用於購買�入�加�任
何動產之任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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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香港作為跨國企業�團設立控股公司
的理想地區，實務上香港有必要對「純控股公
司」的定義採取盡可能��的�釋。因此，安
永香港建議香港稅務�，在公��訂條例�案
同時也應發�一份關於該法令之初步指導說
明，其中包�與「純控股公司」有關的各�問
題及說明性舉例。相關問題應包�：

1. 「其他活動」的性質和規模：例如以股利
收入進行投資的�款、股東�款或可流通
證�，��活動將被接受為「純控股公司」
活動的附�活動；

2. 最低限度的活動：例如在香港通過董事會
決議��發放股利和核准財務帳目之公
司，已�以符合適用放�之經濟實質要
求。

安永香港也建議香港政�，初步指�之內�在
�訂條例�案通過成為正式法令後，應被納入
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中。

�點 3：在�的 FSIE 制度下，已依全面性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簽發之香港居住者證明的納
稅人一般被視為滿�經濟實質要求。

在辦理依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規定之居
住者證明申請時，除�居住者身分��外，香
港稅務�亦會考�申請人在香港是否有��
的商業實質，以�止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的�用。因此，安永香港建議在�的 FSIE 制
度下，已在當年度獲發居住者證明的納稅人應

可被視為滿�同一年度的經濟實質要求。�將
大�減少納稅人和香港稅務�的稅收管理和
法�成本。

臨時�施

為提供納稅人更多合規的依據，香港政�表示
在�訂條例�案��後，香港稅務�將�許納
稅人就是否符合該經濟實質規定之情�徵求
稅務��長的意見。香港稅務��長將根據所
提供的資�給予意見，意見通常在收�申請和
完整資�後的 1 個月內發出。不過，當�的
FSIE 制度通過成為法�，上述臨時�施將被
現有的�先�定制度取代。有關申請意見的程
序及申請所需的��資�，將在�訂條例�案
��時公�在香港稅務���。

我�的��

歐盟高�會在 10 月 4 日公�的稅務不合作名
單中，香港仍屬於�名單之列。如果香港立
法會通過�訂條例�案，�的 FSIE 制度將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後適用於受��納稅人在香
港收取之被動性海外所得。�時，香港是否能
從稅務不合作�名單中移除�待��。

臺商於香港有取得被動性海外所得者，應��
關�及評估此次立法�案對�團之影響。安永
將持續為���並�整有關香港 FSIE 制度之
重要更�以及相關施行�節，並為�整理分�
具體規則及�全配�之實施計�。

聯���: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聯�人:   

• �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273 
• 鍾振東 協理   分機 67271
• 林    � 協理   分機 75530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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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

在全�化的�勢下，跨國企業間的交易��頻繁，交易供應�衍生出移轉訂價相關的稅
務議題就�多，移轉訂價報告是主管機關針對關係人交易相關內�所收取�的第一�資
�。

�麼，在準備移轉訂價報告時，有什麼應�意的事項�？就讓我�在本�移轉訂價報告
�意事項第三期中��分�說明一下��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務部
移轉訂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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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化的�勢下，跨國企業間的交易��頻繁，交易供應�衍生出移轉訂價相關的稅務
議題就�多，移轉訂價報告是主管機關針對關係人交易相關內�所收取�的第一�資�。

�麼，在準備移轉訂價報告時，有什麼應�意的事項�？ 我�在本�中�列� 4 項須�意
事項，就讓我���分�說明一下��

未於本�中分�的�意事項我�已於第一期及第二期中進行分�，請參�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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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可比對象或交易��時，須特別�意可
比較程度，因為可比較程度�高，可信�度就
�高，所建立的常規交易範�就�具有比較價
�。

若企業計�於期�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我國相關的法令規定已相當完備，惟從實務面
而言，對於�大多數年度當中交易�數非常多
的跨國企業而言，可能有其��度，建議企業
應事先評估其可行性。

�有完備的租稅規�與管理，�分��主管機
關可能挑戰的重點，並適度採行因應之�，才
能降低移轉訂價風險，確保企業稅稅平安。

安永的��與建議

在全�化的�勢下，跨國企業間的交易��頻
繁，移轉訂價評估時須�意的�節就�多。

針對臺灣母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如果獲利明
顯�高或�低，�是各國主管機關挑戰的主要
對象，企業應特別�意因應之�。

如果臺灣母公司的本業�損，惟業外投資�獲
利，�是移轉訂價�大審查重點之一，�可能
會被列入主管機關查核對象，企業應��分�
說明�損原因，或進行計價政策調整，以符合
移轉訂價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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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聯�人: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 �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蔡�� 協理   分機 77383
• 林    �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 ��� 經理   分機 67080
• ��� 經理   分機 67133
• ��� 經理   分機 67088
• 廖淑樺 經理   分機 67094
• �一� 經理   分機 75563
• �承� 經理   分機 75709
• ��書 經理   分機 66439
• ��� 經理   分機 67089
• ��� 經理   分機 6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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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與 BEPS 相關之最�法令動態

2. 法國、�國、義大利、��及���在
2022 年 9 年 9 日發�聯合�明，並說明
支� 2 將在 2023 年施行。

3. 有�於��利在 7 月�對支� 2 指� (the 
Pillar Two Directive)，歐盟進一步�示要
根據歐盟��政策 (Cohesion Policy) �結
其 75 億歐元的補�基金。若歐盟採取此
行動，將會影響�另一���利�未從歐
盟��基金 (EU Recovery Fund) 取得的
73 億歐元資金。

��內�

有關各國近期針對 BEPS 2.0 所採取之行動�
整如下表：

重點��

近年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對
BEPS 2.0 專案支� 1(Pillar One) �訂利潤分
配規則、支� 2(Pillar Two) 全�最低稅負制
度，陸續提供相關指�並且舉行徵�會議。
為回應此�國際租稅的改�，各租稅管�區
政�亦陸續針對 BEPS 2.0 專案發��明、舉
辦公開徵�會及�定�案等，近期重要之相
關更�包含但不限於以下：

1. 美國國會在 8 月中�通過�降低通�法
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該法案顯
示美國最低稅負制與 OECD/G20 �架下
之支� 2 規定有顯�差異。

國家 內�

OECD

2022 年 9 月 12 日 OECD 針對舉行 Pillar One Amount A 進度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Amount A of Pillar One) 舉行公開徵�會議
此公開徵�會議主要�討三大主題，分別為 (1) 行銷及配銷利潤避風港條款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profits Safe Harbor)、(2) �除雙重課稅以及 (3) 其他相關議題。

歐盟

2022 年 8 月 26 日 歐盟議會發�有關歐盟數位稅 (EU Digital Levy) 之意見初�
歐盟議會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發�意見初�，要求若大部分的國家在 2025 年�前�未實
施支� 1，歐盟執�會和成員國應�定歐盟數位稅的提案。歐盟議會於立法過程中僅能作為
��的��，因此是否實施支� 1 或歐盟數位稅仍需歐盟所有會員國之同意。

2022 年 9 月 9 日 �、法、義、�、��國針對 BEPS 2.0 發�共同�明
�國、法國、義大利、��、����個國家於 2022 年 9 月 9 日針對支� 1 以及支� 2
發�共同�明，該共同�明包含以下事項 :
• 此�個國家一致同意在 2023 年中前完成簽訂針對支� 1 的多�公約；
• 此�個國家重申對實施支� 2 的承諾，並且�計在 2023 年以任何法�形式 (by any 

possible legal means) 施行該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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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內�

�國

2022 年 9 月 3 日 聯邦政�實施支� 2 的�明
�國聯邦政�於 2022 年 9 月 3 日正式發�將在�國境內實施支� 2 的�明。該�明並無
包�其他�節，但該�明��的說明無論歐盟協商之結果如何，�國��意推行支� 2 之
實施。

�士

2022 年 8 月 17 日 �士聯邦國會舉行有關支� 2 的公開徵�會議
於 2022 年 8 月 17 日，�士聯邦�員會 (Federal Council) 就將於過�期間�時規範與支�
2 重大議題相關的法令公開徵求意見。該法令包�合格當地最低稅負制 (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QDMTT)、計入所得法 (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 以及否准扣抵法
(Undertaxed Payment/Profits Rule, UTPR)。
該�案內�主要參照 GloBE 規則範本的內�，並僅包含有限的�士法規。該公開徵��將
開放至 2022 年 11 月 17 日，並�計於 2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國

2022 年 7 月 20 日 �國政�發�有關實施支� 2 的�案
�國政�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發�對跨國企業課徵補�稅 (Top-up Tax) 之立法�案以實施
支� 2。該立法�案係依參照 GloBE 規則範本之內�，該�案亦包含�計入所得法 (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 之規定，並且表示 IIR 將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
度開始適用，但該立法�案目前�未包含否准扣抵法 (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 之
規定。
�國亦有可能會制定當地最低稅負 (UK Domestic Minimum Tax, DMT)，若�進DMT之規定，
相關適用門�將同支� 2 方案 ( 即針對合併營收大於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 )，並可能同時
適用總部位於�國和總部位於外國之跨國企業。

香港

2022 年 8 月 15 日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 (SFST) ��延後實施支� 2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 (SFST) 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將計入所得法 (IIR) 的實施日期，
自 OECD 原先�期的 2023 年延後至最� 2024 年，但關於否准扣抵法 (UTPR) 與當地最低
稅負制的實施，並未提供確�的�計施行日。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也�期在 2022 年�，
針對 GloBE 規則的實施範本舉行公開徵�會議。

�來��

2022 年 8 月 1 日 �來��財政部針對實施 GloBE 規則發�公共討論�
�來��財政部於 2022 年 8 月 1 日針對 GloBE 規則的實施發�公共討論�，�來��
正在�視實施計入所得法 (IIR) 及否准扣抵法 (UTPR) 的相關�節，並考��入最低稅負制
(QDMTT) 的可能性。此外，該討論�也��有關國別報告避風港條款以及如何將現有的租
稅優惠與 GloBE 規則範本進行結合之意見。

��

2022 年 7 月 21 日 ��財政部��支� 2 的�案
��財政部於 2022 年 7 月 21 日公�� 2022 年稅改計�，該計�包含針對實施支� 2
的�案。該�案主要參照 OECD 的 GloBE 規則範本，並包含計入所得法 (IIR) 及否准扣抵法
(UTPR) 之相關規定，但未包含合格之當地最低稅負制 (QDMTT)。��目前�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實施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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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內�

模���

2022 年 6 月 22 日 模���財政部發� 2022 年財政法案，增訂與支� 2 相關之名�定義
模���財政部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發� 2022 年財政法案，其中包含所得稅法�正案。
該所得稅法�正案增訂與支� 2 相關之名�定義，包含 BEPS、GloBE 規定、跨國企業�團
(MNE)、合格之當地最低稅負制 (QDMTT) 及補�稅 (Top-up Tax) 等。此外，該�正案亦納
入一個�的�節，該�節說明構成跨國企業�團一部分並繳納補�稅的公司，可能須按規定
的形式和方式計算和支付最低稅負。
此�正案已於 2022 年 8 月 2 日經總�同意，但�未開始實施。

美國

2022 年 8 月 16 日 美國總�通過�降低通�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此法案包含針對企業課徵最低稅率 15%，即美國最低稅負制 (Corporat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CAMT)。CAMT 制度原則上適用於連續三年平均調整後財務報表�利
(Adjusted Financial Statement Income, AFSI) 超過 10 億美元的公司。針對屬於最�母公司
為非美國公司之跨國�團的成員公司，(1) 由全體成員產生的三年平均 AFSI 須超過 10 億美
元，且 (2) 由�團內美國公司、美國股東按比例持有的受控外國公司之 AFSI、美國來源所
得 (ECI) 及特定合夥企業收益產生之�利須超過 1 億美元。

�年 7 月發�針對�移轉訂價�據要求的�
案， 建議投資人多加留意。請參相關各國針
對國際稅務發�之最�法令如下表。

除前述與 BEPS2.0 專案以及最低稅負制之相
關最�進展外，各國亦發�不少與國際租稅
議題相關之重要改�，以�國為例，�國於

國家 內�

�國

2022 年 7 月 12 日 �國聯邦財政部發� DAC7 �案
�國聯邦財政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部發�關於數位平臺業者申報義務的 DAC7 實施法案�
案，DAC7 是歐盟稅收行政合作指令 (EU Directive) 的�正案，該�案於 2022 年 8 月 24
日進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此法案要求數位平臺業者必須��、�證和申報使用其平臺銷售特定商品或提供�務的賣
家的資訊，並�在加�歐盟成員國稅務機關之間的資訊交流與合作。此法案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2022 年 8 月 2 日 �國聯邦財政部發�針對非居住者提供�體開發�務之扣繳稅指�
�國聯邦財政部發�針對支付給非居住者提供�體開發�務報酬的扣繳稅處理指�。此指�
��於該等交易係被視為移轉使用�或僅為�時性的��，若屬��，則需依�國稅法進行
扣繳。
該指�適用於 2021 年 6 月 6 日之後給付的費用，目前財政部並未對之前支付之費用的課
稅處理提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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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內�

�國

2022 年 6 月 16 日 �國與根��簽�雙�租稅協定第 25 條之議定書
�國與根��簽�關於其雙�租稅協定第 25 條第 5 項��程序之議定書。若有租稅管��
界定不明的情形，將依�國 - 根��租稅協定第 25 條進行��。本議定書記載��的��
程序，包含 (i) ��小組的指定；(ii) ��程序；(iii) 保�；(iv) 最��定之規定，此議定書
於簽�日 2022 年 6 月 16 日起生效。

2022 年 7 月 20 日 �國發�有關設立�的移轉訂價�據要求立法�案
�國政�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發�針對設立�的移轉訂價�據要求的�案，該�案將針對
適用國別報告之大型跨國企業 ( 全�收入大於歐元 7.5 億且在�國營運之企業 )，設立�的
移轉訂價�據要求，以�除因缺少�件保�相關規範而導致各企業準備方向的不一致。
此�案將�制要求準備�團主� (Master File) 以及當地報告 (Local File)，並要求於準備當
地報告時同時準備審計�� ( 包含調查問� )。此法規將於 2023 年 4 月 1 日 ( 含 ) 以後的
會計年度開始實施。

���

2022 年 8 月 4 日 ���稅務�發�關於利息扣抵限制規則 (ILR) 的指�
���稅務�於 2022 年 8 月 4 日針對利息扣抵限制規則（Interest Limitation Rules, ILR)
發�指�，利息扣抵限制規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 含 ) 以後之會計年度開始適用，規定公
司利息費用扣抵上限不得大於其 EBITDA 的 30%。
此指�主要係提供進一步之��，包含但不限於約當利息 (Interest Equivalent) 之定義、
EBITDA 計算方式，以及相關實體及利益團體的申報義務。

2022 年 9 月 9 日 ���稅務�更�關於可扣抵之數位�務稅 (DST) 的指�
���稅務�於 2022 年 9 月 9 日針對可扣抵之數位�務稅 (Digital Services Taxes, DST) 
之指�進行更�，基於���的稅收目的，因交易而產生的 DST 得於計算該交易的收入時
全額扣抵，更�後此指�將適用於�地利、法國、義大利、��、���、��其、�國及
�度。

澳�

2022 年 7 月 20 日 澳�國稅�發��用租稅協定 (Treaty Shopping) 相關釋例
澳�國稅�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 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發�有關�用租稅協
定以獲得降低之扣繳率之�告 (Taxpayer Alert, TA)。該�告提供兩�可能會被 ATO 認為是
�用租稅協定的釋例，該釋例主要係利用於澳�居民企業及最�受益人 ( 收取�利金、股利 )
間安排一個或多個關係人的方式，以獲取租稅協定利益。通常被安�的關係人係位於與澳�
簽有租稅協定之國家 / 地區，而最�受益人係位於與澳�無簽訂租稅協定之國家 / 地區或�
有簽訂協定但租稅優惠較低的國家 / 地區。

2022 年 8 月 5 日 澳�國庫部發�關於跨國租稅�信及透明度的討論�
澳�國庫部 (Australian Treasury) 於 2022 年 8 月 5 日發�關於跨國租稅�信及透明度的
討論�，此討論�主要在�決跨國企業租稅規避行為，並且提升租稅透明度，包含：
• �正現行資本�化規則，�計�改現行規定以限制利息扣除額為 EBITDA 的 30%；
• 限制跨國企業 ( 針對全�總收入超過澳幣 10 億的跨國�團 ) 的�利金扣除額；
• 加�跨國企業的租稅透明度，例如公開特定稅務資訊、�制向股東報告重大稅務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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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內�

加�大

2022 年 8 月 9 日 加�大財政部在 2022 年�算案中提出�制揭露規定 (MDR) 之�正�案
加�大財政部在 2022 年 8 月 9 日發�立法�案以實施 2022 年�算案中所提之稅務規定。
該立法�案包含�正先前公�之�制揭露規定 (Mandatory Disclosure Rules, MDR) 的�案，
包含：
• 經加�大稅務� (Canadian Revenue Agency, CRA) 認定�及�用租稅優惠之交易；
• �入須向 CRA 報備未確定稅務處理的要求；
• �入對�規行為之��。
�規定�計於 2023 年開始生效。此外，一般�避稅規則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 
GAAR) �案及徵�意見之提案也於同日提出。

�根�

2022 年 9 月 1 日 �根�國稅����制揭露規定 (MDR) 之施行
�根�國稅� (AFIP) 於 2022 年 9 月 1 日發� 5254/2022 決議，並自 2022 年 9 月 1 日
起��實施�制揭露規定 60 天，原因在於數個行政��案件的最後判決�未確定。此外，
國稅�亦考�調整該�制揭露規定，使其更有效率及更能達成立法目的。

�普��

2022 年 7 月 29 日 �普��發�移轉訂價�公告
�普��政�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發�有關移轉訂價規定及其必要�件的公告，此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就�團主�報告 (Master File) 和當地報告 (Local File) 的內�、
使用�言、準備程序、�件保�、提交截止日期和更�頻率，提供進一步指�。

(CAMT) 與 OECD �之全�最低稅負制�有相
似之處，但實質性 ( 包含適用門�以及計算
方式 ) 仍有所不同。

我�建議投資人應��關�有關 BEPS 2.0 在
各國實施的後續動態，並��各國針對有關
國際稅務政策的變化�勢，以評估對自身業
務之�在衝擊。安永亦將持續為���並�
整後續重要�案以及相關施行�節，並為�
整理分�具體規則及�全配�之實施計�。

我�的��

為回應 BEPS 2.0 專案以及國際租稅制度的大
改�，各國稅務機關陸陸續續推出各項指�、
釋例、進度報告、徵��及會議等，以協調
出最適的租稅政策。�得�意的是，目前並
非所有國家�同意實施 BEPS 2.0 專案 ( 例如
��利已�明�對實施 )，且目前同意建立
最低稅負制之國家也非皆完全採行 OECD 之
相關規範。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最低稅負制

聯���: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聯�人:   

• �小�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 資深協理  分機 67273 
• 鍾振東 協理   分機 67271
• 林    � 協理   分機 75530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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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於 2022 年 08 月 15 日，發�第
53/2022/ND-CP �法令 ( 以下簡稱�第 53
�法令�) 針對資訊安全法 (Cybersecurity 
Law) �出說明。該法令已於 2022 年 10 月
01 日生效，其重點內�如下：

• 數據在地化�� (Data Localization)，即
在��保�相關資�，以及在當地建立商
業據點 (Local Commercial Presence) 之
需求

• 資訊安全保護之相關作法 (Cyber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I. 在地化��要求下的數據

1.1. 須��在地化數據��與當地商業
據點規定之公司

依據第53�法令，數據必須以符�、
��、數�、圖�、��或類似之型
式��其資訊。
若以較��的方式認定第 53 �法令
所定義的「數據」，即為與��子
交易法�中的「數據」 定義一致，
以數據的型式�為立法規範的判斷依
據。

1.2. 應��在��的數據類型

必須��在��的數據類型包�：

1. 與��使用者有關的個資數據：
用於確認個人身分的數據。

2. 由��使用者所產生的數據：由
���務使用者參與、�作及使

用���間的過程中，所產生之
數據 ( 包含組織與個人 )，以及在
��境內用於連接���間之�
通設備和�務資訊。該資訊包含
�務使用者的帳戶名稱、�務使
用時間、信用卡訊息、�子�件
地�、最近登�和登出的 IP 位�
以及用於註冊帳戶所�入的��
�碼。

1.3. ����使用者與其他人之間的關
係數據：可用於推斷在���間中
使用者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之數據，
包�使用者與��或�組間的連�
或�動。

II. 數據在地化��與當地建立商業據點之規
定

2.1. 須��在地化數據��與當地商業
據點規定之公司

根據���資訊安全法�，提供�信
��、�際��、加��務的國內企
業 (Onshore Enterprise) 及境外企業
(Offshore Enterprise，依據外國法
�成立或註冊的公司 )，若該企業在
��進行��、利用、分�及處理受
管制數據，則必須依��的法規將相
關數據��於��當地。
• 國內企業

與�資訊安全法�第 26 條 3 款相
比，第 53 �法令並�有對適用於

東��稅務�投資法令更�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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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的數據在地化規定提出
更��的指�。因此，若將第 53
�法令第 2 條與第 26 條 2 款結
合�資訊安全法�第 26 條 3 款，

任何滿�以下 (A) 與 (B) 的國內企
業�必須��在地化數據��的
要求。

A. 在��提供以下任一�務

No �務 現行法規定義 / �述

1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提供兩個用戶或是一個�組的�務用戶，提供發�、��、接收或處
理資訊之�務。包�基本�務與增��務 -��信法�第 3 條 7 款。

2
Telecommunication- based 
application services

採用�信��與����提供 IT、無��或�視��、商業、金融、
銀行、�化、資訊、��保�、��及其他領域之應用�務 -��信法�
第 3 條 8 款。

3 Internet services

���務為一��信形式之�務，包����取�務及��連��務
a. ���取�務是指�許用戶連入��的�務。
b. ��連��務是指�許���務提供商與�信�務提供商相�連

�，以分��聯�負�的�務。
- 2013 年 7 月 15 日第 72/2013/ND-CP �法令第 3 條 2 款

4
Over-the-top content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未定義

5
Value-adde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子�件�務、��信��務、增����務、�際�取�務 ( 包�
���度低於 256kb/s 的�頻�際�務及���度高於 256kb/s 的
�頻�際�務 )，以及��訊息通訊部規定之其他增��信之�務。
- 2012 年 5 月 18 日第 05/2012/TT-BTTT �通�第 4 條 3 款 b 點



 

23

B. 在��提供以下任一�務
2.1. 須��在地化數據��與當地商業

據點規定之公司 ( 續 )

• 境外企業
數據在地化的規定似�對境外企
業較�易��。特別是，�有在
符合以下所有條件的情�下，境
外企業才需要將受�管的數據�
�在��並在��設立代表性分
支機構或辦事處。

a. 從事經營為受�管之產業，包
� :

1. �信�務；
2. ���間的數據��與共�

�務 ( �端���務 )；
3. 向��的�務用戶提供國家

或國際�域名；
4. �子商務；
5. �子支付；
6. ��支付；
7. 提供���間之間的�接�

務；
8. 社���及社��體；
9. �上��；
10. 管理及營運提供訊息、��

通�、視訊通�、�子�件
或�上�天等形式之���
間�務。

b. 符合以下情�之企業 :

1. 收�公安部資訊安全和��
高�技��� (The Division 
for Cybersecurity and 
Prevention of High-Tech 
Crime，以下簡稱為「A05
�」) 的通�書，其認為企
業所提供之�務用於���
�安全條例之行為；且

2. 被A05�以書面要求協調、
��、調查和處理該�法行
為； 但是

3. 企業並�有��或�有完全
�� A05 �的要求，或阻
止、��、�用或�用由特
殊資訊安全主管機關所要求
之�施。

c. 由公安部所發出要求數據在地
化及在��設立代表性分支機
構或辦事處的書面決議。

註：屬於上述情�下的境外企業，自法令發
�之日起 12 月內，須完成��數據在
地化及在��設立代表性分支機構或辦
事處 ( 商業據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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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據��的形式、數據��的時間，
以及在��建立商業據點

• 數據��之型式：
第 53 �法令給予企業在���
�數據��型式的�利，可以�
釋為

1. 在��擁有 / 租����，或

2. 在��擁有符合數據在地化�
�要求的備份

• 數據��的期限：
收�通�書起，至數據��期間
結�之前，境外企業需依規定在
����受管制之數據，��期
限之最低需求為 24 個月。而第
53 �法令並無規定國內企業的數
據��期限。

• 在��建立商業據點的期限：
境外企業在��設立分支機構或
辦事處的期限將從其收�要求在
��設立代表處或分支機構的決
定之日開始，一直持續�其不再
在��經營或不再在��提供受
�管的行業。

2.3. 其他義務

• 配合 A05 �處之要求
若企業��、使用、分�或處理
的數據，�有按照�管數據的要
求完全��在��，則必須配合

A05 �的要求，辨認並��其目
前正在��、使用、分�和處理
的數據。

• 補�數據的��
若企業進行��、使用、分�或
處理之數據屬於受�管數據範�，
則必須與 A05 �合作，以該數據
補�至須在����的數據。

• ��日� (System Log)
��日�用於協�調查與處理�
�資訊安全法之行為。��日�
必須保�至少 12 個月。

III. 資訊安全保護�施

• �銷���間中非法或不�實之訊息

�銷�施適用於以下情� : 

1. 經主管部門認定，��國家安全或��
�對��社會主義共和國、�動�力、
��安全或公共�序之內�。

2. 具��性或��性、��經濟管理�
序、�造或��事實、在人民中造成�
�或對社會經濟活動造成�重損�之內
�。

3. 其他內�請參考�資訊安全法�第 8
條第 1 款 c、�、e 點

• ��與���間的非法活動有關的�子數
據

為調查和處理���間中��國家安全、
社會�序和安全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合
法�益的活動，��數據必須��以下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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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持數位設備及�子數據的�態。

2. �子數據的複�及記�必須由可辨�、
可�證的設備與�體依程序進行，且設
備中��的�子數據之完整性必須被保
護。

3. 數據��、�子數據��的過程被書
面、照�、影�等之形式進行記�。在
必要時，可在法�上再次�示，透過相
同的流程可以取得相同的結果。

4. 負責���子數據的作業員，必須是被
指�執行���子數據任務的全��
員。

• ��或�止資訊��的運行，�銷�際�
�的�域名

本�施在公安部部長的決定發�後，適用
於以下情�之一 :

• 有證據證明該資訊��的運作已���
國家安全和資訊安全之法�規定。

• 當資訊��的使用目的是用於��國家
安全及社會�序和安全。

聯���: +886 2 2757 8888 
安永專業�務團隊 聯�人: 
• ��� 所長          分機 88866

��市場�務
• �子評 安永�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區 主持會計師    分機 88685
• ��� 安永�灣所 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東��稅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 Owen Tsao(���) Ernst & Young Vietnam Limited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行動+84 773 014 786

審計�務
• �建� 營運長         分機 88886
• ��進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00
• ��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75339

稅務�務
• �惠� 營運長         分機 88870
• 林��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小�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林    � 稅務���務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 鍾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71

交易與交易���務
• 何淑� 總經理         分機 88898 
• �安� 執行副總經理         分機 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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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稅務�投資法令更� ( 二 )

第 35 �法令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起
生效，並取代� 2018 年 5 月 22 日�
發的第 82/2018/ND-CP �法令。

2. 延後國產或��組�之特別�費稅 
(SCT) 繳納期限

��政�於 2022 年 5 月 21 日��第
32/2022/ND-CP �法令 ( 以下簡稱�第
32 �法令�)，延後���造或組��
�的 SCT 繳納期限。

對於在 2022 年 6 月至 9 月間產生之
應繳 SCT，展延繳納期限至 2022 年
11 月 20 日。在延後繳納期限內，將
不徵收逾期款項。

第 32 �令亦針對 SCT 申報�正、代
分公司申報�支付 SCT 等情�提供相
關規定。依本法令規定的延後繳納期限
(2022 年 11 月 20 日 ) 截止後，國產
或組���的 SCT 之繳納日將依現行
規定進行。

第 32 �法令自簽�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3. �模�之原產地證明書 (C/O-Form D)
將提供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為止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MoIT)
於 2022 年 6 月 1 日發�第 10/2022/
TT-BCT �函令 ( 以下簡稱�第 10 �
函令�) ，�訂有關實施�東協貨物
貿易協定�(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 ATIGA) 原產地規則，並

I. ��稅務�投資法令更�

1. 有關工業區 (Industrial Parks) 及經濟
特區 (Economic Zones) 管理之規定

��政�於 2022 年 05 月 28 日，發
�第 35/2022/ND-CP �法令 ( 以下簡
稱�第 35 �法令�) �改有關工業區
及經濟特區管理之規定，包� : 建設、
發展計�、基礎設施投資、設立、經營、
發展之規定。

第 35 �法令亦針對加工出口區 (Export 
Processing Zone) 和加工出口企業
(Export Processing Enterprises, EPE)
之規定進行�改。�要如下 :

• 申請設立 EPE 時，企業應依據海關管
理及查核之條件向主管機關提交承諾
書。接�，主管機關將�發投資登記書
(Investmen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RC) 其標記投資者設立 EPE 的目的 /
或確認 EPE 資格的證明書。

• IRC 標記之投資者設立 EPE 的目的 / 或
取得證明 EPE 資格�件的企業，有�
�受非關稅區 (Non-Tariff Zone) 之相關
投資優惠及稅務和海關政策。

• 若該�庫滿�第 35 �法令之規定，且
海關當�確認已符合海關�管之條件，
EPE 可以在工業區或經濟特區外租用�
庫以��貨物。

• EPE 可往國內市場銷售貨物，且該貨物
將按現行法規繳納進出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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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2 年 7 月 16 日起生效，包�第
22/2016/TT-BCT �通� (2016 年 10
月 3 日發� ) 及第 19/2020/TT-BCT
�通� (2020 年 8 月 14 日發� )。

第 10 �通�說明�止��本及採用�
�本的 C/O-Form D 之規定。

依第 10 �通�，海關當�接受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以��本 C/
O-Form D 申請。 

與��本 C/O-Form D 相比，��本有
以下區別 : 

• 在 Box 4 中：�Signature of 
Authorised Signatory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改為 
�Signature of Authorised Signatory 
of the Customs Authority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並
�除�Preferential Treatment 
Given under 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

• 在 Overleaf Notes 的指導原則中：
��本�除�第 1 和第 2 節中關於
「東盟工業合作 (AICO) 計�」。第
12 節中的 "Original CO (form D)"
改為 �Original Proof(s) of Origin�。

4. ��對自中國進口之��產品進行��
銷調查

MoIT 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發�第
1149/QD-BCT �函令，對原產於中國
的特定��產品�動第二次��銷調
查。

• 接受複審的產品包�進口���的
�、合金或非合金、�件和成型產
品，是否經過表面處理，是否需再
進一步加工。

• 接受複審的產品，HS �碼為
7604.10.10、7604.10.90、
7604.21.90、 7604.29.10、
7604.29.90。

• 現行之��銷稅率為 4.39% 至 
35.58%。

• 調查時間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原產地於
中國的特定��產品。

審查期間將從 2022 年 6 月 10 日起
持續 6 個月，可再延長 3 個月。

5. ��對原產於中國、�來��和�國
的���品課徵��銷稅

MoIT 於 2022 年 7 月 15 日發�
第 1403/QD-BCT �函令 ( 以下簡稱
�第 1403 �函令�)，針對原產於
中國、�來��和�國的���品
(Propylene Polymers) �出第一次�
�銷�審結論。

對於以下��產品，在進口���時，
將徵收��銷稅 :

• 商品�述：�度為 10 ��至 80
��、�度為 115 ��至 7800
��的���品和由����合物
�成的���品

• 商品之 HS �碼 : 3920.20.10 和
392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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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 : �來��、�國和中國
• 執行期間：自 2022 年 7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7 月 22 日

各供應商適用之��銷稅的�節記載於
第 1403 �函令。調整後的��銷稅率
分別為：

• 大陸為 9.45% 至 23.71%
• �來��為 18.87% 至 23.42%
• �國為 17.30% 至 20.35%

第 1403 �函令在發�之日起 5 天後
生效，並取代 MoIT 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發�的第 1900/QD-BCT �函令。

6. 近期��海關總� (GDC) 所發�之函��要�總

公��� 主題 �要

2846/
TCHQ-
GSQL

2022 年 7
月 12 日

貨物出口海關之相關
程序�改

• 在出口�關程序中，若�貨地點、運�方式、指定地點等之資訊
無變化，貨物所有人不需進行額外的海關申報。

• 若貨物�運之前發生�變化，舉以下情�為例 ，進行適當行動：
• 物流公司�改運�名稱 (The Name of the Transportation 

Vehicle)，貨物所有人不需要�任何額外的申報，由物流公司
負責向海關當�通�該變化。

• 物流公司�改�運港口 (The Port of Loading)或出口門 (Export 
Gate)，貨物所有人需要進行變更申報，�改出口報關單之資
訊。

• 對於上述以外的任何訊息，貨物所有人�需要按照海關規定進行
變更申報。

• 在指定地點收�出口報關單上所申報的貨物後 ，物流公司 ( 或物
流公司的��方 ) 需要以�立運�的形式提交報關單，然後在海
關�管下交付貨物。

2837/
TCHQ-
TXNK

2022 年 7
月 12 日

進口化學品的 VAT

• 依 2022 年 1 月 28 日發�的第 15/2022/ND-CP �法令 ( 以下
簡稱�第 15 �法令�)，其規定進口、生產或交易的基本化學品
將有資格�受 VAT 減免，稅率從 10% 降至 8%。

• 對於不符合 VAT 減免的進口之化學產品，請參考第 15 �法令的
附� I。

2633/
TCHQ-
TXNK

2022 年 6
月 29 日

以租�合約臨時出口
之機�和設備 (M&E)
的關稅政策

• 關於進口關稅：若 M&E 根據租�合約臨時出口，並且�有用於
外國企業的設施建設；或在一定時間內使用，無法免稅。因此，
企業必須在臨時出口時繳納出口稅 ( 若有 )，及再進口時繳納進
口稅。

• 關於進口增�稅 (VAT)：進口 VAT 不適用於以租�合約�時出口
或臨時出口的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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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主題 �要

2631/
TCHQ-
TXNK

2022 年 6
月 29 日

動物�����
�機 (Pellet Press 
Machine) 的分類

• 用於動物������機將根據其結構、功能 、效用、�件、
技術規格、規模和使用範�進行分類。 

• 若動物������機用於��場，則應歸類於 84.36。
• 若動物������機用於工業生產或加工，產出的產品被包�

運�，則應歸類於 84.38。在此情�下，須向海關當�提交�件
說明該機臺歸類之用�、效用、規模和使用範�。

2453/
TCHQ-
TXNK

2022 年

6 月 22 日

適用於從��進口的
貨物的 CPTPP 關稅稅
率

• 對於從��進口���的貨物，若符合 CPTPP 的特殊優惠進口
關稅的條件，依據第 57/2019/ND-CP �法令 ( 以下簡稱�第
57 �法令�) 及第 21/2022/ND-CP �法令 ( 以下簡稱�第 21
�法令�) 規定，應在進口報關單上申報代碼 B21。

• 對於以進口配額制方式進口的 HS �碼為 04.07、17.01、
24.01、25.01，應在進口報關單上申報�碼 B21，並採用第 57
�法令規定的特別稅率。若此類貨物的進口數量超出配額，將適
用第 125/2017/ND-CP �法令 ( 以下簡稱�第 125 �法令�)
第 1 條第 7 款規定的關稅稅率。

• 對於以進口配額制方式進口的 HS �碼為 87.02、87.03、
87.04，應在進口報關單上申報�碼 B22，並採用第 57 �法令
規定的特殊稅率。若此類貨物的進口數量超出配額，則採用第
125 �法令第 1 條第 5 款之關稅稅率。

• 若在 2021 年 9 月 19 日第 21 �法令生效前從��進口���
的貨物，若符合 CPTPP 的特殊優惠進口關稅的條件且申報較高
的稅率，根據 2019 年 7 月 9 日的第 4470/TCHQ-TXNK �函，
多付的稅款將有機會退還。

2307/
TCHQ-
GSQL

2022 年 6
月 14 日

原產地證書 (C/O)

若貨物屬於進口時必須提交 C/O 的貨物�單，並且符合自由貿易協
定的原產地規則，如：ATIGA、CPTPP、EVFTA、UKVFTA、RCEP 等，
海關當�將接受出口商簽�的原產地自我證明 ( 並非由主管部門簽發
的 C/O)。

2054/
TCHQ-
GSQL

2022 年 6
月 3 日

使用�子發票進行出
口報關

GDC 就使用�子發票進行出口報關提供指導原則， ��如下 :
• �子發票應在完成出口海關�續後核發。
• 出口海關�件包�商業發票和 / 或同等�件。因此，�子發票不

是出口報關中的需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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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主題 �要

2011/
TCHQ-
GSQL

2022 年 6
月 1 日

處理無相應進口報關
單的現地出口報關的
指導原則

若現地出口報關單已經完成，但相應的現地進口報關單未完成，GDC
要求各市及各省之海關部門��以下工作 :
• 對於 2021 年 4 月 25 日前登記的現地出口報關單 :

• 若貨物已實際交付並收�，但該貨物�未用於生產，市 / 省海
關部門應要求進口商�作相應的現地進口報關單，並按照規定
進行行政處�。

• 若該貨物被進口商實際用於生產，市 / 省海關部門將對進口商
進行課稅及行政處�。在��情�下，不須�作相應的現地進
口報關單。
市 / 省海關部門應將在��自動報關�� (VNACCS) 提交現地
出口報關單及等待�發相應現地進口報關單之�單，以� GDC
進一步指導。

• 對於 2021 年 4 月 25 日之後註冊的現地出口報關單，GDC 要求
市 / 省海關部門�格��管理工作 :（i）�未�作相應的現地進
口報關單或（ii）出口商�未向海關當�通報相應的現地進口報
關單訊息的情�。

1949/
TCHQ-
GSQL

2022 年 5
月 30 日

加�國家對�為�品
進口的��的管理

GDC 要求各市及各省之海關部門
• 在發放�為�品而進口的�� ( 非商用�� ) 的進口許可證前，

對相關資訊進行查核，如查核當前的商業活動和申請表上的地
�，申請表上登記的接收人是否��接受進口���為�品，然
後向 GDC 報告。

• 審查 2016 年至 2022 年 5 月核准的進口��的海關�件和進口
許可證，然後向 GDC 報告情�。

707/GSQL-
GQ2

2022 年 5
月 27 日

出口貨物再進口之海
關程序

• 若加工出口企業 (EPE) 以�理和維護的目的對已出口之貨物再進
口，EPE 應對再進口貨物採用 G13 報關單申報，且對�理和維
護後再出口的貨物採用 G23 出口報關單。

• 若 EPE 對已出口之貨物再進口以��後用於生產其他產品，該
情�被認為與�理和維護的目的進口貨物不相同，則 EPE 須申
報並支付相關進口稅。

1123/
HQTPHCM-

GSQL

2022 年 5
月 25 日

作為進口貨物的�代
品而進口�質產品的
海關程序

若作為進口貨物的�代品而進口�質產品，並且無付款或銷售合約，
則進口商應採用進口報關單 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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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稅務匯率：納稅義務人應採用
GDT 每年 12 月份的最後一天所發
�的�方匯率計算年度所得稅。

另外，對於註冊使用�子商務簡化 VAT
制度下的境外納稅義務人，不須在發票
上註明 KHR 貨幣，但須使用月稅務匯
率申報及繳納每月之 VAT。

上述實施從 2022 年 6 月 1 日起生
效，匯率可以透過 GDT 的��查�：
https://www.tax.gov.kh。

2. 關係企業之間的�款交易應備�件

GDT 於 2022 年 5 月 25 日發�第
10979 �函令，以進一步��關於處
理關係企業之間的�款交易應備�件。
�要如下 :

• 接受關係人借款的納稅人應與�款
者制定雙方同意的利率，不需要
採用常規交易原則 (Arm�s Length 
Principle)，但須準備和保留以下�
件 :

• �款協議，需明確規定期限與還
款條件

• 商業計�書，或當前及��之財
務報表，及�載借款目的之說明
�件

• 董事會決議 ( 適用於非個人有限
公司的企業 ) 

II. ���稅務�投資法令更�

1. 自我評估稅制納稅人的匯率使用

稅務總� (GDT) 於 2022 年 5 月 17
日發�第 10362 �函令，其規定自
2022 年 6 月起使用�方匯率 ( 對於自
我評估稅制下的納稅人 )

第 10362 �函令對第 27617 �函令
(2019 年 12 月 12 日發� ) 的內�進
行更�。�要如下 :

• 每日匯率 : 開具自美元 (USD) 轉�
為�幣 (KHR) 發票時，納稅義務人
應使用 GDT 發�的每日�方匯率。
若納稅人在假日時或 GDT 未發��
方匯率的�特定日之前發生交易，
納稅義務人應使用前一天的�方匯
率。

• �資匯率 (TOS) : 納稅義務人應採
用 GDT 每月 15 日的�方匯率計
算�資稅。若 15 日是假日時，而
GDT �有發��方匯率，納稅人應
採用前一天之�方匯率。

• 月稅務匯率：居民納稅人應採用
GDT 在每月最後一天發�的�方
匯率，對境外納稅義務人 (Non-
Resident Taxpayer) 在簡化 VAT 制
度下開具的交易 / 發票或以 KHR 以
外的貨幣開具的交易 / 發票，如非
註冊或非居民納稅義務人的交易 /
發票進行每月的稅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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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企業之間的�款利率不得
超過借�時的市場利率 (Market 
Interest)。市場利率應根據���
至少�家最大的商業銀行的平均利
率，每年由 GDT 公�。

• 關係企業之間的現金�付款 (Cash 
Advances)，若實際支付期限少於
一年，則不應被視為�款 / 借款，
不需要採用常規交易原則。

聯���: +886 2 2757 8888 
安永專業�務團隊 聯�人: 
• ��� 所長          分機 88866

��市場�務
• �子評 安永�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區 主持會計師    分機 88685
• ��� 安永�灣所 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東��稅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681
• Owen Tsao(���) Ernst & Young Vietnam Limited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行動+84 773 014 786

審計�務
• �建� 營運長         分機 88886
• ��進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00
• ��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75339

稅務�務
• �惠� 營運長         分機 88870
• 林��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小�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林    � 稅務���務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 鍾振東 協理          分機 67271

交易與交易���務
• 何淑� 總經理         分機 88898 
• �安� 執行副總經理         分機 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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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貿易及供應�稅務���務

相關審查程序。在此�差異下，報關價格與
移轉訂價易產生價差，進而導致海關短徵關
稅抑或進口人溢繳關稅之情形。

針對關稅估價與移轉訂價造成之差異，美國
因作為全�舉��重的經濟體，在稅制與關
務法規上有較為完�之查核制度，包含制定
關稅資訊調和機制應對，以達�關務估價最
�能接近移轉訂價之調整價格，避免關稅短
徵溢繳之情�。美國作為臺灣重要的貿易進
出口國，大量進出口交易使得關務議題與我
�息息相關，當貨物於進出口時因移轉訂價
導致與關稅估價有所差距時，該如何因應？
以下��認�美國關務與移轉訂價調和機制
之相關實務。

美國進口關務與移轉訂價調和機制實務簡�

隨�全�化的�行，跨國企業採用國際分工
的情�已成貿易常態，也使跨境貨物移動與
移轉訂價的關係更顯得�不可分。然綜�現
行�界貿易組織（WTO）、�界海關組織
（WCO）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之規定，關務估價與移轉訂價屬不同範�之
��，兩者在應用基礎、施行標的與實施時
點上皆有所差異。移轉訂價以公司年度之總
體收入衡量該公司當年度之收益調整是否合
理，其審查時點係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
報期程；關稅估價係將進口報單視為估價對
象，因此海關估價通常針對個別貨物報關時
之完稅價格為施行標的，並於報關當下實施

關稅估價

實施時點
(Relevant timeframe)

應用基礎
(Level of application)

個別交易

報關日

年度總體收入

當年度營所稅申報書截止日前

施行標的
(Item to be taxed) 個別貨物 年度純收益

移轉訂價

美國海關如何從移轉訂價�度判斷進口貨物
價格合理性？

美國海關針對移轉訂價調整制定特定程序如
下：

• 跨國企業�團內之移轉訂價政策須說明移
轉訂價調整之具體調整方式（如，按進口
貨物比例、按品�、按產品類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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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人可運用關務資訊調和機制 
（Customs Reconciliation Program） 進
行貨價調整。

• 若進口價格（亦即實付價格）向下調整，
企業仍可向美國海關申請關稅退稅。

關務資訊調和機制

關務調和機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 第一階段：進口人在進口貨物時，得先
對貨物進行評估。如果進口人認為該進
口貨物有待確定之資訊（如，價格因移轉
訂價導致無法在進口當下確定等），進口
人可以��將該貨物待定的資訊進行「標
記」 （Flag），表示未來申請人會針對
相關資訊提出調和項目 （Reconciliation 
Entry）。

• 第二階段：進口人需於進口後 21 個月內
提供正式進口貨物完稅價格資訊。

美國海關在收�進口人提供之正式進口貨物
完稅價格資訊後，通常會以「交易條件」
（Circumstances of Sale）判斷完稅價格的
調整是否屬正常範�。

• 交易條件：為美國海關較常採用之方法，
美國海關將以該方法��視進口人與海外
供應商之價格是否符合常規。企業需提供
相關資訊�證該正式交易價格並未受�買
賣雙方特殊關係影響，如提供產業報告
（Industry Report）並�用相關經濟數據、
市場價格或移轉訂價報告等，以�證企業
與關係人之交易符合市場正常價格之範�
供美國海關審查。此外，企業亦會提供相
關證據以利海關進行比對，例如，提出交
易價格憑證，以證明當買方為非關係企業
時，其同期同類商品之交易價格與現行關
係人交易中的價格一致，或說明目前交易
價格相當於進口貨物成本加上企業同期或
同類商品之銷售利潤等。

• 以下為移轉訂價貨物更正申報價格流程圖：

貨物是否已標記
待確定項目？

貨物是否適用移
轉訂價調整機制？

報單是否已由美
國海關核定？

貨物依照一般流
程進口

否

否

是

採用進口後更正
機制

自我揭露或提出
異議

是

否

關務資訊調和機
制（21個月內提

供正式價格）

是

針對�及移轉訂價之進口貨物，美國海關認
為關務資訊調和機制為最適合實施移轉訂價
政策之企業所使用之機制。�由關務資訊調
和機制，企業能將大量更正申請程序簡化為

一�調和項目；若有退稅情�，美國海關亦
可將所有報單一併退稅，�須��審查以退
還相關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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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stoms Service）提供進口人及其利
�關係人（如，報關業者或�師等），於
美國海關提出進口貨物相關處分時，得依
相關行政程序向美國海關之處分提出異議
之法���。

• 因此，當進口報單已被美國海關核定，進
口人、其報關業者或�師可於美國海關核
定進口報單後 180 日內，就美國海關針
對該進口貨物之核定結果提出異議。

• 需�意的是，進口人、其報關業者或�師
提出異議後，無法確保可退還溢繳稅款。

自我揭露 （Prior Disclosure）

• 自我揭露係指當進口人發現進口報單含
有之��資訊可能構成美國法�第 19
� 1592 節（19 U.S. Code �1592 – 
Penalties for Fraud, Gross Negligence, 
and Negligence）規定中之��、重大過
失或過失之行為時，得依美國海關之法規
主動告�海關其所構成之��，以期減少
可能的�款。進口人需於海關�動正式調
查前或得�正式調查前進行自我揭露，方
可免除或減�相關�款。

• 通常適用�及多�報單或進口人未盡合理
�意（Reasonable Care，為美國海關要
求進口人對於申報時所提供的�件與資訊
須正確且經得起查核等，例如進口人需要
確保進口報單已由擁有相關��之人員�
核相關�件之準確性、進口人是否以確保
申報資訊之合規性等） 之情�。

美國關務貨物價格更正程序

由於美國海關並未�制要求進口人使用關務
資訊調和機制，如果進口人在貨物進口時並
未於�子��中標示其包含待確定之項目，
或因其他因素造成進口人無法使用關務資訊
調和機制進行更正，但若有進口貨價受移轉
訂價影導致需更正原申報價格之情�，進口
人可視進口報單是否已由美國海關核定，判
斷應採取下方何�方法進行價格更正：

進口後更正機制 （Post Summary 
Correction）

• 進口人得�由進口後更正機制更正進口
報單之�利義務，係由美國法�第 19 �
1484 節（19 U.S. Code �1484 – Entry 
of Merchandise）與 1485 節（19 U.S. 
Code �1485 – Declaration）所保�。

• 進口後更正機制讓進口人得於申報進口報
單後至美國海關結算前，更正進口報單上
之特定資訊。

• 進口人如�採用進口後更正機制，一般來
說，需於貨物申報進口後 300 日內或美
國海關核定前 15 日內（以較��期之期
限為優先），向美國海關提出更正申請。

• 企業提出進口後更正時，需�意美國海關
是否已核定，如業已核定，則企業無法使
用進口後更正機制變更貨物價格。

• 此機制通常適用於單一報單之書寫��。

提出異議 （Protest/ Petitions）

• 美國法�第 19 � 1514 節（19 U.S. 
Code �1514 – Protest Agains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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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人在自我揭露後可能仍需支付所漏關
稅及利息。若進行自我揭露後，進口人產
生溢繳稅款，該稅款無法退回，而僅能與
應繳稅款�抵。

• 進行自我揭露後，進口人原則上不得於所
得稅申報書中調整相關之所得稅基礎。

安永�點

關務資訊調和機制�然明�規定不�制實施
移轉訂價之進口人即需使用該機制，但進口
人在考量是否於關務方面進行完稅價格調整
時，除應將關稅及相關費用納入考量外，亦
應留意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相關規定，並考�
其他規�方式以降低關稅。

美國稅收法規第 1059A �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1059A） 規定，企業
帳列應稅貨物成本的價�不得大於美國海關
核定之完稅價格，因此如果企業未依移轉訂
價調整價格向美國海關申請更正，則因移轉
訂價額外支付的進口貨物費用將不得作為所
得稅申報之成本費用。除此之外，若企業於
海關核定完稅價格後進行移轉訂價調整，即
�企業補繳關稅，亦不得主張以移轉訂價調
整後之價格作為貨物成本。由此可�，縱然
美國海關面對移轉訂價的議題採取相對��

的態度，�許進口人自由��是否使用關務
資訊調和機制，然而營利事業所得稅方面之
規範相對�格。關稅對進口人來說屬於費用，
因此如何在不減少所得稅成本費用認列的情
�下，規�降低價格以減少關稅支出也是進
口人應列入考量的事項。

隨�跨國企業與移轉訂價�來�常見，企業
可考�運用交易價格（自交易價格中排除的
項目可作為所得稅成本）以避免美國稅收法
規第 1059A �下的議題。如，�次銷售規
則 （First Sale Rule，若符合特定條件，進口
人可用�造商出售該商品予第一個經銷商之
價格�為申報之進口貨價）、區分產品及非
產品成本（部分 IP 及�務成本可自價格中�
除）、再出口關稅退稅 （Duty Drawback，
進口貨物若符合特定條件，得向美國海關申
請退稅）。

回��近年臺灣海關推出的「海關實施會計
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核定完稅價格作業要
點」，其實可以發現臺灣��相關規定時已
借�美國海關之關務資訊調和機制，�也代
表臺灣海關與有關當�已開始重視移轉訂價
與相關關務議題。此制度目前仍在起步階段，
未來可能會再�步更�相關規範，建議企業
可持續關��方面的議題及相關法令更�。

聯���: +886 2 2757  8888  
全�貿易及供應�稅務���務 聯�人: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105
• 簡至� 資深經理  分機 67176
• 許�� 資深經理  分機 67839

• �惠� 營運長   分機 88870
• 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雅�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33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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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金融產業稅務專�

母子公司依法合併辦理未分配盈餘
申報實質投資優惠可分攤計算

許受昌
資深經理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
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相關規定時，得按該建
�物、��體設備或技術實際供合併申報之
母公司及其各本國子公司自行生產或營業使
用之比率，分攤計算歸屬於合併申報之母公
司及其各本國子公司之個別投資金額，於合
併申報未分配盈餘歸屬於各該公司未分配盈
餘之數額內，列為當年度合併申報未分配盈
餘之減除金額，相關釋例請�以下說明。

�要

財政部於 111 年 8 月 8 日公��財稅�第
11104009710 �令 ( 下稱財政部 111 年函
令 )，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9 條或企業
併購法第 45 條規定合併辦理未分配盈餘申
報，由母公司以當年度合併盈餘�建或購置
供母公司及其本國子公司自行生產或營業用
之建�物、��體設備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
額，於適用產業創�條例第 23 條之 3 及公

釋例
母公司A原本在臺北市信義區擁有一棟大樓因

大樓經長年使用已不敷使用，故其決定於臺北

市大安區花費5億元購置一棟20層樓之大樓，

其中1至5層樓出租予國際飯店使用16至20層

樓為母公司A使用，6至15層樓為其連結稅制之

子公司B所使用。依財政部111年函令，子公司

B縱未出資，仍可依照其使用面積(或可採其他

分攤基準)設算實質投資金額為2.5億元(5億元

*10/20)，可列入未分配盈餘抵稅額。

1至5層樓出租國際飯店

子公司B使用6至15層樓

母公司A使用16至20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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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使用面積，��體設備或技術以使用
時數，或其他合理分攤基準 )，�有個別計算
之抵稅優惠，補�財政部109年函令之不�。
惟須特別�意，適用財政部 111 年函令及財
政部 109 年函令之前提為符合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49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 45 條規定之連結
稅制子公司，若非屬上述情形之子公司或關
係企業，則無法適用相關租稅�施。

我�的��

財政部 111 年函令係補�核釋財政部 109
年 5 月 8 日�財稅�第 10904502360 �令
( 下稱財政部 109 年函令 )，因依財政部 109
年函令，若本國子公司若未出資進行實質投
資，縱使其與母公司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
仍無法適用實質投資之抵稅優惠。�財政部
111 年函令之公�，使未出資之子公司也能
依相關分攤基準 ( 如：建�物以員工人數或

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釋令對金融業之適用性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廖淑樺
經理

起，營利事業從事受控交易，符合要件並依
規定繳納相關稅� ( 費 ) 者，得於會計年度
結�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財政部說
明，�要營利事業進行前述一次性移轉訂價
調整，依規定按其調整後之交易價格，繳納
關稅等相關稅費，�准於進行一次性調整 ( 利
潤往下調整 )。 ��規定如下：

1. 自 109 年度起，營利事業從事受控交
易，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               
價價價調整者，應符合下列要件並依第 2
點規定繳納相關稅� ( 費 )：                      

�要

財政部於民國 108 年發�移轉訂價一次性
調整的�釋令 ( �財稅� 10804629000 �
令 )，內��載移轉訂價一次性調整的適用
條件及相關申請程序，本�將簡述該�釋函
令，並��該��釋令對金融產業所�來之
影響及適用性。

財政部 108 年�財稅� 10804629000 �
令

財政部為��交易經濟實質、確保關係企業
利潤符合常規並負擔合理稅負，自 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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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所�受控交易之參與人，事先就其交
易條件及所有影響訂價之因素達成協       
議，且該依協議調整之應收應付價款
已計入財務會計帳載數。

02. 所�受控交易之其他參與人，同時進
行相對應調整。

2. 依前點規定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者，
應依規定，按其調整後之交易價格，  
一一繳納相關稅� ( 費 )。

此�釋令��外部��不確定因素之舉證，
對非屬進口貨物的交易型態的跨國企業關係
企業交易，�有進口稅補繳的問題，特別是
金融�務業，是個利多之��息。 

金融業移轉訂價模式－以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採利潤分割法為例

金融�務業的業務範��，有許多的交易性
質複雜且高度整合，經常需要跨國跨團隊
的合作分工始能完成，舉個例子 :  最常見
的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ECD �在
2006 年的�REPORT ON THE ATTRIBUTION 

OF PROFITS TO PERMANENT 
ESTABLISHMENTS�就金融業 Capital Market
的移轉訂價提出� KERT (Key Entrepreneur 
Risk Taking) Function 的��。 特別就高度
複雜且整合性的功能，例如商品設計、行銷、
交易等功能，將其歸類為 KERT Function，
而非一般例行性的功能。

�給利潤分割法的適用給予一個具有��
性的實務應用。利潤分割法的適用，即�
�於�類高度複雜且高度整合的交易。依照
OECD 的��，先辨認出交易活動參與人所
進行的功能活動，��是例行性的功能、�
�是 KERT Function，之後，先就執行例行
性功能活動的交易參與方給予一定的利潤報
酬，扣除�例行性功能活動之利潤後，我�
稱之為剩餘利潤，��剩餘利潤依照個別參
與方的貢獻程度進行分配，也就是按各參與
方執行 KERT Function 的貢獻程度來決定。 
�與我國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19 條利潤分
割法的規定相��應。

設計

B

交易

C

避險

D 衍生性
金融商品

A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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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與利潤分割法的關係

假設一家歐�銀行�團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
業務，倫敦分行負責�商品開發及交易，紐
約分行則有交易團隊進行相關衍生性金融商
品的交易。臺灣的 A 企業�戶透過臺北分行

業務團隊的��，向臺北分行下單 1,000 萬
美元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臺北分行��於交
易帳上由倫敦分行及紐約分行針對 1,000 萬
美元的資金部位進行�三次交易，最�結算
獲利 12 萬美元。

商品開發
及交易

倫敦分行

交易

紐約分行

衍生性
金融商品

臺北分行

A

1,000萬美元
衍生性

金融商品

臺北分行 倫敦分行 紐約分行

收入 1,000 0 0

衍生性商品利潤 12 0 0

總收入 1,012 0 0

成本 (1,000) 0 0

例行性功能費用 (2) 0 0

KERT功能費用

行銷費用 (2) 0 0

交易員費用 0 (1) (1)

商品開發費用 0 (1) 0

帳載利潤 (損失) 8 (2) (1)

來自 A �戶衍生性商品交易合併總利潤 ( 萬美元 )= 收入 (1,000)+ 交易利潤 (12)-
成本 (1,000)- 費用 (7)=5，臺北分行帳上�有利潤 8 萬元，倫敦分行及紐約分
行分別是損失 2 萬美元和 1 萬美元，在未調整前臺北分行的利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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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分行 倫敦分行 紐約分行 合計

例行性功能費用 2 0 0 2

成本加價率10%

例行性利潤(a) 0.2 0 0 0.2

第一步 ► 針對例行性功能進行合理利潤分配

假設例行性功能之
利 潤 為 成 本 加 價
10%

第二步 ► 將剩餘利潤按KERT 功能貢獻度分配

臺北分行 倫敦分行 紐約分行 合計

KERT功能費用 2 2 1 5

比例% 40% 40% 20% 100%

應分配剩餘利潤(b) 1.92 1.92 0.96 4.8

剩餘利潤

=合併總利潤 $ 5

-例行性利潤 $ 0.2

= $ 4.8

最後 ► 得出依照利潤分割法下應有之調整

例行性利潤及應分
配剩餘利潤之合計
為各交易參與個體
應有利潤 臺北分行 倫敦分行 紐約分行

帳載利潤(損失) 8 (2) (1)

應有利潤 (a+b) 2.12 1.92 0.96

TP In (Out) (5.88) 3.92 1.96一次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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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之適用性及因應之�

在上述的例子，臺北分行在我國個體之帳載
利潤高於應有利潤，因此應予以調整減少，
常見的�法即是進行移轉訂價一次性調整將
利潤匯出，因而面臨我國稽徵機關的查核。

在以往面臨查核時，國內營利事業依其跨國
�團所訂之合約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行一次
性移轉訂價調整，經常被要求該調整必須是
取決於外部��因素，而非交易雙方所能控
制，但往往稽徵機關僅接受��因素而�的
調整，例如地�、海�等天�或金融風�等，
然而現實上企業的調整理由往往係因交易的
特性與�團移轉訂價政策使然，惟��因素
並不為稽徵機關所認可之外部��不確定因
素所造成，以致無法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
整。

�的�釋令排除外部��之不確定因素之
後，自然對於跨國企業特別是金融業在執行
移轉訂價調整上 ( 並不須�有形資產貨物交
易��針對進口貨物價格��申請調整 ) 增
加更多的應用可行性。當然透過執行移轉訂
價調整減少我國營利事業的利潤，相�而來
的�是所得稅扣繳及營業稅申報的議題要�
決。

我�的��與建議

所得稅的部分，主要是針對我國營利事業一
次性調整減少之交易利潤，其性質屬金融�
務所產生者且係在我國境內所從事的�務活
動所貢獻創造出的利潤屬應扣繳所得，應於
匯出或結�該利潤予境外關係企業的 10 天

之內辦理扣繳申報。當然，若利潤收受方所
在國如與我國簽有租稅協定，可依租稅協定
之規定就該利潤調整申請營業利潤免稅。若
我國營利事業為境外利潤收受方之分公司，
若已就境外總公司的我國來源所得依所得稅
法規定由我國分公司辦理申報，我國營利事
業亦可免除該�利潤匯出的扣繳義務。

營業稅方面，過往實務上營業人可根據先前
一未公開的�釋令，主張採剩餘利潤分割法
作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移轉訂價調整方法，依
其對�團合併營業利潤之貢獻計算其應分配
之營業利潤，因此，不論係調增抑或調減帳
列營業收入、非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據以
調整其「利潤」並非銷售額。惟 108 年�財
稅� 10804629000 �令將移轉訂價調整之
相關稅�進行�整，自此之後則須根據產生
移轉訂價調整之交易本質，判斷是否屬課稅
範�中所稱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或購買國外勞
務之行為，進而決定營業稅的課稅處理方式。

�於�釋函令規定與交易性質的判斷有一定
的複雜度，若公司管理階層有移轉訂價調整
的相關稅務問題，��與我�進一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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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區��跨境交易扣繳�決方案�� -TaxGrid ™

金融業跨境交易扣繳的挑戰

• 當跨國金融商品發放股利或利息給投資人
時，通常�必須扣繳

• 相關所得的扣繳率必須考�該國國內稅稅
率及交易雙方國的租稅協定優惠稅率 ( 若
有 )

• 若想適用租稅協定優惠稅率，相關投資人
資訊及�件必須交�分�給多個利�關係
人

• 上述流程需透過大量的紙本作業，本身已
相對繁雜，加上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更
是�上加�

�要

扣繳稅款及境外稅額抵減一直是金融業國際
租稅的一個重大議題，因為此類交易皆須�
及「扣繳義務人」、 「所得人」及「交易雙
方國家稅務機關」，如何有效率的滿�四方
要求仍是重中之重。本期將��安永針對金
融商品股利及利息交易所開發出的區��跨
境交易扣繳�決方案，讓金融業對於此��
議題能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詹大緯
資深副總經理

Securities issuer

當地保管銀行

(Local custodian)

基金發行商

(Securities issuer)

國際保管銀行

(Global custodian)

銷售人

(Distributor)

投資人

基金經理
稅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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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Grid ™透過區��智能合約 (Smart 
Contract)，將發放給各投資人的股利�
�轉�成同質化代幣 (Fungible Tokens)
再進行��。同質化代幣是運用區��技
術，因此代幣在��時�有保�效果亦不
會發生被�改的情�

• TaxGrid ™同時也會自動由投資交易中各
方的資訊���取關�資訊以確認持股情
�

TaxGrid ™�決方案運作方式

• 下圖是此�決方案的運作示意圖。圖��
將金融商品投資交易分成四�模式，由�
��分別為：

• 直接投資
• 透過銷售人 (Distributor) 間接投資
• 透過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間接投

資
• 透過基金經理間接投資

• ��部分代表該交易的所得人 ( 納稅義務
人 )

300,000

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30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300,000

投資人

500,000

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50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500,000

投資人

1,000,000

國際保管銀行
(Global Custodian)

1,000,000

當地保管銀行
(Local Custodian)

智慧合約
(Smart 

Contract)

15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150,000

投資人

50,000

投資人

同質化代幣
(Fungible
To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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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協定分類 (Treaty Category)
• 稅務居住者證明 (Country of 

Residence)
• 投資人基本資訊 ( 不含��個人資訊，

��個人資訊不透過 NFT 或區���
�，以�� GDPR 或其他國家的�私法
令 )

• �然圖上�有顯示，但 TaxGrid ™其實也
可與各國的稅務機關�對接，因此上述相
關投資人的納稅資訊亦能同步��給各國
稅務機關，提高效率

• 一�最�投資人的資訊被�證無�，之前
發行的同質化代幣會被轉�成非同質化代
幣 (Non-Fungible Tokens，簡稱 NFT) 並
��回當地保管銀行 ( 扣繳義務人 ) 以利
其計算各投資人的應扣繳稅款

• 使用 NFT 的原因是每一� NFT �是�一
無二的，因此可將每一位投資人的扣繳相
關資訊皆�放在各自的 NFT 內再透過區
����，維持保�效果及避免被�改的
情�。�放在 NFT 內有關投資人的扣繳
相關資訊包�：

300,000

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30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300,000

投資人

500,000

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50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500,000

投資人

1,000,000

國際保管銀行
(Global Custodian)

1,000,000

150,000

銷售人
(Distributor)

150,000

投資人

50,000

投資人

非同質化代幣
(Non-Fungible

Tokens)

非同質化代幣
(Non-Fungible

Tokens)

• 租稅協定分類(Treaty
Category)

• 稅務居住者證明
(Country of 
Residence)

• 投資人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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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隨���技的發展，安永建議金融業稅務部
門必須重��視��的作業方式，�考��
�技的功能可以如何�化現行作業方式，並

TaxGrid ™�決方案效益分�

投資人
► 可避免被扣繳義務人溢扣或短扣稅額，節省資金成本

► 減少因申請適用租稅協定優惠稅率而須進行繁雜紙本作業程序

► 可極小化後續退稅或補稅作業等時間成本

稅務機關

► 增加稅務審核作業透明度

► 減少因納稅人申請適用租稅協定優惠稅率而須進行繁雜紙本作業審核程序

► 降低利用資訊不對稱逃漏稅的情形(註：歐盟近期發生過納稅人在股利發放

前，進行短時間內大量頻繁股票處分交易，買賣雙方再用納稅證明騙取退

稅高達630億美元)

金融機構

► 增加扣繳稅款作業透明度

► 避免因稅務作業缺失導致的財務風險及公司負面形象風險

► 提高稅款繳納正確度並降低稅務稽查程度與頻率

進一步考�稅務資�對企業營運的價�為
何，�極目標應將稅務資�作為企業營運決
策要素之一，亦即由過往的歷�性資�轉為
��性數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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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私募基金投資之常見稅務��議題分�

��私募基金投資時應�意之要點。��相
關本期之專�內�，請�下說明。

投資基金前應考量之稅務議題

金融業為達成自有資金與外來資金有效管理
及運用，常見投資方式之一為投資海外私募
基金，獲取配發投資收益或處分利得。安永
針對投資之私募基金進場至出場階段，�整
��以下應事先考量之稅務議題，供各金融
業者作為可資參考之�核要點。

�要

本期之金融產業稅務專�主要分�金融業者
於投資海外私募基金時常見稅務��議題，
包�進場至出場階段之評估考量、金融業
者作為普通合夥人 (General Partner，簡稱
GP) 及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簡稱
LP) 時，應分別留意之稅務議題，以及針對
投資標的性質或架構所衍生之相關稅負及�
�事項等。本期安永將以投資美國�度為例，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鍾振東
協理

1. 進場階段

► 不同投資型態是否有不同的稅務影響? 是否需進行投前評估，評斷不同投資型態之有效稅率?

► 是否透過註冊免稅天堂之控股公司或合夥組織進行投資? 是否會受經濟實質法案影響?

► 投資公司及標的公司所在地國家間是否能適用租稅協定?是否為租稅協定受益所有人?

► 標的公司所在地國家是否會構成受控外國企業(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簡稱CFC)，因
而於投資階段時有CFC課稅議題產生?

2. 投資階段

► 若為普通合夥人，取得之收入應被視為勞務收入抑或是分紅? 該收入是否應扣繳或申報?

► 若為有限合夥人，不同投資標的發放之收益是否有不同稅務效果? 如投資美國，被視為有效
關聯所得(Effectively Connected Income，簡稱ECI)或定期定額所得(Fixed, Determinable, 
Annual, Periodical Income，簡稱 FDAPI)是否有不同稅務效果?

3. 出場階段

► 投資收益應於投資期間定期配發抑或是於出場階段一次配發?

► 現金匯回時會有什麼稅務風險? 該匯回現金之性質應屬於股利、資本返還抑或是償還股東借
款?

► 出場時是否有移轉訂價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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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簡稱GP)

收入類型 ► 績效獎金(Carried Interest)：GP自投資案之獲利中收取性質類似於佣金之一定比

例的績效獎金，其餘獲利則歸投資人所有。

► 顧問或管理費：GP會定期向投資人收取管理費。顧問或管理費通常為投資人的投

資承諾或基金投資金額之一定比率，但實務上也不排除更高或更低比例之安排。

架構圖例

稅務議題–
臺灣

► 臺灣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

勞務之報酬」，於營利事業指依下列情形之一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

(一) 提供勞務之行為，全部在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且完成者。

(二) 提供勞務之行為，需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始可完成者。

即該提供勞務之行為全部或部分須在中華民國境內進行始可完成。

► 原則上，臺灣金融業者若擔任GP管理基金，其所提供之勞務取得之收入(無論為績

效獎金抑或是顧問管理費)如符合上述認定原則，將會被視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並須課徵20%營利事業所得稅。

普通合夥人(GP)

臺灣
海外(以美國為例)

投資標的

私募基金

酬勞
(績效獎金/顧問或管理費)

• 有限合夥人 - Limited Partner
為外部投資人，提供資金給基金公司，並
得獲配投資收益，但並不參與基金公司之
內部決策及相關運作管理等事務。

於下�，安永將以投資美國為例，自稅務�
度，分別就 GP 與 LP 進行簡要��，並說明
相關衍生的稅務議題。

普通合夥人及有限合夥人投資基金之稅務議
題

私募基金之投資人分為普通合夥人 GP 及有
限合夥人 LP 兩類。

• 普通合夥人 - General Partner
主要�責為管理基金，對於基金有經營�
與控制�，並負有無限責任。對於基金之
投資金額通常不大，一般約�基金整體金
額不超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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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簡稱GP) (續)

稅務議題 –
美國

► 若GP之重要決策人(交易團隊、董事等…)拜訪美國或被認為在美國擁有「固

定營業場所」，該行為可能會被視為在美國從事營業活動 (U.S. Trade or

Business，簡稱USTB)並會產生營業活動有效關聯所得，將會有需要繳納美

國稅負之可能性。

► 一般而言，「有規模」(Considerable)、「連續性」(Continuous)、 「經常

性」(Regular)以及「利潤導向」(Profit Oriented)的交易行為較會被視為

USTB。

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簡稱LP)

收入類型 ► 分配之投資收益。

► 根據不同投資標的性質，以投資美國為例，可再將自基金公司分配之收益依

據其所得來源區分為以下各類，並得進一步討論對應稅負。

► 有效關聯所得(ECI)，一般來說，當外國人在美國從事交易或商業行為

時，來自美國境內與該貿易或業務行為有關的所有收入將被視為ECI。

► 外國人不動產投資所得(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FIRPTA Gain)，係外國人出售、轉讓或處分在美國之不動產產生

之收益。

► 定期定額所得(FDAPI)，如利息、股利等固定定期收益。

► 資本利得(Capital Ga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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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簡稱LP) (續)

架構圖例

稅務議題
–
臺灣

► 於私募基金實際分配收益時，須繳納20%營利事業所得稅。

► 需考量該私募基金架構在美國聯邦所得稅上係被認定為穿透型(如，一般合夥

組織，Pass-Through或稱Flow-Thru)或類似公司組織之阻斷型 (Blocker)組

織，並辨認海外已納稅款是否得適用海外稅額扣抵。

► 需考量遞延與時間落差(Deferral and Timing Mismatch)的問題。舉例來說，

投資標的公司於2020年配發股利，但基金公司實際分配股利給LP時點為

2021年，造成所得所屬課稅年度不一致。

稅務議題
–

美國

► 投資基金分階段稅負釋例 – 穿透型投資架構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美國為例)

美國投資標的非美國投資標
的

美國來源所得非美國來源所得

投資資本

私募基金

分配收益

分配收益分配收益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美國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非美國投
資標的

美國來源所得非美國來源所得

穿透型
私募基金

投資資本

投資
階段

美國稅負

• 一 般 來 說 ， 當 LP 以 資 產 投 資 基 金
時，LP和私募基金皆不需認列收入
或損失。

• 此階段下，私募基金不會提供任何美
國稅申報書表或相關附表。

• 私 募 基 金 之 聯 邦 所 得 稅 申 報 書
(Federal Schedule K-1)的Item L將
顯示當年度之投資金額。

臺灣稅負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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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簡稱LP) (續)

稅務議題
–

美國

► 投資基金分階段稅負釋例 – 穿透型投資架構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美國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非美國投
資標的

美國來源所得非美國來源所得

穿透型
私募基金

分配收益

分配收益分配收益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美國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非美國投
資標的

美國來源所得非美國來源所得

穿透型
私募基金

分配
階段

處分
階段

美國稅負

• 分配之收益不會影響LP於私募基金損
益之可分配份額。原則上，除當分配
之現金超過其私募基金內之投資基礎
時，LP須認列相關收入外，LP和私募
基金皆不會針對分配之收益認列收入
或損失。LP於私募基金內之投資基礎
會根據其分配之金額而減少。

• 私募基金在分配收益給LP時，無須填
寫美國稅申報書表或相關附表。

• 私 募 基 金 之 聯 邦 所 得 稅 申 報 書
(Federal Schedule K-1)的Item L將顯
示當年度之分配金額。

臺灣稅負

• LP可遞延至實際獲配收益時，嗣繳納
20%臺灣所得稅。並可就已於美國納
稅部分適用海外稅額扣抵。

美國稅負

• 處分基金時，原則上，若該處分利益
非歸因自ECI產生，將無需負擔相關美
國稅負。但若該處分利益可以歸因於
ECI(如FIRPTA)，則LP可能需就收受
之Form 8805 及Form 8288-A，課徵
21%聯邦所得稅、30% 分支機構利潤
稅(若適用)。

• LP將需要填報Form 1120-F聯邦所得
稅申報書。

臺灣稅負

• LP須就該處分繳納20%臺灣所得稅，
並得適用海外稅額扣抵，但分支機構
利潤稅原則上不適用之，可能須跟稽
徵機關進一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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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簡稱LP) (續)

稅務議題
–
美國

► 投資基金分階段稅負釋例 – 阻斷型投資架構

美國稅負

• 無。

臺灣稅負

• 無。

美國稅負

• 該開曼私募基金需負擔ECI產生之稅負，並
負責填報Form 1120-F。

• 如該開曼私募基金準備W-IMY，並自LP取得
W-8BEN-E，一併提供給美國扣繳義務人
者，美國扣繳義務人得以LP名義扣繳(一般
扣繳稅率為30%)並直接開立扣繳憑單給LP。
若有溢扣繳稅款情形，LP得透過填報 Form
1120-F 主張申請退稅。

臺灣稅負

• LP可遞延至實際獲配收益時，嗣繳納20%所
得稅。

• 然，需留意於此架構下，屬ECI之收益係由
開曼私募基金納稅，LP不負擔該稅負，故不
適用海外稅額扣抵，但針對屬於FDAPI之收
益已於美國納稅部分仍得適用海外稅額扣
抵。

美國稅負

• 無。

臺灣稅負

• LP須就該處分繳納20%臺灣所得稅；不適用
海外稅額扣抵(因LP未於美國納稅)。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開曼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投資資本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開曼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美國來源所得

分配收益

分配收益

投資
階段

分配
階段

阻斷型
私募資金

阻斷型
私募資金

有限合夥人(LP) 

臺灣

海外(以開曼為例)

美國投資
標的

美國來源所得

處分
階段

阻斷型
私募資金



 

53

達，建議業者未來在美國投資上需要更加
�意，可就其情形�求專業稅務顧問評估
相關稅務風險及提供建議，以有效降低因
未符合稅務��程序而受�的可能性。

• 另外，�得�意的是，為擴大保險業及其
他資金，透過國內私募股�基金投資重
要策�性產業，臺灣國家發展�員會於
2021 年 6 月��「�進私募股�基金投
資產業�導管理要點」，並�期未來臺灣
金融業者除作為有限合夥人之��投資海
外標的獲益外，亦有可能在此政策的推行
下，轉向成為普通合夥人主動管理基金與
後續標的投資。建議金融業者除應��評
估自身企業作為不同類型的投資人之利�
外，亦應隨時留意相關稅制發展，以維自
身�益。

我�的��與建議

• 私募股�基金投資�來��於��發展，
金融業者除��可信度較高的投資機構進
行投資外，仍應積極��私募基金組織型
態、投資架構類型、�定投資標的之註冊
地及下層投資的組合、分配收益之性質、
配發時點及方式等，以利於��獲配收益
之所得來源及相關申報納稅義務。

• �，金融業者需要特別留意投資國家當地
的特殊稅務體制或規定。以投資美國為
例，除�聯邦政�層級課徵之聯邦所得稅
外，�需將各�政�不同的�稅之應免稅
規定一併納入考量，並額外留意獲配收益
之分配�別可能之��義務。實務上，若
未�意並��相關規定，將可能收�該管
�稅稅務機關補稅��或�制執行之行政
通�。�於各機關政��稅之工具更加發

聯���: +886 2 2757  8888  
聯�人:

•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分機 88866
• �惠� 稅務�務部 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楊建華 公司稅務���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鍾振東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務 協理  分機 67271
• 蔡雅萍 公司稅務���務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3
• 詹大緯 金融及創��技稅務���務 資深副總經理 分機 67217
• 許受昌 公司稅務���務 資深經理   分機 67155
• �    � 公司稅務���務 經理    分機 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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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辦公室 ( 一 )
時代的�� - 當代公司組織型態�討

�隨�國內外的�境變�、全�受疫情衝擊的影響，股東常��於能否在���的時代�造
更優質的經營模式？如何為自�的企業�出最適合的經營型態？�人�有交�的一天，在代
代�承的過程中，是否能從可掌握的時�就開始進行�步�調，以求後代亦能��永續經
營。例如可以先從�視組織面開始，依法建構更加完�的體制，讓企業經營在保有彈性之餘
也能�造更�的績效，是當前公司�不��的重要課題。

處於多變的市場�境中，公司組織型態也應與時�進改變，其對公司經營面有重大影響�常
被許多人�視。依經濟部�計資�顯示「有限公司」仍是目前最��運用的公司組織型態，
�未跟隨時代�勢的改變而有所轉型。

有限公司是否�的是最適合的組織型態？其������不易性？接下來我�將來�討，何
�是當代公司組織型態的最��項？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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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聯�人:

•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 經理   分機 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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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辦公室 ( 二 )
高資產人士�關�的�加�家�辦公室在��麼 ?

基於�加�家�辦公室生態�的日�成長及成�，為�進一步提升其專業�準及�境，�
加�政�於� (2022) 年 4 月 18 日更���加�單一家�辦公室所管理的基金免稅計�
13O( 之前為�13R�) 及 13U( 之前為�13X�) 的規定。

�加�家�辦公室基金免稅計� (13O、13U) 係結合對外國人士稅收��政策和工作移民，
及對�加�自身金融及財�管理�境的�華之方案，在過�數年間已受許多高資產人士的�
�。更不用說，符合資格的超高��人士如再結合投資移民計� (GIP)，其與其直�家人可
在完成家�辦公室投資項目後取得為期�年的�加�永久居留� (PR)，全方面地提升家�
辦公室計�的��力。

經歷數次的展延，�加�家�辦公室基金免稅計� (13O、13U) 的申請適用將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志�執業會計師表示，考量�其計�對高資產
人士在資產�承上的額外彈性，以及事前規�和申請�加�主管機關核准所需之時間 ( 如需
進一步申請 GIP 則須至少 1 年�的時間 )，高資產人士應��審視家�對其之需求，並��
專業人士之意見以免�失�機。

本�，就來為�者���加�全�商業投資者計� (Global Investor Program, GIP) 以及本次
更�的�加�家�辦公室基金免稅計� (13O、13U) 內�供�者參考。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方永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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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聯�人:

•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方永 經理   分機 6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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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辦公室 ( 三 )
��地區單一家�辦公室所關�的議題

全�各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正在不斷的變化，單一家�辦公室 (SFO) 的�����變成
需要能因應各��的經濟政策、稅務法規及政��管。安永全�團隊與 250 多家�界領先
的單一家�辦公室進行訪問，並於�年�月發��一份調查報告 (How single family offices 
are balancing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他�如何在��變化的�境中持續進
步，�接市場�來的各�挑戰。

在與���界領先的單一家�辦公室交流時，令人��的是，無論他�身在何處以及承擔
何��能，�出現�許多共同關�的領域。根據�計結果，受訪的單一家�辦公室中，其
中 50 家是來自��地區，本�將分���地區單一家�辦公室的營運是如何進行優化並
持續發展、適應和保護家�的資產，以及�討家�辦公室的目標、創�轉型與如何定義優
先事項。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楊�民
資深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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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66% 78%

5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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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辦公室 聯�人:

•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楊�民 資深副總經理  分機 6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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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務�� ( 一 )
兩「籍」�法：戶籍�

近年來全�人才流動頻繁，國人因工作在海外居留的現象日�普�。同時，過�兩、三年因
疫情影響，超過兩年未回國導致戶籍�「�出」者所在多有；抑或是為節稅目的，主動申請
「除戶」者，亦不在少數。

本期安永人才�務��將分�保留或�出戶籍的情�下，其相關稅負效果，及稅負以外的其
他影響。

�惠�
稅務�務部
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務

�人理
資深協理

許��
組長

近年來全�人才流動頻繁，國人因工作在海
外居留的現象日�普�。同時，過�兩、三
年因疫情影響，超過兩年未回國導致戶籍�
「�出」者所在多有；抑或是為節稅目的，
主動申請「除戶」者，亦不在少數。

本期內�將分�在保留或�出戶籍的情�
下，其相關稅負效果，及稅負以外的其他影
響，�討的主題如下：

1. 戶籍與居住者身分之認定
2. 戶籍與所得來源及相關稅負效果
3. 其他與戶籍相關之規定及影響

戶籍與居住者身分之認定

就我國國民而言，境內居住之個人 ( 居住者 ) 
身分之認定，需考量在我國境內是否保有戶
籍，並按在臺居住天數為判斷依據。依照現
行法令及相關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屬我國居住者，亦即所�的稅務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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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戶籍之國人，即使實際在臺居住天數較
少 ( 未滿 31 天 )，仍可能因被認定生活經濟
重心在中華民國，而被視為稅務居民，�下
列常見判斷要素：

• 個人之家�與社會關係、政治�化及其他
活動參與情形

• �有全民��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
保險或�民��保險等社會�利

• 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 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

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
人或經理人

• 其他生活情�及經濟利益�資認定生活及
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因����疫情影響，各國政�至�仍實施
部分�境管制和�行限制，以減�����。
由於相關管制，國人可能離境並�留於海外
超過兩年，導致戶籍��出，進而影響其個
人稅務居民身分之認定。

若對於稅務居民身分認定有�義，應主動�
問主管單位。依財政部表示，將按個案情形
及所提供事證從�認定。

戶籍與所得來源及相關稅負效果

國人所得就其來源主要可分為三大項 :

1.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
依據所得稅法，係指個人於中華民國境內
提供勞務取得之�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所得。

2.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依據兩�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國人若有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
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
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3. 海外來源所得
�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未計入
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非
香港澳門地區來源所得，應列入最低稅負
之申報。

居住者身分認定 設有戶籍者 無戶籍者

一課稅年度內
於境內居住之天數

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
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
及經濟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居住合計滿183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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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有無戶籍�居住者身分認定之稅負效果

其他與戶籍相關之規定及影響

全民��保險

由於全民��保險為�制性之社會保險，國
人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參加全民��
保險：

• 最近二年內�有參加本保險��且在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者

• 參加本保險前�個月�續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者

• 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受
僱者等

國人在國內設有戶籍者，不論其實際住在國
內或國外，�應該參加全民�保。若國人因

兩年未入境，戶籍��出，並於�出後兩年
內回國，應自��戶籍之日起加保。戶籍�
出後超過兩年後才回國，則須於��戶籍滿
�個月之日後，方得予以加保。

然而，因應疫情影響，針對出境兩年而戶籍
��出者，主管機關放��納保的相關規定。
國人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戶籍�出國外且自
全民�保退保者，於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返國��戶籍時，得從�
自��戶籍之日參加全民�保，不受�個月
等待期之限制。109 年 1 月 1 日當日在保者，
可向中央��保險�提出申請自退保之日起
接續納保，繳納保險費。

居住者身分 居住者 非居住者

戶籍相關

所得來源
有戶籍者 註1

無戶籍但於我
國境內居住滿

183天

無戶籍者且於我國境內
居住未滿183天

臺灣地區
來源所得 計入綜合所得

計入綜合所得；惟海外給付部分，
若居留天數合計不超過90 天，不在

此限

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

計入
綜合所得

計入基本
所得額 註2、註3 免計入綜合所得 註2

海外來源
所得 計入基本所得額 註3 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註 1 假設其於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或生活及經濟重心在我國境內

註 2 根據兩�人民關係條例，臺灣地區人民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因此，若個人於  我國並未設有戶 

籍，則無需將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申報課稅

註 3 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未達�臺幣 100 萬元者，免予計入；在�臺幣 100 萬元以上者，應 全數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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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優惠稅率

國人持有之�地若符合自用住�用地，可向稅
�處提出申請適用自用住�用地稅率，否則僅
能適用一般用地稅率。

惟�適用優惠稅率，必要條件為�地所有�人
或其配偶、直�親屬於該地辦�戶籍登記，且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用地。故國人若出境
兩年戶籍��出者，則會因�失戶籍而不得適
用優惠稅率。

公民�利 - �舉�

依��法之規定，有�舉�人在各該�舉區�
續居住四個月以上者，方得為各該�舉區之�
舉人。其居住期間自戶籍�入登記之日起算。
於�舉公告發�後，�入各該�舉區者，則無
�舉投票�。

故國人若出境兩年戶籍��出者，亦會因�失
戶籍而不得為�舉人，亦即失��投票�。

��小��

國人因工作或其他個人因素在海外居留超過
兩年，戶籍若��出而失�稅務居民身分，除
須�意相關稅負效果，亦須留意�保及投票�
等其他相關影響。

如有任何需要進一步��的議題，��隨時與
本所專業團隊聯�。

聯���: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務 聯�人: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稅務��

• 林�� 執行總�  分機 67001
• �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品� 協理   分機 67005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13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簽證��

• ��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中� 經理   分機 67039
• ��� 經理   分機 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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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經理

安永人才�務�� ( 二 )
跨國遠距工作面臨的挑戰

疫情之後人�已對遠距工作�以為常，跨國工作不�過�需要�家��的移居海外，或是頻
繁出差。在各界爭相競�人才的大�境下，遠距工作模式加��公司與求�者的國際�合。
無論是遠距聘僱外國人才的公司，或是在臺灣�外國雇主工作的員工，�可能面臨複雜的議
題。

�惠�
稅務�務部
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務

林��
執行總�

全�化與��的�技發展開��跨國遠距工
作的可能性。2019 年影響至�的 COVID-19
更是成為遠距工作的�化�，疫情之後人�
已對遠距工作�以為常，跨國工作不再�過
�需要�家��的移居海外，或是頻繁出差。
而在各界爭相競�國際人才的大�境下，遠
距工作模式更是提升�公司與求�者的國際
�合，�來�多企業僱用國外人才透過遠端
方式為其效力。

跨國遠距工作為企業及員工創造�工作�活
度及發展可能性，隨之也因�及各國的政�
規範不同，無論是遠距聘僱外國人才的公司，
或是在自�居住地為外國雇主工作的員工，
�可能面臨複雜的議題與�在的影響。

聘用員工跨國遠距工作的企業面臨許多挑
戰，挑戰的�後也�來許多機會 :



 

75

挑戰

掌握員工所在位置並確保員工的人身安全

是否仍應維持實體辦公室

疫情或政治因素可能影響國界關閉

複雜且跨領域的法規架構

公平且有效衡量員工的工作表現

機會

擴展國際人才庫

多元共融(D&I)及企業永續發展(ESG)展現

面對人才供應衝擊時保持營運彈性

回應員工對於改變工作型態的期望

提升整體競爭優勢

回應上述機會與挑戰，企業在評估是否聘用員工跨國遠距工作可能面臨的法規��議題包含：

• 聘僱合約條款與員工所在國的勞動法令是否有所衝突

• 依員工所在國勞動法規雇主對員工應盡的保護義務為何
勞動法令規範

• 員工在當地是否具備可以合法工作的資格移民 / 簽證

• 員工所在國家對於聘用該地員工的境外企業是否有任何登記或報備規定

• 境外企業是否有所得稅或社會保險的扣繳及申報責任

稅務 / 社會保險
登記或申報

• 個人所得申報大多取決於員工的稅務居民身分判定

• 勞務報酬的所得來源認定原則 －屬地或屬人主義

• 是否可能面臨雙重課稅問題

員工個人所得稅

• 在員工遠距工作的國家是否造成常設機構(PE)

• 公司所得稅納稅義務，以及額外的管理成本
常設機構



 

76

�多議題當中員工普�較為關�的勞動法令
及稅務議題進一步分�如下：

勞動法令議題

對於勞工�益的保�，是目前�界各國政�
的高度共�，因此正確掌握員工所在國的勞
動法令規範，也是雇主聘僱遠距工作者所必
須考量及�意的事項。�其勞動法令規範是
體現員工所在國對當地勞工的保護，因此往
往採取�制性規定，不�許員工和雇主以私
約方式協議變更，如果��，�至還有�則
及�款。最常見的例如：法定工時限制及最
低保�工資，�是目前�界各國極為常見的
保護勞工規定。以臺灣為例，從勞動法令�
�的�度進一步分�，如果勞工的勞務提供
地點是在中華民國境內，�麼不論雇主是�
一國人，也不管是不是在臺灣設有營業場所
或公司，中華民國的行政機關及法�，依法
�有管��。��法制設計在�界其他各國
也�是�普�常見的，因此�萬不要以為雇
主不在員工所在國，就可以不受當地法令�
�。

員工稅務議題

• 在臺灣為外國雇主工作的員工
境外雇主所支付之勞務報酬如是因個人在
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所取得，該報酬為
員工的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而非海外來源
所得。個人應將此勞務報酬申報於年度綜

合所得稅申報書中，依稅法規定計算應納
之所得稅

• 聘僱外國人才在海外工作的臺灣公司
臺灣公司聘僱員工在海外遠距工作所給付
之勞務報酬，是否應視為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並辦理扣繳申報？參照「所得稅法第八
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4
條，個人或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外為中
華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提供下列�子
勞務者，為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

1. 經由����下載至��設備或行動�置
使用之勞務。

2. 不須下載��於任何�置而於��使用之
勞務。

3. 其他經由��或�子方式使用之勞務。

若員工於國外遠距工作所收取之勞務報酬
依上述原則認定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同
時也依員工所在國家稅法課稅，該員工極
有可能面臨雙重課稅的問題。然而，跨國
遠距工作的�態非常多元，各式�務的�
�或使用方式更是日�月異，員工於國外
遠距工作是否依上述原則認定為在中華民
國境內提供勞務，應可依實際的工作內�
與稅�討論，爭取有利於員工的認定方
式。若確定必須以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
稅，亦可視該國與臺灣是否已簽定租稅協
定，��是否有�除雙重課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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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跨國遠距工作�非�是提供員工一臺�記型
��，並確保員工有��的��體能隨時連
結����簡單，各項法規的��也是確保
遠距工作模式能否有效運作的基�。各國勞
動法規不同，公司及員工皆須�意相關規定。
雇主與員工所在國不同，增加稅務��的複
雜度，公司及員工本人可能�需要協�。

隨�疫情��，各國�境��開放後，��
遠距工作的員工若頻繁跨國移動，可能使上
述問題更加��。企業�視公司現行的跨國
遠距工作安排與各國相關規定的同時，也應
�考如何合理掌握員工的跨國移動��，進
而降低跨國遠距工作可能�來的風險。

聯���: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務 聯�人: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稅務��

• 林�� 執行總�  分機 67001
• �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品� 協理   分機 67005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13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簽證��

• ��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中� 經理   分機 6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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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務�� ( 三 )
留用國際人才 – 外僑永久居留申請之實務�討

國際人才競�����，為加�延�人才，政�於 2018 年開始實施「外國專業人才延�及
僱用法」，並於 2021 年施行�正案，進一步放�工作、居留、依親等相關規定，提供更優
惠之社會保�。

自外國人才專法�正案施行一年來，企業及外國人才對於外僑永久居留證之申請提出較多�
�。因此，本期將提供外僑永久居留證之申請重點， 並分�常見的實務問題。

�惠�
稅務�務部
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力資本���務

��惠
資深經理

國際人才競�����，為加�延�人才，
政�於 2018 年開始實施「外國專業人才延
�及僱用法」，並於 2021 年施行�正案，
進一步放�工作、居留、依親等相關規定，
其中包含��申請永久居留之規定，以期讓
更多國際優�人才能�長期留在臺灣。

根據我�的��，自外國人才專法�正案施
行一年來，企業及外國人才對於外僑永久居
留證之申請提出較多��。因此，本期將提
供外僑永久居留證之申請重點， 並分�常見
的實務問題。

外國人申請外僑永久居留證之基本要件

��之申請永久居留規定主要為：外國專業
人才在臺居留期間要求，由每年的 183 日改
為「平均」每年 183 日；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連續居留年限要求�降為 3 年。另外，外國
專業人才 / 特定專業人才在臺取得碩 / 博士
學位者，可折抵連續居留年限 1~2 年。以下
針對不同外國人身分類型，提供須符合之基
本要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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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符合之在臺居留期間要求 折抵連續居留期間之要件

一般外國人  連續居留5年
 每年皆居住超過183日

居留臺灣設有戶籍國民，其
外國籍之配偶/ 子女

 居留10年以上
 其中有5年每年居留超過183日

外國專業人才
 連續居留5年(皆須持專業人才

工作許可)
 平均每年居住超過183日

在臺灣就學取得學位
• 碩士：折抵1年
• 博士：折抵2年
(兩者不得合併折抵)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連續居留3年(皆須持特定專業

人才工作許可或持就業金卡)
 平均每年居住超過183日

在臺灣就學取得學位
• 博士：折抵1年

• 外國人對我國有特殊貢獻者
•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
• 外國人在我國投資移民者

 無在臺居留日數之要求

其他要件

• 當外國人符合前述之在臺居留期間要求，
並符合下列要件，得申請永久居留：

1. 成年
2. 品行端正
3. 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以自立
4. 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 應於符合居留及居住期間�滿後兩年內提
出申請

• 外國人�具有我國國籍者，不得申請永久
居留

外國人依親親屬申請外僑永久居留證之基本
要件

外國人才專法�正亦��依親親屬之相關規
定，以下針對不同外國人身分類型之依親親
屬，提供須符合之基本要件�整：

( 下列依親親屬包含：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其成年因身心��無法自理生活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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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永久居留證申請之 Q&A

以下為我�分�常見的外僑永久居留證申請之相關問答�整：

實務問答（一）

Q:連續居留期間的計算原則為何？

A:居住日數計算的起點為提出永久居留日前1日，往回推算連續居留期間。例如，Roy為ABC公
司之外籍員工並持有特定專業人才之工作許可，當他想申請永久居留時，需要由申請日前1日
往回推算3年，確認此3年是否平均每年居住183日以上。另外，Roy初次取得外僑居留證的
核發日期將視為居留期間之起始日期。
此外，如果申請者是就業金卡持有者，就業金卡上的發卡日期即為以特專身分核准在臺居留
的起始日期。

須符合之基本要求

外國專業人才之依親親屬

 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取得永久居留後，其依親親
屬連續在臺居留5年

 平均每年居住超過183日
 品行端正且符合我國國家利益者
 應於符合條件後，2年內提出申請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之依親親屬

 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永久居留後，其依
親親屬連續在臺居留3年

 平均每年居住超過183日
 品行端正且符合我國國家利益者
 應於符合條件後，2年內提出申請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依親親屬  得隨同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同時申請永久居留

外國人在我國投資移民者之依
親親屬

 外國人在我國投資移民獲准永久居留後，其依親親屬亦得申請永
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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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問答（二）

Q:美國籍人士Sean在臺灣居住4年完成大學學歷，而後受聘於ABC公司並持有專業人才之工作
許可，他是否可以工作滿1年後，以在臺連續居留滿5年提出永久居留之申請？

A:就學及移工之居留期間，不列入連續居留期間之計算。因此，Sean需持工作許可工作滿5年
或持特定專業人才工作許可工作滿3年，且平均每年居留超過183日，才能提出永久居留之申
請。

實務問答（三）

Q:Irene於2018年1月1日受聘於DEF公司並持有專業人才之工作許可，受聘1年後於2019年1月
1日離開DEF公司，而後自行申請就業金卡(核准日期為2019年3月1日，效期為3年)，她是否
可於持有就業金卡滿2年時(2021年3月1日)提出永久居留申請？

A:連續居住滿3年可提出永久居留申請僅適用於特定專業人才，包含持有特定專業人才工作許可
或就業金卡者。因為Irene第一年的工作許可並非特定專業人才之工作許可，因此無法與就業
金卡持有之期間合併計算。故Irene必須於2022年3月1日過後才能提出永久居留之申請。
此外，Irene必須留意當她提出永久居留申請時，其原有之居留事由必須仍有效， 因此她須
先辦理就業金卡展延後才能提出永久居留之申請。

實務問答（四）

Q:Karen為XYZ公司聘僱之香港籍員工並持有特定專業人才之工作許可，在其連續居留滿3年
且平均每年超過183日時，她是否可以提出永久居留之申請？

A:外僑永久居留申請僅適用於非港澳居民之一般外國人，因此Karen無法申請永久居留。

港澳居民應依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6條申請在臺居留，並
於居留達一定期間後，且符合第29條之定居申請資格時，申請在臺灣定居，進而取得臺灣身分
證。

常見可提出定居申請之居留事由為：依親、特殊領域之成就、專業技術能力且具有證照或特殊
成就、投資、 創業，與來臺就學後返港澳工作2年再來臺工作等。

因此，如果Karen於學生時代是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者（居留身分代碼
HF168），畢業後回香港工作2年之後，再來臺灣受聘於XYZ公司（居留身分代碼HF171），
當她許可居留連續滿5年，每年在臺灣居住183日以上，且最近1年於臺灣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2倍，她就可以提出定居申請。如果她取得博士學位及碩士學位，
得各折抵2年及1年在臺連續居留期間，二者不得合併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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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提出永久居留申請時，外僑居留證 / 就業
金卡仍應有效。如果居留事由已變更，應
該提出符合居留條件之最後一年之財力證
明

• 根據「勞工退�條例」第�條第一項第四
款，當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
許可永久居留，且在臺灣地區工作者，將
適用於該條例之退�金制度，雇主應按月
為其提�勞工退�準備金

為��並留任國際優�人才，我�陸續收�
企業提出為高階主管申請永久居留之�務需
求。須留意申請應準備之相關證明�件，根
據身分類型及居留事由不同，要求會有所差
異，因此事先確認應備�件及審核，才能以
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申請。如有申請需求，
���與安永專業�務團隊聯�，以取得進
一步資訊及協�。

聯���: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務 聯�人:

• �惠� 稅務�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稅務��

• 林�� 執行總�  分機 67001
• �人理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2
• �品� 協理   分機 67005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13
• �議方 經理   分機 67052

簽證��

• ��惠 資深經理  分機 65121
• �中� 經理   分機 6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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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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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貿易組織（WTO）�書長��� (Ngozi 
Okonjo-Iweala) 在� (2022) 年 9 月 27 日�告，
全�經濟正�向總體�退前進，�年由於各大
經濟體�未�出疫情，加上��戰爭及能源、
原物�、民生物資等價格��外，在通�、升
息、全�供應�重組等多重�機下，許多企業
面臨�大的挑戰。

然而�上加�的是，歷�告�我�，經濟�退
時，企業的��風險�會節節升高。2007 至
2009 年的��金融�機也許是一個�得借�
的歷�，當時在面臨��的�境下，企業��
將更多資源��在能��業務成長的開支上，
另一方面透過降低人事成本與�簡組織來節
流，而許多員工面臨�酬降低與通�，導致他
�口�變得�來��，從��三�理論我��
�，在�大的財務或工作績效�力下，人�更
�易�而�險，�下��。而過��年因疫情
的關係，更多員工居家辦公，在��的�境下，
員工與主管的接�變少，一方面降低員工對公
司的向心力與��度，另一方面也降低管理階
層對員工的��能力。許多企業的��並非以
遠端�控與稽核而設計，因此許多交易仍需要
透過主管以��的紙本審核與簽核，可能�因
�不�紙本合約、會計憑證而導致該有的�核
未��位，�至�能�目的核准，因此�假交
易逃�被�視的機率也增高。

在供應�方面，公司近年面臨重���與移動
供應�的�力，�成與許多�的供應商合作的
機會，然而在公司轉移��的產地時，當地的
供應�可能�未成�，在�有�多的供應商可
供��與缺�對��供應商進行應有的盡�調
查，導致被�騙的情形也時有所�。例如，常
見的�標、�標、�露�標及供應商以不�品
�代等類型��，在此時就��易發生。在營
建��時，工程中常見的缺失包含得標�商不
當的轉發給其他不合格�商、�工減�或�報

經濟�退與後疫情的��風險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與法��務
執業會計師 �家�、經理 林��

工程款等事件也在此時層出不�。另外若企業
在����的國家 / 地區時，需要取得海關或
當地政�機關的核准或證照，或為�獲得當地
政�補�款，而�入��事件，也是不應��
的風險，若因此�上商�或���額��將得
不償失。

在後疫情的時代�，除���的��類型，我
�也��更多����的發生，「2022 年國
際��合作論�－後疫情時代�擊跨境�信�
����討會」指出疫情下的��與持續遠距
工作，�而為����者�來更多商機，我�
�意���組織利用���擊公司、�取公司
資產或進行��的案件，在過�兩年也��升
高。�可能歸��個原因，第一，資安投資不
�，許多公司的 IT 資安�境並未�全地為遠距
工作設計，員工在家上�的設備與���境使
得���入相對�易；第二，後疫情時代所產
生的財務�力，例如，想離�的員工�來�多，
因此我�����組織利用�假的高��聘訊
息�給求�員工，使員工在缺��心下點開連
結，���組織�開進入公司��的後門，�
取公司機�或進行��，另一方面，當更多員
工想要離�，�而�險，�機�取公司機�的
案件也同時變多。

綜合以上，我���在經濟�退與後疫情的時
代�，��風險不降�升，在面臨公司資源與
��管�減少的情�下，企業更應重��點�
�風險，將資源放在�治高風險類型的��
上，過往��定項目的定期稽核或��查核的
方式，無法再有效的因應�時代的��風險，
現在正是公司提升整體���範意�與��機
制效能的�要關�，�用更積極與有效的�範
機制 ( 例如�用數據分�、盡�調查、��風
險管理計� )，方能讓企業安然度過，擁�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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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體�查規定與�審計 - 會計師確信�務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務部 營運長 �建�、協理 林��

��議題於近年�發國際高度重視，�界
經濟論�於全�風險報告中提出�大衝擊
性議題，其中有�項與�境相關（如下
圖），因此 2021 年於�國格���舉行
的 COP26 中，將��協議中提及的「�
�升�限制在工業化前�準以上－ 1.5�
之內」設定為減�目標，�界各國��提
出國家自訂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示 2050 �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的目標，歐盟更於 2021
年公�與課徵�關稅有關的��境調整機
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案，初步將針對進口的高�排商
品（��、��、��、�、進口�力、有
機化學品、��、�和�等產品）課徵�關
稅；臺灣為出口導向的國家，為與全�供應
��勢接�，�保�於 2021 年提出「��
變�因應法」�正�案，開始�議�定價制
度，並將針對�費徵收及產品���揭露等
制度�定相關因應政策，國家發展�員會也
於 2022 年公�「2050 ��排放政策��
�圖」，從能源、產業、生活、社會四大面
向轉型，�定建�、運�、工業、�力及負
�技術�大��，落實��轉型目標。

�界經濟論�提出按�重程度排序之�大衝擊性議題
資�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Risks Repor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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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透過「�室�體排放量�查登�管
理辦法」，要求納管場�應執行�室�體排
放量�查登�作業外，金融��管理�員更
於公司治理�圖 3.0 中要求上市�公司，將
永續經營列為重點計�項目，透過�訂「上
市 / 上�公司��與申報企業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及「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
項準則」，依產業別及資本額分階段要求上
市�公司執行�室�體�查，目標在 2027
年前完成全體上市�公司�室�體�查，

2029 年前完成查證，上市�公司應依金管
會規�之資訊揭露時程，揭露�室�體�查
及查證資訊，如第一階段公司（資本額�臺
幣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公司及��、��
業�查個體公司）應在 2023 年揭露個體公
司�室�體�查資訊，2024 年揭露個體公
司查證資訊，係指 2022 年度之�查資訊應
在 2023 年揭露，並於後續年度持續揭露；
2023 年之�查資訊�查證結果應於 2024
年揭露，後續年度亦應進行查證及揭露。

�保�及金管會參照國際通用準則 ISO 
14064-1 及國內產業現�，制定相關規定，
以下將分別��。

1. �保�規定��

�保�目前納管之排放源主要包含發�
業、��業、��業、��業、�導體業
等特定行業�程別，以及全�化����

�產生之年�室�體排放量達 2.5 萬公
�二�化�當量 (CO2e) 以上企業，需依
照「�室�體排放量�查登�作業指�」
之規定，依�界設定、排放源�別、量化
排放量、數據品質管理、�件化與��之
流程，執行�室�體�查，於指定資訊平
�完成登�，並依照�室�體減量及管理
法，每三年內經查�機構查證其排放量�
冊及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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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界設定

�保�核發的管制��所��地理�
界，並將受企業所控制的所有排放源
納入，再依據營運控制�或股�持份
法，區分為來自�程或設施的「直接
�室�體排放」、來自使用外購�力
等能源的「間接�室�體排放」、來
自非事業自有排放源但與營運活動相
關的「其他間接�室�體排放」。現
階段僅須針對直接�室�體排放與間
接�室�體排放進行申報。

02. 排放源�別：�界設定完成後，企業
應�別�界內�室�體之排放源：

「直接排放源」共有四�形式：固定
����源（固定式設備之���
�，如��）、�程排放源（物理或
化學�程之排放）、移動��源（指
交通運�設備之����）、��排
放源（如從設備之接合處�漏、��
��等）

「間接排放源」可分為外購�力及外
購��，係向售�業者或��共生�
所購買之能源，不包含企業使用自有
之發�或��設備所產生之排放。

03. 排放量計算：�室�體排放量（公�
CO2e）=�（活動數據 x 排放係數 x
全��化�勢 GWP）

活動數據為企業造成�室�體排放的
活動之定量量��，可分為透過�
�直接��的原始數據 ( 如��使用
量、����或排放�度�� ) 及來
自�獻參考、國家標準等非自行量�
的次級數據；全��化�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係依據

�室�體����作用 (Radiative 
forcing)，量�相對於同單位二�化
�所造成的排放量，應使用 IPCC 公
�最��且時間界�為 100 年之數
據。企業��排放源的活動數據，參
考適用的 GWP 數�及排放係數後，
轉�成公�二�化�當量，即可得出
總�室�體排放當量。�室�體�查
的�類包含�大類�室�體：CO2、
CH4、N2O、HFCs、PFCs、SF6、
NF3，還有�特�議定書規定的 CFCs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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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數據品質管理

企業�由建立內部�查資訊管理制
度，來確保�查結果之準確性，可分
為定性、定量及數據品質管理三部分：
「定性」包�確認�界、排放源已完
整�別及透明�述排除之項目；「定
量」包�使用正確之活動數據並保�
�證�件，及排放係數之使用是否�
當；「數據品質管理」則需確認�查
管理程序，可有效�別��、降低不
確定性並提高品質數據，以達�持續
改�的目標。

05. �件化與��

建立排放�冊，並將�查之方法、數
據及估算過程作成內部��，保留標
準所規定之年限，並於需要時提供外
部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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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管會規定��
除受�保�規範之企業外，金管會�年要
求上市�公司揭露�排放情形，國內�查
實務作業中主要依據�保�標準或國際通
用準則 ( 如 ISO 14064-1 2018)，國外則
依所在地區之標準。相較於�保�指�，
金管會要求的�查�界須對�企業合併財
務報表，亦即須納入合併報表子公司，但
對於子公司�室�體排放量納入�計要採
財務控制�法、營運控制�法或股�比例
法等並無規範，僅要求企業合併報表各子
公司必須一致，若採用財務控制�法或營
運控制�法應 100% 認列其排放量，若採
用股�比例法應依照各事業體所持有的股
�比例，認列各事業體的�室�體排放
量。此外，所有上市�公司（即不分階段
之適用公司）皆須於 111 年第 2 ��前
完成「母公司」、112 年第 1 ��前完
成「�團（包含各子公司）」之�室�體
�查及查證時程規�，並提報董事會，後
續應將前揭執行進度按�提報董事會控
管，如�計完成時間有變動，亦應於每�
控管時提報董事會。

3. 確信與查�證
目前除�保�依 105 年 1 月 7 日發�
之「�室�體認證機構及查�機構管理
辦法」認可之 7 家組織型�室�體查
�機構外，為因應�大上市�公司�室
�體查證需求，金管會亦規�會計師事
務所依�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員會
(IAASB) 發�之 ISAE 3410 (ASSURANCE 
ENGAGEMENTS ON GREENHOUSE GAS 

STATEMENTS) 出具�室�體確信報告，
會計師在進行確信的過程中，採取與審計
相似的方式，可依據專業判斷��不同的
確信程序，該等程序包�：�查、��、
函證、�算、重�執行、分�性程序及查
�，確信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可能會
隨案件而有相當程度之不同，ISAE 3410
包含合理確信 (Reasonable Assurance)
和有限確信 (Limited Assurance)，兩者
之差異為確信程度上的不同，有限確信取
得確信程度將明顯低於合理確信案件，而
會計師將針對確信程度的不同來設計確信
程序，執行�室�體確信案件會計師應具
備相關對�室�體排放之量化與報導具有
��之專業能力及經�，並每年進行相關
課程進�，才符合確信資格，同時，該會
計師事務所必須建立品質管制制度，對�
業��規範、案件之承接與續任、案件之
執行及��考核等要素建立相關管制規
定，才得以承接�室�體確信案件。

4. 減�承諾
當企業完成�室�體�查後，企業必須
積極規��室�體減量目標設定及減量
方法。�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聯合國全�盟約 (UN 
Global Compact)、�界資源��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及�界自然
基金會 (World Wildlife Fund) 共同提出
�「�學基礎目標�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s, SBTi)」，透過 SBTi
�學��小組，將最�可用的�學與�
�協定結合，提供參與企業減�目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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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及執行的相關指�，企業須通過簽�
提交承諾書 (Commit)、制定減量目標
(Develop)、提交減量目標 (Submit) 及發
�減量目標 (Announce) 的流程，獲得
SBTi 認證，SBTi 要求企業設定�學基礎
減量目標時，應包含企業至少 95% 的範
�一及範�二的排放量，並��企業�力
根據全�平均��升�控制在 1.5�的情

境設定目標，針對範�三的部分，如果企
業範�三的排放量超過企業總排放量的
40% 時，企業必須制定範�三減排目標，
且目標設定至少��範�三總排放量的
2/3，企業提出目標後，應積極規�具體
的減���圖並具體行動，以避免無法如
期落實減排，最��為��。

建議

金管會提出企業揭露�室�體的查�排程，
要求上市�公司�室�體�查�界須對�企
業合併財務報表，提�海內外有多家子公司
的�團公司應提�規�並成立�室�體�查
小組專責處理，由於國際間在未來將針對�
室�體排放收取高額費用，�應���排放
的�界�勢，國內從��變成�制執行，企
業除�積極針對範�一與範�二的減排之
外，建議企業應將�排指標納入供應商考核

評估，透過供應�間的上下關係層層��，
並應建立範�三�管理制度，作為企業��
供應商的決策依據，同時，企業領導者應改
變�維，非財務性指標與財務性指標對於組
織績效具有相同影響力，減少�室�體排放
的管理支出不是銷貨成本的增加，而是未來
競爭力的投資，�盡�境責任不單是為�全
��化盡一份心力，更是為�讓企業在未來
能�持續獲利��。( 本��登於會計師�
� 2022 年 9 月� 49 至 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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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 一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與永續發展�務團隊
執業會計師 ��� 、協理林�� 、經理���、���、�天�



 

92



 

93



 

94



 

95

永續�� ( 二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與永續發展�務團隊
執業會計師 ��� 、協理林�� 、經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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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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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發�「保險法第一�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
�釋令」（111.11.04 金管保財�第 11104942741
�）

1. 依據保險法第 14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辦理。

2. 保險業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將帳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價�衡量之金融資
產重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後，為維持財務結構之�全與�定，於分�可
分配盈餘時，其所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應計入金管會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1 日金管保財�第 11004920441 �令關於帳列其他�益減項�額，就當期發生數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 嗣後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含處分）併計其他�益減項�額有�轉時，得
就�轉部分�轉特別盈餘公積分�盈餘。人身保險業�轉後，�辦理盈餘分配者，仍應
依金管會 102 年 2 月 8 日金管保財�第 10202501992 �函有關規定辦理。

4. 上述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應於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

5. 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管會發�「金融控股公司因保險子公司金融資產重
分類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釋令」（111.11.04 金管銀
法�第 11102279031 �）

1. 依據證�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2. 金融控股公司之保險子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公報，將帳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價�衡量之金融資產重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後，依金管會 111 年
11 月 4 日金管保財�第 11104942741 �令計算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金融控股公
司於分�可分配盈餘時，應就保險子公司所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提列相
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

3. 金融控股公司之保險子公司就所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有�轉時，金融控股
公司得就�轉部分�轉特別盈餘公積分�盈餘。

4. 金融控股公司就保險子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應於金融控股公司年度
財務報告附註揭露。

5. 本令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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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發�「有關證�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令」（111.11.04 金管證發�第 1110384722
�）

1. 依據證�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2. 公開發行公司採�益法之保險被投資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將帳列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價�衡量之金融資產重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依金管
會 11 月 4 日金管保財�第 11104942741 �令計算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公開發
行公司於分�可分配盈餘時，應就該保險被投資公司所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
數，按採�益法之持股比例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 公開發行公司採�益法之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動數有�轉時，
公開發行公司得就其�轉部分，按採�益法之持股比例�轉特別盈餘公積分�盈餘。

4. 公開發行公司應於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保險被投資公司重分類之金融資產公�價�變
動數及其相對應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

5. 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管會發�「有關證��期貨市場各�務事業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36條之2及第37條規定之令」
(111.11.03 金管證��第 1110384596 � )

1. 依據證��期貨市場各�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6 條之 2 及第 37 條規定辦
理。

2. 下列各款所定�務事業，應指�副總經理以上或�責相當之人�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
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

01. 證�商實收資本額達�臺幣 ( 以下同 ) 一�億元以上或�子下單達一定比率。�子下單一
定比率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001. �際��下單加計�子式專屬��下單 (Direct Market Access，以下簡稱 DMA) 成交
金額達公司成交金額�分之��。

002. 經�業務成交金額市�率達全市場�分之二。

003. 自然人�戶數達公司�戶數�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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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期貨商實收資本額達二�億元以上，且�子下單達一定比率。�子下單一定比率指同時
符合下列條件者：

001. �際��下單加計 DMA 下單成交口數達公司成交口數�分之��。

002. 經�業務成交口數市�率達全市場�分之二。

003. 自然人�戶數達公司�戶數�分之��。

03. 證�投資信�事業及經營接受�戶全���投資業務之證�投資顧問事業 ( 以下簡稱證�
投資顧問事業 ) 前一年度月平均境內外管理資產規模達��億元以上。

04. 證�交易所、證���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及證��中保管事業。

3. 各�務事業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負責資訊安全制度之規�、�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
作業，所稱配置適當人力資源之規定如下：

01. 實收資本額達二�億元以上之證�商、期貨業、證�金融事業、證�投資信�事業、證
�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專責主管及
至少三名專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務，不得�辦資訊或其他與�務有
利益衝突之業務。

02. 實收資本額未達二�億元之證�商、期貨業、證�金融事業、證�投資信�事業、證�
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

001.  實收資本額達一�億元以上，未達二�億元者，應配置資訊安全主管及至少三名資
訊安全人員。但已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者，得配置專責主管及二名專責人員。

002. 實收資本額達四�億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應配置資訊安全主管及至少二名資
訊安全人員。

003. 實收資本額未達四�億元者，應配置至少一名資訊安全人員。

03. 證�交易所、證���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及證��中保管事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
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專責主管及必要專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務，
不得�辦資訊或其他與�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

4. 前點第二款資訊安全主管及人員除�辦資訊�務外，不得�辦其他與�務有利益衝突之業
務。

5. 外國金融機構、證�商、期貨業及信用評等事業依證�商設置標準、期貨商設置標準、信用
評等事業管理規則規定，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經營或�營證�、期貨、信用評等業務者，第
二點及第三點之實收資本額改按指�營運資金計算。

6. 各�務事業應於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適用條件起�個月內調整之。

7. 各�務事業應將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明書，並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
會計年度��後三個月內將該�明書內�揭露於公開資訊���。

8. 本令自 112 年 1 月 1 日生效；金管會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30 日金管證��第
11003637894 �令，自 112 年 1 月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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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交 所 及 � 買 中 心 增 訂 上 市（ � ） 公 司 � � 應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專 區， 自 112 年 1 月 1 日 起 實
施（111.10.25 臺 證 治 理 � 第 1110020844 �
/111.10.27 證���第 11100690131 �）

為優化公司��公司治理資訊之揭露，依「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圖」規�，證交所與
�買中心分別�正「對有價證�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 3 條之 3 條�及「對有價證�上�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4 條之 1 條�，
增訂公司��應設置揭露公司治理資訊之專區，含董事會、功能性�員會及公司治理規�等
資訊，以�利股東及利�關係人參考。�規定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證交所及�買中心公告「上市（�）公司��與申報
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正條�（111.09.22 臺證
治理�第 1110017532 � / 111.09.26 證���第
11100661041 �）

條��正重點說明如下：

1. 應 GRI 於 2021 年發�更��本，配合調整相關用�。

2. 因應各產業應揭露具產業重大性且投資人關�之永續相關指標，�正本作業辦法第 4 條，並
訂定附表一之一至附表一之�四產業應揭露之永續指標，納入揭露規範之產業包含原作業辦
法納管之�品工業及��收入�其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分之��以上者、化學工業、金
融業，以及�增之��工業、��工業、��工業、����業、�導體業、��及��設
備業、��業、通信��業、�子�組件業、�子通�業及其他�子業等 14 �產業。�增
產業屬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未滿 50 億元者，得延至 113 年起適用。

3. �增第 4 條之 1 及附表二��相關資訊揭露事項。

4. 加�規範出具永續報告書確信意見書機構及人員，於第 5 條第 1 項加入「上市上�公司永續
報告書確信機構管理要點」相關規定，並自 113 年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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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及�買中心公告「對有價證�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公開處理程序」�正條�（111.10.12 
臺證上一�第 1110019551 � / 111.10.12 證���
第 11100678971 �）

為與國際市場接�提升競爭力、維持公平及有�序的證�市場，本次�正重點如下：

1. 為維護股東�益，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通�者，公司應發�重大訊息說明相關事��
股東��。

2. 為使公司資訊更�透明完備，參�國際主要證�市場機制，增訂規範上市（�）公司辦
理各�財務報告或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提董事會之��通�時，應同時發�重大訊息，考
量給予上市（�）公司��之因應作業時間，自 113 年第 1 �財務報告起始適用之。

公司申請辦理改�董事、��人變更登記時，�附股
東會之部分節�本即�（經濟部商業司 111.09.28 經
商一�第 11100684940 �）

按公司法第 183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由主�簽名
或��，並於會後二�日內，將議事�分發各股東。」、「議事�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續期間，應永久保�。」，
先予�明。

另按公司登記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附之�件、書表，�如附表「股
份有限公司登記應附�書表一�表」登記事項 6( 改�董�事 )、8( 補�董事 ) 等，申請人應
�附 A4 格式之股東會議事�「影本」；同條第 2 項規定，申請人應�附之�件、書表為影本
或外國�件者，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附「正本」或「中�本」。

至公司申請辦理改�董事、��人變更登記時，�應�附完整之股東會議��影本，抑或�附
股東會之部分節�本一節，實務上申請人�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作之議事�，
可僅「節�」申辦變更登記所需之議案部分，惟仍需符合該條項規定應記載之事項。�申請
人�自��股東會議事�之�重要資訊�( 例如��出�股東會之定�數或參與表決之表決�
數 )，因與前開規定未符或不符法定程序，申登機關自應函請申請人��說明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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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人股東一人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算時，�算
人之�任�義一案（經濟部商業司 111.10.04 經商�
�第 11102427990 �函）

1. 按政�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東會��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
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且公司之董事、��人，由政�或法人股東指� ( 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項規定參照 )。準此，單一法人股東公司，公司業務之執行及��
行使，係透過董事會決議及��人運作之，並無股東會之設置。至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
董事會之成員董事及業務��機關��人，仍係由該單一法人股東指�。

2. 次按公司之�算，以董事為�算人，但�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算人時，不在此限
( 公司法第 322 條規定參照 )。單一法人股東公司決議���算，因本無股東會設置，
自無從由股東會�任�算人，�原業務執行機關 ( 董事會及董事 ) 已因公司��而不�
�在，是以此一「已不��在」之董事會亦無從代行股東會���任�算人。至於�算
人因係取代董事組成之董事會而為�算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故其另行指�亦應由單一
法人股東為之，方符前開第 128 條之 1 第 4 項及同法第 322 條所揭��重股東�定之
規範意�。

3. 準此，來函所�事�，請依經濟部 98 年 11 月 2 日經商�第 09802144800 �函及
103 年 11 月 3 日經商�第 10302128450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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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
各界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
審計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
團隊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
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組織，加盟該全�組織的各成員機
構�是�立的法�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務，不擁
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或控制�，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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