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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25%關稅生效！台商如何接招？

美中貿易戰談判破局，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於中國出

口至美國2,0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關稅加徵至25%！

受影響的商品多達5,700多項，幾乎影響所有產

業，例如電子商品及工業設備、汽機車零組件、化學

用品、紡織品等，其中對台商影響最大的是電子設備

產品及機器工業設備與汽機車零組件，根據CBP公

告，受影響產品的生效時間為自美東時間2019年5月

10日上午12:01或之後輸入美國的商品，讓原先認為

還有轉圜機會的台商措手不及。

因公告時間倉促，詳細美國進口報關程序的指導原則

尚未公布，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執行副總丁傳倫建議可能考慮以下兩種進口報關程序

因應：

1. 若不確定適用關稅稅率為10%或是25%，在5月10

日貨品當天或之後進入美國時，進口人先繳納25%的

關稅，並同時申請後期更正 (Post Summary

Correction)保留彈性，得有機會申請退稅；或

2. 美國報關得在10天期限內申報進口清單，可考慮等

進口商品的指導原則公布後依規定辦理。

雖然美中還在華府持續談判中，幾乎每日都有新發

展，不論結局如何，KPMG安侯建業稅務部廖月波協

理建議台商可考慮四個步驟降低關稅：

步驟一、彙整資料瞭解現況

先彙整企業交易的資料及數據，辨識潛在受影響的產

品及生產線，確認是否列在增加關稅的名單中。

步驟二、評估降低關稅方案

進而評估對企業整體的影響，是否所有產品或是僅有

小部分產品受影響。

步驟三、規劃業務因應策略

若確定產品已經落入貿易戰影響範圍，應辨識及評估

各項潛在的規劃因應方案，擬定短期、中期及長期業

務策略，例如短期產品訂價策略、中期銷售策略，與

長期供應鍊與產地是否需改變，以減輕貿易衝突造成

的影響。

步驟四、落實執行方案

調整同時也必須考量公司整體業務如何因應及如何落

實執行的方案，包括公司內部與供應商等協調溝

通，以確保方案能夠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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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關稅之因應第一步對策除了檢視適用的稅則稅

號，是否是正確的稅則稅號，之前是否有適用錯誤的

稅則稅號，是否有機會可以修改，進一步還可以考慮

修正報關價格，利用美國現有自由貿易區、首次銷售

原則、復出口退稅等機制，以降低進入美國報關價格

的價格，然而，若自長期看來若要從根本解決貿易戰

之影響，丁傳倫執行副總則建議，需要從價值鏈規劃

著手，主要可以分為生產流程及產品的銷售市場兩方

面考量，分散中美貿易戰或是將來其他國家的貿易戰

風險。

丁執行副總指出，因此次中美貿易戰是根據原產

地，進出口的商品是否原產於中國或原產於美國，台

商企業亦可考量需移轉多少及哪些生產流程，或改變

原材料的來源地等，進行價值鏈調整；長遠之計，除

了美國市場外，台商也可以考量前進其他市場，避免

將雞蛋放在同一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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