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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泰國：增值稅免稅制度以促進數據中心業務

泰國內閣批准針對數據中心業務營運商的增值稅免稅制度，數據中心營運商須在2022年11月9日生效日

後的5年內向泰國稅務局（Thai Revenue Department, TRD）局長提交申請。

新加坡：實施新的海外供應商商品服務稅 （GST）制度並調高其稅率

新加坡自2023年1月1日起，針對海外供應商將實施新的商品及服務稅（Good and Services Tax ,

GST） 註冊制度，GST稅率自2023年從7%提高至8%，2024年則為9%。

越南：發布法令之修正及補充規定

越南政府發布了新法令，修正和補充關於企業所得稅暫繳、個人所得稅扣繳和申報、電商平台揭露資訊

的規定。

歐盟：歐盟成員國達成實施第二支柱協議

歐盟理事會（EU Council）於12月12日宣布，歐盟成員國已達成一致共識，將實施第二支柱，各成

員國必須在 2023 年12月31日前將相關規則轉化為國內法令。

歐盟：新碳洩漏工具達成協議以提高全球改善氣候決心

歐洲議會委員（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EPs）與歐盟理事會達成建立歐盟碳邊境調

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協議，建議對於適用產業的產品出口至

歐盟的公司應盡速開始評估其營運和價值鏈的碳足跡並注意企業揭露法規及檢視營運架構，避免發生

額外之成本。

歐洲

研討會資訊

KPMG Tax Roundtable

KPMG Tax Roundtable結合稅務與科技人才，以三個面向探討現下最熱門的議題「BEPS 2.0」，導入

全球最低稅負制指日可待，預期將有更多的資訊揭露要求與繁複的新稅制計算，KPMG台灣與亞太區

將共同協助集團積極面對，縮短適應新稅制的陣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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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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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啟App安裝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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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理事會（EU Council）於2022年12月12日宣布

歐盟成員國已達成政治性協議，同意實施OECD全球

國際稅改倡議-全球最低稅負制（第二支柱）。

根據歐盟理事會發布之新聞稿，歐盟理事會下之常駐

代 表 委 員 會 （ The 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REPER）達成了所需的一致支

持，歐盟成員國大使也建議理事會應採用第二支柱最

低稅負制指令。

背景

之前因為匈牙利在2022年6月否決，歐盟成員國未能

在2022年下半年就最低稅負制指令提案達成政治協

議。儘管最低稅負制指令提案的投票最初有被納入12

月6日的歐洲經濟暨財政事務理事會會議（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configuration,

ECOFIN）議程中，然而該議程在會議之前被刪除，

因此最終在公開會議上並未討論該議題。

在12月6日會議之前，歐盟理事會主席國捷克在經過

語言學家和律師的檢查後，於2022年11月25日發布

了指令草案的新折衷文本。與舊版本相比，新折衷文

本並無實質性改動，且與OECD GloBE範本規定緊密

結合。為了實現與歐盟法律一致的目的（特別是自由

設立機構原則），折衷文本不僅只適用於跨境情形，

也同樣適用於國內集團，且要求在各自的母公司層級

上，除對其低稅率外國子公司外，對居住在同一成員

國 的 所 有 低 稅 率 個 體 ， 皆 適 用 所 得 涵 蓋 原 則

（Income Inclusive Rule, IIR）。

11月公布的折衷文本闡明了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有權透過授權法案來補充指令中

某些非必要的要素。該授權法案的使用情況可能是在

決定各租稅管轄區之國內法律框架是否可以被視為與

合格的IIR制度相符，評估在經過與成員國任命的專

家進行適當諮詢後，將由歐盟執委會執行。

國際稅務新知

歐盟：歐盟成員國達成實施第
二支柱協議

December 2022

歐盟指令草案正式書面通過日期已到期，代表歐盟理

事會已正式採用全球最低稅負制，歐盟成員國將被要

求於2023年12月31日前將相關規則轉化為國內法

令，並且從2023年12月31日以後的財政年度開始適

用 所 得 涵 蓋 原 則 （ IIR ） ， 徵 稅 不 足 之 支 出 原 則

（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則將於2024年

12月31日以後的財政年度開始適用。此外，新折衷

文本為成員國提供了實施合格國內補充稅負制的選

項、以及如果該歐盟成員國中符合門檻集團之最終母

公司（Ultimate Parent Entities, UPEs）最多有12

個，則可將所得涵蓋原則（IIR）、徵稅不足之支出

原則（UTPR）的適用推遲至2029年12月31日。

如今歐盟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的時間基本上已確定，

預期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也會視歐盟國家立法進度將

陸續跟進，建議台商企業應時刻注意各租稅管轄區之

最新立法進程，並盡早做好相關規劃，辨識企業稅務

風險與因應對策。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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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務新知 December 2022

歐洲議會委員與歐盟理事會於2022年12月13日達成

臨 時 協 議 ， 建 立 歐 盟 碳 邊 境 調 整 機 制 （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以應對氣候

變遷以及防止碳洩露。

根據協議，CBAM之建立是為了平衡在歐盟排放交易

體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規定下

的歐盟產品和進口商品間所支付的碳價格。此法將強

制進口貨物到歐盟的公司購買所謂的CBAM憑證，以

支付「在生產國已依據碳價格支付之費用」以及「歐

盟排放交易體系下碳配額」間的差額。

該法律將鼓勵非歐盟國家提高其改善氣候決心，只有

改善氣候決心與歐盟相同的國家才能在不購買CBAM

憑證的情況下出口貨物到歐盟，新規定將確保歐盟及

全球對於改善氣候變遷的努力，不會因轉移生產基地

到改善氣候政策較少的國家而受影響。

新法案之設計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

定，並將於2023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而過渡期間

內進口商的義務則僅限於申報。為避免對歐盟產業的

雙重保護，過渡期間的長短和CBAM全面實施將與逐

步淘汰ETS下免費配額的時程互相掛鉤，此將在12月

下旬時連同ETS修訂工作一起進行協商，並將結果納

入CBAM法規。

CBAM的適用範圍

按照委員會的提議，CBAM將涵蓋包括鋼鐵、水泥、

鋁、化肥以及電力，並擴展到氫氣、特定情況下的間

接排放、特定化學前體、以及一些下游產品（如螺釘

和螺栓以及類似鐵或鋼的產品）。

在過渡期間結束前，委員會應評估是否將範圍擴大到

其他有碳洩露風險的其他產品，包括有機化學物以及

聚合物，目標在2030年將CBAM適用於所有ETS涵蓋

產品，委員會也需評估間接排放的方法以及涵蓋更多

下游產品的可能性。

CBAM的監管將比先前更為集中，並由委員會負責大

部分的任務。在2027年底，委員會將對CBAM進行全

面性審查，包括評估國際氣候變遷談判取得的進展，

以及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開發國家）進口產品的

影響。

下一步

此協議將取決於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改革的協商結果。

在新法律生效之前，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必須正式

批准該協議，而新法律將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佈的20

天後生效。

歐盟：新碳洩漏工具達成協
議以提高全球改善氣候決心

CBAM機制為歐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計畫「55套案」

（Fit for 55 in 2030 package）中的一部分，目標在

2030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

55%，以符合歐洲氣候法案。

該協議達成後，CBAM將成為歐洲氣候政策的重要支

柱，並鼓勵歐盟貿易夥伴將其製造所產生之碳排放減

少的其中一種機制，此外CBAM亦是當前碳洩漏措施

的替代方案之一，將污染者付費原則應用於產業上，

達成雙贏局面。

建議對於產品出口至歐盟的公司應盡速開始評估其營

運和價值鏈的碳足跡並注意企業揭露法規及檢視營運

架構，避免發生額外之成本。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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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務新知 December 2022

泰國內閣通過了一項針對數據中心業務營運商的增值

稅免稅制度，自2022年11月9日起生效。

根據免稅制度，提供以下數據中心相關服務所產生之

收入將免徵增值稅：

一. 提供用於數據儲存、數據處理的伺服器空間和相

關設備，以及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電子資訊連

結。

二. 提供以下服務來支援數據中心相關服務

1. 數據備份服務－防止可能導致數據損壞的問

題

2. 為網路或雲端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網路連結

服務

3. 系統管理及資訊技術安全服務

為了獲得增值稅的免稅，數據中心營運商須在2022年

11 月 9 日 生 效 日 後 的 5 年 內 向 泰 國 稅 務 局 （ Thai

Revenue Department, TRD）局長提交申請。

泰國：增值稅免稅制度以
促進數據中心業務

若數據營運商擬申請增值稅免稅，除上述規定外還

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根據泰國法律所成立的公司或合夥企業

二. 增值稅註冊者

三. 根據投資促進法、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而加強

目標產業的相關法律、或泰國稅務局局長規定

的其他法律，促進數據中心營運的業務

四. 遵守泰國稅務局局長規定的程序、方法和條件

上述所列清單尚不是最終規定，因為泰國稅務局局

長被允許可以針對數據中心運營商的合規性制定額

外程序和條件，建議台商在申請前應先行諮詢當地

稅務局相關規定細節，儘早提出申請，以維護權

益。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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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2023年1月1日起，如海外供應商向境內消費

者（包括未註冊商品與服務稅的企業）銷售價值不超

過400元新幣的低價值商品或提供遠距服務，將被要

求註冊商品與服務稅（GST）。

此外，根據新加坡2022年預算案，將自2023年1月1

日起將GST稅率從7%提高到8%，並自2024年1月1日

起提高到9%。

最後，自2023年1月1日起為新加坡消費者提供保險、

國際運輸和海外住宿者，GST稅率將不再享有零稅

率。

國際稅務新知

新加坡：實施新的海外供
應商商品服務稅（GST）
制度並調高其稅率

December 2022

海外供應商註冊（Overseas Vendor Registration,

OVR）是一項新的制度，以下彙整應注意事項：

一. 如果公司屬於海外實體，例如擁有新加坡客戶

（個人或非GST註冊企業）的銀行，可能需要根

據此制度進行註冊。

二. 如公司提供的服務在適用範圍內，公司應辨識出

被視為屬於新加坡境內「消費者」的客戶，並被

課徵8% GST稅負。

三. 如境內公司的海外關係企業向新加坡客戶提供價

值超過註冊門檻的遠距服務時，該企業也應該通

知海外關係企業註冊GST。

關於GST稅率變化的過渡規則並不明確，建議台商

在新加坡企業應該盡快讓營運團隊辨識適用範圍、

不同稅率間對相關交易之影響。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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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於2022年10月30日發布了第91/2022/ND-

CP 號 法 令 （ 第 91 號 法 令 ） 之 修 訂 ， 補 充 第

126/2020/ND-CP號法令等相關規定。第91號法令自

2022年10月30日起生效，主要修改內容列示如下：

一. 修訂企業所得稅暫繳規定

1. 一會計年度中4個季度之企業所得稅暫繳總額，

不得低於年度企業所得稅計算完成所產生的應納

稅額之80%，該規定從2021年納稅年度開始適

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2021年前3個季度的暫

繳稅額並未低於年度企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的

75%，則不適用第91號法令有關80%的規定。

2. 在此之前，第126/2020號法令要求前三個季度

的企業所得稅暫繳稅額至少應達到年度企業所得

稅應納稅額的75%。

二. 修正個人所得稅扣繳和申報規定

1. 如支付方（組織 / 個人）在特定月份或季度無扣

繳個人所得稅之情事時，則該月份或季度亦毋須

申報個人所得稅。

2. 第91號法令將第126/2020號法令第7條第dd1點

規定之執行時間推遲到2023年1月1日，而不是

2020年12月5日。該規定要求證券交易公司與商

業銀行在個人收到股票股利時、或作為現有股東

的個人在收到股票股利時，應有義務扣繳及申報

個人所得稅。

3. 當個人於2022年12月31日或更早之前收到股票

股利、或作為現有股東的個人收到股票股利，且

證券交易商及商業銀行尚未代為進行扣繳及申報

個人所得稅時，個人如直接向稅捐機關申報納

稅，將不用受到延遲報稅的罰款以及逾期滯納利

息。

三. 補充電子商務平台所有者（電子商務所有者）的

資訊揭露規定

1. 電子商務所有者是根據越南法律成立和營運的組

織，有責任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貿易商、組織及

個人透過電子商務平台部分或全部提供貨物或服

務的資訊。

2. 提供的資訊：包含賣家姓名、稅號或個人身分證

號碼、或身分證、公民身分證或護照、地址及電

話號碼。特別是具有線上下單功能的電子商務交

易平台，除提供上述一般性資訊外，還需要提供

透過線上下單功能之銷售資訊。如果未能按規定

提 供 相 關 資 訊 ， 將 根 據 2020 年 10 月 19 日 第

125/2020/ND-CP號法令第19條規定進行處罰。

3. 提供資訊報告的時間：須按季度來執行，第一期

為2022 年第4季，截止日期為2023年1月31日。

對於後續季度，截止日期為下一季第一個月的最

後一天。

4. 提供資訊報告的方法：透過電子商務門戶網站

https ： //thuedientu.gdt.gov.vn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供，該網站預計於2022年12月啟用。

5. 地方稅務機關應審查並製作一份納稅義務人名

單，這些納稅義務人係依據越南法律成立和營運

的貿易商和組織，為電子商務所有者。稅務機關

應將電子商務平台名單更新至電子商務門戶網

站，對電子商務平台資訊進行監控和及時提供資

訊。

國際稅務新知

越南：發布法令之修正及
補充規定

December 2022

https：/thuedientu.gdt.gov.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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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充申報納稅的截止日規定

當稅務申報、繳納、稅務主管機關辦理稅務資料或執

行強制納稅的截止日期為非工作日或法定節日時，截

止日期為截止期限後的下一個工作日。

五. 公告境外供應商越南稅籍登記名單

2022年11月19日，稅務總局（GDT）發布第357/TB-

DNL號公告，關於在越南註冊申報納稅的境外供應商

名單。根據該公告，截至11月底，已有39家境外供應

商在越南註冊。

針對越南政府發布的法令修正與補充，在越南投資之

台商企業應注意新的公司所得稅每季度暫繳稅額之限

制，避免低估每季之暫繳稅額；若組織 / 個人無扣繳

個人所得稅義務時，則不需向稅務稽徵機關申報，減

少企業不必要的行政流程。此外，隨著越南的電子商

務交易越來越蓬勃發展，屬於電子商務平台所有者的

企業或個人，應注意需從2022年第4季開始申報資訊

報告，如果未能按規定提供相關資訊將被進行處罰，

建議企業在交易時應建檔留存相關資料，以即早準備

避免受罰。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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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週的ASPAC Regional Roadshow – BEPS2.0系列活動已畫下圓滿的句號，KPMG Tax Roundtable作為

最後一場研討會，結合稅務與科技人才，以三個面向聚焦討論即將上路的BEPS 2.0因應方案：

一. 跨國企業如何應對即將實施的OECD第二支柱

二. 各國政府推動GloBE適用的進度

三. KPMG數位化工具能協助達成哪些目標

新稅制影響範圍擴及全球，KPMG台灣與亞太區將共同協助集團積極面對，善用數位工具處理複雜稅務數據，

且企業透過提早制定因應方案，思考未來投資架構之調整，有效縮短適應新稅制的陣痛期。

KPMG Tax 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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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2月1日 12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
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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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10-12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
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6日

111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
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以無
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報書及
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0日
扣繳單位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
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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