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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家族辦公室成立十多年來，協助多家的家族客戶做好傳承接班

的工作，從凝聚家族共識到傳承的具體規劃，我們越來越發現，要真正「做

好」一個傳承的工作，基礎的工程才是關鍵。

一棵大樹，根基是它主要生存的支撐，根基種的深、紥的穩，樹木才能

茁壯成長，枝繁葉茂；傳承工作亦如是，如果基礎不穩固，那麼家族成員間

對許多的觀念、看法就很難能有一致的共識，更遑論要做出什麼令家族都能

同意的具體傳承規劃了。

那麼家族及家族企業傳承的基礎是什麼呢？根據我們家族辦公室針對百

年家族傳承的案例研究，以及服務家族客戶經驗的觀察發現，家族間的「和

諧」以及始終保有一致的「核心價值觀」，正是維繫百年家族成功不墜的堅

實基礎，而這一切，又須奠基於「家族教育」的落實。

家族的教育，指的並非針對接班人的教育，而是要從下一代年紀還小的

時候即開始培養他們對於家族企業核心價值的了解、對於企業文化塑形的認

知與體認，進而能對家族企業有認同度，對家族事業有榮譽感。家族教育並

不等同於學校的教育，許多的養成重點會在於從小的耳濡目染、長輩的身教

言教。而家庭成員對婚姻的選擇、配偶對家族觀念及價值的認同、父母間的

相處，亦是家族教育能否成就的重要條件。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雖然家

族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但其精神是在對家族企業核心價值的瞭解與認

同，以及身為家族成員的榮譽感，與家族中個別家庭的家庭教育截然不同。

我們知道，談「家族教育」這個議題並不容易，會計師亦非教育家，無

法提供更深入的系統性方法或工具來告訴家族該怎麼做所謂的「家族教

育」，但我們的目的是想把這樣的觀念儘早地傳達給家族。因為在我們服務

的家族客戶中，已經慢慢開始有三代浮出枱面的個案了，而台灣的家族企業

在歷經了一代交棒給二代，二代努力接班打拚後，要思考的，也是未來的家

族事業該如何繼續發展，是要在自己手上結束掉？抑或是能夠再交棒給下一

代。

十一月中，我們家族辦公室邀請到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客座

教授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莫頓·班奈德森（Morten Bennedsen）來台參

加我們所舉辦的【百年家族傳承的力量】論壇，班奈德森教授是當今世界上

研究家族企業及其社會影響的頂尖專家之一，他特別提到家族事業的交接班

與世代交替週期，大約是每30年一次，而無論在亞洲或全球，許多家族企

業的掌門人年紀非常年長，事實上可能連接班人的年紀都非常的大，當他們

全心埋首於家族事業的經營，而不去思索長期規劃或傳承的問題，一旦家族

領導人發生意外，恐將導致傳承接班的斷層，甚或引發企業的營運危機，唯

有靠「長期規劃」才有辦法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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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奈德森教授曾研究及實際接觸過許多的家族企業，透過他的分享，我

們更了解到「家族教育」對傳承接班的重大影響，也唯有透過做好「家族教

育」，才能克服傳承的挑戰。

有鑑於「家族教育」這個議題現下在傳承領域中較少被重視，KPMG家

族辦公室的季刊，將分二期，摘錄【百年家族傳承的力量】論壇的菁華，除

了班奈德森教授精闢的見解外，包括國內專長家族企業治理研究的義守大學

鍾喜梅教授、從祖父手上接下董事長職務，曾經是台灣最年輕的上市櫃董事

長，並與父親組成罕見父子檔總董座組合的三聯科技林大鈞董事長，也與我

一起有精彩的對談及分享，家族辦公室季刊下期也將摘錄，以饗讀者。同

時，很榮幸地，新年度，家族辦公室也邀請了他們二位擔任我們KPMG知識

音浪【傳承談新學院】的對談嘉賓，與我們暢談傳承相關議題，敬請讀者期

待！

2023年即將揮別，嶄新的一年就要展開，在此先祝福各位家族企業的

朋友們，在傳承接班的道路上，都能充滿龍馬精神，事業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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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莫頓 ·班奈德森

（Morten Bennedsen），從傳承百年的歐

洲洲家族經驗，談談如何經由教育下一代

來克服傳承的挑戰；同時，KPMG安侯建

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亦分享多

年來對家族教育之於傳承的觀察及實際意

涵。

另外，論壇座談階段除了以上兩位專

題主講者外，還邀請了國內專精研究家族

企業傳承與治理的義守大學企業管理系教

授鍾喜梅，以及三聯科技（股）公司第三

代接班人董事長林大鈞，共同就家族教育

對接班養成與價值傳承之相關議題進行精

彩的對話交流。有關論壇的專題階段以及

座談階段，將分別於本期及下期季刊摘取

菁華內容呈獻予讀者，希望能藉此引領讀

者透過前瞻的視野，開啟不同的傳承格

局。

國內許多的家族企業或早或晚都已陸

續進入傳承接班的階段，企業主普遍多已

了解財富傳承及股權架構等對於鞏固家業

或保有經營權的重要性，然而僅靠這些傳

承理論或工具，就可以做到像洛克斐勒或

默克家族等傳承百年、基業長青嗎？根據

我們家族辦公室長期的觀察發現，家族間

的「和諧」以及始終保有一致的「核心價

值觀」，是維繫這些百年家族成功不墜的

堅實基礎，而這一切又須奠基於「家族教

育」的落實。

雖然「家族教育」是推動傳承工程的

基石，但卻甚少在國內討論接班傳承議題

時被提及或討論，為此，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特別於2023年11月23日（四）

舉辦【百年家族傳承的力量】論壇，邀請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客座教授暨

摘錄整理/林妍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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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教育是使基業能長青的基礎，但家族教育到底要

教的是什麼？

家族教育內涵與以往所談的家族傳承議題有所不同，

過往聚焦於傳承的理論、強調家族溝通的重要性、介紹財

富管理工具等內容，家族教育則是著重於個人與家族、家

族與企業端連結，它要教授的是培養下一代進行家族核心

價值的形塑，這不是所謂的職前教育，也並非是一般學校

教育可以作的。

根據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十餘年來輔導多家台

灣家族企業進行傳承的觀察發現，家族事業要能順利成功

傳承，最根本的就是得從「基礎」打底，這個基礎指的並

不是接班人的訓練、家族跟企業間或家族跨代間的溝通，

也不是家族治理架構，而應該是要在談及這些理論議題之

前的更早階段，即當下一代還小的時候，就展開家族教

育，培養下一代對家族企業核心價值的了解、對於企業文

化塑形的認知與體認，進而能對家族企業有認同度，對家

族事業有榮譽感。若等孩子已經大學畢業，再跟他們提家

族企業的核心價值、特色及家族的社會責任等，因為他對

家族企業並不熟悉，往往已經很難產生對家族的認同感，

更遑論接班傳承。

家族教育 形塑家族核心價值

唯有當下一代知道家族企業的核心價值以及對家族企

業的認同感後，才能凝聚家族共識，此時再來談家族憲

法、家族委員會、家族會議家族治理架構的議題才會比較

容易成功、有意義，再往上擴大才會有完整的家族傳承具

體規劃及家族企業永續經營的藍圖。因此，我們認為，

「家族教育」肩負著開啟傳承之鑰的重責大任，更是整個

家族傳承最基礎的核心。

家庭教育不能與家族教育背道而馳

「家庭」與「家族」這二個名詞代表的意義是不同

的，若從普遍的定義來看，「家庭」指的是包括一對夫妻

及其未成年或未婚的子女，人員組成規模較小；而家族是

泛指同姓氏或有血緣關係的，規模比家庭來的大，因此同

一家族的人卻不見得是在同一個家庭裡面生活。因此對

「家族」的教育與對「家庭」的教育也不會是完全相同

的，但兩者的大方向與目標應是相近的，且家族與家庭教

育的交互運作，將更相得益彰，因此在談家族教育的同

時，不能忽視家庭教育的重要與貢獻。

一個孩子在年幼時，品格跟態度的啟蒙，通常是由家

庭中的父母為主導，因此父或母任一方對孩子日後的價值

觀與處事態度養成都有著莫大的影響。當家中的父或母其

中一人對家族的觀念、核心價值無法認同時，家庭教育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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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華會計師：

家族教育是家族企業傳承成功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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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教育將可能有所衝突，如若兩者追求的目標不一致，

甚或矛盾時，終會因為理念分歧而漸行漸遠。建議擇偶

時，雙方價值觀以及對於家族的觀念要能認同且契合，才

能在同一脈的家族理念與精神下，對下一代發揮正向影響

力。

家族教育的養成，除了著重於品格、態度、家族價值

的認知、對家族的認同感與榮譽感之形塑外，「承擔責

任」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簡而言之，家族企業的領導人或

是對家族企業有主導權的家族成員，應該具備「成功不必

在我」的氣度，但是卻需要有「當責」的勇氣。

並非每位家族成員都要涉入家族企業的營運，但選擇

進入家族企業擔任具有主導權的家族成員，必須為家族企

業的走向下決策、做判斷，有權必有責，他得為決策的成

敗負責、為家族企業的未來負責，這樣的氣度與勇氣，是

需要從家族教育的過程中學習的。

當責的勇氣

團隊合作的精神

由於家族的二代、三代通常是含著金湯匙長大，很習

慣當發號施令者，做發號施令者很容易，但要完成一件事

情，除了發號施令的人物外，更需要聽從發號施令的執行

者一起合作，才能成就目標，而這就是團隊合作的功用與

重要性。

簡單來說，在團隊合作中擔任甚麼角色，就應該把那

個角色做好，若非主事者，就不要去搶主事者應該做的

事，因為身為配角若沒做好，還是會影響到主事者與整體

團隊的表現。然對二代或三代來說，擔任聽令執行者角色

是相對比較難的，如何學習跟他人或團隊合作，仍需透過

家族教育的長時間練習。

當然，不可諱言，學校常規教育也會教導團隊合作，

但學校課程畢竟並非針對家族企業的永續傳承為前提去設

計，因此無法像家族教育中團隊合作養成教育那般的具

體，過程中讓你體驗到家族企業團隊中的角色扮演與輪

替，練習與各司其職的他人互相協作等。另外，建議可以

多鼓勵下一代去從事團隊合作的運動，例如棒球、籃球、

排球、足球、橄欖球等，這也是體會、培養團隊精神的一

種方法。最後，接班能力的養成也是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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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華會計師認為家族傳承要成功，良好的家族教育為其根本。

（照片提供：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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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料顯示，台灣、香港及新加坡在1980年至

2000年期間，上市家族企業在世代交替時期的過程中，股

價通常會呈現下跌的情況，有的甚至股票市值跌了50％以

上，發生這種現象的主因是家族企業缺乏傳承交接班的長

期規劃。

家族事業的交接班與世代交替週期，大約是每30年一

次，而無論在亞洲或全球，許多家族企業的掌門人年紀非

常年長，事實上可能連接班人的年紀都非常的大，當他們

全心埋首於家族事業的經營，而不去思索長期規劃或傳承

的問題，一旦家族領導人發生意外，恐將導致傳承接班的

斷層，甚或引發企業的營運危機，這的確在實務上屢見不

鮮，唯有靠「長期規劃」才有辦法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

然而，「長期規劃」向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無庸置疑地，家族掌門人絕對是經營自家事業的高

手，才有本事帶領家族企業從無到有，但當他們面對傳承

議題時，從實務上所觀察到的現象是，他們通常會感到陌

生與手足無措，因為很多人其實不習慣思索與傳承有關的

問題，例如：「我們家族事業的長期策略是甚麼？」、

「家族是這個事業的最佳擁有者嗎？」、「我們是管理公

司業務的最佳人選嗎？還是只要在董事會占有一席之地即

挑戰一、長期規劃

可？」此外，家族面向也有相關的傳承課題待釐清，例

如：「我們在家族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家族中哪

些成員有能力來經營事業或接班？」以及「姻親在家族事

業中要擔任甚麼樣的角色？婚前是否要簽訂婚前協議？」

等等，這些問題與企業經營所會面臨的課題是截然不同

的，也並非套用一個固定的公式或架構就可以得出答案來

的，這種涉及家族團結與核心理念的問題，最終來說，還

是得回歸到為何此事業體要以家族形式來經營、運作。

提及此問題，或許有人覺得家族事業以家族來經營是

一個傳統，但對西方國家來說未必如此，此為東西方文化

差異使然，因此也提醒參考其他家族企業傳承案例時要特

別謹慎，除了需考量到該家族所屬的當地風土民情可能有

所不同外，也要顧及每個家族的成員人數、婚姻等情況是

不盡相同的。

全球有太多的家族企業，都是因為家族掌門人發生意

外後出現了接班的問題，因此當家族領導人遲遲不正視長

期規劃的重要性時，它就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個人的風險。

另一方面，從實務面也看到，當整個家族缺乏長期規劃

時，家族的二代不知道為何要投身於家族企業？或不清楚

自己有沒有能力接班？終將導致他們走向其他的職涯道

路。又或者，因欠缺長期的規劃，造成接班前後的家族紛

爭，也可能因此發生決策錯誤或缺乏企業家精神而毀掉了

家族的事業。因此，傳承成功的最重要關鍵因素，就是

「長期規劃」。

Morten Bennedsen 教授：

如何克服傳承四大挑戰？

從教育下一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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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要傳承的資產，除了具體的財富外，還有「關

係」資產，如創辦人的政商人脈網絡，這對於經營家族企

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無形資產的傳承也包括「品

牌的價值」，家族企業的核心價值與經營方式將深深地影

響品牌精神的形塑，而這樣的精神文化要能跨代傳承下

去，才有辦法讓家業源遠流長、綿延不絕。

談到家族人脈的傳承，其實就是師徒制的概念，對於

亞洲家族企業來說是很在行的，因為一般而言子女會向父

母輩學習，而父母則會把價值觀及建立的人脈流傳給下一

代，這對子女未來順利承接家族事業是有益的。然而不可

諱言，亞洲家族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家族來說，在世代的溝

通上是有落差的，這會造成傳承上的隱憂。

亞洲家族在跨代溝通上的挑戰其來有自，主要是因為

一代很努力拚搏，才改變了家族的命運，為了讓孩子青出

挑戰二、下一代的參與及無形資產的移轉

挑戰三、發展適切職能及經歷

所幸上述世代間的挑戰，可從家族治理面著手，藉由

家族的教育取得一個平衡點，因為在家族教育中，將可以

同時學習到上一代的智慧及新的技能。

當家族企業決定由家族成員接班時，可先衡量下一代

的能力，雖然他們的學歷很漂亮，但卻不像非家族的專業

Winter  2023傳承永續 |  傳承的力量—家族教育推動家族傳承的基石

於藍，通常在二代很小的時候就會送到國外讀書，但接受

國外文化與價值觀洗禮的二代，長大後可能會質疑為什麼

要回家接班？再者因從小與祖父母或父母相處的時間不

多，溝通上會逐漸出現代溝與問題，這情況在中國、馬來

西亞、印尼的家族很明顯。加上華人文化中，後代是很尊

重祖父母或父母輩的，因此面對接班的安排，即使內心有

掙扎，晚輩卻很難違抗長輩的命令，這跟歐美文化是有很

大的差別，長此以往的溝通不良，產生衝突就在所難免

了。

莫頓·班奈德森教授（左二）在「百年家族傳承的力量」論壇中分享家族教育可協助家族克服傳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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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在交接班的過程中，可能也伴隨著業務的改

變，接班者得重新調整新業務的策略與方向，老一輩則得

接受這樣的轉變，新的掌門人才有可能帶領企業朝永續的

目標前行。而維持企業長青不墜的關鍵，除了轉型一途

外，還有企業策略、家族治理、創新跟創業家精神、領導

能力、所有權等，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因素。

新的家族事業領導人接棒後，可能會面臨到老臣的問

題，他們不見得適合這些新的領導人，此時充分賦權與授

權就很重要。此外，在家族企業中鼓勵年輕世代對創業家

精神的追求與實現，也是成功接班的重要因素，實務上有

很多年輕的下一代認為如能在家族企業中創業，將是展現

他們能耐的機會，加上家族有豐沛的資源與人脈，創業成

功的機率確實較他人高，而許多家族也樂見其成，因為一

旦家族成員創業成功，將可為家族的財富增添更多價值，

對於家族事業的發展也會是一大助益。

挑戰四、接受新的轉變

Winter  2023

10©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承永續 |  傳承的力量—家族教育推動家族傳承的基石

經理人擁有好的履歷與實務經驗，在董事會的經驗也不

足，因此可以鼓勵下一代去上MBA或領導相關的課程。另

外，從許多個案研究中也發現，下一代畢業後先到外部公

司歷練幾年，再回來接班，將可更快進入狀況。

然而，過程中的衝突在所難免，對此，建議二代必須

要尊重家族的傳統與價值觀—這對亞洲家族來說通常不是

難事，但對歐美家族而言則顯得困難。同時，也要懂得用

家族的語言溝通，且進行「清楚地溝通」，因為「溝通」

在世代傳承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不要一股腦地認為其

他人會跟你一樣對公司營運有著相同的想法與分析，每個

人的視角可能都會不一樣。因此在做任何策略或決定時，

必須要能取得家族的共識，也要能尊重不同家族成員的利

益，才不會造成家族中某些人做出了重大決策，但卻違反

了家族的利益，引發家族的衝突。



02
專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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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預告修正「個人計算CFC所得適用辦法」，
家族企業應備妥CFC財報因應

張芷

KPMG安侯建業

副執行長、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schang1@kpmg.com.tw 

家族稅務

法」），本次修正主要係針對CFC當年度盈餘計算方式及

關係人範圍，與營利事業認列CFC所得適用辦法修正草案

內容大致相同，本文將針對本次預告修正部分彙整六大重

點並分述如下。

隨著國際反避稅的浪潮，受控外國公司（下稱

「CFC」）法制已於112年1月1日正式上路，家族企業境

外投資架構及財務資訊也將越來越透明，過去台商常透過

CFC遞延稅負之效果也將不復存在。台灣個人及公司於明

（113）年５月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將首次申報及提

交其設立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公司之盈餘、持股架構及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料。其中至關重要的，正

是CFC當年度盈餘應如何計算，有關CFC所得之計算方

式，財政部於今（112）年10月30日發布預告修正「個人

計算CFC所得適用辦法」（以下簡稱「個人CFC適用辦

修正計算公式 現行計算公式 說明

CFC財務報表之稅後淨利（損） CFC財務報表之稅後淨利（損） 未修正

加：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加：由其他綜合損益（OCI）與
其他權益轉入未分配盈餘數額

當年度盈餘基準修正為當年度稅後淨利及「稅
後淨利以外」項目，包含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數、處分子公司股權但未喪失控制力等，
考量該等調整亦屬CFC可供分配盈餘之一部分，
應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以避免遺漏
未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而直接計入保
留盈餘之項目（草案第6條）

減：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投
資損益−所得稅費用+所得稅
利益

減：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投
資損益

• 修正後非低稅負區投資損益基準計算方式
同上，為〔非低稅區稅後淨利（損）+稅後
淨利（損）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
餘之數額〕×CFC持有非低稅負區轉投資
加權平均比率

• 所得稅費用（利益）指CFC採權益法認列
投資損益之相關所得稅影響數（草案第6條）

修正重點一、CFC當年度盈餘計算

本次大幅修正CFC當年度盈餘之計算公式，為「個人

CFC適用辦法」預告草案之一大重點，因修訂涉及項目較

多，本文特別彙總整理如下表：

mailto:schang1@kpmg.com.tw
mailto:vincentli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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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修正計算公式 現行計算公式 說明

加：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
投資損益已實現數

加：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投
資損益已實現數

未修正

加：處分「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
認列轉投資事業股權」之調
整數

無規定

CFC或其轉投資之低稅負地區公司處分非低稅
負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業股權（即組織架
構重組），應按處分日帳面價值與原始取得成
本之差額，應計入CFC當年度盈餘。該轉投資
事業股權於111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者，其原
始取得成本以111年12月31日帳面價值認定
（草案第6條）

加減（得選擇）：FVPL未實現
評價損益

無規定

個人持有之第一層CFC，如持有「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FVPL）」，個人
得選擇於處分或重分類時以實現數列為CFC當
年度盈餘之加減項。而111年12月31日以前取
得之FVPL，其原始取得成本以111年12月31日
帳面價值認定（草案第7條）；此項選擇一經
擇定不得變更。

=當年度盈餘 =當年度盈餘

CFC當年度盈餘組成項目如以外國貨幣記帳或
繳納，應按當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牌告外幣
收盤即期買入匯率計算之年度平均匯率換算為
新臺幣；盈餘或股利實際獲配日與計算當年度
盈餘之匯率差異，如為正數應列為個人基本所
得額加項（營利所得），如為負數則自個人基
本所得額扣除，但扣除數額以獲配年度之基本
所得額為限（草案第6、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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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財產為境外低稅負地區關係企業股權時，與個

人屬同一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受益人或營利事業受

託人為關係企業，需納入關係人間接持有股份的範

圍。但受託人為其所在租稅管轄區主管機關許可之

信託業者可排除適用，即受託人認定為非關係企業

（草案第3條）

⚫ 信託財產為境外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時，與個人

屬同一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本人、

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為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

（草案第3條）。

於計算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數是否小於豁免門檻

（新臺幣700萬元）時，僅需考量不符合實質營運活動要

件之CFC（草案第5條）。

財政部公告之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不含各租

稅管轄區對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企業提供特定稅率或稅制

者（草案第4條），因此態樣類型繁多，取得相關資訊有

限，故回歸個案事實判斷。

個人或與其與配偶及二親等內親屬當年底合計持有

CFC股份或資本額未達10％，該CFC盈餘雖免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仍應將CFC以前年度核定之各期虧損自當年度

盈餘中扣除（草案第8條）。

修正重點二、關係人範圍納入信託關係

修正重點三、修正豁免門檻計算方式

一、增訂兩類應「備妥」文件，並於稽徵機關書面調

查函送達日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示，其未依限提

示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延期，延期之期間最長

不得超過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草案第10條）：

（一）足資證明CFC於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

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符

合實質營運活動豁免規定之相關證明文

件，如：會計師出具意見書、固定營業場

所之所有權狀、租賃契約及給付租金之原

始憑證、CFC給付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之

員工薪資支出原始憑證、其他CFC於當地

實際經營業務之相關證明文件等。

（二）FVPL選擇以處分或重分類為實現基礎

者，應提示CFC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

國合格會計師查核CFC持有（包含數量及

原始取得成本）、衡量（包含當年度未實

現評價損益及其歷年累計數）及處分（包

含處分價格、處分日之帳面價值）金融工

具情形之查核報告。

修正重點四、新增應備妥文件，並減化境外納稅憑證
驗證規定

修正重點五、修正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類型

修正重點六、明訂維護CFC累積虧損餘額正確性

KPMG觀察及提醒

隨著時光的飛逝，又到了年底自我省視、回顧的季

節。CFC法制已於今（112）年1月1日起正式上路，轉眼

間，家族個人或企業明（113）年5月將面臨首次申報在

即，應如何申報CFC所得及備妥相關文件皆為一大挑戰。

本次子法修正，除了修訂關係人及關係企業之定義

外，針對當年度盈餘計算方式改變尤其重大，不僅修正稅

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亦新增

FVPL年底未實現評價損益得選擇先排除，未來處分或重

分類時再將已實現部分計入CFC盈餘課稅，以及因組織架

構重組而處分非低稅負地區轉投資營運公司之股份，應加

計已實現資本利得之規定。其中放寬FVPL未實現損益得

選擇先排除之規定，對家族透過CFC選擇金融資產投資時

更有彈性，但應留意選定後不得變更；而CFC進行組織架

構調整時將產生財稅不一致的情形，建議家族於調整投資

架構或出售股權時，宜先評估CFC的申報及納稅義務，以

免增加不必要之稅務風險或因適用法令錯誤遭罰。

預告草案中針對應「備妥」文件也新增有關實質營運

活動之證明文件及FVPL選擇以處分或重分類為實現基礎

者，CFC持有、衡量及處分金融工具情形之會計師查核報

告。應「備妥」文件於結算申報時毋須檢附，可待稽徵機關

二、刪除營利事業取具境外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

及減資清算等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機關驗證的

規定；但所得來源地為大陸地區者，該等文件仍

應經海基會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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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時再提示，提醒注意，預告草案中另規定應「檢附」

CFC財務報表之報導期間為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若

個人未能於結算申報期間內依限檢附CFC財務報表或相關

文據者，得申請延期提供，但延長之期間最長不得超過6

個月。

最後提醒，隨著CFC申報在即，本次「個人CFC適用

辦法」預告修正僅係草案，家族應持續關注最後正式法規

之頒布及其影響。此外，營利事業CFC法制相關申報書表

樣張已於今（112）年初發布，有關個人CFC法制相關書

表樣張，配合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書更新版，預計於明

（113）年1月發布，提醒家族可留意後續追蹤報導，即早

檢視發布之申報書表樣張，以了解需要揭露資訊及備妥相

關證明文件，切勿輕忽漠視CFC制度上路後之衝擊及影

響。

專家專欄 |  財政部預告修正「個人計算CFC所得適用辦法」，家族企業應備妥CFC財報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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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傳承，該如何引才、留才？

陳其愷

KPMG安侯建業

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

kylechen@kpmg.com.tw

人才傳承

認為是因為「人才的市場」以及「人才樣貌」的轉變所

致。

近幾年，大家可能常會聽到許多的企業有找不到人、

內部缺工、接班斷層嚴重等狀況，而造成這種勞動市場缺

工嚴重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除了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

勢外，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與連結度愈來愈淺薄，過去可

能一個員工留任5年算穩定性高，現在則是留任1至3年就

已經算資深了，人才想走就走，對公司的連結性自然不

高。另外，新世代的員工除了在意薪資，也在乎工作是否

快樂，使得過去管理的思維與組織文化需要去思考及改

變。同時，受到雙薪家庭、育嬰留職停薪、疫情影響等因

素，也讓員工期待更多元與彈性的工作方式。另外，AI的

橫空出世，更是為企業重新定義了所需的人才樣貌。

台灣有許多的家族企業目前正在進入傳承接班的關鍵

時期，無論是交棒者或接班者，都遇到一些困難跟挑戰，

而首當其衝就是人才問題。「人才」對一個企業的發展至

關重要，家族企業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未必所有的家

族成員能力都能符合企業所需，因此就需要引入外部的人

才。然而，在現今經營環境愈來愈複雜的情況下，如何找

到合適的人才，以及如何留住人才，成為家族企業在發展

與傳承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人才的市場及人才樣貌的轉變

我常在服務家族企業客戶時詢問企業主一個問題：

「到底企業是籌錢困難？還是籌人比較困難呢？」結果往

往多數會認為是籌「人」比較困難。為什麼會這樣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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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變未來的關鍵核心能力

面對這些情況，企業該如何去找到及留住人才呢？提

到這個問題，我認為，首先企業就必須要問問自己：「我

有什麼條件值得人才為我所用？」「什麼樣的人才能夠符

合我的企業需求？」建議企業要先去盤點現有資源，發掘

出與自己本身發展相關的關鍵核心能力，方能找出自己需

求的人才條件。

那麼，那些是關鍵的核心能力呢？舉例來說，包括：

一、前瞻力

即企業對於未來經營環境是否有所預見與準備。當今

企業局勢詭譎多變，企業絕對不會想要安於現狀，因

此需要能幫企業看得更長遠的人才，才能在瞬息萬變

中掌握相對可控的變數，降低風險。

二、創新力

係指企業是否可因應環境變化而突破格局提出新觀

點。時逢世代傳承，對於二代跟三代而言更需要有創

新力的人才，協助企業就本身的競爭力去思考跟開創

新的藍海。

三、數位力

指企業的數位科技運用能力以及數據分析能力。很多

的二代三代不似一代是出生沙場老將，很容易知道市

場的發展趨勢，因此更需要透過數據來支持其決策的

訂定，所以更是看重經營管理的幕僚群是否具備數據

分析的能力。

四、洞察力

是企業面對風險是否可清楚識別，以避免錯誤或拙劣

決策，也就是我們常講的遇事能看得深、看得廣。一

個具備辨識真正問題能力的人才，能協助企業在面對

混沌不明的前景時，扮演預知和引領的功能。

五、回復力

係企業面對變化和挑戰時的應對與彈性。許多的企

業，在歷經前幾年的疫情，或者受到當前仍持續發生

專家專欄 |  企業永續傳承，該如何引才、留才？

的地緣政治影響，在經營的過程中難免受到損傷或是

營運中斷，因此面對這些損害和風險時，就需要具備

堅強意志力的人才，他們勇於接受挑戰與困難，並且

擁有快速恢復的能力。這某種程度也代表企業的運

行，能不能在遭受危機的時候，逢凶化吉，迅速復

原，而其中，人才就扮演很關鍵角色。若人才本身有

堅強的意志與抗壓性、強大的心理恢復能力，特別是

高階主管，在經營決策上就能迅速調整方向，帶領企

業因應未來的挑戰。

主動尋找合適的人才

如何尋找合適的人才呢？

我認為企業應該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地去等待履歷

的投遞，建議用人的單位可以協同找人的單位主動出擊，

像現在，也可以透過AI的方式主動去搜尋符合條件的人

選，如此，不僅企業比較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人才，當事

人也會感覺到自己是被重視的。

另外，用人單位跟人資單位的主管在面談時，不是只

有把焦點放在針對家庭背景及教育等的審查而已，也應該

要用心去懇談、傾聽，了解被面試者的想法，則對於人才

任用的成功率應會比較提高。

塑造留住人才的環境

當企業引進外部人才時，最擔心的就是能否留得住人

才，往往企業好不容易養成一個人以後，人就離職了，讓

企業淪為為別的企業訓練人才的工具。

企業要吸引人才，型式上就要去塑造企業成為一個能

夠吸引人才的環璄，例如從企業形象的能見度方面著手，

包括對於勞動人權、社會責任的重視等等；而實質的部

分，要讓人留在企業，一定要先滿足其物質的需求，至於

要如何進一步留住關鍵人才，建議應針對每一個人的職涯

背景及成長路徑去規劃，如何讓他跟自身的企業能夠永續

傳承下去，就是去協助他，使其能夠看得見他在企業的未

來。在此狀況下，公司就必須要發展出一個長遠的人才發

展策略，讓有前瞻力及創新力的人才能夠冒得出頭。另

外，透過安排標竿企業的學習，不定期與其作交流，互相

觀摩及學習，也會讓人才感受到自己在企業內的發展及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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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心理安全感」

所謂良禽擇木而居，當我們在尋找好的員工時，員工

也正在尋找好的雇主，因此如何在供需兩者間發展出最適

的配對才是更為重要的。現今的企業大概已經很難純粹能

用錢去留住人才，所以我們在輔導企業時，常會建議企業

應該為員工塑造其在企業裡的「安全感」，但這裏所指的

安全感並不是單純給他們「舒適」或「安逸」的工作環

境，而是能為他們創造「心理安全感」。

什麼是「心理的安全感」呢？此處我引用哈佛商學院

的艾德蒙森教授，提到安全感的四個層次來說明：

一、學習的安全感

舉例來說，我們常常看到企業為了留才、育才會舉辦

許多課程，但事後調查才發現這些課程未必符合員工

所期待或需要。為此，建議可透過職能評鑑甚至AI的

輔助，精準對焦每一個員工專屬課程。

二、包容性的安全感

即所謂的互相包容，這不單僅限與一代、二代或群體

之間，更是對所有人最起碼的尊重。有了包容性的安

全感為基礎，企業在設立目標和追求創新之路就會更

加順暢。

專家專欄 |  夫妻財產制概論

三、挑戰性的安全感

公司要設定積極的目標，讓員工安全地去接受挑戰，

當然前提應是在既定的框架和制度下訂定目標。

四、奉獻的安全感

企業內的確有一些人是比較願意付出，但若是部門間

的協作機制沒有設計好，就可能會造成侵犯到他人職

權或是限縮自己職權的情事發生，使得這些員工可能

因為在內部有所牴觸而內心感到受傷，就不會再願意

多去奉獻了。

至於如何創造心理的安全感？建議可以去「制定工作

的準則」，確認組織的規範、程序或對員工的期望；同時

應建立能夠讓員工主動創新、自主學習的「組織文化」，

並為其「梳理工作結構」、「設計協作機制」，讓員工能

夠自在地表達意見、提出創新想法或遇到的困境；另外，

也要為其「建構溝通的安全網」，使其遇到挑戰時，能夠

主動求助。

總的來說，一個企業的留才策略，除了設計與建構良

善的人資制度外，人與人之間更在意彼此間的互信及互

動，當人感受到被重視，心理上有安全感，就會更樂於留

下來，為公司奉獻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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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動 和諧共治

現在有許多的家族企業都會引進外部的專業經理人來

作經營管理，但控制權還是掌控在家族的手上，那麼家族

成員要如何與外部的非家族專業經理人共治或共事，也是

很常被探討的問題。許多專業經理人常常會因為與企業的

文化不合，或是和家族成員，如第一代、第二代的理念不

同而離職，在這種情形下信任的培養歷程就顯得格外重

要。實務上建議第一代可先以保守的方式給予外部經理人

較小的管理範圍去歷練，如同培養出自己的二代一樣，再

透過制度考核績效達標後，逐步擴大其管理職權和幅度。

當專業經理人與家族企業的家族成員能夠互信，那就會有

和諧共治的基礎，他就會心安、留下來，進而發揮其影響

力去吸引其他的人才也一起留下來。

在砂礫中找珍珠

就當前人力的市場狀況來看，求才本屬不易，當沙粒

都進不來又如何覓得珍珠找出適合的人才呢？台灣多數企

業大多是具備數十年的長期營運資歷，代代相傳下也累積

一定的成長動能，並考慮海外布局。然而，海外布局企業

最需要的是有經驗且能為企業開疆闢土打天下的人，否則

可能很快陣亡。但往往當企業盤點現有人才時會面臨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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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沒意願或是有意願但能力仍不足的人才窘境。身為顧問

一角，我們主要就是在協同輔導的企業從砂礫堆中找珍

珠，透過和企業協作的方式，更像是「師徒制」或是「職

場教練」的方式，帶領新生代或中生代的員工成長，提供

關鍵候選人軟、硬實力養成所需養分，均衡的提昇核心、

專業與管理職能。在這樣的過程中，也發現到在一些比較

缺人的企業中，漸漸有人願意主動跳出來，經過能力考核

後派駐海外，形成良善的人才流動，更看見企業海外投資

事業的逐步成長。

事業的成長除了制度、流程、系統相互配合之下，最

終還是要回歸人才配置這件事。在輔導某個代表性企業的

兩年期間，以員工為中心並和客戶共同創造出人才養成的

過程。透過該公司員工的實際反饋，員工感性的表示：

「在此服務長達三、四十年，公司願意有一套完整的養成

計劃，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讓我覺得被重視，甚至願

意介紹我的親朋好友或者我高科技業的朋友，來這樣的一

個優質企業服務。」

在過去輔導的實例中，我深刻的體會這的確是一個潛

移默化的過程，更是具體改善的最佳證明，結果讓我備受

欣慰，也樂見企業的變革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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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市場持續感受到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對估值和首輪融資的持續擔憂以及長期缺乏出場機會所帶

來的壓力。

從地區角度來看，美國和亞洲的投資數及投資總額都

略有下降，但歐洲的交易活動略有回升，無論是投資總額

還是創投交易數量都比上一季度有所增加。此外，美洲吸

引了最多資金，但亞洲和歐洲主導了最大的創投交易案

件。歐洲吸引了2023年第三季度最大的一筆交易，總部位

於法國的電池生產新創Verkor募集22.7億美元，而總部位

於中國的半導體新創GTA位居第二（募集18.7億美元），

接續是總部位於瑞典的乾淨技術新創H2 Green Steel（募

集16.3億美元）和總部位於中國的電動汽車生產新創

RoxMotor（募集10億美元）；美國最大的交易案是電池回

收新創Redwood Materials（募集9.97億美元）。

由此可觀察到，創投的投資標的地域多樣性。總體而

言，除了能源、電動汽車和乾淨技術領域的公司外，以人

工智慧為重點的新創公司持續吸引全球創投的大量關注。

簡思娟

創新與新創服務協同主持會計師

KPMG安侯建業

ychien@kpmg.com.tw

創投脈動：
2023 Q3

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Winter  2023

本季度新創企業在7,435筆融

資交易案件中，共募集了

770.5億美元，總投資金額是

創投投資近十六個季度以來的

最低點。2023年第四季度為觀

察未來IPO活動活躍度的關鍵

時期，預計2024年上半年，更

多的出場活動可能會引發IPO

復甦。

mailto:ychie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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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漫長的IPO活動低迷之後，2023年第三季度

的最後幾周時間，美國出現了一些新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活動，推動這些IPO活動的是英國晶片設計公司

Arm、美國食品雜貨配送公司Instacart和美國行銷自動化

公司Klaviyo。這三家公司在上市首日都取得了相對積極的

業績，但此後幾天的業績則呈現喜憂參半，現在定論還為

時尚早。

在本季報告中，KPMG研究了本季度創投市場發展情

形，並探討各種全球及區域趨勢，其中的亮點包含：

在美國和傳統大宗交易市場以外的一些區域吸引了1

億美元以上的交易，包括法國（Verkor 22.7億美元）、瑞

典（H2 Green Steel 16.3億美元）、印尼（Unway 5億美

元）、香港（Micro Connect 4.58億美元）、澳大利亞

（Wollemi Capital 2.2億美元）和愛爾蘭（Techmet 2億美

元）。

本季度，不斷增長的創投市場也吸引了重要的交易，

包括阿聯酋（Haqqex 4億美元）、日本（Telexistence

1.7億美元；Gojo & Company 1.01億美元）和巴西（Loft

1億美元）。伴隨著多樣性區域吸引鉅額投資交易，證明

了全球創投生態系統的快速發展，以及新的創新中心及其

相關新創企業的出現和快速成長。

創投的投資標的地域多樣性更加顯著

國際觀點 | 創投脈動：2023 Q3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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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投在投資方面仍然非常謹慎，除了用相比過往

幾年更高力度進行盡職調查之外，更從後期階段的交易中

撤出，改為主要關注那些具有非常強大的商業戰略和盈利

能力的新創企業，但人工智慧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在全球範圍，人工智慧領域的創投投入繼續大幅增

長，但投資人對此領域採取了不同的投資策略，有些投資

者選擇人工智慧生態系統和各行業的早期階段公司，進行

大量的小規模投資，以利儘早進入這一領域，而有些投資

者則傾向花費六到九個月的時間來瞭解外部市場機會，接

著再決定具體的投資標的。2023年第三季度，許多人工智

慧公司都進行了大額募集，包括總部在美國的新創企業

Databricks（募集5億美元）、Neuralink（募集2.8億美

元）、日本的Telexistence（募集1.7 億美元）和德國的

Aleph Alpha（募集2.25 億美元）。

全球創投對人工智慧的興趣持續升溫02

能源和潔淨科技仍然是吸引全球創投的重要領域。本

季度，電動汽車領域吸引了大多數大宗交易，包括總部在

中國的網達汽車（募集9.69億美元）、總部在中國的

RoxMotor（募集10億美元）、吉利旗下電動和混合動力

卡車製造商Farizon（募集6億美元）大額交易外，投資者

在2023年第三季度對電池技術的興趣也十分濃厚，包括法

國電池製造公司Verkorto（募集22.7億美元），美國電池

回收公司Redwood（募集9.97億美元），以及Ascend

Elements（募集的4.6億美元）。更廣泛地說，大型潔淨

科技投資包括印度的Juniper Green Energy（募集3.5億美

元）和英國能源公司Ovo Energy（募集2.56億美元）。

預計能源和潔淨科技仍將是非常關鍵的投資領域，特

別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地區強調能源轉型。與此同時，對

ESG的廣泛關注可能會出現一些回落，尤其是在美國，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這一廣泛概念已逐漸

失去投資者和企業的青睞。

能源和潔淨科技對全球創投仍有吸引力，ESG

的廣泛關注可能會出現一些回落
03

IPO市場關閉一年多之後，隨著2023年第三季度末

Arm、Instacart 和 Klaviyo在美國上市，IPO市場打開了一

扇窗。雖然這三家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成績不俗，但它們

上市後的表現卻喜憂參半，儘管現在要談定論還為時尚

早。雖然沒有什麼跡象表明IPO市場的大門會在這些公司

上市後完全打開，但相比過往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冷清，本

季度可觀察到IPO市場的積極性。真正的考驗將會發生在

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其他新創企業是否

會步其後塵。美國市場將是關注的重點，因為鑒於其投資

者的實力和深度，美國市場的活動可能會首先向上攀升。

雖然歐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

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活動持續放緩，但日本持續證明

自己是個例外。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日本首次公開募

股（IPO）的數量有望超過2022年的水準，其中許多公司

在首次公開募股（IPO）後表現良好。雖然如此，但就交

易規模而言，日本的首次公開募股（IPO）與其他區域相

比規模較小。

IPO市場視窗打開一角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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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觀察

由於創投保持謹慎，對潛在交易進行更多調查，並優先考慮盈利、前

景明朗的新創。此外，創投將繼續專注於提高現有投資組合中公司的運營

效率，進而優先考慮投資組合中的新創，花更多時間與他們進行實地考

察，幫助它們改善運營和財務狀況，因此新投資交易速度繼續放緩。

鑒於全球市場持續存在不確定性，預計2023年第四季度全球創投將保

持相對平穩。在大多數地區，人工智慧、能源和乾淨技術預計仍對創投極

具吸引力。而人工智慧的加速發展，在未來幾個季度，該領域的監管也將

值得關注。此外，許多創投將密切關注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

的首次公開募股市場（IPO），並觀察Arm、Instacart和Klaviyo等公司在

2023年第三季度首次公開募股所帶來的影響。2023年第四季度為觀察未來

IPO活動活躍度的關鍵時期，將觀察這些IPO活動所產生的勢頭與氛圍變

化。雖然預計今年年底前IPO窗口不會大幅重開，但在2024年上半年，更

多的出場活動可能會引發IPO活動的復甦。

Wint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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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預告修正CFC辦法五大重點一次看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3.10.3

受控外國公司（CFC）制度自2023年正式實施，企業

2024年5月報稅季就須首度申報CFC投資收益，財政部預

告營利事業CFC辦法修正，共五大重點。會計師提醒，財

政部大幅修正CFC當年度盈餘計算，排除特定金融資產未

實現評價損益，應特別留意。 閱讀全文

全球家族辦公室大幅增長，新加坡憑什麼3年增

逾3倍？

摘錄自遠見雜誌 | 2023.10.3

根據估計，現今全球約有2萬個家族辦公室，美國約

有3,000至6,000家，近年來除了數量增長，隨著家族辦公

室的運作制度成熟，也逐漸發生質變。其功能不再只是為

個人及家族管理財富，而是涵蓋家族規範、治理，業務之

繁雜必須得聘請更多專業經理人來管理。

在全球家族辦公室發展中，新加坡雖然人口僅600萬

人，但由於其政治穩定，有穩健的金融和科技基礎設施，

以得天獨厚的多元投資環境及對企業稅務優勢而一枝獨

秀，成為台灣富豪關注的私人財管中心。 閱讀全文

日經：全球富豪對在港成立家族辦公室反應冷淡

新加坡更吸引

摘錄自自由亞洲電台 | 2023.10.19

香港近來出招吸引全球富豪到港成立家族辦公室，目

標2025年達至少200家。不過，根據《日經新聞》近日報

導引述分析指出，目前海外、甚至內地都對香港反應仍然

冷淡，反觀新加坡顯得更具吸引力。 閱讀全文

歐盟租稅黑名單更新 BVI改善轉列灰名單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3.10.19

歐盟於2023年10月17日頒布最新一份「租稅不合作地

區名單」：此次黑名單新增3個國家分別為「貝里斯」、

「塞席爾」與「安地卡及巴布達群島」，3國皆因未符合

BEPS13之資訊交換標準而列入。另與台商密切相關的

「英屬維京群島」（BVI）、「香港」、「越南」及「馬

來西亞」則列於灰名單中。 閱讀全文

房地合一稅制修正 KPMG：有助稅負減輕

摘錄自工商時報 | 2023.11.3

財政部於2023年11月2日發布新釋令，個人交易2016年

1月1日以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房屋、土地，適用房地合一

稅制，計算持有期間時，如屬連續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

地，得將連續各次繼承或受遺贈之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

期間合併計算。 閱讀全文

蔡鴻青：家族企業的十字路口

摘錄自財訊雜誌 | 2023.11.8

台灣家族企業目前在2.5代的十字路口徘徊，要全然

放手退出？或是自己掌舵？這不應該是兩個極端選項。企

業穩定，須有大股東支持；企業成長，也須有外力團隊加

入，兩者須互相搭配。創辦人年代的下一棒，必然會成為

共治發展，大股東在收與放之間需要明智安排，只有找出

自家的共治成功方程式，才有機會永續不墜。 閱讀全文

Winter  202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7481687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0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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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億萬富豪亞洲第四 「家族辦公室」將成國銀

主打
摘錄自中央廣播電臺 | 2023.12.18

根據外資瑞士銀行的統計資料，台灣2023年億萬富豪

人數從39人增加到46人，寫下亞洲第四，且財富進一步成

長3成，幅度和新加坡並列為亞洲之冠。國內金融業在加

速布局私人銀行之餘，也鎖定未來高資產客戶的資產傳

承，特別是過往歐美盛行的「家族辦公室」，有望在下一

個10年，成為國銀私人銀行服務的新成長動能。 閱讀全文

囤房稅2.0三讀通過 KPMG提醒四大重點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3.12.19

立法院於2023年12月19日三讀通過囤房稅2.0修正草

案，KPMG安侯建業會計師提醒非自住稅率、特定房屋稅

率、低價免稅房屋限制、納稅基準日修正等四大重點。

閱讀全文

亞洲家族辦公室投資變保守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3.12.19

依《CNBC》報導，花旗私人銀行第3季的全球調

查，全球的家族理財辦公室都正將資金轉入風險資產，但

亞洲的家族辦公室卻成了唯一例外，以往風險胃納都遠大

於其他國家的傾向可能正在改變。 閱讀全文

時事瞭望

放棄美國國籍大查稅非主因 專家曝真正理由

「不是說走就走」
摘錄自聯合報 | 2023.12.29

這次總統大選中，多個陣營的副手人選相繼引發放棄

美國籍的議題。除了政治因素，外界也好奇，美國2013年

啟動海外大查稅，是否成為部分擁有美國國籍的外國人選

擇放棄的理由？

美國大查稅迄今10年，雖然統計顯示從2010年開始，

放棄美國籍或放棄美國長期居留權的人數，呈現增加趨

勢，但實務協助國內高資產客戶向美國政府報稅的會計師

認為，每年才數千人放棄，按人口比率來看其實是非常

低；法律事務所也發現，今年來找他們協助放棄美國國籍

服務的客戶，似乎比較少。 閱讀全文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9009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0/7652316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7649741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1938/764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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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代際問題、化解人才危機，考驗著新接班世代的

智慧！傳承三代的家族企業如何跨越重重關卡，創造品牌

歷久彌新的價值？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於2023年10月

17日邀集家族企業專家與企業經營者，就家族企業傳承創

新並進的關鍵進行交流研討。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表示，

當家族企業的發展面臨到家族人才不足以支應時，建議應

與專業經理人合夥共治，讓雙方在對等與互信的基礎上，

齊心為家族企業開創新局。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

總經理劉彥伯則呼籲，企業的創辦家族與專業經理人對於

經營理念須達成共識，且應開誠布公地溝通利益分配的問

題，如此才能形成綜效、締造共好。另外，欣臨集團總經

理陳德仁則無私地分享自身接班的寶貴經驗，他提到面對

家族或企業內價值觀的差異，須靠耐心去磨合與溝通，而

為了讓新事業能順利推展，則須仰仗與尊重專業人才，並

給予自主發展的空間，如此才能帶領家族企業朝基業永續

之路邁進。

（由左至右）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劉彥伯、識富天使

會投資經理杜家維、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

識富天使會聯合創始人陳碧勳、欣臨集團總經理陳德仁，共同分享

「新世代接班者的試煉」相關議題。

新世代接班者的試煉」論壇

探討家族企業傳承創新並進的關鍵

「

KPMG安侯法律事務所於2023年12月1日舉辦「2024

國內外法令展望」研討會，探討家族企業在事業傳承所面

對的挑戰與家族企業併購面臨的常見障礙、國際業務的家

族企業透過SPAC方式在美國上市所遇問題之解決方案、

與遺產規劃相關的法令最新動態，以及最新生技、醫療產

業法律動態等議題。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成員，安侯法律

主持律師兼所長卓家立表示，家族企業傳承可說是近年來

最熱門的話題，尤其當重大家族企業爭議發生時，更是媒

體聚焦之焦點。然市場上談論家族企業傳承，多半集中於

概念及策略討論。在實際走訪多間家族企業之後發現，過

度概念性的介紹，不僅接受度低且難吸收，付諸實行的機

率亦低。實務之具體作法及務實之排程跟進，才能有效推

動；此外，落實家族企業傳承之同時，仍須回歸當地法律

及稅務規定，才不會形成概念上可行，但實務運作寸步難

行之窘境。

卓家立認為做為專業顧問，傳承規劃時充分與家族成

員面對溝通，亦是相當重要的環節。成功的家族企業傳承

除結果目標外，過程中家族力量的展現，才是家族企業長

治久安的基石。

安侯法律事務所「2024國內外法令展望」研討會

深度剖析家族企業在傳承時的挑戰及問題

（由左至右）安侯法律合夥律師鍾典晏、合夥律師莊植寧、主持律

師兼所長卓家立、KPMG安侯建業執業會計師何嘉容律師、家族辦

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安侯法律主持律師紀天昌、執行顧問翁士

傑、合夥律師黃沛頌及資深律師蘇嘉瑞醫師均一同與會。

活動精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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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因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以及二戰以來最

大規模的俄烏、以巴戰爭，多重夾擊下衝擊全球產業供應

鏈，台灣產業於世界紛擾環境下，不僅挺過這波嚴峻的挑

戰，更扮演和國際接軌的橋梁。KPMG安侯建業於2023年

12月11日特別舉辦「KPMG商情先驅專刊發表會」，深度

剖析台灣六家南部優質企業，包括台灣比菲多食品（股）

公司、佳皇紙業（股）公司、正氧精密科技（股）公司、

水順（股）公司、大舜鈑金（股）公司及銘福集團等六家

優質企業如何在地深耕，掌握制勝商機。

在本場活動的焦點對談中，有關「轉型變革」幾乎是

每個現代企業欲持續經營無可迴避的課題，尤其是面對當

今諸多不確定的大環境變化下。在家族企業中，要能維持

這種「持續變革」的文化，並不容易。KPMG安侯建業家

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提醒，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挑

戰，所採取的策略也不逕相同，家族企業要持續變革，重

要的是要能適時檢視企業的核心技術，是否符合當時的商

業環境，以及符合客戶需求。轉型過程中需要有適度的彈

性，能夠隨時代環境的變化，而因應改變，並持續的強化

及延伸，才能不斷地保持競爭力，帶領企業成長。此外，

實地走訪南部多家企業後，發現許多企業正在進入傳承接

班的關鍵時期，無論是交棒者或接班者，其實都遇到一些

困難跟挑戰，而首當其衝就是人才問題。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成員，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陳其愷提

到人才市場及人才的樣貌正在轉變，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

才，就得要回到企業本身想要發展的策略，和核心競爭力

是什麼？從中思考，才容易勾勒出所需要的人才條件。

KPMG商情先驅專刊發表會

六家優質台灣企業分享如何在地深耕、掌握致勝商機

台灣董事學會於2023年11月22日舉辦第12屆華人家族

企業年度論壇，以「家族企業—站在十字路口的決策」為

題，探討家族企業永續經營。同時發布《華人家族企業關

鍵報告》。KPMG畢馬威財務諮詢（股）公司執行副總朱

源科應邀擔任「高峰對話二：家辦生態圈如何幫助百年傳

承」與談人，與其他三家專業機構，共同分享不同的家族

治理解方，協助家族企業渡過百年挑戰的議題。他強調，

家族事業與家族企業最大的不同，來自於實際控制權差

異，必須將「人治結構化」。

台灣董事學會第12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

家族企業—站在十字路口的決策

KPMG安侯建業舉辦「商情先驅專刊發表會」，台南市總工業會理

事長蔡明忠（左八）、台南市經發局局長林榮川（左九）、KPMG

服務團隊與六家優質企業代表共同與會。

台灣董事學會第12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KPMG畢馬威財務諮

詢（股）公司執行副總朱源科（左二）參與座談，分享不同的家族

治理解方，協助家族企業渡過百年挑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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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斐勒、默克等歐美百年家族企業之所以能基業長青，

幕後功臣少不了家族核心價值的落實！

在台灣，也有一家薪火相傳50多年的家族企業–元家企

業，即使沒有明文規定的家規，家族仍能找到他們的核心

價值，並內化進企業的願景及文化中，轉化為具體的行

為，成為支持傳承成功的重要力量！

到底家族的核心價值如何形成？是源自於創辦人的價值

觀？亦或是從家庭教育身教言教淬煉出來？

11月7日｜EP275 【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ft.元家企業第二代顏志鼎營運長（上）－發現家族傳承

的力量，成就世代傳承！家族核心價值對企業傳承的具

體影響有多大？

以家族之名的企業，要做好傳承，婚姻經營、育兒教養、

兩代溝通等，是大家常忽略，卻很重要的關鍵要素。

對家族成員而言，婚姻關係不只是兩個人的事，也是親子

教養的重要基礎，更關乎家族及家族企業是否得以延續命

脈。

如何讓另一半承襲家族的核心價值，共同透過身教言教傳

承給下一代？當與上一代的價值觀不同，該如何化解衝

突、攜手迎向未來？

11月10日｜EP276 【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ft.元家企業第二代顏志鼎營運長（下）－奠定家族價值

傳承的基石，從婚姻、家庭教養開始作起！

【KPMG 知識音浪】

家族辦公室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右）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

（左）來賓：元家企業營運長顏志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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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南台灣中小企業正進入傳承關鍵時期，除了接班挑

戰，「人才」更是企業創造價值的引擎！

‒ 籌人比籌錢還難！企業求才可以從哪五大核心關鍵能

力切入？

‒ 台灣中南部企業人才難覓，該如何佈局長遠的攬才留

才策略？

‒ 除了建立制度，家族成員和外部人才如何達到和諧共

治？

‒ 別忽略HR關鍵價值！人資與用人單位如何通力協作，

吸引對的人才？

12月1日｜EP282 

留才，不流才！擘劃家族傳承大業、實踐人才永續，

南台灣中小企業可以從何著手？

歡迎在各大播客平台搜尋：

KPMG知識音浪，或點右

側連結收聽

Apple 

Podcasts

Spotify

Google 

Podcasts
SoundOn

SOUNDCLOUD

（左）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華

（右）來賓：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陳其愷

大缺工、少子化時代，讓人才管理成了家族企業傳承的重

要課題！

從識才、育才、留才，帶您深入思考：

‒ 擴大人才庫！如何透過職涯錨定工具，挖掘組織內潛

在人才？

‒ 管理的智慧！在「情理法」和「法理情」之間如何做

到平衡？

‒ 以人為本！如何跟員工形塑獲利共享的氛圍？

12月26日｜EP289 【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人才管理是一門藝術！家族企業如何練就一身識才、

育才、留才功夫？

http://apple.co/35PHWRS
https://open.spotify.com/show/2ATZZGTTBhqWkFXfynucHh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Nsb3VkLmNvbS91c2Vycy9zb3VuZGNsb3VkOnVzZXJzOjkzMDYzODUxMi9zb3VuZHMucnNz?sa=X&ved=2ahUKEwiSsPafoK_uAhUSDpQKHbAZDggQ9sEGegQIARAC
http://bit.ly/2LpLlA7
https://soundcloud.com/kpmgtaiwan
https://podcast.kkbox.com/channel/CqXkidf6Pw09k6OH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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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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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家族辦公室係以家族為核心，協助家族成員思考家族與事業傳

承及接班有關的重大議題；同時，我們協助家族建構專屬的溝通平

台，以豐富的實務經驗及獨立的角度，從家族整體最大利益與家族成

員進行互動與溝通，協助凝聚家族共識，發展傳承策略，使家族繁榮

昌盛、基業長青。

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從治理、成長、傳承、財富管理到家族慈善，提

供涵蓋財務、會計、稅務、法律、顧問等符合家族客戶需求之服務，

包括：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

家族稅務與法律

‐ 家族稅務治理

‐ 家族事業的整體稅務安排

‐ 信託規劃與安排

‐ 家族成員的保險政策

‐ 遺囑安排

‐ 家族協議文件（例：股東協議書…）

‐ 家族成員的國籍稅務梳理

家族公益

‐ 信託（境內、境外）與基金會的設

立諮詢

‐ 家族社會企業之運作

‐ 家族的融資規劃與政策

‐ 家族資產所有權的架構安排

（含境內、境外投資公司的規劃）

‐ 家族的資產流動性管理

‐ 家族資產管理政策的規劃與建置

‐ 家族資產的盈餘分潤政策

‐ 跨國資產的稅務治理

‐ 家族創投或私募基金的設立

家族治理

‐ 家族憲法的規劃與制定

‐ 家族治理機制

‐ 家族議會之運作規劃

‐ 家族事業所有權傳承機制

（如控股公司、基金會及信託等規劃）

‐ 家族與事業的溝通機制

‐ 家族事業的持股政策

‐ 家族成員進入事業的遴選與評估機制

‐ 家族決策與溝通機制

事業的成長與傳承

‐ 接班人養成藍圖

‐ 企業成長與轉型策略

‐ IPO的規劃與相關服務

‐ 併購與重組

 

家族財富管理與風險管理政策 家族治理

家族稅務與法律

家族公益

事業的成長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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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資訊

「家族辦公室季刊」為KPMG安侯建業每季定期出版之刊物，為了讓家族辦公室的會

員們也能即時掌握實用的觀點訊息，我們會定期寄送這份電子季刊供下載參閱。若您的同

事、長官或好友也期望收到KPMG家族辦公室季刊，煩請登入KPMG Campaigns進行

線上訂閱。

kpmg.com/tw

KPMG Campaigns家族辦公室專業服務 家族辦公室季刊

https://kpmg.tax.com.tw/epaperord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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