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3 月

亞太業務發展
中心雙月報
ASPAC Taiwan Practice Bimonthly



2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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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一、2024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3

二、2024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及行業淺析 9

三、各國法令更新 12

越南：2024年1月至6月增值稅調降 13

越南：因應2024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發布補助基金草案 14

印度：發布2024臨時聯邦財政預算案 15

新加坡：「BEPS 2.0時代」推出現金投資抵減措施維持競爭力 16

馬來西亞：2025年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17

香港：公布全球最低稅負制公眾徵詢稿，稅務居民定義值得關注 18

四、新南向布局：東南亞最新投資手冊 19

五、活動花絮及報導 21

精選KPMG知識音浪 22

海外布局關鍵指引
點此觀看

亞太業務發展中心
點此進入網站

在台日商電子報
點此進入網站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12lZ-whGzUjmdoANo5UK9tBNSoPTwxq
https://kpmg.com/tw/atp
https://kpmg.com/tw/ja/home/services/audit/japanese-practice/japanese-practice-newsletter0.html


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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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24全球十大
地緣政治風險



4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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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在政治上是恐怖的一年，三場戰爭主導
著全球事務：俄烏戰爭，今年已是第三年；以
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已進入第四個月；美國
與自己的戰爭，更是一觸即發。國際合作正在
倒退，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興起，而在地緣
政治的運作下，全球貿易和投資也悄然轉變。

KPMG與全球聯盟合作夥伴歐亞集團，共同出
版影響全球商業的潛在十大地緣政治風險，盼
透過專家解析，提醒企業及早做好因應策略。

地緣政治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的轉變

在一個更加不確定和更容易發生衝擊的世界中，
國家間的合作至關重要。然而，國際合作正在
倒退。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正在目睹碎片化的
興起(圖1)，國家之間更加關注：

 供應鏈效率和安全

 駕馭複雜的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措施

 選址戰略是基於政治因素而不僅僅是經濟因
素

圖1：地緣政治緊張導致國際合作倒退、碎片化
興起

全球衝突、氣候風險和科技政治加劇企業波動

2022年全球高達91個國家捲入某種形式的衝突
事件(圖2)。截至2022年底，全世界超過1.08億
人因迫害衝突和暴力事件被迫流離失所，是聯
合國難民署統計以來增幅最大的一年。企業因
而面臨以下問題：

 運營和人員安全

 網路安全

 造謠事件

 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圖2：全球衝突事件

政治兩極化與企業聲譽

企業應深思熟慮地考量參與公共領域事務的時
點，特別是當全球各地政治觀點不同時，建議
企業應考量以下因素：

 對企業營運的影響

 關鍵利害關係人

 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係指企業參與當地社區項目時，需就項目開
發所涉及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最終由當地
社區賦予或確認企業從事項目開發的資格或
權利。

 既定的核心價值

 相關性

 真實性與業務一致性

2024 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Source: IMF,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CPB, KPM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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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管理地緣政治風險的重要性

企業的銷售和成本往往會受到政府的行為所影
響，所以為降低風險應將政府行為納入經濟預
測中，而不能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而自滿，或
是認為某些政治風險不會影響到自己，亦或因
自身無法評估地緣政治對企業的影響而不將政
府行為列入考量。

唯有更好地瞭解外部環境，尤其是政府行動，
才能讓企業有效地領導變革。

全球地緣政治秩序分裂為以下四個不同領域：

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風險1. 美國大選

 2024 年美國大選，政治體制嚴重兩極分化。

 在競選期間，川普可能會試圖質疑選舉過程
的合法性：

– 獲得提名後，川普將重新成為美國政治
的核心；對抗性政治和僵局可能由此產
生。

– 在地緣政治不穩定時期，川普獲勝可能
意味著外交政策不再那麼正統。

 若川普獲勝，大城市恐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

– 民主黨認為川普不適合擔任公職

 若拜登獲勝，川普可能會對結果提出異議。

– 紅藍分歧加深

 然而，市場可能會歡迎川普第二次執政，但
他會鞏固行政權力，削弱制衡，破壞法治。
對歐洲而言，川普再次擔任總統將引發更多
關於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對北約的支持，以
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等問題。

2024 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安全
美國雖仍然是全球的主導者，但中國在印太
地區日益強大，印度在地區安全爭端中的影
響力也與日俱增。

經濟
中國崛起、俄羅斯壯大，而沙特、阿聯酋、
伊朗、印度、印尼、巴西和其他一些地區大
國也成長，美國已不再擁有無可爭議的主導
地位。

數位化
科技公司主導虛擬世界的主權，並成為商業、
安全和公民社會等相關領域的重要參與者。

氣候
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將為後碳世界(石油和
其他化石燃料幾乎沒有的未來世界)的治理
和社會運作樹立典範，這需要更多的投入和
參與。

1 美國大選

2 中東危機 

3 無外交解決方案的烏克蘭問題

4 無人治理的人工智慧

5 軸心國勢力

6 中國經濟面臨挑戰

7 爭奪關鍵礦產

8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9 聖嬰現象和極端氣候事件

10 企業文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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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2. 中東危機

 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打破了該地區的平靜。

 儘管存在威懾關係，但仍存在導致局勢升級
的可能(圖3)：

– 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衝突升級，可能
導致美國和伊朗參戰。

– 胡塞武裝對紅海船隻的襲擊，導致持續
的貿易不安全以及與美國之間對立升級。

– 什葉派民兵對美國基地的襲擊，可能導
致美國要求伊朗對人員傷亡負責。

 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胡塞武裝襲擊破壞供
應鏈；涉及伊朗的衝突破壞石油流通。

 全球分歧擴大：反伊朗情緒、美國孤立、美
國國內兩極分化、以巴對立。

 全球政治和宗教極端主義激增。

 歐洲企業面臨的風險：紅海供應鏈中斷、能
源價格波動、持續通膨、企業營運風險。

圖3：美國人在中東地區人數及紅海供應鏈危機

風險3. 無外交解決方案的烏克蘭問題

 烏克蘭面臨僵局，2024年可能會出現事實
上的分裂，到2025年可能會割讓更多領土
並被迫接受更糟糕的條件(圖4)。

 西方減緩對烏克蘭的援助；與此同時，人力
和軍事力量已轉向有利於俄羅斯。

 由於俄羅斯今年在戰場上掌握了主動權，烏
克蘭將被迫採取守勢，但俄羅斯因地緣政治
地位急劇惡化，至今仍無法取得勝利。

 戰事造成的主要風險：

– 紅藍分歧加深黑海航運； 

– 烏克蘭孤注一擲/非對稱升級； 

– 對跨大西洋聯盟的衝擊和美國信譽受損

圖4：烏克蘭面臨更多國土流失

風險4. 無人管理的人工智慧

 2024年，人工智慧治理方面的差距逐漸顯
現，因監管工作步履蹣跚，然科技公司不受
制約，使得人工智慧的傳播超出了政府的管
控範圍。

 造成人工智慧治理差距四個因素：

– 政治：隨著治理結構的建立，政策制度
上的分歧將使AI發展的雄心壯志受到限制。

– 惰性：政府的注意力有限，當AI不再是當
務之急，領導人就會轉向其他在政治上
更突出的優先事項，如戰爭和全球經濟。

– 叛逃：隨著技術的進步及其巨大利益的
不言自明，地緣政治優勢和商業利益的
誘惑將促使政府和企業退出他們為實現
利益最大化而加入的非約束性協議和制
度，或者從一開始就不加入。

2024 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Source: Rochan Consulting, Eurasi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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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 技術速度：隨著人工智慧模型的能力呈指數
級增長，技術本身的發展速度也超過了即時
控制它的努力。

 2024年兩大顯著風險：

– 虛假資訊：AI將被用於破壞民主和煽動地
緣政治衝突。

– 擴張：新的國家和不肖行為者將獲得突
破性的AI。

風險5. 軸心國勢力

 俄羅斯、北韓和伊朗將加深合作，試圖逃避
制裁、破壞國際秩序。

 莫斯科越來越依賴德黑蘭和平壤提供武器，
用以對抗烏克蘭。

 現有制裁和孤立對這些國家都不構成震懾，
反倒鼓勵這些國家對西方的不對稱戰爭。

 歐洲面臨的問題：網路安全、選舉干預、虛
假資訊宣傳、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風險6. 中國經濟面臨挑戰

 不利的人口結構削弱勞動力成本優勢、西方
國家的「去風險化」努力，以及經濟增長對
基礎設施和國家投資的持續依賴等，將繼續
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挑戰。

 四個經濟現象可能阻礙中國經濟在2024年
實現復甦：

– 清零政策的反彈效應

– 房地產 

– 外部需求低迷

– 缺乏有效的經濟政策

 政治：關注國家安全而非經濟增長，可能會
打擊市場信心(圖5)，並使政府在應對不斷
上升的經濟和金融脆弱性時更加緩慢。

 同時涉足西方和中國市場的歐洲企業，正試
圖根據其具體產業和風險狀況，在參與和降
低風險戰略之間取得平衡。

圖5：中國重要經濟指標

風險7. 為關鍵礦產而戰

 保護主義措施導致價格波動並擾亂供應鏈，
少數幾個國家主導著採礦業，而中國在很大
程度上控制著加工和提煉。

 隨著美國和歐盟對國內製造業的補貼，需求
激增，與此同時也在實施進口限制，這將使
供應受限。

 重要的礦產生產國正在實施出口限制和建立
出口控制制度，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此等政
治干預措施將限制和擾亂關鍵礦物的流通。

風險8.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持續通膨、經濟成長乏力和高利率等因素
(圖6)，將增加今年金融壓力、社會動盪和
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央行無法控制的通膨壓力：

– 烏克蘭、以色列-加薩、石油價格，以及
導致地緣經濟分裂的產業政策。

– 供應衝擊恐導致進一步的貨幣緊縮政策

 經濟逆風將加深選民的不滿情緒，損害執政
者的利益，助長民粹主義氣焰。

 新興經濟體，例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
墨西哥等面臨債務困難，應對能力最弱。

 高債務的發展中市場將面臨財政和金融壓力

Source: Eurasia Group, Macrobord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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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疫後時代的高額債務與高利率衝突

風險9. 聖嬰現象和極端氣候事件

 氣候變化加劇了聖嬰現象，造成極端天氣，
2023年成為目前史上最熱的一年(圖7)。

 局部地區的糧食供應中斷將導致價格上漲，
加劇缺糧狀況，並在脆弱國家引發騷亂。

 聖嬰現象將加劇水資源緊張，影響用水密集
型產業，加劇資源競爭。

 自然災害將給家庭、企業和基礎設施帶來負
面風險，並使得被洪水淹沒地區疾病的傳播。

 適應能力有限的國家將承受莫大壓力，造成
國內移民和跨境難民潮。

圖7：2023為目前史上最熱的一年

風險10. 企業文化戰爭

 在美國文化戰爭中，企業陷入了左右派的夾
擊之中。2024年，右翼活動家、州政府和
法院將備感壓力。

 美國日益加劇的紅藍分歧，正使其內部市場
按照黨派界限四分五裂(圖8)。

 極度保守或極度自由的州政策，將迫使企業
遵守與其價值觀相悖的法律規範，或退出某
些州的市場。

 在政策不確定性和監管風險的影響下，企業
的決策自主權將降低，經營成本將增加。這
種趨勢可能會從美國擴展到政治兩極分化日
益嚴重的其他西方市場。

圖8：美國企業努力應對各種壓力

原文出處：EURASIA GROUP‘S TOP RISKS FOR 2024 

2024 全球十大地緣政治風險

Source: Eurasia Group

Source: Eurasia Group, Macrobond, BIS

Source: NOAA NCEI

https://www.eurasiagroup.net/issues/top-risk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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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及行業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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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對2024年度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偏向於一
個負面的預測，但是在危機之中總有希望，唯有能
力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才能在漫長的隧道盡頭看
到一些曙光。展望2024，中國大陸不同產業在內外
壓力下，各有不同的機遇與挑戰：

房地產

中國大陸政府已採取行動穩定房地產市場，儘管流
動性仍然是房地產開發商面臨的主要挑戰，但房地
產開發商資金斷鏈的風險已經趨緩。需求方面，中
國政府持續提出房地產寬鬆措施，例如取消首購抵
押貸款記錄、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和城中村改造等，
均可能會提振大城市的新房銷售。展望2024，儘管
房地產市場面臨相當大的阻力，但從長遠來看，中
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家庭對優質住宅的需求不斷
增長應該會支撐房地產市場的復甦。

消費品與零售

2023年對中國大陸消費品和零售企業是頗具挑戰的
一年，解封後的停擺讓「開門紅」成為泡影，重啟
後的「報復性消費」並未如期而至，對很多消費品
企業來說，略顯寒冷。展望2024，消費品和零售企
業已經從等待和觀望中走出，尋找新常態下的增長
機遇，品牌廠商將更加精細地推出產品和服務，通
過更精准的洞察客戶、更有效地匹配需求來實現業
績的成長。

隨著中國大陸取消疫情管控後全面放開，許多人都
曾期待隨著商業活動的迅速恢復，中國大陸經濟增
長將迎來期待已久的結構性反彈。然而，事實並非
如此。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GDP增速逐步放緩。

在財政及貨幣供給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於2023年度
已下調存款準備率，為政府發行債券提供流動性，
同時並下調政策利率，降低了企業和家庭的融資成
本，我們預期中國大陸於2024年度繼續採取支持性
貨幣政策，以恢復商業信心並促進經濟增長。

在出口方面，儘管2023年度囿於全球經濟疲軟，中
國大陸的出口大幅下滑，但是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
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高端製造不斷增加，太陽能電
池、新能源汽車、鋰電池等「新三」產品出口整體
增長，成為中國大陸出口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
儘管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放緩，但中國大陸與新興
市場的貿易在2023年度繼續增長。隨著出口增長持
續改善，我們預計2024年中國大陸出口將持續保持
韌性。

 在政府刺激措施的支援下，消費者和商務活動繼
續反彈，預計房地產行業受到的拖累將減輕，我
們預測中國2024年將增長4.5%。

 與全球各地區相比，中國大陸的通貨膨脹率一直
保持在較低水準，但到2024年可能會有所上升，
食品占中國大陸消費者價格通貨膨脹比重將近
30%，其中豬肉價格的週期性是通脹波動背後的
重要因素。

 家庭對就業保障和收入增長的期望是恢復市場信
心和消費者支出的重要驅動力。中國大陸政府採
取各種措施保持就業市場穩定，我們預計2024年
的平均失業率為5.3%。

2024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及行業淺析

資料來源：WIND、KPMG預測

年份 2023 2024 2025

國內生產總值GDP 5.2 4.5 4.5

通貨膨脹CPI 0.4 1.3 2.0

失業率 5.3 5.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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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與材料

2023年以來，地緣政治緊張態勢持續、全球宏觀經
濟修復緩慢，國內地產與基建等主要下游投資放緩、
需求疲弱。同時，逆全球化態勢下貿易壁壘加劇、
產品出口承壓，化工行業面臨嚴峻挑戰，整體呈現
低迷態勢。展望2024，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仍充滿諸
多不確定性。短期而言，「穩增長」將是化工行業
的主要發展基調。

綜合以上所述，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大陸不斷
發揮勞動力優勢，利用持續湧入的資本打造了無可
比擬的成本競爭力，在當下的新時代中，中國大陸
極具韌性的工業體系和基本面將繼續為經濟發展提
供穩定性和生產競爭力。同時，龐大的消費群體和
不斷崛起的中產階級所帶來的規模效應也將不斷增
強中國大陸企業的價格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得益
於中國大陸技術和創新驅動的新型競爭力不斷增強，
中國大陸正在多個新興產業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在
過去幾年中，經過不斷推動和創新，中國大陸企業
已在整個電池價值鏈、電動汽車、數字與互聯(如 
5G)、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等領域建立了強
大的全球競爭力，與此同時，一些在中國大陸創新
和培育成功的商業模式也通過當地語系化複製推廣
到了全球市場。

2024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及行業淺析

汽車產業

汽車產業正經歷從傳統油車轉變為電動車的浪潮，
在2023年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汽車產業在智能電動
化浪潮下的活力，也看到了全球化佈局下的銷量突
破和產業融合。展望2024，我們也感受到內卷競爭
和銷量背後對於車企、零部件和經銷商的挑戰。

能源

能源轉型和新能源相關賽道是當前混沌複雜的世界
中確定性最高的行業之一。展望2024，中國已坐擁
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和新能源產業鏈，如
何將這些產業優勢轉化成為競爭勝勢，將成為2024
年能源行業面臨的核心問題。

工業產品與服務

2023年中國大陸工業製造企業積極應對全球地緣政
治和國際貿易的挑戰，加速海外製造基地的建設，
重新定義「中國製造」。展望2024，中國大陸工業
製造企業仍然面臨著雙重挑戰，即國內市場競爭的
升級和海外市場壁壘的突破。

資訊技術、高科技與互聯網

作為中國大陸經濟產業中最具活力及創新性的領頭
羊，科技產業不斷引導其他行業的發展。放眼2024
年，我們可以看到資訊技術、高科技與互聯網技術
將深化於各行各業、生成式AI的進一步垂直整合、
中國大陸自主技術生態成熟，以及中國大陸企業出
海所帶來的新興產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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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為實施國民會議批准之第110/2023/QH15 號決
議，越南政府於 2023年 12月 28日發布第
94/2023/ND-CP號法令（第94號法令），將自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止，將增值稅
（VAT）調降2%，詳細說明如下：

 現行適用10%稅率之貨物及勞務可適用此
2%調降，但下列貨物及勞務除外：

– 電信、金融活動、銀行、證券、保險、房
地產交易、金屬和預鑄金屬製品、礦業產
品(不包括煤炭開採)、焦炭、精煉石油、
化學品等(詳細規定請參閱第94號法令附
錄一)；

– 繳納特別消費稅 (Special Consumption
Tax)之貨物或勞務(詳細規定請參閱第94
號法令附錄二)；

– 符合法令規定之資訊科技(詳細規定請參
閱第94號法令附錄三)

 增值稅稅率調降適用於進口、製造、加工和
貿易等階段。

 增值稅稅率之調降適用於增值稅採扣抵法之
營業人，及所得依照核定稅率(%)申報繳納
增值稅之營業人(包括公司及商號)。

第94號法令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

越南將自2024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將增
值稅（VAT）自10%調降至8%，在越南投資的
臺商若前已適用此政策，則今年度6月30日前
皆可持續適用。

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環，為刺激經濟成長，同
時協助企業舒緩疫情及全球最低稅負制所帶來
的影響，越南政府給予企業許多稅務減免或緩
繳政策，例如本號增值稅政策自2022年推出後，
於2023下半年度及2024年上半年度延續使用。
惟這些優惠政策的釋出同時導致越南政府財政
狀況吃緊，為確保稅收來源，預期2024年越南
稅務機關將加強稅務稽查的力道，建議臺商應
檢視在越南當地有落實稅務遵循，並做好相關
記錄與備妥文據，以因應未來越南稅務機關之
稽查。

越南：2024年1月至6月增值稅調降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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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為越南於2024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估計將有1,000餘家外國企業將受到影響，為保持對
外資的吸引力道，同時鼓勵國內特定產業發展，進
行策略性投資，越南政府發布「設立、管理和運用
投資補助基金」(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and
use of an investment support fund)草案，預計透過
給予現金補助的方式，調整吸引投資者的獎勵措施，
降低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對整體投資環境之影響。

符合補助之類別

符合基金補助資格之納稅義務人共分成四大類別，
其分別需符合之門檻及條件彙整如下：

申請項目及補助百分比

符合上述A至D類別及規模門檻的合格實體後，再依
五項特定項目包含：(1)培訓和人力資源發展、(2)研
究與開發(R&D)費用、(3)投資固定資產、(4)高科技
產品之製造費用、以及(5)社會基礎建設系統，進一
步申請補助。其申請需先經過越南各主管機關的審
查和批准程序，再由越南總理做出最後決定。

補貼則將根據納稅義務人實際發生之費用按一定比
例支付，部分補助可達費用之50%，補助程度彙整
如下：

此投資補助基金旨在促進越南高科技產業之發展，
與越南政府致力於推動越南經濟轉型至高科技製造
業之目標一致，惟倘若實體申請的補助款高於基金
補助預算，實際補助金額可能會再調降，因該補助
基金係根據合格實體對經濟及社會貢獻、國家預算
貢獻等特定標準進行評估後決定，建議台商應密切
關注後續草案的進展，以利調整經營策略。

越南：因應2024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發布補助基金草案

項目 合格實體 補助百分比

培訓和人力資
源發展

A至D
類別實體

最高可獲得與當地勞動力相
關的培訓費用50%之補助

R&D費用
B至D

類別實體

• B和C類別實體：可獲得財
務年度內發生的研發費用
30%-50%補助；

• D類別實體：可獲得財務
年度內發生的研發費用之
20%-40%補助。

固定資產投資
A至D

類別實體

• A至C類別實體：根據投
資資本規模，可獲得財務
年度內固定資產增加成本
之10%-40%補助；

• D類別實體：可獲得財務
年度內固定資產增加成本
之30%-40%補助。

高科技產品製
造費用

A至D
類別實體

可獲得高科技產品附加價值
之0.5%-1.5%補助。

社會基礎設施
系統費用

A至D
類別實體

最高可獲得社會基礎建設系
統開發費用之50%補助。

類別 規模門檻條件 其他條件

A 投資高科技
生產之實體

資本額達12兆
越南盾 (約150
億台幣)以上、
或年收入達20
兆越南盾 ( 約
250億台幣 )以
上

在投資登記證核發
日起或投資政策批
准日起的3年內，須
投入至少12兆 (約
150億台幣)越南盾
投資支出

B 高科技產業
實體

C 擁有高科技
項目之實體

D 一般實體

投資研發中心
資本額達3兆越
南盾(約38億台
幣)或以上

在投資登記證核發
日起或投資政策批
准日起的3年內，須
投入至少1.5兆越南
盾 (約19億台幣 )投
資支出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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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印度在國際供應鏈上的地位愈趨重要，印
度政府積極推動「在印度製造」等相關政策。印度
聯邦預算案的發布也因此每年皆會引起各界注意，
因為它除了揭示印度政府未來的施政方針外，印度
稅法也透過聯邦財政預算案進行修訂。今年由於政
府將於5月進行大選，因此2月1日公佈的預算案僅是
大選前的臨時預算，其最終版本預計將於7月發布，
本次財政預算案除了可能減輕納稅義務人負擔的澄
清性修正案外，印度稅制上並無其他重大的改革。

本次預算案中與台商較為相關之法令彙整如下：

製造業公司享15%優惠稅率，投產期限未延長

先前印度政府提供2019年10月1日以後成立，並於
2024年3月31日前開始生產的製造業公司，可選擇
適用15%企業所得稅稅率之優惠（加上附加稅及健
康與教育捐後，有效稅率為17.16%），惟本次公布
的臨時聯邦財政預算案，印度政府未按照以往年度
慣例，將開始生產的期限延後一個年度，亦即在印
度投資設廠的製造業台商，其投入生產期限仍為
2024年3月31日。

生 產 連 結 獎 勵 計 劃  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PLI)

2024-25財政年度之PLI支出預算規劃如下：

 製藥業：214億印度盧比(約新臺幣81億元)

 印度電子資訊產業技術部：620億印度盧比(約新
臺幣234億元)

 汽車業：350億印度盧比(約新臺幣132億元)

 食品加工業：144億印度盧比(約新臺幣55億元)

先前預期印度政府也可能針對其他產業制定PLI，如
皮革、家具、玩具、珠寶業等，惟此次臨時財政預
算案中並未出現相關聲明，後續釋出的最終版本財
政預算案中是否會將其納入，仍尚待觀察。

關稅 Customs

印度《關稅法》(Customs Act)及關稅率(Customs
Tariff)皆未提出修正。

然而，印度政府在發布預算案前，已發布將電信
業、再生能源產業的關稅豁免期自2024年3月31日
延長至2024年9月30日之公告，預計印度政府也會
在7月預算期間審查電信、電動車、電子、石油探勘
和再生能源產業的各項關稅豁免，後續將對相關產
業鏈產生哪些影響，尚待評估。

先前印度政府為鼓勵外國投資者設立生產基地，提
供符合條件之製造業公司，可選擇適用15%企業所
得稅稅率之優惠（加上附加稅及健康與教育捐後，
有效稅率為17.16%），與一般企業稅率22%（加上
附加稅及健康與教育捐後約為25.17%）相比實為一
大利多，對考慮布局印度的跨國投資而言極具吸引
力。本次預算案，政府卻未按以往慣例，將開始生
產的期限延後一個年度，因此在印度投資設廠的製
造業台商，必須趕在2024年3月31日前即投入生產
製造，避免錯失適用優惠稅率之時機。後續印度政
府是否會在最終版本的財政預算案再次公布相關製
造業公司優惠或其他PLI優惠，建議有考慮在印度投
產的廠商持續追蹤最新優惠法令進度以降低成本。

印度：發布2024臨時聯邦財政預算案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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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於今年2月16日發布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推出與OECD規則一致的「可退還投資抵減制度」
(Refundable Investment Credit Scheme)以及增強
稅務確定性、降低稅務遵循成本之相關措施，以因
應新加坡預計在2025年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後對跨
國企業所帶來之衝擊。

自從新加坡政府在2023年財政預算案中公布將自
2025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香港、
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等其他租稅管轄區產生連鎖
效應，紛紛效仿新加坡，預計在2025年開始實施全
球最低稅負制，由新加坡擬採取制度觀之，可以作
為觀察投資其他國家可能採取的政策風向。

為持續吸引大量且具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投資新
加坡，當地政府擬提供以現金型式發放的「可退還
投資抵減」制度，該制度預期將符合OECD立法範
本下合格可退還稅額抵減(Qualified Refundable Tax
Credit)之定義。

可退還投資抵減可用於扣抵企業之應納所得稅，而
針對未使用完畢之可退還投資抵減，將在跨國企業
滿足可退還投資抵減資格條件之日起的4年內，以現
金型式退還給公司，故若能適用「可退還投資抵減
制度」，則對於全球最低稅負制之有效稅率計算上
較為有利，將減少可能產生補充稅之情況，進而保
持跨國企業持續投資新加坡之意願。

可退還投資抵減制度主要內容：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以及新加坡企業發展局將針對
合格期間內之合格投資項目所產生之合格費用，
給予可退還投資抵減。

 合格期間：最高為期10年

 合格投資項目：包含在新加坡投資新製造產能
(例如：新廠房)、擴大或設立數位服務、擴大或
設立總部、擴大或設立貨物貿易活動、投入創新
及研發活動、支持綠色轉型活動。

 合格費用：包含資本支出、人力成本、訓練成
本、專業費用、無形資產成本及其他類別成本，
得適用可退還投資抵減優惠之合格費用，將根據
投資項目而有所不同。

 可退還投資抵減額度：公司最多可獲得各合格費
用類別50%之投資抵減，其額度將依其經濟影響
而享有不同的補助比例。

 預計於2024年9月30日前發布更多實施細節

由預算案規定可看出，可退還投資抵減主要是為了
鼓勵公司在重要及新興產業投入大規模投資，為新
加坡帶來實質經濟活動，為支持可退還投資抵減制
度以及其他投資獎勵措施，新加坡政府今年將在全
國生產力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投入新幣
20億元(約新臺幣470億元)預算，可見新加坡政府在
推動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施行的同時，也十分重視
維持新加坡的投資競爭優勢。

為持續保持新加坡在「BEPS 2.0時代」之競爭力，
新加坡政府表示將把全球最低稅負制課徵收取到的
稅收，全數用於加強新加坡之經商競爭力，台商可
持續關注新加坡政府未來是否持續祭出其他招商引
資的優惠及配套措施。

新加坡：「BEPS 2.0時代」推出現金
投資抵減措施維持競爭力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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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繼先前韓國公布2024年、新加坡2025年實施全球最
低稅負制後，馬來西亞於2024年的預算案提議
《1967 年所得税法令》、《1990 年納閩商業活動
稅法令》/《1967 年石油（所得税）法令》中引入
國內補充稅和跨國補充稅，原則上與OECD的 
GloBE規則一致，並已立法通過。

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適用範圍

擁有海外公司且合併收入在前4個財政年度中至少有 
2個財政年度的集團收入超過 7.5億歐元的企業。

最低稅率

適用範圍內的跨國企業需在經營所在的每個稅收管
轄區計算有效稅率。如稅收管轄區的有效稅率低於 
15%，則需繳納補充稅。

跨國補充稅 (MTT)

若某稅收管轄區的有效稅率低於15%，則將對位於
馬來西亞的最終控股母公司徵收跨國補充稅。

國內補充稅 (DTT)

若稅收管轄區的有效稅率低於15%，則將對位於馬
來西亞的低稅率成員實體徵收國內補充稅。

國內補充稅的計算原理與跨國補充稅大致相同

避風港

申報的成員實體可以選擇適用安全港，以便某個稅
收管轄區的跨國補充稅在一個財政年度被視為零，
前提是該稅收管轄區的成員實體符合GloBE避風港
的資格(根據 GloBE 執行框架中規定的條件)。

生效日

跨國補充稅和國內補充稅將在2025年1月1日或之後
開始的財政年度及後續財政年度生效。

資訊申报表/補充稅申报表

跨國企業集團的每個成員實體都必須在財政年度最
後一天起在15個月內以規定的形式透過電子媒介或
電子傳輸方式以提交資料申報表和補充稅申報表。
跨國補充稅或國內補充稅的匯款截止日期為報告財
政年度結束後第15個月的最後一日。

資料保存

依規定在該財政年度後保存7年

馬來西亞全球最低稅負的關鍵機制在很大程度上與
OECD的GloBE規則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變
化。隨著全球最低稅負即將實施，加上額外的申報
和可能有繳納補充稅義務，建議跨國企業不能再以
「觀望」的態度對待全球最低稅負。依照馬來西亞
預算案，若未能在截止期限內繳交補充稅、逾期申
報或是不遵守相關資訊申報要求都將有罰款甚至可
能有被監禁，因此建議跨國企業應即時進行適當的
規劃，密切注意集團各管轄區立法規定，是否得以
適用避風港，確保順利適用全球最低稅負制。

本篇同步刊載於《會計研究月刊》2024/02

馬來西亞：2025年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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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香港政府在2023/24預算案中宣布，香港將自
2025年起開始實施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 、 徵 稅 不 足 支 出 原 則 (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和香港最低稅負制 (Hong
Kong Minimum Top-up Tax, HKMTT)。在立法方式
的選擇上，香港政府將把OECD所制定之全球反稅
基侵蝕規則(下稱GloBE規則) 直接納入《香港稅務
條例》第112章中，並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做出有限度
的調整，以盡可能地符合OECD所發布的立法範本、
註釋和行政指引。香港政府也可能在香港稅務條例
中增加特別條文，加強現有條文與GloBE規則之間
的連貫性，以利後續政策制定之方向。

為按照混合領域法計算有效稅率以及決定補充稅應
於何處繳納，應先判斷「企業實體所在的租稅管轄
區」，根據GloBE規則，該地點應為：

1. 根據企業實體主要之管理地點、設立地點或相
似條件所決定之稅務居住地；或

2. 其他情況下，企業實體之設立地點。

然而，由於香港的課稅方式是採用屬地主義原則，
只對香港境內來源所得課稅，目前香港稅務條例下
並無制定香港稅務居民之明確定義。為了在香港實
施GloBE規則與HKMTT、以及考量有許多實體雖在
香港境外設立，但其實際營運、管理或控制地皆位
於香港之情況，香港政府在徵詢稿中提議－若實體
符合以下條件將被視為香港稅務居民：

1. 在香港註冊之公司、或在香港境外註冊但實際
管理或控制地在香港之公司，或；

2. 根據香港法律所組成之其他類型實體、或非根
據香港法律所組成，但通常管理或控制地在香
港之其他類型實體。

香港：公布全球最低稅負制公眾徵詢稿，
稅務居民定義值得關注

各國法令更新

過往台商多利用香港境外來源所得免稅制度來控管
稅務成本，未來香港在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後，若
台商符合香港稅務居民定義，即使其所得皆來自香
港境外，仍有可能受HKMTT及GloBE規則之影響，
在香港或他國仍須繳納補充稅負，建議台商應密切
關注徵詢稿截止日後之立法動態。另外，由於部分
租稅管轄區將自2024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實施
GloBE規則，因此上述香港稅務居民定義在香港立
法通過後將追溯適用於2024年1月1日。

香港政府在蒐集徵詢期間向各界收集之意見後，預
計在2024年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以順利
推動全球最低稅負制在2025年上路。此次的徵詢稿
內容反映了香港政府對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的謹慎
安排，香港作為台商常年控管稅務成本轉投資重點
國家之一，其稅制的調整勢必會對跨國企業之跨境
交易安排或投資架構產生深遠影響，呼籲企業仍應
著手思考且評估潛在影響及因應方案，持續關注香
港後續之修法動態，以及早因應。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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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布局：
東南亞
最新投資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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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柬埔寨投資手冊

柬埔寨向來是亞洲表現最好的經濟體之一。隨著內需市場復甦，預期國內
經濟將迅速恢復到疫情前的高成長水準，世銀更預測柬埔寨今年經濟成長
率為東協第一。2024柬埔寨投資手冊收錄多項重點議題，詳細介紹經濟數
據、證券市場、會計與稅務規定及總體投資環境。在當地政府大力推動開
放經濟政策下，加上優惠的進出口關稅、低價豐沛的勞動力，吸引全球服
務業、製造業爭相進駐，未來十年發展前景不容小覷。

下載PDF手冊

2024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受惠於美中貿易戰、地緣風險、供應鏈重組等因素，加速全球對東南亞的
投資，而馬來西亞半導體產業也重現光芒，大量吸引科技大廠聚集。2024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集結當地最新經濟數據、國貿表現及投資環境概要，包
含：台商動態、產業聚落、投資法令、基本稅務規定及國家產業政策等，
提供企業全方位最即時的商業動向。隨著AI世代來臨，搭配政府高科技、
數位經濟、2030新工業及昌明大馬等國家計畫，馬來西亞齊聚多方資源也
準備好大放異彩！

下載PDF手冊

2023越南投資手冊

越南的經濟成長速度在疫情之下，雖然稍受阻礙，卻仍保持穩定、亮眼的
成績，創下十年以來GDP新高！2023越南投資手冊著重探討疫情期間越南
的經濟發展，收錄近年投資貿易、併購及勞動力生態相關數據，並詳細介
紹四大重點經濟區產業特色與現有優勢，綜合整理批發零售、製造、醫療
照護、基礎建設、能源、金融等產業，在越南的發展概況及未來機遇，提
供未來趨勢之專業洞察。

下載PDF手冊

東南亞最新投資手冊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03/tw-kpmg-investment-in-cambodia-2024.pdf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03/tw-kpmg-investment-in-malaysia-2024.pdf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3/09/kpmg-investment-in-vietman-2023-and-beyond-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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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知識音浪
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師、顧問團隊輪番上
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時事議題的獨到觀
點。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透過右方連結收聽

EP295
想跟歐美做生意？先搞懂CBAM、CCA！
溫室氣體從盤查到減量，專家來指引。

專家剖析歐美減碳行動方案的最新進展，
以及企業如何研擬具體作法，強化減碳競
爭力、跟上世界淨零腳步。

 面對前所未有的碳成本壓力、國際貿易
新秩序，企業如何加強轉型力道、低碳
突圍？

 CBAM要求申報的產品碳排放量怎麼算？

 CCA跟CBAM的差異在哪？影響層面有
多大？

EP298
2024中港查稅攻防戰！如何讓稅務治理
「龍」順利？KPMG 帶您全面遵循！

兩岸三地租稅情勢多變，台商備戰2024年
經營布局，中港查核實務與關鍵稅務議題，
帶您搶先思考：

 智慧稅務監控、金稅四期鋪天蓋地！將
對台商歷史稅務問題產生哪些衝擊？

 出口退稅金額影響甚鉅！近期最關注哪
些重點？

 申請研發優惠該留意哪些查核重點？研
發活動又是如何認定？

 面對跨境稅源監控，台商可如何重新配
置資源、善用區域性租稅優惠？

 香港FSIE修法上路！企業需留意稽徵實
務上哪些變化？

KPMG知識音浪Podcast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Nsb3VkLmNvbS91c2Vycy9zb3VuZGNsb3VkOnVzZXJzOjkzMDYzODUxMi9zb3VuZHMucnNz?sa=X&ved=0CAMQ4aUDahcKEwjwpdCu5-z-AhUAAAAAHQAAAAAQAQ
https://player.soundon.fm/p/e33ba32d-ad37-467e-af72-b1229cbe28d6
https://player.soundon.fm/p/e33ba32d-ad37-467e-af72-b1229cbe28d6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id1548889200
https://soundcloud.com/kpmgtaiwan
https://podcast.kkbox.com/channel/CqXkidf6Pw09k6OH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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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9
擴大供應鏈布局，菲律賓投資潛力大！當
地經商環境、產業獎勵及租稅優惠等課題，
專家帶您深入思考。

擁有人口紅利、英語優勢，也是RCEP成員
國之一的菲律賓，在當地政府積極招商引
資，加上內需市場強勁，吸引台商進駐！

進軍菲律賓市場？從3大面向，帶您評估：

 外國人直接投資規範：負面表列清單、
持股比例限制放寬！

 策略投資優先計畫(SIPP)：哪些產業被
列入獎勵？

 企業復甦及稅務優惠法案(CREATE)：企
業所得稅稅率調降了多少？

EP298
2024產業趨勢解讀系列特輯－2024要想飛
龍在天，轉型變革成功就靠「三個C」！專
家教你對症下藥。

為了在變局中生存下去，企業必須持續推
動轉型與變革，然而根據統計，卻有超過
60%的企業在過程中遭遇失敗！

如何提升企業轉型與變革的勝率？專家帶
您從「三個C」著手：

 Culture (文化)

 Connect (連結)

 Competency (職能)

KPMG知識音浪Podcast

KPMG知識音浪
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師、顧問團隊輪番上
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時事議題的獨到觀
點。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透過右方連結收聽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Nsb3VkLmNvbS91c2Vycy9zb3VuZGNsb3VkOnVzZXJzOjkzMDYzODUxMi9zb3VuZHMucnNz?sa=X&ved=0CAMQ4aUDahcKEwjwpdCu5-z-AhUAAAAAHQAAAAAQAQ
https://player.soundon.fm/p/e33ba32d-ad37-467e-af72-b1229cbe28d6
https://player.soundon.fm/p/e33ba32d-ad37-467e-af72-b1229cbe28d6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id1548889200
https://soundcloud.com/kpmgtaiwan
https://podcast.kkbox.com/channel/CqXkidf6Pw09k6OH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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