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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據KPMG最新出版的全球CEO大調查顯示，企業
在規劃營運策略時，地緣政治風險已成為CEO關注
的頭號議題。幾十年來，企業認為地緣政治波動通
常只是暫時性的，所以大多數企業是以被動形式應
對地緣政治變化，而不是主動預測。然而，如今的
地緣政治動盪已經引發結構性變化，而地緣政治聯
盟也正在重組，影響著全球經濟架構。此時，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CEO們預見地緣政治變化，以
便做好準備和應對。

未來，三個可能影響企業營運的關鍵風險：

1. 貿易政策限制

全球貿易和投資模式正在發生變化。供應鏈和經濟
一體化的未來，將越來越走向依據國家安全優先事
項為主，並受更多政策干預的影響。

2. 地緣政治脆弱性

衝突升級日益加劇，集體安全制度(註)因缺乏全球領
導力而受到破壞。儘管如此，卻僅少數公司實施具
韌性的策略。

3. 人工智慧治理差異

全球新興技術的監管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和碎片化，
這意味著企業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金錢和精
力來引導公司渡過這些未知的領域。

概況

地緣政治局勢和不確定性正拖累全球經濟成長，並
可能引發進一步供應鏈衝擊，助長通膨持續。受歐
洲和中東持續衝突、中國增長放緩、美中競爭及可
能改變全球安全和經濟結構的美國大選影響，全球
貿易和投資前景仍然脆弱。本報告評估，儘管通膨
下降，已開發國家的央行在工資增長強勁和通膨風
險明顯的情況下，仍不會大幅降息。對企業而言，
這意味著主要經濟預測極易受到地緣政治環境動盪
的影響，因此，掌握地緣政治趨勢，區分事實與虛
構，對全球公司至關重要。

宏觀層面上，有三個主要趨勢可能在中長期影響企
業營運：國際貿易變得更加複雜、全球衝突在缺乏
領袖的(G-Zero)時代上升、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與監
管之間存在差距。近年來出現「去全球化」和「慢
全球化」的術語，描述新時代的貿易環境。儘管國
際貿易流量預計在2024年將同比增長3.3％，但貿易
限制仍在增加(2022年，各國對貿易實施約3,200項
新限制，2023年約3,000項，而2019年僅約1,100
項)，這表明了貿易環境的變化和多樣化的趨勢。

跨國公司面臨越來越多的貿易管制，需調整營運策
略並加強韌性措施。全球衝突的增加可能使企業面
臨額外負擔，尤其是那些以前未曾專注於危機管理
和應急計劃的企業。儘管AI技術有巨大潛力，但全
球缺乏統一的監管框架，企業需在內部建立防範措
施，同時最大程度地利用技術帶來的機會。保護人
員、資產和資本的能力將成為企業韌性重要一環。

影響企業成長的三大挑戰

1 貿易政策限制

2 地緣政治脆弱性

3 人工智慧治理差異

衝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顯著，
全球GDP受到了重大影響。

註：由幾個國家互相保證承諾，遇有破壞和平、發生侵略事件時，
即採取集體行動，以維持和平，制止侵略的一種制度。

2016年至2023年間，人工智慧
投資增加五倍。5x

12.9%

全球貿易限制自2019年以來
幾乎增加三倍。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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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政策限制

為了應對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許多國家沿著意識
形態和地緣政治的斷層重新調整了經濟關係。聯合
國最近的分析表示，全球貿易模式已發生了地緣政
治轉向；許多國家和地區轉向與意識形態上一致的
貿易夥伴尋求合作。

自 2022年末，貿易的政治鄰近性 (geographical 
proximity)明顯上升。表示雙邊貿易偏好向具有相似
地緣政治立場的國家(友岸外包)轉移。同時，總體
上貿易夥伴的多樣性也有所減少，說明全球貿易集
中在主要貿易夥伴關係之內。

各政府為鼓勵與「地緣政治上接近 (geopolitically 
close)」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貿易而採取的破壞性貿
易措施大致分為三類：

1. 用於經濟大國之間戰略競爭工具，例如：戰略
供應鏈中的去風險政策，如對半導體技術或關
鍵礦物的出口管制。

2. 衝突引發的行動，例如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

3. 用於影響不合規行為的立法，例如歐盟《企業
永續盡職調查義務指令(CSDDD)》，碳邊境調
整機制(CBAM)等。近年來此類的貿易限制有所
增加，迫使企業不斷重新考慮其貿易策略和供
應鏈。

戰略競爭：

貿易政策已成為經濟競爭對手進行戰略競爭的主要
手段。發達經濟體中，關稅率、出口管制和進口禁
令已變得司空見慣，從2019年以來幾乎增加三倍，
達到近3,000項，且這一趨勢預計將持續到2024年。
隨著對新興技術霸主地位的競爭升溫，貿易限制和
工業補貼將繼續主導全球供應鏈，企業可能因此陷
入兩難境地。

衝突措施：

2023年，重大衝突事件引發一系列以安全為基礎的
貿易措施，無論是否有意，這些措施都對目標區域
以外的貿易產生了直接影響。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侵略所實施的經濟制裁和航運禁運，迫
使全球供應鏈在能源商品、基本商品、關鍵礦物等
進行重組。隨著全球衝突的增加成為常態，相應的
制裁可能也會上升。

價值立法：

尤其在西方國家立法限制那些不遵守法挸的企業從
事貿易行為。法規如氣候倡議如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和針對侵犯人權的強迫勞動指令，都是增加
第三方供應商執法的措施。例如，《維吾爾強迫勞
動預防法》導致被調查、扣留在邊境或被拒絕進入
美國的船隻數量急劇增加。

影響企業成長的三大挑戰

全球貿易模式的地緣政治轉向
自 2022 年第一季以來依地緣政治親疏遠近三大群
體間，雙邊貿易的平均變化情況

Source: United Nations, “Global Trade Update” (December 2023).

全球貿易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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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脆弱性

當前地緣政治充斥著普遍的不信任感，導致一些國
家和地區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上合作意願降低。
這削弱了聯合國(UN)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多邊
組織機構的權力，成員國選擇保護自身國家利益而
非共識外交。

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數量顯著下降，從2020年的
0.43:1降至2022年的0.31:1，顯示衝突事件增加或
合作減少，但無論哪種情況，衝突解決都未能跟上
戰爭趨勢。以下是一些關鍵數據：

 2022年，91個國家捲入某種形式的衝突，而
2008年僅為58個。

 衝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估計達到17.5萬億美元，
相當於全球GDP的12.9%。

 到2022年底，全球超過1.08億人因迫害、衝突和
暴力被迫流離失所，比2021年增加了1,900萬。

資源衝突可能加劇，特別是在關鍵礦產的爭奪，例
如：委內瑞拉(Venezuela)和蓋亞那(Guyana)因領土
和油田爭端持續緊張、衣索比亞(Ethiopian)要求獲
得紅海港口通道，以及埃及 (Egypt)和衣索比亞
(Ethiopian)在尼羅河大壩問題上陷入僵局。儘管直
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較低，但對水資源、港口和能
源控制將成為重點。非國家衝突的影響也在上升，
2023年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8,352人，比
前一年增加了22%，大部分恐怖活動已從中東和北
非轉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

對於企業而言，地緣政治競爭對全球航運瓶頸構成
風險，包括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
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海運貿易的互聯性意味著
任何中斷都可能蔓延至全球，企業需評估有限替代
路線和增加的運輸成本相關風險。衝突風險增加意
味著企業需要制定連續性計劃，監控危機確保員工
安全。隨著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推出，網絡安全將
持續高度關注。此外，強烈的聖嬰現象將增加重疊
氣候危機的風險，從極端高溫到洪水，都將影響全
球企業營運。

中東衝突升級可能進一步引發更廣泛金融和營運危
機，例如：自2023年12月起，商業船隻為避開胡塞
武裝在曼德海峽的襲擊，改道繞過蘇伊士運河，導
致全球運費指數翻漲近三倍。未來幾個月，企業需
密切關注中東地區衝突升級的風險。

人工智慧治理差異

在人工智慧領域，過去幾年見證了總體投資和特定
生成式AI資金的重大提升。儘管2023年整體AI私人
投資有所下降，然而生成式AI技術的資金從2022年
起增加近八倍，達到252億美元。2024年及以後，
企業迅速從投資轉向在其營運中運用AI。意味著，
許多企業領導者似乎意識到被甩在後面的風險：

 KPMG的CEO大調查顯示，70%的企業領導者將
生成式AI作為其首要投資。

 生成式AI公司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在2023年增
加二倍以上，達到21.8億美元，相比前一年的10
億美元。

 2024年第一季的私募股權投資已超過2023年，
達到超過2.5億美元。

 自2016年以來，AI投資已增加五倍以上。

影響企業成長的三大挑戰

全球貿易咽喉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地圖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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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司適應變化的速度令人鼓舞，但企業領導者
必須優先發展真正的戰略性AI框架，該框架需充分
理解AI所代表的政治、技術和道德風險。企業需要
提高對網路安全威脅的警惕，並採取更細緻的方法
來處理聲譽問題，確保在擁抱AI技術的同時，保護
員工和消費者的利益。

企業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方法

鑑於複雜的「多重危機」環境，企業更應化被動為
主動，針對其地緣政治風險採取策略和框架。其目
標應該是避免處於不斷的危機管理模式中，而是及
時預測和快速應對政治和監管趨勢。為此，企業應
發展全面的地緣政治風險管理方法，從董事會和執
行管理層開始，而不僅僅將地緣政治作為公司風險
登記表中的一個次要項目。起點應該是評估其當前
的地緣政治風險管理模式，以獲得基準並與所有利
益相關者合作，完善其框架：

 企業應該發現並評估對其業務、計劃和投資產生
最大影響的趨勢。

 將這些趨勢與關鍵的收入和成本驅動因素以及具
有明確責任和行動能力的業務功能進行對應。

 應制定定期監測和報告框架，施行情境和壓力測
試，並準備應對風險和機遇的緩解策略和手冊。

不同公司即使在相同風險下，也可能會出現不同的
風險暴露，因此針對公司營運上的具體風險必須進
行全面地情境設計。董事會和管理團隊可以將地緣
政治風險作為一個持續的治理流程，相當於合規性
或網路安全，此外，地緣政治風險監控應該定期更
新，包括當前風險、未來風險和危機應變計劃的更
新。

積極主動應對地緣風險的五個考慮因素

完整報告：《影響企業成長的三大挑戰》

影響企業成長的三大挑戰

企業領導者已經認識到人工智慧的特殊能
力和效率，並為此進行大量投資。

將多元觀點引進董事會，各種背景和專
業知識助於獲得更豐富的訊息，以做出
明智的決策，並更嚴格地測試潛在的地
緣政治情境。

1

建立系統性方法來瞭解公司的風險暴露，
這不僅是擁有實地情報，還需要將潛在
問題結果與公司的收入和成本驅動因素
對應，以便做出明智決策。

2

風險揭露不該只停留在某特定人士，而
是透過董事會向董事會成員報告，有助
於防止訊息被孤立。

3

定期報告風險評估，對董事會、監管機
構或公眾系統性地報告，有助於確保框
架是最新的。

4

挑戰先前的假設，並引入外部專家(如有
必要)，為應對地緣政治風險建立強大的
框架。

5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4/07/kpmg-top-risks-forecast-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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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繼續吸引馬來西亞人留在該
國，也許是通過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水。公司必須
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因為歸根結底，這是供求關係
的函數。」他說。

而關於政府正在採取哪些舉措來解決半導體行業人
才短缺的問題，他回應政府計劃培訓6萬名半導體行
業的高技能本地工程師，並需要政府與私營部門的
緊密合作，如大學和技職教育與培訓(TVET)機構
等，以實現目標。

原文報導：The Edge Malaysia

KPMG亞太業務發展中心新馬區主持會計師趙敏如

半導體雖早已在馬來西亞形成一個聚落，但長期以
來馬來西亞都呈現專業人才流失，僅願意在新加坡
或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工作。馬來西亞政府為了解
決人才短缺問題，近期將要釋出更多的獎勵措施，
提供更優惠的薪資福利政策來吸引馬來西亞人力的
回流，因此台商若要前往馬來西亞投資除了針對供
應鏈整合利多外，同時也要關注馬來西亞的勞工政
策，包含基本工時及假期、公積金提撥、社會保險
法規，以及加班政策等等，以期達到投資利益最大
化的目標。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時事充電站

馬來西亞投資貿易暨工業部(MITI)副部長劉
鎮東呼籲半導體行業提高工資

馬來西亞投資、貿易暨工業部(MITI)副部長劉鎮東日
前出席於吉隆坡舉辦的東南亞半導體展(SEMICON 
Southeast Asia 2024)時表示，半導體業界應提供更
高的薪資和有吸引力的待遇，以吸引流失的技術人
才回國。他強調，周遭鄰國也都祭出更具吸引力的
薪酬以招納的該產業的技術工人；但馬來西亞其實
並不缺乏人才，只是大部分的專業人才都在新加坡
工作，因此，馬來西亞需要找到一個平衡。

劉鎮東指出，業界必須扮演其角色，留住國內的優
秀人才，以確保馬來西亞能夠建立一個強大的半導
體生態系統，並實現《國家半導體戰略》(NSS)所
制定的目標。他表示，首相拿督斯里安華依布拉欣
已為NSS設立了明確的願景和可執行的行動，政府
願意與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

政府目標是在第一階段吸引5000億令吉的投資，並
建立至少10家在設計和先進封裝領域收入達10億令
吉至47億令吉的馬來西亞公司。同時，政府也希望
培育至少100家與半導體相關的公司，其收入接近
10億令吉，從而為馬來西亞工人創造更高的薪資。

原文報導：The Star

馬來西亞投貿部部長Tengku Zafrul表示
MITI和人力資源部敲定吸引人才回馬國的
激勵措施

為了解決馬來西亞的人才短缺問題，馬來西亞投
資、貿易暨工業部(MITI)與人力資源部正在敲定一些
獎勵措施，以吸引高技能本地人才回國。

MITI部長Tengku Zafrul在《國家半導體戰略》新聞
發布會上指出，馬來西亞的高技能工程師正被全球
企業挖走，不僅是半導體行業，其他行業也面臨同
樣的挑戰。

馬來西亞篇

https://www.mida.gov.my/mida-news/miti-hr-ministry-finalising-incentives-to-bring-home-local-talent-says-tengku-zafrul/
https://www.mida.gov.my/mida-news/liew-calls-on-semiconductor-sectors-to-offer-higher-w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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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佐科威總統兩屆十年任期即將屆滿，任內致力
推動工業4.0、城市開發、交通、電力、網路通訊、
衛生醫療等國家中程發展計畫，以成立主權基金，
協助落實基礎建設，限制鎳、銅等工業礦產出口，
引進外資投入製造，讓印尼經濟成長得以超越美日
等先進國家，迎頭趕上中國與印度。

另外印尼能在短期間成為ASEAN(東南亞國家協會)
首位成為OECD候選成員國，而OECD向來有WTO
智庫之稱，可見印尼在全球的政經地位，經濟學家
更預測印尼將為全球前五大經濟體。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時事充電站

印尼經濟成長超越美日

印尼統計局(BPS)日前公布，2024年第一季經濟成
長率達到5.11%，優於市場預期，且創三季來最強
勁力道，超越美國、日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經
濟成長速度。根據BPS的報告，同期美國經濟成長
3.0%，日本成長1.2%，馬來西亞成長3.9%，新加
坡成長2.7%。中國和印度的成長速度分別為5.3%和
7.3%。一系列數據反映強勁的國內消費，有助於抵
銷出口疲弱的情勢，也給央行更多空間，能在必要
時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以便支撐匯率。

BPS代理負責人Amalia解釋說，印尼經濟成長的主
要動力來自家庭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PMTB)或
投資。她指出，2024年第一季PMTB成長1.19%，
主要由外國和國內投資者的資本貨物建設和投資所
推動。儘管2024年第一季印尼經濟成長率達到
5.11%，但與上一季度相比，經濟收縮了0.83%。

原文報導：detikNews

印尼將成為最快加入OECD的國家

印尼經濟統籌部秘書Susiwijono Moegiarso表示，
印尼將成為亞洲最快進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成員資格審查階段的國家，僅花了7個月。
相比之下，阿根廷、新加坡和泰國已經申請多年，
但印尼的申請速度證明了國際社會對印尼的高度信
任。

近期，Susiwijono陪同經濟事務協調部長Airlangga 
Hartarto(印尼加入OECD準備和加速國家團隊主席)
與 2024-2029年當選總統兼國防部長 Prabowo 
Subianto會見了OECD秘書長馬蒂亞斯·科曼。會議
期間，OECD秘書長向Prabowo解釋了印尼加入
OECD進程的下一步，這與5月2日至3日在巴黎舉行
的OECD部長級會議(PTM)上討論的《OECD印尼加
入路線圖》有關。

原文報導：Liputan6

印尼篇

https://finance.detik.com/berita-ekonomi-bisnis/d-7327048/top-pertumbuhan-ekonomi-ri-kalahkan-as-jepang
https://www.liputan6.com/bisnis/read/5607152/indonesia-bakal-jadi-negara-tercepat-masuk-oecd-kalahkan-deretan-negara-ini?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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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越南總理決定大幅減少並簡化貿易促進領
域的行政程序

於2024年2月29日，總理按工業和貿易部長的提
議，頒布了第209/QD-TTg號決議並立即生效，以簡
化2024年工業和貿易部管理權限範圍內的業務活動
相關法規。具體包括：

取消簡易促銷類型的通知要求：為了提升企業的市
場反應能力，減輕企業的行政成本負擔，以下貿易
促進活動不再需要通知程序：

 為客戶組織文化、藝術、娛樂節目或其他活動；
 為客戶提供免費樣品或服務；
 贈送商品並提供免費服務；
 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折扣；
 以優惠券/折價券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

藉由申請案件中免除以下文件，減少貿易促進申請
案件的組成：

 將報名抽獎促銷計劃的申請案件中，免除「未經
認證之促銷商品品質文件」，以及

 將用於舉辦貿易展和展覽會的註冊申請案件中免
除「企業註冊證書、投資註冊證書、設立決定或
其他具有相同效力有效文件」。

增加貿易促進活動中企業營運彈性：要求簽字人在
一般情況下為「企業代表」，而非先前嚴格規定的
「法定代表」。

關於修改和補充先前規定外國貿易促進組
織代表處之法令

於 2024年 2月 7日，政府發布《第 14號法案
/2024/ND-CP》(以下簡稱《第14號法案》)，自
2024年3月25日起生效，修訂和補充《第28號法案
/2018/ND-CP》外貿管理法中涉及外貿發展措施的
部份條文。

整體來說，《第14號法案》通過以下方式簡化外國
貿易促進組織代表處(Representative Office, RO)
之許可證程序：

 職權下放：由工業和貿易部下放至RO所在地的
省級工業和貿易部。

 補充申請提交方法：有關RO許可證的申請案除
透過傳統的直接提交，還可以透過國家公共服務
門戶網站或省級行政程序資訊系統線上提交。

 免除不必要的文件：於提交/修改RO許可證之申
請案中不再需要提交「RO總部所在地之合約、
協定或相關證明文件」。

 澄清許可程序中法定時間/截止日期，特別是：
- 從變更日起，申請修改RO許可證的截止日期
從30個工作日縮短到30日。

- 將法定處理時間定義並縮短如下：
1. 對於RO許可證之發放：從15個工作日修

改為20日(需與公安部和國防部協商的情
況下延長到40日)；

2. 對於RO許可證的修改/重新發放/延期：從
10個工作日修改為14日(將RO總部位置變
更至另一個省份或中央行政城市的情況下
延長到26日)。

3. 相關機構(即公安部和國防部)提供書面意
見的截止日期，自收到省人民委員會作出
裁定後不得超過14日。

外資於越南投資範疇日益趨增，越南政府隨之推出
減少行政負擔的決議。臺商可多善加利用越南政府
優化行政程序的政策，有效提升在越南市場之作業
效率。另由於貿易促進活動申請和代表處設立程序
之簡化，包括利用線上提交選項、縮短作業、免除
部分文件等，使整體越南監管環境更加便利，伴隨
著刺激外資投入越南貿易活動的意願。

越南：商業活動流程簡化及國外貿易管
理強化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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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政府為強化稅務行政管理且因應全球採用
電子發票的趨勢，在2023年預算聲明中說明馬來西
亞將導入電子發票措施，馬來西亞內陸稅務局
(Inland Revenue Board , IRB)後續於2023年10月正
式宣布，電子發票措施將延遲至2024年8月1日起逐
步實施。

何謂電子發票

電子發票是供應商和買方之間交易的數位證明，其
將取代發票、借/貸方通知單等紙本或電子文件，預
計將對企業對企業(B2B)、企業對消費者(B2C)和企
業對政府(B2G)交易產生影響。在馬來西亞，電子化
發票應以 IRB規定的格式開立，可由相關系統如
XML和JSON自動處理，其內容應包含53項應包含
項目，包括賣方和買方資訊、商品描述、數量、價
格、稅金、總金額、付款方式等資訊。

電子發票主管機關

馬來西亞IRB為負責監督電子發票活動的主管機關，
於2023年7月發布電子化發票指南，詳細說明電子
發票的實施範圍、實施方法、遵循規定、保存記
錄、解決常見問題等。此外，IRB還與馬來西亞數位
經濟公司(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MDEC)簽署合作備忘錄，就電子發票倡議建立合作
關係。

電子發票措施實施時間

 年營業額或收入超過1億令吉(約新台幣6.8億元)
的納稅義務人必須在2024年8月1日前實施電子化
發票措施；

 年營業額或收入在2,500萬令吉至1億令吉(約新
台幣1億7千萬元至新台幣6.8億元)之間的納稅義
務人須在2025年1月1日前實施電子化發票措施；

 其他收入門檻的納稅義務人須在2025年7月1日前
實施電子化發票措施。

馬來西亞政府計畫透過電子發票措施，支持數位經
濟成長並提高馬來西亞稅務管理的效率，防止稅收
流失以及協助企業節省納稅時間和資源，提高國際
貿易實體的業務便利性。

電子化發票措施的引入為馬來西亞的商業環境帶來
變革，其對企業帶來的好處包括可簡化會計流程，
大量減少計算上之錯誤、數位化轉型、提高營運效
率及有助於企業能夠即時且確保報稅數據正確等；
可預期企業也將面臨如主管機關對電子發票合規性
審查、技術過渡、數據安全及準確性等挑戰。建議
台商在當地泰國企業在實施前可先依據IRB發布的電
子化發票指南進行影響評估，並分析當前電子發票
狀態與合規標準間之差距，以盡早做準備。

本篇同步刊載於《會計研究月刊》2024/06

馬來西亞：逐步實施電子發票措施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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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於2024年3月28日正式通過稅務改革法
案，其相關內容與2023年12月時提出的2024稅務改
革草案(連結)一致，國際租稅方面包含日本所得涵蓋
原則(Japanese Income Inclusive Rule, J-IIR)實施細
則及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規定。

日本所得涵蓋原則(J-IIR)
參考OECD官方公告之行政指引及國際間之討論，
對J-IIR進行以下修訂。

租稅管轄區補充稅(Jurisdictional Top-up Tax)
考量租稅管轄區補充稅是計算J-IIR下全球最低稅負
之基礎，稅務改革法案針對租稅管轄區補充稅進行
以下修訂：

 日本將制定合格當地最低稅負制避風港措施
(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 Safe 
Harbour, QDMTT Safe Harbour)，若一企業實體
在其居住國須繳納合格當地最低稅負制(QDMTT)
且該國滿足特定要求，則該國的租稅管轄區補充
稅(即按所得涵蓋原則(IIR)計算之最低稅負)將被
視為零。此外，無稅籍企業實體 (Statless 
Constituent Companies)若須繳納合格當地最低
稅負制則在計算租稅管轄區補充稅時，可將合格
當地最低稅負制稅額扣除。

資訊申報系統

 若日本公司為跨國企業集團之集團成員，必須在
各適用財政年度結束後的1年3個月內(某些特殊
情況下為1年6個月)，用英文透過電子稅務(e-tax)
方式向稅務主管機關提供該集團之特定資訊。

 具體應提交之特定資訊，將依據申報義務之日本
企業分類而有所不同。

受控外國公司(CFC)規定
CFC制度將與J-IIR規定共存，為防止外國子公司避
稅之重要性亦不會在引進第二支柱規定後而有所改
變。考量實施第二支柱規定後，將對公司產生額外
的稅務遵循成本，因此日本國會在本次的改革法案
中延續2023年稅務改革法案之修訂。

本次在日本國會通過的稅務改革法案中，可看出日
本在國際租稅上積極與OECD反避稅制度接軌，日
後也會陸續推出修改國稅及地方稅之因應政策。此
外，考量OECD將於今年下半年持續討論合格當地
最低稅負制(QDMTT)和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TPR)
之實施細節，日本政府將參考OECD及國際上之討
論，預計最快在2025的稅務改革法案上推出合格當
地最低稅負制和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之相關立法。
在全球最低稅負制下，合格當地最低稅負制係為當
地國維護稅權最優先的因應措施，建議台灣跨國企
業投資日本也要持續注意當地法令進度以及時進行
稅務管理。

日本：國會正式通過2024稅務改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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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利盒(PatentBox)租稅優惠草案已於2024年3
月28日發佈。香港財政司司長於『2023/24年度財政
預算案演辭』中宣佈，將對源自香港的合格智慧財
產權之應稅利潤推出專利盒租稅優惠，以促進創新
及科技行業的發展，並提升香港作為智慧財產權貿
易中心的競爭力；亦於去年9月啟動該項擬制租稅優
惠的諮詢會議後，發布《2024年稅務(修訂)(知識產
權收入的稅務寬減)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
案」)，明列建議的專利盒租稅優惠詳情。《條例草
案》將提交立法會審議，該法案通過後，專利盒租
稅優惠將可追溯至2023/24課稅年度適用，在符合適
用要件後，可就源自合格的IP使用或出售所產生之
應稅利潤(即非資本性質的利潤)適用5％優惠稅率。

專利盒租稅優惠的主要特點

將需要採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稅基侵蝕
與利潤移轉(BEPS)第5項行動計劃中提出之連結性
(Nexus)概念，以避免被視為有害的稅收政策。以下
為該租稅優惠之主要特點：

1. 租稅優惠：

‒ 納稅人在進行年度選擇時(指針對合格智慧財產
權做出之選擇)，該納稅人因使用或出售合格智
慧財產權而產生之香港應稅利潤(即非資本性質
的利潤)將得適用5%的優惠稅率。

‒ 應稅利潤可適用租稅優惠之部分將按納稅人之研
發部分為計算基礎(詳見下文)，這與OECD提出
連結性比率和香港外地收入豁免徵稅規定
(Foreign Source Income Exemption, FSIE)中所
指境外智慧財產權收入免稅的連結性要求一致。

2. 適用對象：

符合香港擬制專利盒租稅優惠之適用對象，係指有
權自合格智慧財產權中獲得收入的納稅人。

3. 合格IP：
‒ 合格IP的定義係指(1)合格的專利，(2)合格的植
物品種專利，以及(3)根據香港法律或香港以外任
何地方受版權保護的軟體。合格的專利主要指在

‒ 香港或任何海外專利局授予的專利或提交的專利
申請。對於短期專利，除前述條件外，尚須在指
定期限內向香港專利註冊處提出獲批准後實質審
查之申請。

‒ 《條例草案》亦載明了處理分案專利申請的條
文，例如，如果原專利申請已選擇享受優惠稅
率，若有相關的分案專利申請存在，則該選擇也
被視為已套用於該分案專利。

‒ 針對在香港以外授予的專利／植物品種專利或在
香港境外提交的有關權利的申請而言，如該權利/
申請的提交日期是在《條例草案》生效日期後24
個月內提出(意即24個月的寬限期)，則必須在香
港申請或授予相應的當地專利／當地植物品種專
利(本地註冊需求)。

‒ 若已獲准適用5%的優惠稅率，但適用減稅之合
格IP其後遭撤銷、取消、拒絕或撤回等，則先前
按5%稅率徵稅的應稅利潤部分將被視為納稅人
的營業收入，並於發生合格IP遭撤銷、取消、拒
絕或撤回等之課稅年度按相當於該課稅年度標準
稅率與優惠稅率之差額的稅率徵稅。

4. 合格IP收入包含：
‒ 自合格IP獲得的收入，涉及IP的(1)展示或使用，
或展示或使用權利(不論於香港境內與否)，或(2)
傳授、承諾傳授與使用IP(不論於香港境內與否)
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知識

‒ 出售合格IP產生之收入
‒ 在公正合理的基礎(即根據OECD的移轉訂價指導
原則和常設機構的利潤歸屬規則)可歸因於合格IP
之產品銷售或服務提供收入

‒ 與合格IP有關的任何保險、損害賠償或賠償金
額。

5. 應稅利潤中研發比例及優惠適用之部分：

‒ OECD的連結性概念要求納稅人記錄IP收入及支
出的產生，並將其歸屬於特定IP資產。因此，在
專利盒租稅優惠下，適用5%稅率的應稅利潤將
根據研發比例計算合格IP(即標的IP)。

香港：專利盒租稅優惠草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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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的研發費用及非合格費用的類別如下表所
示，研發比例必須根據自2023年4月1日(或納稅
人選擇的較早日期)起就該特定IP產生的合格研發
費用(EE)和非合格費用(NE)的累計金額計算。然
而，作為過渡性措施，在資料不充足的情況下，
研發比例可根據納稅人所選擇的「3年滾動平
均」計算，以計算納稅人在2023年4月1日至
2025/26課稅年度納稅人基準期的最後一天為止
累積的合格IP收入。若採上述方法，研發比例係
根據納稅人在3年期間(從何項合格IP收入開始累
積的課稅年度基準期結束時)就所有IP資產產生的
EE和NE總額計算，尚無需紀錄費用，亦不需將
費用歸屬至何項合格IP。

‒ 如果一筆EE或NE產生多個IP，則其等費用需在
特定IP與其他IP進行公平且合理地分攤，《條例
草案》將其定義為合格IP之於IP費用比例之金
額。

6. 損失處理：

《條例草案》根據BEPS第5項行動報告中提出的要
求 ，納稅人因適用擬制的專利盒租稅優惠獲得之收
入而蒙受的稅務損失，可以用以抵銷納稅人的其他
應稅利潤，惟該損失需先根據稅率差異進行調整。

7. 從集團內部授權合約中獲得之合格IP收入：
有別於一些香港其他現行的租稅優惠，會規定納稅
人(按正常稅率繳納所得稅)向關係企業(若其按優惠
稅率納稅)支付的款項需相應減少的可扣抵金額(《稅
務條例》第16(1A)條)；而在擬制之專利盒租稅優惠
的範疇下並不要求這樣的調整，若一集團成員(適用
正常16.5%稅率)支付授權費用予另一集團成員(享受
5%稅率)，這些授權費用不需要進行此類調整。

8. 通知和記錄保存要求：

專利盒租稅優惠尚有額外的通知及記錄保存要求。
舉例來說，如先前批准的專利被撤銷或取消，或先
前提交的專利申請被拒絕或撤回等，納稅人須主動
通知稅局。此外，相關交易及業務紀錄須在交易完
成後保留7年，或在選擇適用租稅優惠後保留7年，
兩者以較晚者為準。

香港政府推出專利盒租稅優惠政策，期待以務實和
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方式推行此項租稅優惠政策，藉
以刺激香港進行更多研發活動和IP的商品化。

為進一步優化香港整體IP之稅制，以下議題值得進
一步探討：(1)導入對一般無形資產攤銷費用的稅務
扣抵，(2)提高現行IP購置成本的稅務扣抵，以及(3)
考慮BEPS 2.0的Pilar2對專利盒租稅優惠及研發支
出稅收減免的影響。

本篇同步刊載於《會計研究月刊》2024/06

香港：專利盒租稅優惠草案發布

費用類型 合格的研發
費用(EE)

非合格費用
(NE)

1. 納稅人在香港或香港境
外進行的研發活動 是 否

2. 外包予非關係人並在香
港或香港境外進行的研
發活動

是 否

3. 外包予香港關係人並在
香港進行的研發活動 是 否

4. 外包予香港關係人且在
香港外進行的研發活動 否 是

5. 外包予非香港關係人並
在香港或香港境外進行
的研發活動

否 是

6. 符合條件的智慧財產權
的收購成本 否 是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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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最新投資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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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菲律賓投資手冊

菲律賓經濟持續增長，不僅內需市場廣闊，勞動人口龐大且年輕，教育程
度高，成為東南亞製造的新興力量。擁有眾多經濟特區和優化的投資環境
更吸引大量國際資本，除觀光和後勤服務外，菲國成功吸引多家電子和汽
車大廠投資。近年將發展擴展至航天、醫療領域，投資環境日益優化下，
市場前景可期！2024菲律賓投資手冊收錄經濟特區投資概況、租稅優惠、
勞工工時及薪資標準，助您掌握商機。

下載PDF手冊

2024印度投資手冊

近年印度經濟發展迅速，GDP連連成長，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此外，
印度藉龐大人口紅利成為投資新寵，在政府力倡「印度製造丶科技印度、
數位印度、科技印度丶智慧城市」等政策下，經濟逆勢突起，成為企業全
球布局時不能忽視的巨象。2024印度投資手冊內含投資環境介紹、解鎖印
度招商政策、勞工法規及薪資水準、台商布局區域與租稅獎勵優惠，帶您
一探究竟。

下載PDF手冊

東南亞最新投資手冊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07/tw-kpmg-investment-in-philippines-2024.pdf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07/tw-kpmg-investment-in-india-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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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專欄

中國大陸新修訂公司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施行，此
次公司法修訂為較全面的修訂。主要完善了公司資
本制度，取消了註冊資本的完全認繳制，依照新公
司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需從成立
之日起五年內完成注冊資本全額實繳」，股份公司
則是「發起人在公司設立時全額實繳注冊資本」。
這與過去中國大陸公司法規定注冊資本是可以依照
股東協議或章程規定的時程來實繳有很大的差異，
未來台商在中國大陸成立公司或增加注冊資本時，
需要更妥善的規劃出資金額、出資形式及資本實際
到位的時程。

注冊資本登記管理新制度的因應方式，按照2024年
6月7日通過之「注冊資本登記管理制度的規定」可
區分為兩種情況，自2024年7月1日起新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可自成立之日起五年內繳足注冊資本，
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冊資本的，應當在公司股東全
額繳足股款後，辦理注冊資本變更登記。而依照新
修訂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2024年7月1日前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有一個三年的過渡期，自
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公司法實施前設
立的公司其出資期限超過公司法規定的期限者，應
該於過度期限內調整剩餘出資期限至五年內，也就
是說，現存有限責任公司最晚在2032年6月30日前
需完成注冊資本全額實繳到位，惟調整後股東出資
期限應該記載於公司章程，並依法在中國大陸的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上向社會公示。

依「注冊資本登記管理制度的規定」第五條規定，
2024年7月1日前設立的公司，在過渡期內申請減少
注冊資本但不減少實繳出資額者，於符合下列條件
時可通過中國「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向社
會公示二十日。公示期內債權人沒有提出異議的，
公司憑申請書、承諾書辦理注冊資本變更登記：(一)
不存在未結清債務或者債務明顯低於公司已實繳註
冊資本等情形；(二)全體股東承諾對減資前的公司債
務在原有認繳出資額範圍內承擔連帶責任；(三)全體
董事承諾不損害公司的債務履行能能力和持續經營

能力。不符前款規定的，公司仍應當按新公司法第
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五條等規定辦理減資。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司
的董事需向未於期限內實繳到位已認繳注冊資本之
股東催繳注冊資本，董事未執行催繳若公司因此而
有損害董事需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外新公司法第五
十二條規定，若股東未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日
期繳納出資，公司應以書面催繳書催繳出資，若股
東仍未履行出資義務的，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可以向
該股東發出書面失權通知。依照前款規定喪失的股
權應當依法轉讓，或者相應減少注冊資本並註銷該
股權，若六個月內未轉讓或者註銷的，由公司其他
股東按照其出資比例足額繳納相應出資。

另外，股東雖可以透過轉讓認繳出資額度解決無法
如期實繳資本金之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依照新公
司法八十八條規定，股東轉讓已認繳出資但未屆出
資期限的股權，由受讓人承擔繳納該出資的義務；
受讓人未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的，原轉讓人對受讓人
未按期繳納的出資承擔補充責任，這是原轉讓人在
轉讓注冊資本出資認繳額度時需要特別留意的。

而過去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設立並制定章程之中外合資企業，也將於2020年新
修定「外商投資法」生效適用過渡期結束後，於
2025年1月1日開始適用「外商投資法」，而外商投
資法對於公司注冊資本、股東會及董事會之相關規
範則回歸新公司法之規定，由於過去針對注冊資本
的實繳規定，中國大陸的中外合資法和公司法一直
存在的差異，也將於本次公司法修訂後一體適用，
建議有在中國大陸設立公司之台資企業，需儘早檢
視注冊資本實繳到位情況並規劃因應。

(作者為KPMG安侯建業亞太業務發展中心中國區業
務發展主持會計師 陳政學)

中國新修訂「注冊資本登記管理制
度」專家呼籲企業應提早規畫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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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越南政府提出兩項稅法修正草案，將對越南台
商產生重大影響。其一，《增值稅法修正草案》對
越南提供出口服務台商將會增加10％增值稅成本；
其二，企業若在當地想要出售股權，也會因越南財
政部於2024年6月發布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
而可能提高股權轉讓稅負成本。

目前已投資或預計投資越南台商企業，應密切觀察
立法進度，評估可能之影響，及時調整企業稅務籌
畫策略。另外，台商企業也應加強與越南政府和商
業團體的溝通，爭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反映企業的
實際情況和需求。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近日就
《增值稅法修正草案》向越南政府提出了建議。根
據該草案，越南政府擬將部分出口服務可享受增值
稅0％的項目進行限制，除正面表列之出口服務外，
其他出口服務的增值稅稅率從現行0％上調至10％。
這一變化引發了越南外資企業廣泛的擔憂，特別是
對越南出口加工企業(EPE)以及其他出口導向型企業
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

EPE企業採購之大多數出口服務將適用10％之增值
稅稅率，在現行法規制度下EPE無法享受增值稅退
稅或進銷互抵的制度，進而增加EPE企業之營運成
本，降低出口競爭力。另外，對提供母公司或國外
客戶來料加工服務之一般台資企業影響更為重大，
因來料加工服務目前並不在適用0％稅率之出口服務
清單中，將來所有出口加工服務恐面臨課徵10％增
值稅的情況，將大幅增加出口加工服務企業成本。

《企業所得稅法草案》最重要的潛在變更之一是對
外資企業轉讓越南股份的計稅方式進行重大調整。
根據該草案，外資企業出售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或
有限責任公司投資資本時，需按總銷售金額的2％納
稅，而不再按收益的20％納稅。這一變更旨在簡化
稅收計算，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包
括稅收負擔轉移及缺乏細則指引。

新的計稅方式雖然簡化了稅收計算，但對於處於財
務虧損或僅為重組目的的交易，可能會增加額外的
稅收負擔。且新法草案尚未提供間接轉讓的詳細定
義，特別是對於境外轉讓的合理限制仍未明確，這
可能導致實際操作中的不確定性。

針對上述越南當局提出的稅法修正草案因應之道，
建議企業可以考慮在投資結構和業務流程上進行調
整。例如，重新評估供應鏈和生產流程，尋找更具
成本效益的運營模式。通過積極應對和策略調整，
在越南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

(作者為KPMG安侯建業亞太業務發展中心越南所合
夥人陳家程)

越南提高企業稅負台商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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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傳承提早布局才能做到「分而不離」
KPMG助泰國台商啟動家族傳承

活動花絮

近年台灣家族企業展開接班，許多企業主在面對傳
承時，常會感到焦慮不知從何著手。在海外打拼的
台商也不例外，事業經營有成的同時，也逐漸面臨
交棒的議題。日前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與KPMG
安侯建業攜手舉辦「2024啟動家族傳承研討會」，
分享家族傳承時可能遇到的稅務議題，以及如何透
過人才、低碳及數位轉型三大驅動力打造家族企業
永續傳承。吸引一代、二代台商企業近60位與會，
交流熱烈。

會中亦邀請泰國第一琺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樹
添與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資深執業會計師郭
士華及專家們面對面座談，分享傳承經驗甘苦談，
提供貼近台商企業的傳承思維解方。專家普遍認為
接班傳承得盡早布局，透過及早安排才能做到「分
而不離」，藉由專家陪跑，協助傳承接班之路，走
得更加順暢、平穩。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使薛秀媚表示，泰國
與台灣經貿關係密切，許多台商都在泰國穩定經營
逾20年，面對企業經營環境改變及科技發展，強化
企業財稅及人資管理，並讓家族企業永續經營、延
續家族價值，繼續在這塊土地發展，也是我們台商
企業持續成長的重要關鍵。感謝泰國台商總會辦理
此次研討會，期盼在KPMG專業領域的分享讓台商
在泰國持續深耕茁壯。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陳漢川則說，傳承接
班議題近幾年持續受到關注，泰國台商也不例外，
每個家族成員對企業傳承與接班都有自己想法，企
業需依自身情況提早規劃準備，使企業永續長青。

KPMG安侯建業亞太業務發展中心泰國區主持會計
師張純怡提到，早期台商帶一卡皮箱攜家帶眷前往
海外打拼，經過三、四十年開創事業，孩子大了，
事業開枝散葉的同時，不論在什麼時間點皆會面臨
到傳承的問題。然而傳承直覺會聯想到「財富」與
「事業」，事業的主角是「人」，人對了財富自然
水到渠成。萬事起頭難，傳承最難的其實是「啟動」

這件事情，世上沒有一套完美的接班典範，得以讓
企業完全模仿複製，每家企業都有不同狀況，建議
企業主提早開始啟動傳承規劃。

然而傳承與時機的選擇相當重要，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洪銘鴻指出，成功交棒是永
續經營的根基，溝通是成就財富傳承的第一步，一
味追求子女平均分配的假性公平，不如幫助子女創
造共享財富的均等。另外，子女爭產是父母責任，
拖延時間不如提早面對問題進一步規劃。洪銘鴻建
議，在資訊越透明下，財富傳承要越聰明，家族傳
承與資產配置工具應有效地搭配，可將不同的傳承
工具綜合運用，如遺囑、閉鎖性公司、保險、信託
或家族憲章等，以達不同的傳承目標。

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陳其愷建議，家族
企業可從人才管理、運用數位科技、低碳轉型等三
方著手，驅動家族企業永續傳承。首先，家族企業
傳承常會遇到家族成員與非家族成員合作共治的議
題，企業需要重新思考因應大環境下的人才策略、
培訓，找到關鍵人才，才能走得更遠。如今數位與
AI時代，未來企業所應具備的能力，是由以人為中
心的軟實力，及以科技和AI協助的資料分析能力組
成。他強調，在全球淨零共識下，永續競爭力已成
企業長久經營的致勝關鍵，企業可以運用「智能數
位工具」將永續目標可視化，邁向精準減碳、驅動
營運再升級。

(左起) 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陳其愷、亞太業務發展中心泰國區主持會計師張純
怡、泰聯堆高機有限公司創辦人林永樺、泰國第一琺瑯(股)公司董事長劉樹添、駐泰國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使薛秀媚、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陳漢川、KPMG安侯建業家
族辦公室資深執業會計師郭士華、資深合夥會計師關春修及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洪銘鴻
一同與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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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新南向淨零趨勢暨投資商機說
明會」協助臺商掌握淨零投資商機

活動花絮

受到全球淨零趨勢、國際碳關稅制度實施，以及國
際品牌對綠色供應鏈要求之影響，新南向各國開始
宣示淨零排放政策並逐步執行相關措施。為協助臺
商掌握新南向國家之最新淨零政策與投資動向，經
濟部投資促進司於(24)日舉辦「新南向淨零趨勢暨
投資商機說明會」，安排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及工研院專家，聚焦近期新南向國家淨零
投資法規、對臺商影響及投資商機等，進行深入剖
析，現場出席人數近百位，吸引和碩、台達電、鼎
新電腦、國泰金控等業者參加。

經濟部投資促進司黃青雲經濟參事表示，全球已有
148個國家宣示淨零排放，涵蓋全球88%碳排放量。
在低碳轉型、綠色轉型訴求下，企業營運面臨重大
挑戰，但同時也成為企業可跨足之嶄新市場，蘊藏
龐大商機。目前新南向國家加速制定氣候法案與淨
零發展政策，臺商須及早提出因應策略，以降低對
企業營運之衝擊與影響；而對於綠色科技、再生能
源、環保儲能、交通運輸等產業，可預見未來將成
為投資熱點，是臺商可把握之發展契機。

說明會首先由安侯碳資源服務公司黃力家董事總經
理就「國際碳關稅趨勢與產業因應」分享見解，包
括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總覽與進度、申報規
定、碳含量計算方式等，提供企業過渡性申報之建
議方針，並以CBAM實務案例剖析最新趨勢。

接續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分享「新南向國家淨零排放
政策與對臺商影響」，說明越南、菲律賓、印尼、
泰國、印度及馬來西亞淨零推動現況與減碳機制。
工研院指出，為因應國際品牌商減碳要求，臺商勢
將加速綠色轉型，如落實碳盤查與碳足跡、善用各
國碳權抵換機制、導入碳管理及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等，以維持企業競爭力。

針對「新南向淨零投資商機」，由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亞太業務發展中心泰國區主持會計師張
純怡、馬來西亞區主持會計師趙敏如，以及印尼區
主持人葉建郎執業會計師，分享泰國、馬來西亞與
印尼之投資商機資訊。

BCG經濟模式是近年泰國最重要之綠色新政，泰國
投資促進委員會(BOI)推出生物、循環及綠色經濟相
關投資優惠與企業所得稅減免措施；馬來西亞積極
推動綠能轉型，2024財政預算案提出綠色投資稅收
優惠，以及發展綠色工業區；印尼首都搬遷將衍生
投資商機，預計帶動經濟轉型及相關重點產業之投
資獎勵。

面對淨零排放趨勢與綠色商機，經濟部將持續協助
臺商海外布局，並在越南、菲律賓、印尼、緬甸、
泰國、印度、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8國設置「臺灣投
資窗口(Taiwan Desk)」，結合在地服務團隊資源，
提供專業投資諮詢及引介服務，歡迎有意赴新南向
投資布局之臺商多加利用。

來源：經濟部完整報導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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