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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季，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分別在高雄及台中

舉辦了二場「解鎖傳承：家業長青的挑戰與機遇」的論

壇，除了探討財富傳承、資產管理時應如何因應稅制變革

的稅務議題外，也分別邀請了一位二代上鎧鋼鐵林郁芳執

行副總經理，以及人稱「阿土伯」的台灣櫻花林有土副董

事長進行分享。這二位講者，一位是接班的家族成員，一

位則是非家族的專業經理人，但他們都同時在接班及參與

企業經營時，展現出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帶領企業進行轉

型變革、成功創新再造。

多年服務家族企業的經驗告訴我們，所謂的家族企業

傳承，並不只是上一代把企業交給下一代，下一代只要依

循上一代的作法，就可以保證企業能夠順順利利地經營下

去，因為不同的時代所遭遇到包括經濟、戰略、金融和技

術環境，以及法令制度等並不相同，且各代的經營者所要

面對的相關人員（如員工、客戶等）的能力、需求及管理

等亦不逕相同，故企業經營的策略得適時因應調整，如何

帶領企業、守住核心、開創新局，成為許多接班者及接班

團隊的重大課題。

很多接班的二代或專業經理人，都會想從讓企業「轉

型」開始，然卻不一定知道企業該從何處開始轉型？而轉

型的目的到底只是為了要走出一條跟上一代不同的道路，

抑或是真正看到了企業的問題了呢？

上鎧鋼鐵的林郁芳以及台灣櫻花的林有土同時都以

「轉型變革」來重塑企業，然而一個是從品牌轉型著手，

一個則是以消費者為核心來推動轉型；設計背景出身的林

郁芳，看到了企業一成不變的產品，無法因應產業的變

化，因而「跳出盒子外（outside the box）思考」，賦予

傳統的金屬擴張網產業全新樣貌。在櫻花服務大半輩子的

阿土伯，則是因為察覺到經營層面的問題，包括營收及獲

利表現的起伏不定、主力消費者樣貌的改變，以及產業面

的變化等，而確定了櫻花需要即刻啟動以消費者為核心的

革新。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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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除了需要找出真正的問題外，也需要進行「溝

通」，使家族間、上一代能夠贊同及支持你的想法與作

法，使企業的經營團隊及員工願意自我提升能力、跟著你

一起轉型。轉型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有許多風險需

要管理，而能夠推動企業向前走更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智

慧，本期季刊摘錄這二場活動的精華，了解企業傳承、推

動轉型的議題外，也帶讀者一窺這二位家族企業的「專業

經理人」（家族成員及非家族成員）轉型有道的心路歷

程。

今（113）年10月28日，憲法法庭針對生前贈與「擬

制遺產」之兩案，判決部分違憲，過去根據《遺產及贈與

稅法》（下稱遺贈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被繼承人死

亡前2年內贈與其配偶的財產，將被擬制為遺產，需計入

遺產稅稅基課稅。然而，實務上卻有因擬制遺產之受贈人

與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不一致以及其不得計入差額分配請求

權之計算，導致遺產稅課徵不合理之情事。此項違憲的判

決，對遺贈稅之影響不容小覷，不論家族尚未或已開始進

行傳承規劃，皆應密切注意後續遺贈稅法之修法方向。本

期季刊，有針對案例之背景以及判決結果說明，使讀者對

本案以及未來修法方向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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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家業長青是許多家族企業希冀的目標，然而面對現今

競爭激烈、國際化和全球稅改風潮方興未艾的經營環境，

企業營運的挑戰接踵而至，風險強度更甚以往，在危機四

伏的處境下，對家族而言，若缺乏完善的傳承規劃，輕者

可能會造成未來家族紛爭，重者恐損及企業經營權與控制

權；而對接班者與經營團隊來說，如何帶領企業，守住核

心，開創新局，將成為企業能否永續的關鍵之一。此外，

家族財富是企業長遠發展的堅強後盾，能否跟著時代潮流

掌握稅制變遷的要點，及早規劃財富保全之策，亦是家族

企業百年基業的挑戰。

有鑒於此，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於11月19及29

日分別假高雄、台中舉辦「解鎖傳承：家業長青的挑戰與

機遇」論壇，除了邀請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團隊洪

銘鴻主持會計師、郭士華資深執業會計師、審計部陳永祥

執業會計師、稅務投資部吳能吉執業會計師、張智揚執業

會計師及顧問部陳其愷執行副總經理多位專家就相關議題

進行解析外，亦邀請到上鎧鋼鐵（股）公司二代接班人林

郁芳執行副總經理，以及台灣櫻花（股）公司第一代專業

經理人林有土副董事長現身說法，分享其推動變革的歷程

與心得。本期季刊特別摘錄活動精華，以饗讀者。

文／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

Winter  2024

郭士華：傳承應「以終為始」，依照家

族未來願景，進行滾動式調整。

放眼國內外家族企業，有的成功傳承百年，有的卻傳

不過三代，深究其原因，關鍵在於家族的價值觀跟使命

感。

企業是家族傳承的重要載體

郭士華表示，家族企業之所以是家族企業，是因為由

家族經營才會展現出來該家族的價值觀或理念、或亦可說

是責任，這是傳承首先要傳的項目。以富過六代的愛馬仕

家族來說，其核心價值是 – 愛馬仕不是從父母手裡繼承來

的，而是從子女手中借來的。因此，當愛馬仕遇到LVMH

的惡意併購，為了延續家族的光榮與責任，家族成員一致

團結起來成立控股公司，成功抵擋了LVMH的威脅。再

者，如國內的合隆紡織，當第四代陳焜耀接班時，歷經兄

弟分裂、大房不贊成、經理人出走等風波，還是咬著牙把

公司撐下來，為的除了它是家族的祖產之外，還有合隆紡

織對客戶、員工及社會的使命感，而這正是成就百年基業

的重要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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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只傳核心價值，將會淪為空談。郭士華建

議，傳承時，須將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一併搭配，才算是

完整的傳承規劃。意即傳承過程中要留意家族財富是否會

越傳越被削弱，另外也要注意股權是否有設置機制以保全

在家族手中，避免因被售出而造成家族失去企業的控制

力。因為企業對於家族而言，是展現價值、財富與權力的

重要載體，若沒有企業傳承核心價值，家族的理念要從何

處展現？又如何可以看出家族的財富？或要如何展現家族

對社會的影響力？因此，家族與企業是相輔相成的，而家

族的傳承更須借助企業才能達成。

與專業經理人共治延續家族核心價值

在確定企業之於家族的重要性後，下一步便是得思索

在延續企業營運的生命週期過程中，家族要傳承的是股

權、控制權還是經營權、要傳給家族成員或專業經理人以

及傳承的時間點等議題。

郭士華指出，由於現在的企業營運是需要仰賴各方面

專家進行團體作戰的，加上台灣少子化的現象，家族成員

剛好符合家族企業發展所需各式人才的機率不高，因此與

專業經理人攜手共治便是傳承的選項之一。把重要的經營

權交給外部的專業經理人，家族成員則退居二線的重要崗

位，例如擔任財務、業務工作。雖然公司營運交給家族外

部人士管理，只要該企業的董事會控制權還是握在家族手

中，即使家族成員不在企業第一線，但是家族企業的文

化、理念與對社會的責任感，仍舊可透過家族所支持的董

事會帶領下，持續地發揚光大，這就是廣義的家族企業概

念，而以此觀點來看待家族企業的傳承，才有永續發展的

多元可能。

再者，若是期望未來能交棒給家族下一代，郭士華建

議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一代要能陪伴在側，適時地傳遞

家族的價值觀與信念，讓家族的無形價值能潛移默化地在

孩子心靈中滋長。同時，在一代還能影響決策或作輔佐大

臣時就進行交棒，如此可以讓二代接班過程較為順遂。當

然，若選擇與專業經理人共治，就要留意除了良好的價值

觀外，家族企業還要有好的制度，以及優質的人才發展環

境，才能促成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

她強調，傳承的規劃基礎應該「以終為始」，依照家

族未來發展的願景，進行傳承的規劃，並隨時進行滾動式

調整。同時，只要家族的核心價值可以恆久延續下去，則

企業如繼續由家族經營，就會有別於其他企業，而具有代

代傳承的價值與意義。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KPMG專家建議傳承應以家族未來發展的願景為前提作規劃。

林郁芳：善用業師、教練及二代朋友，

有助於客觀思考、突破接班瓶頸。

創立於1988年的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金屬

擴張網專業製造廠商，主要生產各式各樣的金屬擴張網，

執行副總林郁芳二代接班後，從品牌開始，從裡到外，帶

領企業踏上轉型之路。

林郁芳，原本從美國加州設計學院環境設計相關科系

畢業後，已打算到中國大陸工作，卻在父親一封簡訊的溫

情喊話下，基於對家的歸屬感，2014年就辭職回台，進入

上鎧鋼鐵工作。

二代推改革先盤點、溝通，再慢慢來

林郁芳不諱言，這些年來，跟一代的溝通曾面臨多次

的劇烈爭執，但也逐漸摸索出跟一代溝通的心法。

基本上，二代要把自己當成是專業經理人，一代是老

闆，因此在做任何提案時，需先盤點手上的資源，哪些事

情是必須做，但不是現在一定要做的？哪些項目是現在必

須做，而且現在可以做的？然後，給一代的提案中，一定

要提到時間跟數字，讓一代知道新計劃多久要完成，完成

後有哪些目標可達成？再來，就是完成這些目標需要投資

多少錢，一代能不能接受？接著，需定時回報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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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永祥執業會計師、洪銘鴻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林郁芳執行副總經理、郭士華資深執業會計師、吳能吉執業會

計師及許振隆南區主持會計師，一同研討家族傳承重點內涵及全球稅改議題。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讓一代有參與感，一代若提出想法或觀點，建議將其納入

考量，並在下次回報時，特別指出採納其意見後得到的成

果，讓一代感受到尊重。林郁芳就是透過這樣的過程，慢

慢地測試、摸索出與上一輩溝通的模式，同時也藉此逐步

推動想改革的事務。

說服年輕員工先改變再擴及全體

然而，在上鎧鋼鐵中，有很多是早前即跟著一代打拚

天下的資深員工，對林郁芳來說都是長輩，由於她的學經

歷背景並非鋼鐵業，在推動一連串變革的過程中，確實也

曾遇到資深員工的質疑，但她都是以尊重與學習的態度去

面對前輩們的經驗與指教。

例如在推動改革時，林郁芳喜歡透過數據去說話，進

而影響年輕的員工按照新的方式去做，資深員工看到就不

得不跟著年輕的同事去做一樣的事情，這是環環相扣的。

她表示並沒有要讓一個工作二、三十年的人馬上改變他們

的想法、能力以及態度，但透過別人實踐的例子，讓資深

員工看見原來改變一個方式也是可行的，甚至可能讓工作

量變得更為輕鬆，何樂而不為。

以往認為鋼鐵業是耗能產業，經過幾次轉型後，上鎧

鋼鐵不但做到零廢料，還能成為建築的植生牆，達到抗

風、降低室內冷氣的開放程度，進而達到建築節能的功

效，其中關鍵便在於團隊人才。關於人才的選任，上鎧鋼

鐵從前是缺什麼職缺就補什麼人，但近來林郁芳領悟到，

在尋覓人才之前，應該是先檢視公司未來的方向與目標，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需要哪些人才，再著手補齊人力。林郁

芳通常會先從公司內部去挑選，如果內部沒有合適的人，

才會從外部找新的人才。

順應局勢適時轉型

另外，提到上鎧鋼鐵在推動落實ESG的起心動念，主

要是她看見淨零碳排已是全球的趨勢，自覺有責任開誠布

公地讓員工知道，若跟不上潮流，企業就會被淘汰，以此

為號召，讓員工齊心朝ESG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向努

力。

疫情期間，為了回應當時整體經營局勢的變動，上鎧

鋼鐵也經歷了一波公司內部團隊的轉型，以及內部組織架

構的重組。因此，目前上鎧鋼鐵的團隊中有年輕的也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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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同仁，他們可以很和諧的一起運作，因為年輕的不會

去插手資深的工作，但資深的必須要去依靠年輕的同仁，

彼此呈現出互補的狀態。

善用接班三益友讓接班更順暢

林郁芳提到了有三種人對她接班十年期間的心境轉

換，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第一個是有類似經驗的二代朋友，第二個是業師

（Mentor），第三個是教練（Coach），「每一種人使用

的功能不太一樣，」她笑說。每當林郁芳遇到問題或心理

產生不平衡時，她會區分應該要跟哪一種人聊天。以身邊

一群二代朋友來說，彼此會分享目前所遇到的障礙，由於

大家的經驗類似，只是作法不盡相同，可以借鏡他人，再

內化成自己的方法，並不斷地去做調整。她就是透過這樣

的方式，慢慢地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遇到挫折也比較能

釋懷，因為林郁芳知道上鎧鋼鐵對她來說是一種責無旁貸

的使命，諸多的挫折只是個過程，最終的目標就是為了要

讓上鎧鋼鐵變得更好而已。

回顧這十年一路走來，林郁芳認為二代接班沒有特別

的方法，就是要花很多時間，除了調解自己以外，也要調

解家人、長輩，讓他們願意慢慢地把家族企業交給你。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林郁芳以二代接班的經驗，分享推動轉型要先從改變年輕的員工著

手，再擴及全體同仁。

陳永祥：適時放手，有助於二代學習與

經驗養成。

在服務家族企業的過程中，陳永祥觀察到，一代辛苦

的打拼總希望二代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多半會把二代

送到歐美國家深造，然而受到西式教育的洗禮的二代，與

接受傳統教育的一代，在人格特質卻因此產生了差異，連

帶著在代際傳承上，也面臨到決策風格、價值觀與領導風

格的大相逕庭。

三大差異埋衝突引線

以價值觀差異來說，因一代在創業歷經篳路藍縷，每

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二代在接班的過程中，可能看到

企業有轉型或是發展自有品牌的需求，則會希望在這些範

疇投入較大筆的資金，但一代卻要了解投資所帶來的效

益，再進行審慎評估；另外，一代早期多為一卡皮箱跑遍

天下，因此在決策上習慣是自己說得算，即便二代已經進

到公司，拿了很多數據、分析報告跟一代解釋，一代仍可

能憑著經驗就否決掉，形成兩代決策風格迥異的情況；至

於領導風格方面，二代因為西方教育的養成，故較尊重專

業、尊重個人，也較強調打團體戰，所以在無論是領導或

決策時，二代較傾向多聽取專家及團隊的意見，也較重視

從數據分析形成決策，而一代的領導模式則較偏向君天下

的情況。代際間的種種差異，確實可能導致交接班的過程

不小心就產生衝突。

借助專家化解紛爭、接班養成

當衝突發生時，呼籲二代要尊重一代過去經營的經驗

與專業；另外，一代也可以適時的放手讓二代參與決策，

並在適合的時候退到幕後，讓二代上位，自己則在旁輔

佐，這樣對於二代的學習與經驗的養成會比較有效。實務

上，亦可藉由專家力量建置家族溝通平台並規劃接班人的

遴選與養成，當代際或家族成員間若有衝突糾紛要處理

時，可以藉由溝通平台去協調與決策，另外透過外部專家

的手法，亦可協助家族在眾多接班人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

選，並依據對二代人格特質的觀察或發展狀況，培養其所

需的關鍵核心能力，以縮短家族自行摸索的時間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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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劉彥伯執行副總經理、洪銘鴻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林有土副董事長、張智揚執業會計師、陳其愷執行副總經理

及郭士華資深執業會計師，共同分享企業永續的驅動因子及後CFC時代因應之道。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陳其愷：關鍵人才的育成，是永續傳承

的驅動關鍵。

企業想在充滿挑戰的時局下謀求持續的經營，應對變

化的韌性為其關鍵。陳其愷表示，要想打造出企業的韌性

體質，除了須從目標及商業模式的設定，帶動價值鏈中的

業務流程、資訊系統、組織架構及團隊等的調整外，驅動

各環節的「人才」更是至關重要的元素。然而，如何找到

人才與留住人才，普遍是當前企業主頭痛的課題。

五大關鍵力檢視企業人才缺口

陳其愷指出，要找到對的人才，首要之務是先盤點現

有資源，發掘與企業發展相關的關鍵核心能力，從缺口上

找出自己需求的人才條件。

然而，建立韌性企業所需的人才，需具有五大核心能

力，第一個是「前瞻力」，即「看得遠」，能對未來經營

環境有所洞見並預作準備；第二是「覺察力」，意即「看

得深」，以財務會計背景來說，除了會分析數字外，更要

能闡釋數字透露的風險訊息；第三是「數位力」，即數位

思維及數位工具的掌握能力；第四是「開創力」，能提出

新想法突破既有框架；第五是「回復力」，簡言之就是抗

壓力，因為企業經營不可能永遠風平浪靜，遇到困難要有

修復的能力，如同俗語說的「打斷手骨顛倒勇」，要能愈

挫愈勇，企業才有翻轉成長的可能。

以員工為核心的留才策略

陳其愷進一步說到，由於時代的變遷，高薪不見得能

留得住現在的人才，有時須換位思考，把自己當成求職者

來檢視自己的公司，試著去塑造出以員工為核心的環境，

讓人才願意留下來發展。

而想把人才留下，除了基本的物質需求外，企業要願

意投資關鍵人才，即規畫職涯發展、成長路徑，讓人才跟

著企業一同成長。再來，則是要強調團隊協作的能力，因

為面對現今快速的組織轉型及新科技更迭，需要靠機動性

高的團隊合作才能應對。然而，從人力市場當前的現況來

看，求才真的不容易，實務上，從內部既有員工中去發

掘、培養，不失為解決人才缺口的一個好方法，尤其台灣

人比較重感情，從非主管到管理層甚至到經營層，只要有

完整的人才策略、用心養成，從沙礫堆中找出的珍珠，有

時往往比外部空降的存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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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愷還提醒，育才的策略得隨著時代變化適時地滾

動調整，才能讓關鍵人才認同企業的文化、價值，願意留

下來成為韌性企業的助力。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林有土：以消費者為核心推動轉型，打

破企業守成格局。

長青的事業要持續發揚光大，除了靠認真打拼，向不

可能挑戰也是必要的。以台灣櫻花來說，產品從早期的衛

浴、廚具，拓展至到居家、廚房整體設計領域，成立40餘

年的時間，期間歷經多次的變革，方能奠定廚衛電產業龍

頭的地位，且歷久不衰。

引進外部顧問改善產品開發流程

台灣櫻花集團的林有土副董事長，從一線的作業員一

路做到集團副董事長的職位，40多年的從業經歷，他不斷

在作的，就是帶領櫻花持續創新進步。

林有土提到櫻花轉型的起因，是因為察覺到經營層面

的問題，即2007到2012年營收及獲利表現總是起伏不

定；從消費端來看，企業的主力客戶已變年輕，但當時的

廣告、產品訴求，都不符合主力消費者的樣貌；接著剖析

產業面，他們發現廚衛電市場總量滿穩定的，大約就是

150萬台，而且傳統產品仍是不敗的主流，因此在既定的

量體下要衝高營收，只能從「質」做改變；進一步分析競

爭者，雖然櫻花的品牌具有服務口碑的優勢，但與競爭者

的產品相比，卻是高度同質化。這些隱憂都是透過內部兩

天一夜的主管共識營一一釐清出來的，大家進而集思廣益

商討對策，確定了櫻花需要即刻啟動以消費者為核心的革

新，首要之務便是把品牌進行升級，讓櫻花成為年輕化、

智能化的廚衛品牌，連帶著產品、通路及服務也得一併提

升。

他進一步分享，為了提升產品的差異性，櫻花引進了

外部顧問的力量來改善產品的問題，導入了「設計六標準

差（DFSS）」可被檢視的商品開發流程，並透過入戶訪

查，傾聽消費者心聲，讓產品的設計以解決消費者痛點作

出發。同時，顧問也引導櫻花檢視自我的問題與內、外部

能力，讓產品經過失敗的測試與驗證後，最後上市成為消

費者需要的商品。他說櫻花目前所有的產品，都是透過這

樣的概念工程流程產出的，林有土舉例說明，當時入戶訪

查的時候，曾有消費者反應，冬天洗熱水澡的熱水水量，

總是比冷水來得弱，櫻花便設計出一款渦輪增壓的瓦斯熱

水器，增加水壓，讓熱水比冷水還大，也把熱水器的售價

從過去的一台6、7千台幣，抬升至每台要價兩萬多元。

當品牌、產品升級後，通路也得一掃過去陳舊的模

樣，於是開始在百貨公司與3C家電業通路設點，經銷商的

硬體也進行一併的改造；服務方面，除了以智能科技提升

服務效率外，目前正朝一鍵登錄多元服務的方向，積極建

構能快速解決消費者問題的服務系統與流程。

轉型有成獲利翻倍

經過多次變革的櫻花，產品售價從平價路線轉而走向

高價檔次，讓它在傳統廚衛電商品的毛利率表現足足翻了

一倍，2013年開始的整體經營績效，也呈現年年增長的態

勢，此外，更連續36年榮獲消費者理想品牌第1名之肯

定。

林有土不諱言，變革的過程一定會有衝突，解決方法

就是「溝通」，最有效的溝通一定是由上往下。以櫻花為

例，改變的第一步，就是把主管先集合起來舉行共識營，

讓主管知道危機在哪裡、希望在哪裡，先凝聚內部共識，

再去思考企業內部是否有能力解決問題，若做不到，則一

定要找外部顧問來協助。

他強調顧問的力量很重要，除了協助櫻花導入可驗證

的商品開發流程外，他們也曾面臨關鍵人才養成的問題。

早前，櫻花只做基層主管、中階主管與高階主管的訓練而

已，但在建構日後接班梯隊時，卻發現缺少了更上一層事

林有土強調，外部顧問對企業的轉型很重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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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2024

業處主管的培養環節，因此當下便請KPMG安侯建業顧問

團隊來協助他們，透過師徒制、課程訓練、輪調、專案執

行與考核等過程，慢慢地培養出事業處主管的人才庫，目

前已經有兩個人接任事業處主管的職務。林有土肯定地

說，透過這般人才養成的循環，有信心讓櫻花在面對未來

的成長目標與挑戰時，能站穩步伐，朝永續長青持續邁

進。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吳能吉：應對稅務變遷，家族傳承需打

破傳統觀念、翻轉思維。

在全球反避稅風潮的影響下，國內的稅制近年來亦發

生重大的變化，例如房地合一2.0以及CFC等法令，以致

對進行財富傳承的家族或企業來說，確實受到不小的衝

擊，因此掌握法令的變動與稽徵實務顯得格外重要，方能

達到趨吉避凶的效果。

新舊制孰優孰劣算過才知道

首先，吳能吉先就家族買賣不動產會面臨到的房地合

一稅進行概要說明。房地合一稅以民國105年1月1日取得

不動產的時間點作為新舊制之區分，在民國104年12月31

日（含）以前取得的不動產適用舊制，未來土地買賣的話，

縱使獲利也只課土地增值稅，而在105年1月1日（含）之後

取得的不動產須適用新制，將來出售土地除了要課徵土地增

值稅之外，如有獲利還要課所得稅。他提到，子女若把繼承

房地賣出，出售的成本並非父母購買時的成本，而是以繼承

時的公告現值作為出售成本，如此該房地如適用房地合一

稅，則出售時可能因成本低面臨鉅額稅負，這是實務上常見

的問題，需先規畫安排，以避免多繳冤枉稅金。

另外，他進一步說明法令提供「夫或妻、未成年子女設

有戶籍，持有並實際居住連續滿6年且無供營業使用或出

租」的自用住宅處分時可適用10％優惠稅率，因此若家族長

輩有意將房產傳承給子女繼承者，建議子女的戶籍可先遷入

且符合上述條件下，將可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此外，若

是舊制透天厝土地占比高的不動產，建議父或母過世後可由

子女直接繼承舊制不動產以延續適用舊制，未來出售土地獲

利時，可不用課所得稅，反之由配偶先繼承，日後子女再繼

承時，則須遵循新制規定而衍生較重稅負。不過，他也補充

說，並非舊制就絕對有利，在特殊情況下，若子女繼承時可

選擇新制或舊制，且繼承的是土地持份較低的豪宅時，建議

先試算舊制房屋交易所得稅與新制房地合一稅負，看看何者

對自己有利再決定。

打破留愛不留債的迷思

吳能吉還提到，父母通常會擔心百年後債留子孫的問

題。惟實際上，該筆債務除可增加遺產稅扣除額外，符合

一定情況下亦可作為子女未來處分不動產之成本。因此不

用擔心債留子孫的問題，貸貸相傳，對整體家族財富反而

是利多於弊。

最後，吳能吉說明房地合一稅對家族股權的傳承確實

亦造成部分衝擊，早期家族多以公司持有房產，而依「先

前」法令規定，買賣未上市櫃股權之資本利得是按20％稅

率課徵最低稅負（有670萬扣除額）。然新制上路後，規

定若公司股權的價值50％以上係境內不動產所構成及股東

對該企業具有實質控制力時，將來買賣股權後就要課房地

合一稅，而不是最低稅負。

附帶一提，家族在規畫股權傳承除了須考量最低稅負

與房地合一稅的議題外，股權的安排配置也是傳承的重

點，法令上可以透過閉鎖性公司的規劃限制股權的買賣，

及其經營權與受益權分開安排，讓接班人可以掌握經營大

旗，但受益權還是依照第一代的意思做分配，以達家族企

業永續傳承之效益。

KPMG專家建議，適時掌握法令變動與稽徵實務，為應對稅務變遷

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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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揚：CFC時代，需把境外公司當作

一家真正的公司來看待。

為了資產的傳承與運用，多數的台灣企業通常設有境

外公司，然而受控外國公司CFC（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於民國112年正式上路後，於低稅負地區設立

公司進行投資，不論該地區公司盈餘是否分配，均應依法

申報，且所得若有超過豁免門檻亦須繳稅，讓持有境外公

司的企業或台商海外資產的運用彈性空間受到了限縮。

揭露持股架構成財富傳承隱憂

張智揚以早期台商操作的海外三角貿易業務或透過第

三地區投資為例，海外的獲利即使回到境外公司，只要公

司還沒有做盈餘分配到個人，則個人課稅時點就尚未發生

（仍會有實質課稅原則之風險）；但現在CFC的規範下，

只要符合台灣稅務居民、具控制力、低稅負地區或國家、

高於豁免門檻、不具實質營運等要件者，都得適用CFC並

進行申報。

他說到，CFC上路後對家族最立即性的影響，是海外

獲利直接課稅且增加法令遵循的成本，但若就家族財富傳

承的長遠角度來看，因CFC申報時需檢附營利事業或個人

及其關係人之結構圖，此舉將揭露家族持有境外公司的股

傳承永續 |  解鎖傳承關鍵 看老牌企業如何革新品牌再創新局

權結構，恐造成個人海外資產曝光進而增加未來財產稅的

成本，或海外資金調度彈性降低，衝擊到家族財富或股權

的傳承。

他建議家族在考量CFC的因應之道前，應先了解目前

國稅局掌握境外公司資訊的管道已日趨多元化，包含有公

開資訊觀測站、經濟部投審會、跨境資金的匯款紀錄等，

都是國稅局可運用來查核境外公司的機制，再進而審慎檢

視家族境外公司的架構，評估是否進行適當調整以符合法

令之規範，並降低可能之稅負衝擊。

境外公司已今非昔比

另外，他提醒為了降低CFC申報的風險，檢附的財務

報表可考量委由會計師簽證，以避免因檢附資料之完整性

或正確性有遺漏，導致國稅局對相關內容存疑而面臨查核

風險。

最後，張智揚語重心長地呼籲，在CFC時代下，家族

或企業看待境外公司的議題與思維已今非昔比，不能停留

在早期只需繳年費、可申請到證明公司存續的董事職權證

明書（COI）或應對得了當地政府規定即可的操作模式，

應該要把境外公司當作一家真正的公司來看待，編製完整

的財務報表及保留相關紀錄，才能有充足準備因應CFC的

衝擊，且避免日後突然被稅捐機關要求補報而相關文件短

時間內準備不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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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生

KPMG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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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來！閉鎖性公司勞務出資課稅新規，
家族企業宜注意

張芷

KPMG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資深執業會計師

schang1@kpmg.com.tw 

家族稅務

稅規定，本文將彙整說明如下：

財政部104年11月5日台財稅字第10400659120

號令

由於個人以勞務出資取得閉鎖性公司股份，性質類同

所得稅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實物所得，為了達到股東所

得延緩課稅，利於閉鎖性公司之發展，財政部於104年11

月5日發布台財稅字第10400659120號令（以下簡稱104年

釋令），規定如該股份有限制處分規定（例如限制5年內

不得處分），得以限制處分原因或條件消滅後之可處分日

每股時價，計算股東之所得課徵所得稅：

自民國104年間新修正公司法增訂「閉鎖型股份有限

公司」專章以來，閉鎖型公司能彈性設計治理架構，以章

程限制股份轉讓，得設定表決權限制及多樣性的出資方式

等特點，兼顧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彈性安排，使得閉鎖性公

司常作為家族傳承的工具選項之一。

其中閉鎖性公司發起人之出資方式，除現金、財產及

技術外，並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勞務或信用抵充之（註：

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公司法第356條之3，已刪除信用出

資規定）。而閉鎖性公司亦得以一定期間限制股份轉讓，

此時針對家族個人以勞務出資取得閉鎖性公司股份應如何

課稅，將深深影響家族個人的稅務規劃與現金流安排。財

政部針對閉鎖性公司勞務出資之課稅，亦陸續核釋相關課

項目 說明

所得類別 股東以勞務或信用抵充出資取得之股份，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

所得計算

1. 公司章程規定該股份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以該一定期間屆滿翌日之可處分日每股時價

計算股東之所得，依法課徵所得稅。

2. 公司章程未限制一定期間不得轉讓者：以取得股份日為可處分日，以公司章程所載抵充之金

額，計算股東之所得，依法課徵所得稅。

時價認定
1. 有會計師簽證：可處分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2. 無會計師簽證：可處分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

扣（免）繳規定

1. 取得股份時免予扣繳：股東以勞務或信用抵充出資取得股份時免予扣繳。

2. 扣（免）繳憑單申報：於可處分日次年一月底前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

稽徵機關。

mailto:schang1@kpmg.com.tw
mailto:vincentli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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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3年12月24日台財稅字第11304652000

號令

財政部近期於 113年 12 月 24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1304652000號令（以下簡稱113年釋令）：「個人於本

令發布日以後，以勞務出資取得公司法第356條之1規定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者，應於取得股份日，按公司章程

所載抵充之金額，依其提供勞務性質認屬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第2類或第3類規定之執行業務所得或薪資所得，依

法課徵所得稅；該公司並應於個人取得股份時依所得稅法

第88條及第92條規定辦理扣繳及憑單申報。」

       由前規定可知，個人以勞務作價投資閉鎖型公司，係

將其提供勞務之價值換取被投資公司發行之股份，且作價

金額經雙方同意抵充公司資本，爰其以勞務作價取得股份

時，其所得已實現，應以抵充之出資金額依規定計算所得

課稅，不再區分取得股份是否限制轉讓期間。上開所得認

列時點及計算方式，與個人以其財產作價投資公司取得股

份之課稅規定一致。茲彙總104年釋令及113年釋令前後差

異如下表：

KPMG觀察及建議

本次113年釋令之發布，針對個人以勞務出資取得閉

鎖性公司股份的「課稅時點」迎來重大調整，以取得股份

當日為所得實現之日，即應予課稅，不再區分取得股份是

否限制轉讓期間，股東所得已無法延緩課稅，故家族個人

以勞務出資取得閉鎖性公司股份時，應完善規劃相關資

金，估算並備妥個人繳稅金額來源。

提醒注意，因113年釋令實施後，將該所得屬性從免

扣繳僅需列單申報之「其他所得」，變更要求公司需依所

得稅法，在個人取得股份時，按其勞務性質認定為「執行

業務所得」或「薪資所得」，並辦理扣繳及申報作業，家

族企業亦應注意，以免疏忽扣繳相關作業而衍生稅務風

險。

項目 釋令 限制一定期間不得轉讓者 未限制一定期間不得轉讓者

課稅時點

104年釋令 期間屆滿翌日之可處分日 取得股份日

113年釋令 取得股份日

所得計算

104年釋令 按可處分日每股時價計算股東之所得 以抵充之出資金額計算股東之所得

113年釋令 以抵充之出資金額計算股東之所得

所得類別

104年釋令 其他所得 其他所得

113年釋令 依其提供勞務性質認屬執行業務所得或薪資所得

扣（免）繳規定

104年釋令 免予扣繳，需列單申報 免予扣繳，需列單申報

113年釋令 需辦理扣繳及憑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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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制遺產課稅案 – 113年憲判字第11號
解析

財富傳承

背景說明

一、案例一

當事人為一六歲女童，係被繼承人陳先生之未成年非

婚生子女。被繼承人於105年6月間將其名下所有某公司之

股票贈與其配偶，於同年7月申報並經核定免徵贈與稅。

嗣陳先生於106年12月死亡後，其配偶及其2名婚生子女均

拋棄繼承，六歲女童為唯一繼承人。因以上述股票為被繼

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下稱遺贈稅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其配偶的財產，將被

擬制為遺產，需計入遺產稅稅基課稅。然而，實務上卻有

因擬制遺產之受贈人與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不一致以及其不

得計入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導致遺產稅課徵不合理之

情事。於今（113）年10月28日，憲法法庭針對生前贈與

「擬制遺產」之兩案，判決部分違憲。本文針對兩案例之

背景以及判決結果說明如下，讓讀者對本案以及未來修法

方向有初步的了解。

洪銘鴻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rhung@kpmg.com.tw 

圖一、案例一圖示

其他財產

②
陳先生贈與股票後

兩年內死亡

③
太太及小孩於陳先生

身後拋棄繼承

①
死亡前兩年贈與
3億元股票給太太

④
陳先生身後之剩餘財產

由婚外女兒繼承

陳太太與兩子女 陳先生 陳先生之婚外女兒
（6歲）

剩餘財產約1,000餘萬

應繳遺產稅約
5,000餘萬

甲公司股票

mailto:elenachen1@kpmg.com.tw
mailto:rhung@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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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贈稅法第15條第1

項第1款將被繼承人死亡時之股票淨值約新臺幣（以下

同）3億元計入遺產總額，導致六歲女童應納稅額高達約

5,000萬元，超出女童因繼承所得之財產。

二、案例二

當事人為被繼承人李先生之配偶及其子。李先生於

105年5月將其所有土地贈與其配偶後，於同年月14日死

亡。該土地之價值約1.3億元，併同被繼承人其他財產，

經國稅局核定遺產總額為2.2億元，應納稅額約1,400萬

元。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

取得的財產不列入分配，故該筆土地不得列入分配範圍，

因此亦不得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當事人不

服，主張若規定將系爭土地視為遺產，則應有遺贈稅法第

17條之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扣除規定之適用。

判決理由摘要註

針對上述兩案，憲法法庭於113年10月28日作成113

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判定遺贈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

定牴觸憲法，判決理由摘要如下：

專家專欄 |  擬制遺產課稅案 – 113年憲判字第11號解析

圖二、案例二圖示

一、遺贈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未就擬制遺產之遺產稅義

務人設特別規定，不符平等權、財產權保障

依該規定於受贈配偶拋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等情形，

將產生繼承人可能因擬制遺產規定，而使其稅捐負擔，部

分取決於不歸屬於己之財產增益，而非依其自身之稅捐負

擔能力增益，已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該規定目的在填補有相當可能屬遺產先付之財產移

轉，所產生之課稅漏洞，係屬促進租稅公平之正當公益目

的。惟若繼承人並非因擬制為遺產之財產而有稅捐負擔能

力增益之人，將無法達成該規定所欲追求之目的。該規定

就負擔擬制為遺產之財產所生稅負之義務人未設特別規

定，致繼承人代為就配偶之財產增益負擔遺產稅，與達成

租稅公平目的間，欠缺合理關聯，於此範圍內不符平等權

保障意旨。

又該規定欠缺受擬制遺產贈與之配偶與其他繼承人

間，如何分擔遺產稅之特別規定，除會產生其他繼承人為

非自身之財產增益負擔稅捐債務之後果，亦可能使其繼承

權因遺產稅之課徵致經濟價值嚴重減損，於此範圍內侵害

人民財產權保障。

情況一：贈與婚後財產
（案例二狀況）

無法列入計算配偶
差額分配請求權

（遺產稅稅負較高）

李太太李先生

婚後取得
之土地

李太太李先生

情況二：繼承婚後財產

死亡前兩年
贈與給太太

可列入計算配偶
 差額分配請求權

（遺產稅稅負較低）

婚後取得
之土地

死亡後直接由
太太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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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規定未自遺產總額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不符平等權保障

無論是生前贈與，或死後之財產分配與繼承，並不會

改變婚姻關係中配偶共同家計與生活之事實。配偶一方因

共同家計所產生之經濟貢獻，在贈與及遺產稅制之設計中

均應受到充分評價。

該規定之目的，在於填補遺產先付所生之課稅漏洞。

依該規定針對擬制遺產課徵之遺產稅，於計算遺產總額時

將被繼承人死亡前贈與之財產計入，卻在計算遺產淨額

時，排除該部分擬制遺產比照其他遺產評估配偶潛在經濟

貢獻，予以扣除之機會。此差別係因欠缺相當於遺贈稅法

第17條之1所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遺產總額扣除

之規定，並未一致地貫徹於扣除額之計算，與填補課稅漏

洞之目的無涉，於此範圍內不符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KPMG觀察

擬制遺產制度設立之本意在於防止被繼承人在臨終前

將財產轉移給特定對象，包括被繼承人的配偶、子女等親

屬，以逃避遺產稅，從而確保稅收公平。然而，參照前述

兩案例可知，現行遺產稅規定下，並未規範遺產稅納稅義

務人之間的分配，導致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可能並無實際取

得相應之財產，卻需為死亡前兩年贈與之受贈人負擔稅

負，使其財產權遭到侵害。此外，遺產稅制下之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因排除夫妻間贈與之財產，導致針對相

同之婚後財產，因配偶取得財產方式之差異，產生不同的

稅負效果。

依據憲法法庭之判決結果，大法官認同擬制遺產之規

定確有漏洞，不符平等權及財產權保障，違反量能課稅原

則，要求財政部於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完成修法，故可

預期近期遺贈稅法會進行相應修訂。

在家族傳承或遺產分配的議題上，死亡前兩年贈與以

及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對遺贈稅之影響皆不容小

覷，不論家族尚未或已開始進行傳承規劃，皆應密切注意

後續遺贈稅法之修法方向，以理解其效果並即時的進行或

調整規劃。KPMG安侯建業亦將持續關注財政部之動向，

並針對家族傳承規劃提供不同面向之協助。

【註】

《司法周刊》「遺贈稅法15條1項1款未明確規範擬制遺產之遺產稅如何

負擔 違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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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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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每年與富比士（Forbes）合作，除了訪查全球超過1,300位來自各產業高階管理者外，

也特別針對台灣企業年營業額超過美金5億元以上的50位CEO進行問卷調查，依企業當年度

的關鍵議題與產業趨勢，剖析比較來自全球與國內當地CEO不同的觀點，深入探討各產業未

來展望與經營決策。

2024年超過八成（84%）台灣CEO表示，感受到了維持企業長期繁榮發展的壓力，從營運成

本不斷上升、地緣政治升溫、供應鏈布局持續變動，以及新興科技、AI治理、數位網路安全

所帶來的風險等，企業領導者盡全力乘風破浪，以前瞻性思維帶領企業創造新局。

Autumn  2024

2024年台灣CEO觀點及趨勢摘要：

• 台灣CEO審慎樂觀看未來三年景氣，84％對「國家景

氣發展」具有信心。

• 未來三年影響台灣企業的前五大風險 – 企業營運風險

（22％）、新興/顛覆性科技風險（16％）、地緣政治

與政治不確定性風險（14％）、供應鏈風險（12％）、

數位網路安全（10％）、企業聲譽風險（10％）。

• 全球AI技術再進化：人工智慧的價值挖掘與資安攻防

戰。

• 「脫碳成本」成淨零首要挑戰，擁抱DEI打贏人才戰。

Download

更多的內容，請下載參閱

《2024台灣CEO前瞻大調查》

2024台灣CEO前瞻大調查

Winter  2024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11/taiwan-ceo-outlook.pdf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tw/pdf/2024/11/taiwan-ceo-outl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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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治理架構的變革 –

一個為企業成長和新一代接班提供支持
的工具

完善的家族治理架構，能支持家族企業成長及有助新

一代接班，KPMG發布新文章《Changing landscape of 

family governance - A proactive tool for growth and Next 

Gen succession》提到，隨著亞太地區家族企業領袖的下

一代逐漸成熟，一個健全的家族治理架構對家族來說，越

來越重要。廣義來說，家族治理主要目的，係在為家族企

業中建立清晰的界限，以促進家族內外的溝通、決策和家

族成員的角色及責任。運用家族治理架構，家族企業可以

有效地將那些非正式或未明言但可被接受的規範正式化。

透過這樣的方式，家族能在日常企業經營及長期策略發展

目標中，達成清晰、透明和有序的責任分配。

而隨著這些治理架構的建立，下一代不再僅僅被培養

成為企業高階管理者的角色，而是需轉變為「積極參與」

角色的家族成員。

例如，隨著家族的資產越來越多樣化，培育下一代的

重點不再只是專注於領導某一特定家族企業，而是如何有

效管理這些多樣化的財富。此外，隨著世代的更替及擴

展，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成為家族利益的潛在利益相關者，

因此讓所有成員直接參與企業經營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

反而是培養掌控所有權及控制權的能力變得至關重要，以

確保家族仍能有效的管理和參與家族企業。

了解更多，歡迎連結瀏覽：

Changing landscape of family gover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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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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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受到市場持續不確定性的影響，包括持續的地

緣政治衝突、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地區長期缺乏退出活

動，全球創投在2024年第三季仍然相對疲軟。2024年第

三季新創企業在7,227筆融資交易案件中僅募集701億美

元。

繼2024年第二季異常強勁的投資之後，美洲創投總額

在2024年第三季回落。美洲的整體投資總額從2024年第

二季的586億美元下降到2024年第三季的414億美元，下

降幅度約29.35％。本季度，美洲吸引唯一超過10億美元

的交易，是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國防科技新創Anduril 

Industries籌集15億美元。相比上一季，亞洲和歐洲的創

投在2024年第三季之間也有所下降，亞洲投資總額下降約

15.68％，歐洲投資額下降約30.16％。亞洲最大的創投交

易是總部位於菲律賓的金融科技新創 Mynt （ Globe 

Fintech Innovations Inc），籌集7.88億美元，歐洲最大的

交易是總部位於德國的國防科技新創Helsing，籌集4.84億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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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洲吸引最大比例的創投投資金額

       2024年第三季的全球創投仍相對低迷，與近期資本市

場趨勢保持一致。美洲佔全球創投中比例最大，來自於美

國國防科技新創Anduril Industries籌集15億美元，美國AI

新創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籌集10億美元，加拿大法

律科技新創Clio籌集9億美元。在關鍵地區中，亞洲吸引第

創投脈動：
2024 Q3

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相比上個季度，本季度全球創投投資金額從955億美元下降至701億美元，減少26.6％。第三季

全球十大創投交易中，人工智慧佔了六筆，其中僅有兩筆10億美元以上的融資交易。美洲佔第

三季創投金額約60％，交易金額約414億美元。亞太地區創投金額下降，日本卻逆勢而起，創投

金額創十二季度新高。

Winter  2024

簡思娟

KPMG安侯建業

創新與新創服務協同主持會計師

ychien@kpmg.com.tw

mailto:ychie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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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創投投資總額，來自於菲律賓金融科技Mynt籌集7.88

億美元，其次是中國AI百川籌集6.88億美元，中國半導體

新創ICLeague籌集4.15億美元，此外還有新加坡半導體新

創Silicon Box籌集3.62億美元，印度電商新創Zepto籌集

3.6億美元。

儘管許多專注於人工智慧的公司籌集了超過1億美元

的融資，但歐洲在2024年第三季的創投投資相對平靜。本

季最大的交易包括德國AI新創Helsing（4.84億美元）和法

國遊戲新創Voodoo（3.86億美元）。航太技術也受到了投

資者的關注，德國國防科技 Isar Aerospace（2.79億美

元）和義大利航太科技D-Orbit（1.66 億美元）的頂級交

易凸顯了這一點。

二、2024年大量湧現新的早期獨角獸企業

截至2024年第三季末，早期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

10億美元的公司）數量已超過2023年全年數量。儘管當前

總體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充滿不確定性，但出現早期獨角

獸數量大幅增加完全是由AI領域活動所推動，許多早期AI

新創在首次募資時就獲得獨角獸估值。

儘管新獨角獸的數量仍遠低於2021年和2022年這2年

異常高水平年份，但這突顯人們對人工智慧產業的關注以

及創投投資者積極對此領域注入資金，相比創投在其他投

資領域所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

三、人工智慧繼續獲得大筆投資活水

在全球，人工智慧新創公司持續吸引最大比例的創投

投資金額，在本季，均為美洲、亞洲和歐洲各區域最大的

交易案件。雖然核心人工智慧公司繼續獲得強勁的投資，

包 括 美國的 Safe Superintelligence （ 10 億 美元 ） 及

Baichuan AI（6.88 億美元）、中國的Moonshot AI（3億

美元）和日本的Sakana AI（2 億美元），但是產業應用

的人工智慧也同樣引起創投的濃厚興趣。本季度，由人工

智慧驅動的國防科技新創籌集大筆資金，其中包括美國新

創Anduril Industries（15億美元）和德國新創Helsing

（4.84億美元）。在中國也有看到這樣的趨勢，中國新創

AutoAI是一家將人工智慧嵌入車載中的新創企業，在2024

年第三季籌集了1.07億美元。

四、國防科技迎來大筆籌資交易

國防科技在2024年第三季吸引許多大筆交易，其中包

括總部位於美國的Anduril Industries（自主武器系統開發

商）和總部位於德國的Helsing（一家利用人工智慧提高

武器能力和決策制定的公司）。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和衝突可能引起人們對國防科技領域的興趣。儘管創投歷

來較少投資該行業，但隨著政府對與國防相關的軟體和其

他非硬體解決方案的關注，導致一些創投開始評估此領域

可能為良好的投資機會。

五、亞太地區創投投資資金下降，日本卻逆勢創十二季新高

伴隨著全球創投趨勢，包括規模持續放緩的交易件數

和下降的交易金額，亞洲創投在2024年第三季降至1,560

萬美元，為7年來的最低點。

中國的創投投資交易金額（61億美元）仍然是亞太區

域最大，但這卻是中國十多年來投資金額最低的季度。印

度的創投金額保持穩定（36億美元），源自於數筆以消費

者為中心提供服務的企業籌資交易，其中包括快速配送新

創Zepto籌集3.6億美元。日本的創投金額卻逆勢上漲，源

自於大筆交易案件（日本AI新創Sakana AI籌集2.14億美

元）的推升，日本在2024年第三季升至12個季度的新

高，在356筆融資交易案件中募1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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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觀察

根據我們的觀察，市場有積極跡象表明市場可能會好轉，即使2024年第四季度沒有發生反轉，預期也將在

2025年出現復甦。隨著加拿大央行和歐洲央行在2024年第二季降息之後，英國央行和美國聯準會也在2024年

第三季開始降息。這些降息決議，以及對未來幾個月的政策預期，儘管對2024年第三季的投資水準沒有重大

影響，卻為創投市場帶來了一些樂觀情緒。此外，創投根據多個區域的降息政策來考慮交易策略，認為併購活

動將可能會是首先登場的退出活動。

人工智慧預計仍然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投資領域。隨著投資者越來越關注能夠運用人工智慧產生真正價值的

公司，人工智慧領域將可能會出現一次洗牌現象。人工智慧的監管也將成為未來幾季值得關注的一個主要領

域，原因是政府和監管機構越來越重視人工智慧活動開發框架的需求，無論是關注安全、隱私還是適當使用部

分。

過去兩年中，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引起創投濃厚興趣，但是觀察過去幾個季度的總投資呈現下降現象，但考

慮到全球能源需求飆升並預計超過供應，預期2025年創投的興趣將可能會進一步升高。

國際觀點 | 創投脈動：2024 Q3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Winte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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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創業英雄主義」阻礙公司進步！適時鬆

手，才是真正有效的領導
摘錄自經理人雜誌 | 2024.12.13

基於對企業的情感與責任，創業者往往不敢鬆手管理

權，然而持續高度介入的管理方式，對企業可能造成中階

主管不敢擔責、團隊士氣低落、資訊傳遞受阻、組織效率

下降等負面影響。建議可藉由建立分層授權制度、將經驗

轉化為指導原則及平衡長短期改革三大方向，將創業者的

經驗與洞見系統化，轉化為可長期執行的策略框架。 閱讀

全文

國際報告：87％台企陷接班困境，大企業經營

者看不到45歲以下新血
摘錄自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 2024.12.10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台灣中小企業

雇主年齡分布的波鋒雖維持在50至54歲，但超過60歲的占

比在這兩年已突破20％；大型企業在2023年已沒有45歲

以下的經營者，顯示台灣整體經營者高齡化趨勢嚴重。然

而，隨經營者老化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接班斷層的狀

況，根據報告指出，台灣87％的企業面臨接班困境、54％

還沒有適當的接班布局計畫，呼籲經營者要及早把重心從

「經營」轉向「傳承」。 閱讀全文

巴菲特投資觀4／股神的五大遺產規畫忠告價值

不亞於投資建議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4.12.7

波克夏執行長巴菲特針對遺產規劃提供五大忠告：事

先告知子女；儘早思考遺產規畫問題；你的年齡漸長，你

的繼承人也是；應慎防共同受託，尤其若要求共識決；可

以修改、也應該修改遺產規畫。 閱讀全文

Prada 集團推動繼承計畫！36 歲長子「羅倫

佐」晉升最大股東，市值六千億的時裝帝國邁入

新時代
摘錄自儂儂雜誌 | 2024.11.13

根據《彭博社》報導，Prada集團已推進「繼承計

畫」，創意總監兼執行董事Miuccia Prada已轉讓控股公

司Ludo SpA的50.5%股份所有權給她的長子「羅倫佐」

Lorenzo Bertelli，這位年僅36歲的「繼承人」已是控股

公司中的最大股東。然而，Miuccia Prada仍保有「投票

權」，她的先生Patrizio Bertelli也保留了公司的部分股

票，也仍是重要的董事成員之一。在關鍵時刻上，她與先

生仍具有對公司營運的決策權，防止公司走向不正確的道

路上。 閱讀全文

蔡鴻青：家族企業如何富過3代？
摘錄自財訊雜誌 | 2024.11.6

蔡鴻青針對家族企業現況提出觀察，他指出下一代的創

業精神及接班意願大不如前，而台灣企業每年高現金配息，

不僅創造了家族財富，也讓經營家族辦公室成了另一種選

項。因此要讓家族成員回家族企業接班，很難！再者，台灣

企業去家族化現象明顯，因規模擴大所產生的股權結構性的

變化，迎來了市場、家族與管理層三群體共同治理的年代。

在此情況下，家族應思考如何重新整合持股控股，與市場及

管理團隊共治，或選擇及早退出。閱讀全文

喊了多年這次可望成真！？超越香港、新加坡成

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台灣必須盡快做這件事
摘錄自今周刊雜誌 | 2024.10.21

由於亞太地區的超高淨值個人人數逐年增長，擁有金

融市場、法律監管、人才資源、地理位置、金融科技基礎

建設、國際標準和最佳實踐監管框架等綜合優勢的香港和

新加坡，便成為超高淨值客群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 閱

讀全文

Winter  2024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columns/view/69633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columns/view/69633
https://www.cheers.com.tw/talent/article.action?id=51039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381/8410158
https://www.bella.tw/articles/news/48833
https://www.wealth.com.tw/articles/7d3f048a-0bba-417b-a1bd-21ff637a91bc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41021000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4102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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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信託協會與政治大學法律學院12月6日共同主辦

「2024年度信託實務與理論的對話」研討會，本次研討會

以「信託法的基本原理與企業運用」、「家族財產傳承信

託及安養信託」、「『ETF、REITs、PE Fund暨財富管

理』與信託制度」、「環境信託與文化資產信託」四大方

向作為主軸，邀請國內外信託領域專家學者與實務專業人

士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信託法制的新趨勢與實務運作的創

新挑戰。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洪銘鴻應邀擔

任「家族財產傳承信託及安養信託」場次的與談人，分享

產業結構與資產配置對信託推廣與設計之影響。他強調，

信託固有其目的性，然亦有風險，家族傳承工具的運用，

仍必須與家族傳承的核心價值搭配運用，方有意義。而對

於國內信託制度，他建議，信託架構設計應更有彈性，金

融投資考慮更為開放，稅制改革則考慮配套調整。

2024年度信託實務與理論的對話研討會

洪銘鴻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說明家族傳承與財產移轉之差異。

國內外信託領域專家學者與實務專業人士齊聚，探討信託法制的新

趨勢與實務運作。

活動精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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