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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值得關注
的六大供應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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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過數年來增強供應鏈的韌性和可視性管理後，供

應鏈領導者現在必須為整個企業提供真正價值。到

2025年，要實現更廣泛的影響，領導者需要更詳細

了解供應鏈的服務成本 (Cost to serve) 註1，全面掌

握供應商的環境和社會實踐，並務實地評估其技術

是否能滿足這些需求。

此外，供應鏈領導者需要放眼全球，關注地緣政治

問題帶來的不確定性、新興技術帶來的巨大變革，

以及產業轉型對新的營運和人力資源的影響。本篇

將深入探討2025年的六大關鍵趨勢。

註1：服務成本(Cost to serve) 指供應鏈要交貨或提供服務給客

戶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的成本，包括規劃、採購、生產、訂單處

理、倉儲、運輸、配銷、售後服務、退貨處理等。

面對全球供應鏈不確定性下，組織可透過積極擁抱

新技術作為監測、預警預測的方式，關注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數位孿生等帶來的技術應用，並留意全

球永續的合規性，提早部署策略，打造更具適應力、

抗風險的供應鏈體系。

2025年值得關注的六大供應鏈趨勢

六大供應鏈趨勢

服務成本

到2025年，企業得依靠供應鏈來降低成本，以減輕

通貨膨脹和全球動盪帶來的影響。然而，隨著傳統

的提高利潤方法幾乎已被用盡，供應鏈領導者必須

更仔細評估服務成本，即需要了解不同產品、客戶

和通路的成本影響，掌握每個供應鏈節點及設施成

本，及每條運輸路徑和目的地的成本。

對供應鏈中各個環節的成本有清晰的數據，將有助

於制定更符合實際服務成本的定價策略，優化產品

流向和配送方案，並提供其他靈活調整其他供應鏈

成本的洞察力，以應對潛在的中斷風險。

為了深入理解這些成本，供應鏈領導者需要充分利

用進階的分析、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ML)，採用

能夠監控、預警和預測分析的技術，使他們能夠採

取近乎即時的主動管理方式。

供應鏈風險管理

根據KPMG《2024年全球CEO前瞻大調查》，供應

鏈被視為企業前三大風險之一。因此，在未來的一

年，供應鏈風險管理需要在日益增加的地緣政治挑

戰、通膨壓力和持續的供應鏈中斷中投入更多的精

力。領導者需要關注新的永續和環境法規風險，並

做好應對新貿易和關稅政策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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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生成式人工智慧(Gen AI)工具可能帶來風險，

例如：更嚴格的隱私和數據管理要求。

消費者偏好變化也會帶來風險，比如對更快配送、

更高客製化和道德採購的需求。此外，勞動力短缺

風險將需要納入考量，尤其是在倉儲、運輸和製造

領域。網路安全威脅預計將在各個業務領域增加，

而供應鏈中的弱點將成為攻擊者的重要入侵點。

為了減輕這些風險，供應鏈領導者需要採用新的預

測和指導性技術。利用大數據獲取洞察，並與生態

系統合作夥伴共享知識。深入供應鏈的可視化將是

核心，企業需要將追蹤了解到供應鏈第四層及更深

的層級，供應鏈領導者應使用數位孿生(Digital Twin)

技術增強對整個價值鏈的可視化，並建立對其網路

足跡的掌控。

ESG / 範疇三

近年來，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要求對供應鏈領

導者提出了極高的需求，因為供應鏈是實現組織

ESG 目標和範疇三減排預期的關鍵途徑。這項責任

將在2025年持續，且議題範圍逐漸擴大。

供應鏈領導者需要確保對整個價值鏈有全面的了解。

領導者需要識別、收集並驗證合作夥伴的數據，以

提高對ESG的意識、降低風險並進行合規報告。同

時，市場可能會要求企業改善供應鏈中的人權和其

他社會影響，並應對ESG相關法規的複雜性，如碳

邊境調整機制 (CBAM)和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

(CSDDD)。

在 2025 年還預期供應鏈領導者將把ESG和範疇三

的挑戰轉變為更強勁的業務表現機會，並作為競爭

的區別因素。此外，他們需要創造一個更循環的經

濟，使企業對整個產品生命週期承擔更多責任，因

此需考慮及探索產品使用後如何被退回、回收或重

新利用設計。

生成式人工智慧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區塊鏈和物聯網(IoT)已成為

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虛擬實境(VR)和數位孿生

的突出，領導者需要持續運用這些技術，同時關注

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

生成式人工智慧將成為2025年聚焦重點，為供應鏈

提升到新水平帶來巨大的潛力。生成式人工智慧利

用大量數據集，快速生成內容並自我學習，從而優

化採購、品類管理、策略性採購、合約生命週期管

理、供應商風險和關係管理，以及從請購到收貨和

從發票到付款的流程。雖然目前這些應用大多仍處

於試驗階段，但在2025年，供應鏈領導者可能將真

正開始從生成式人工智慧投資中獲得實際價值。

採購之需求與協作技術

在採購技術方面，供應商領導者可能會在2025年接

觸到新的採購流程之需求接收和協作 (Intake and 

Orchestration, I&O)技術工具。採購流程之需求接收，

位於現有應用程式的前端，提供簡單的方式來收集

基本關鍵數據，而協作工具則位於應用程式上層，

使多個解決方案之間能夠整合並進行流程協同。

大型企業軟體解決方案正面臨這些新工具的挑戰，

因為這些工具可以提供更多的靈活性、更短的實施

時間和更簡單的用戶體驗。許多組織在替換舊有採

購技術之前，都在研究 I&O 工具的可行性。

預計為了回應這些新工具，最大的從採購到付款

(Source-to-Pay)平台將在2025年中期之前推出自己

的 I&O 功能，還可能會有大型平台與專注於 I&O 解

決方案的公司彼此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產業轉型

在能源轉型議程、先進技術和機器人技術以及快速

產品創新的推動下，產業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這種環境催生了大規模營運變革的需求，如需要新

技能、改變勞動力需求。

2025年產業轉型可能會要求供應鏈和採購人員更加

適應新技術，並準備好提升技能和再培訓的準備。

為供應鏈角色(例如運輸和物流經理、品類經理、支

出分析師及數據和AI建模師)提供新職責，對於成功

將至關重要。

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為員工採用混合工作模式，許

多組織正在考慮開設全球能力中心 ( G l o b a l

2025年值得關注的六大供應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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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 Centers, GCC)或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 CoE) ，以有效地提供供應鏈和採購功

能。 到2025年，這種分散式的方法有助於利用全球

人才庫，促進組織創新與提升生產力。

結語

邁入2025年，這六大趨勢預計將主導議程，供應鏈

領導者在成本、風險、技術、ESG 要求和營運方面，

亟需展開新的思維、規劃和協作方式。

2025年值得關注的六大供應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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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充電站

馬來西亞吸引50.7兆美元投資 積極布局半

導體、綠能與數位經濟

近日在倫敦舉行的「投資馬來西亞2025」高峰會吸

引超過200家國際機構投資者，資產管理總額高達

50.7兆美元(約新台幣1668兆元)，凸顯馬來西亞強

勁的市場吸引力。作為東協經濟核心，馬來西亞不

僅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連結亞洲、歐洲與美洲，更

透過參與CPTPP與RCEP強化國際貿易地位。政府

積極推動半導體、再生能源與數位經濟三大產業，

加上龐大的外資湧入，使馬來西亞站上全球經濟成

長的風口，成為企業與資本競相佈局的新焦點。

馬來西亞高度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這兩大協定涵蓋全球三分之一的GDP，為

馬來西亞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機會與貿易便利性。根

據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MITI)的數據，RCEP

生效後，該國與成員國間的貿易額顯著提升，2023

年貿易總額突破2兆令吉(約新台幣14兆元)。對於希

望拓展東協市場的企業而言，馬來西亞不僅擁有健

全的基礎設施與成熟的供應鏈，更具備雙語(英語與

華語)人才優勢，使其成為亞太市場的理想落腳點。

在政策推動方面，馬來西亞政府透過「馬達尼經濟

框架」，聚焦半導體製造、再生能源與數位經濟三

大關鍵領域，並推出多項投資優惠措施，以提升競

爭力。半導體產業方面，馬來西亞是全球前十大半

導體出口國之一，擁有超過50年的產業基礎，英特

爾及台積電等國際巨頭已在當地設廠。大馬政府正

推動《國家半導體戰略》，計畫在2030年前提升本

地供應鏈，並吸引更多高端半導體企業投資。

綠色能源方面，馬來西亞目標在2050年達成碳中

和，政府已發布《國家能源轉型路線圖》，致力推

動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發展，並提供綠能投資

激勵措施。政府計畫到2035年達到40%。沙巴州和

砂拉越州因擁有豐富的水力資源，成為綠能發展的

重要基地，吸引多家國際企業參與。

至於數位經濟，馬來西亞正快速發展為東協的數據

中心樞紐，Google、Microsoft及AWS等科技巨頭已

紛紛在當地投資資料中心，並推動AI、雲端運算與

電子商務相關產業發展。根據馬來西亞數位經濟機

構(MDEC)預計到2030年將提升至25.5%。隨著5G

網路的推廣及政府積極支持科技創新，馬來西亞正

成為全球科技企業的新興熱點。

原文報導：今日新聞 

為因應高科技、半導體製造及數位經濟、資料處理

中心的耗電量，馬來西亞政府制定全面的電力發展

計畫，涵蓋水力發電、生質能、太陽能及電池儲能

技術等等，更進而發展永續能源，來降低對環境的

影響。台商在半導體製造及再生能源技術都是世界

翹楚，在全球布局下，台商可善用自身的技術量

能，在馬來西亞繼續發光發熱。

前進馬來西亞同時，也要善用馬來西亞政府在這三

大產業提供的租稅優惠，節省成本進而增加資本投

資，以利企業產生正向循環經濟。

馬來西亞篇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https://www.nownews.com/news/6659896?srsltid=AfmBOooPiHZCNOnjm9uoweNg-C6jpQwsxP_shaECrcvMN_x5fgIwSJ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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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關稅談判印尼承諾增加採購美國能源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艾朗嘉(Airlangga Hartarto)於4月

18日表示，將增加從美國進口石油和天然氣，作為

緩解華盛頓威脅的高額關稅協議一部分；並且表示

雙邊談判將在60天內完成。

艾朗嘉與印尼代表團其他成員會見美國商務部長盧

特 尼 克 (Howard Lutnick) 、 貿 易 代 表 葛 里 爾

(Jamieson Greer)和國務卿盧比歐 (Marco Rubio)

後，在華盛頓舉行的線上新聞記者會上發表上述談

話。

艾朗嘉說：「印尼將增加從美國購買能源，包括液

化石油氣(LPG)、原油和汽油。」「印尼也計劃繼續

從美國購買農產品，例如小麥、大豆和豆奶。」

艾朗嘉描述，印尼談判團隊希望下週與美國財政部

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會面；他還表示印尼是美

國政府最早同意進行談判的國家之一。

他也透漏，印尼政府承諾將為在印尼營運的美國公

司，提供更簡化的許可程序和獎勵措施。

美國總統川普在4月2日「解放日」(Liberation Day)

公布對印尼徵收32%對等關稅，稅率在美國的主要

亞洲貿易夥伴中數一數二。但與大多數其他國家一

樣，高額關稅暫緩90天實施，以便雙方進行談判。

艾朗嘉指出：「印尼和美國已同意在60天內完成談

判，參考架構或框架已經達成共識。」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數據顯示，華盛頓對雅加達

的貨物貿易逆差在2024年達到179億美元，比2023

年增加5.4%。

原文報導：中央通訊社 

全球製造鏈面臨美國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衝擊，勢

必會引發另一波商業重組效應。多數受影響的政府

首要政策是希望能啟動美國關稅談判，印尼政府也

迅速成立貿易、投資及經濟安全談判工作小組展開

雙邊談判，擬以採購進口美國原物料產品，降低其

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協助廠商分散製造產能，或就

近美國市場投資設廠，布局全球生產基地，同時承

諾採取嚴格出口管制，落實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

準；另外在預算支出方面，也提高基礎設施建設及

獎勵補助措施，積極提升企業製造能力，以降低製

造成本及簡化投資申請程序，或者就出口美國給予

部分補助，減少高關稅帶來的影響。

在市場面的策略，面對美國超級消費能力，推動區

域合作強化及新興市場拓展，以分散目前市場過度

集中的風險等，共同協助產業開源節流，因應川普

2.0的關稅挑戰。

印尼篇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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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修訂重點如下

⚫ 申請適用對象

新增申請電子增值稅(“VAT”)發票的適用對象，

包括在越南從事電子產業但無常設機構的海外供

應商、數位平台商業活動業者和其他主動註冊使

用電子增值稅發票的服務業者。

⚫ 發票的開立與種類

‒ 修訂和補充授權以使賣方(包括家庭企業和個

體企業)可授權第三方開立電子發票。

‒ 補充規定出口加工企業(“export processing 

enterprises, EPE”) 從事其他商業活動時(除出

口和加工活動外)，應根據其登記的納稅申報

方式，使用電子銷售發票或電子增值稅發

票。

‒ 補充規定允許企業於符合標準數據格式和向

稅務機關傳輸電子商業發票資料之出口商品

和提供海外服務時，可使用電子商業發票。

⚫ 發票開立時間

列明出口貨物的發票開立時間，由賣方決定電子

商業發票、電子增值稅發票或電子銷售發票的開

立時間，但不得晚於貨物根據海關規定清關後的

下一個工作天。

法令修訂之特定情況下的發票開立時間規定。

‒ 補充根據對帳期間開立貨物銷售和提供勞務

發票的情況(即不晚於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的

次月7天或約定期結束後的7天)，包括：鐵路

運輸支援服務、電視廣告服務、電子商務服

務、銀行服務(除貸款活動外)、國際匯款、證

券服務、電子彩券、投資者與收費服務提供

商之間的道路收費服務，以及其他包含在越

南財政部指引的案件。

‒ 廢除零售業和食品飲料業在總部核算的直營

店商業活動每日結束發票開立規定。

‒ 信貸機構活動

1. 貸款活動：當銀行實際收取利息時。

2. 外匯代理活動、外幣收付服務：當外匯業

務已完成外幣收付時。

‒ 保險業務活動：根據適用的保險業務規定可

認列保險收入時。

‒ 如為使用計費軟體的計程車服務，需於載客

後時開立發票並傳送數據至稅務機關。

補 充 個 人 所 得 稅 扣 除 證 明 (tax deduction 

certificate)的開立時點與個人所得稅扣繳時一

致。

⚫ 發票內容

‒ 補充說明發票上需列明的內容，包括個人買

家的身分識別號碼或與國家預算相關單位的

代碼。

‒ 補充說明於某些情況下商品和服務名稱的發

票應包含內容要求，例如食品飲料服務業及

運輸服務。

‒ 補充說明如果開立發票和電子簽名不是同一

天，則電子簽名時間不得晚於開立發票後的

次一工作天。

⚫ 自收銀機開立的發票

投新增需要使用與稅務機關連接以傳輸數據的收

銀機所生成電子發票之適用對象，包括：年收入

超過1億越南盾的家族企業、個體企業，及直營

銷售活動的企業，例如購物中心、超市、零售業

(不包括汽車、機車和其他機動車輛)、食品飲料

服務業、餐廳、酒店、客運服務、道路運輸之直

接支援服務等。

⚫ 電子發票的替換和調整

‒ 廢除發票註銷的規定。

‒ 補充規定於調整或替換已開立的錯誤電子發

票之前，如果買方為企業、經濟組織、其他

組織、家族企業、個體企業，則賣買雙方必

須有書面協議，具體說明發票錯誤的內容。

若買方為個人，賣方必須發送通知給買方或

是在賣方的網站上發布公告。

越南：電子發票法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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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電子發票法規修訂各國法令更新

‒ 允許企業於同月份內對同一買方開立一張發

票以替換或調整多張錯誤開立的發票。

‒ 明確列出賣方或買方在退貨情況下開立發票

的情況。

⚫ 其他規定

‒ 新增不合規行為，包括“未向稅務機關上傳

電子數據”和“偽造發票和文件”。

‒ 第70號法令亦對申報範本做部分修訂及補

充。

‒ 第70號法令將於2025年6月1日起生效。

隨著越南稅務局以第70/2025/ND-CP號法令擴大電

子發票的適用範圍，特別是針對提供數位和跨境業

務的企業，顯示越南稅局也隨著科技進步而更新法

規以應對電子時代。建議在越南的台商應定期檢視

並更新電子發票系統，以確保公司符合新的電子發

票規定與合規要求。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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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印度：電子元件製造計畫(ECMS)啟動

項目 子組件與裸元件 資本設備與供應鏈

申請期間 2025年5月1日起三個月內 2025年5月1日起兩年內

獎勵年限 6年，另可選擇1年準備期 5年(自申請核准日起)

基準年度 預設2024－25財政年度；若選擇準備期則為2025－26財政年度 同左

投資類型 新設廠房(綠地)與擴建廠房(棕地)皆適用 同左

獎勵模式 營收連結、資本支出及混合型獎勵 同左

資格評估
依全球電子系統設計製造(ESDM)營收、財務及技術能力評估；

部分獎勵須符合就業成長條件
同左

為強化本土電子供應鏈並降低對進口依賴，印度政府

於 近 期 批 准 「 電 子 元 件 製 造 計 畫 (Electronics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Scheme, ECMS)」，總

預算達2,290億盧比(約26億美元)。該計畫提供差異化

的政策獎勵，旨在解決高額資本支出、規模經濟不足

與技術快速汰舊等結構性挑戰，吸引國內外企業投入

電子元件製造。

計畫共設三種獎勵模式：營收連結獎勵、資本支出獎

勵、混合型獎勵，適用於子組件、機電元件、非表面

黏著元件(Non-SMD)及其相關供應鏈。綠地(新建)與

棕地(擴建)投資皆符合資格，並將根據企業在全球電

子系統設計與製造(ESDM)之營收、財務與技術能力

進行評估。

此外，部分獎勵發放條件亦與企業的增加雇用連結，

顯示印度政府不僅追求短期產能提升，更重視長期產

業升級與就業穩定之雙重政策目標

目標項目類別
投資門檻

(單位：千萬印度盧比)

增額營收門檻

(單位：千萬印度盧比)

增加雇用門檻

(人數)
約略補助比例

顯示模組次組裝 250 1,200 300 增額營收的1～4% 

攝像模組次組裝 250 900 450 增額營收的2～5% 

非表面黏著

被動電機零件
50 90 180 增額營收的4～8% 

多層印刷電路板

(Multilayer PCB)
50 90 90 增額營收的5～11%

投資、營業額與增加雇用門檻及涵蓋的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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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子元件製造計畫(ECMS)啟動各國法令更新

目標項目類別
投資門檻

(單位：千萬印度盧比)

增額營收門檻

(單位：千萬印度盧比)

增加雇用門檻

(人數)
約略補助比例

鋰離子電池 500 1,200 600 增額營收的6～8% 

手機與資通訊設備

之外殼等相關零件
500 1,200 720 增額營收的3～7% 

高密度互連

／軟性電路板

(HDI／MSAP)

1,000 1,200 1,200
⚫增額營收的4～8% 

⚫資本支出25%補助

表面黏著(SMD)

被動元件
250 450 600

⚫增額營收的3～5%

⚫資本支出25%補助

次組裝與基礎元件

之供應鏈
10 - 10 資本支出25%補助

電子製造所用資本

財(含子系統與零件)
10 - 20 資本支出25%補助

印度此次推出ECMS所提供的多層次獎勵機制，已

不僅是財政補貼，而是印度政府重構製造產業價值

鏈的長期政策工具。企業不僅看短期獎勵，建議也

須自營收規模、投資回報與人才配置等多面等考

量，以最近期的申請期間是自2025年5月起3個月，

建議有意進行分散產能，海外布局之台商也應盡速

評估。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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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根據GloBE規則，跨國企業集團合併營收超過7.5億

歐元的印尼稅務居民及常設機構有以下申報義務：

1. GloBE資訊申報表(GIR)及通知

GIR需於GloBE報告年度的15個月內提交(惟對於

第一個年度，即FY25，該截止日期為18個月

內)。GIR的提交收據和通知必須附於GloBE年度

所得稅報告中。

2. 年度所得稅申報表

⚫ GloBE年度所得稅申報表(需由跨國企業集團

的最終母公司為印尼稅務居民者申報)。

⚫ 當地最低稅負制(DMTT)年度所得稅申報表。

⚫ 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TPR)年度所得稅申報

表。

DMTT及UTPR年度所得稅申報表需要由位於印尼的

組成實體(包括常設機構)提交。這些年度所得稅申報

表必須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結束後的四個月內提交(第

一年可以延長兩個月)。

申報表中所包含資訊將以標準格式呈現，包括：

⚫ 組成實體及其所在地的辨識

⚫ 跨國企業集團的完整投資架構

⚫ 計算各租稅管轄區的有效稅率(ETR)、各組成實

體的補充稅以及合資集團成員所需資訊

⚫ 各租稅管轄區依據所得涵蓋原則(IIR)和徵稅不足

之支出原則(UTPR)分配的補充稅

⚫ 紀錄GloBE規則中所做的選擇

印尼自今(2025)年1月1日起實施GloBE規則，跨國

企業集團合併營收超過7.5億歐元的印尼稅務居民及

常設機構須特別注意GloBE申報的要求，例如

GloBE資訊申報表、當地最低稅負制、徵稅不足之

支出原則等年度所得稅申報表的相關規定及申報期

限，並確認各實體所在地、跨國企業集團的完整投

資架構、各租稅管轄區的有效稅率(ETR)及補充稅之

計算等，因補充稅的分配計算將受到不同租稅管轄

施行GloBE規則進度的影響，建議跨國集團企業應

先諮詢稅務專家，儘早因應全新複雜的跨國課稅規

則，確保與GloBE要求一致，有效地管理跨國稅務

負擔。

印尼：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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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有詐欺、故意違規或疏忽的情況下，不適

用法定時效。

在自我評估系統下還引入了若干罰則，包括：

⚫ 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未提交申報書

一經確認，可能將處以10,000馬幣以下的罰款。

如果未提起訴訟，則可處以200馬幣至2,000馬幣

的罰款。

⚫ 提交錯誤的納稅申報書

一經確認，可能被處以1,000馬幣至10,000馬幣

的罰款，外加相當於少繳稅款的特別罰款。如果

未受起訴，則可處以相當於少繳稅款的罰款。

對於任何從事或涉及意圖欺詐政府稅款之人，其罰

款已從5,000馬幣修改為1,000馬幣以上20,000馬幣

以下。

印花稅審核框架

隨著自我評估系統的推動，IRB預計將進行更多的印

花稅審核，類似於納稅人在所得稅制度下可能的審

核程序。進行印花稅審核的基本目的是鼓勵自願遵

守並確保根據1949年《印花稅法》的規定已繳納正

確稅款。

因此，IRB已發布印花稅審核框架，自2025年1月1

日起生效，概述審核官和納稅人的權利和責任。其

中值得注意的重點如下。

⚫ 印花稅審核類型

與所得稅審核類似，印花稅審核可採一般覆核或

全面覆核。

對於一般覆核(或稱為文件審計)，將向納稅人發

出審核行動通知書。審核是藉由覆核印花稅申請

的隨附文件，如果需要進一步的資訊，納稅人可

能會被要求面談。

在某些情況下，一般覆核可能轉為全面覆核(或

稱為實地審計)。全面覆核涵蓋納稅人簽署的所

各國法令更新

馬來西亞：引入自我評估制度及印花稅
新審核框架

馬來西亞已於1949年印花稅法之附表一中列示應納

印花稅的文件，包括財產或證券的轉讓文件、轉讓

契約以及與租賃交易、業務轉讓和服務提供相關的

協議。應納印花稅的文件必須在簽署後30天內蓋

章；或者如果文件是在馬來西亞境外簽署，則須在

首次在馬來西亞境內收到後30天內提交蓋章。

自2024年1月1日起，在馬來西亞境外以電子傳輸接

收方式所簽署的文件，應自首次收到電子郵件作為

證據之日起30天內蓋章。根據現行的官方評估系

統，納稅人需要通過STAMPS入口網站向內陸稅收

局(Inland Revenue Board, IRB)提交文件及相關佐

證文件。IRB將評估應納稅額並發出評估通知。稅款

需於評估通知中規定的期限內繳納，通常為30天。

引入自我評估系統

根據2024年《稅收徵收、管理和執行法》，印花稅

的自我評估系統將於2026年1月1日開始實施。雖然

該法已經為印花稅自我評估系統的實施建立法律框

架，但根據2025年預算案的公告，該系統將分階段

進行，以確保順利實施。

在自我評估系統下，確保應納稅文件有蓋章為納稅

人的責任。納稅人以電子方式申報及文件將被視為

由印花稅印花稅徵收官所作出的評估，到期前繳

納。然而，徵收官仍有權評估文件的稅款，並判斷

是否應納稅。

若徵收官認為應納稅文件沒有或未充分評估，徵收

官可在稅款應納或已納之日起5年內對該文件查核。

階段 生效日期 文件類型

第一階段 自2026年1月起
與租賃或租約、一般印花
及證券相關的文件或協議

第二階段 自2027年1月起 財產所有權轉讓文件

第三階段 自2028年1月起
除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所
述之外的文件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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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引入自我評估制度及印花稅新審核框架各國法令更新

所有文件，該覆核可於納稅人的場所、IRB辦公

室或納稅人和審核官員同意的任何其他地方進

行。對於全面覆核，將向納稅人發出審核訪問通

知書，納稅人可以在合理或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申

請延期審核訪問。

儘管如此，如果需要額外的支持文件和諮詢，納

稅人將自通知書日期起14個工作日內提供。如果

納稅人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回應，IRB將採取任何

認為合適的方法來進行審核。

⚫ 印花稅審核涵蓋期間

一般而言，印花稅審核可能涵蓋3個年度。然

而，該期限不適用於涉及詐欺、逃稅或疏忽的案

件。儘管如此，納稅人需從繳納稅款之日起保存

相關文件7年。

⚫ 印花稅審核案件的挑選

挑選是基於風險評估標準系統和/或根據所收到

的各種資訊來源進行。

⚫ 付款程序

如果因印花稅審核而產生額外的稅款和罰款，納

稅人應於規定期限內全額支付，不接受分期付

款。

⚫ 上訴程序

如納稅人對徵收官所提出的評估通知或追加評估

通知有異議，可在評估或追加評估通知日期後30

天內向徵收官提出異議通知並附上其理由。惟提

出異議並不會免除納稅人依規定繳納稅款的責

任。

收到異議通知後，徵收官應覆核評估或追加評估

並以書面通知納稅人其決定。如果納稅人仍對徵

收官的決定有異議，可進一步向高等法院上訴。

上訴須於收到徵收官書面通知其決定後21天內提

出，並繳納相應稅款。

自2025年1月1日起，延遲蓋章之罰款已修訂如

下：

‒ 如在規定蓋章時間後的3個月內蓋章，需支付

50馬幣或欠稅的10%，以較高者為準。

‒ 如在規定蓋章時間後的3個月後蓋章，則需支

付100馬幣或欠稅的20%，以較高者為準。

儘管如此，納稅人可以在印花稅審核開始前，對

未在到期日後3個月內提交蓋章的文件進行自願

揭露。對於此類自願揭露案件，將處以50馬幣或

欠繳稅款的10%，以較高者為準的優惠罰款率。

隨著馬來西亞實施自我評估印花稅系統和發布印花

稅審核框架，顯示IRB將重點關注印花稅合規性。建

議在馬來西亞的台商企業應確保履行其印花稅義

務，因為納稅人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正確識別應徵稅

的文件，還要確定應繳納的稅款金額。由於印花稅

率因文件性質而異，涉及一系列因素和規則，確認

所適用的印花稅率可能變得非常技術性。

建議納稅人覆核近年來簽署文件，皆已依更新規定

計算和繳納印花稅且正確蓋章，保留證明文件，以

利自我評估應繳納印花稅並順利完成審核。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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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令更新

馬來西亞內地稅務局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Malaysia, IRB)於2025 年 2 月 21 日發佈了一般電

子發票指引(4.2版)及電子發票特定指引(4.1版)，此

兩份修訂後的指引為馬來西亞的電子發票實施時程

確立了新的截止期限。原本年營收達到2,500萬令吉

至1億令吉(約新台幣1.85億至7.4億)間之企業應自

2025年1月1日起強制採用電子發票；2025年7月1日

起所有企業將全面適用電子發票機制。然而，此次

更新將企業依年營業額或營收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別

並放寬實施期限：

⚫ 年營業額或營收超過 50 萬令吉，但未超過

2,500 萬令吉(約新台幣370萬至1億8,500萬)的企

業，必須在 2025 年 7 月 1 日前實施電子發票。

⚫ 年營業額或營收 50萬令吉以下的企業，必須在

2026 年 1 月 1 日前實施電子發票

為配合新的期限，IRB連同4.1 版電子發票特定指引

推出一個臨時過渡期。在臨時過渡期期間，上述企

業可開立合併電子發票(consolidated e-invoice)及合

併自開發票(consolidated self-billed e-invoice)，以

順利過渡至達成完全符合規定。對於年營業額超過

50萬令吉、未超過2,500萬令吉的企業，此過渡期為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年營業額或營

收50萬令吉以下的企業，過渡期為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6月30日。

此次馬來西亞政府延長導入電子發票的期限規定對

中小型企業更為有利，建議投資馬來西亞的台商應

審視自身營業額門檻，以確認採用電子發票之截止

時程。同時在擬訂導入電子發票相關計畫時，亦應

注意公司原本之系統是否可以配合支援，以儘量減

少對業務運作的影響。另外，發票電子化之後預計

將提高資訊透明度，並加速馬來西亞稅局稅務查核

效率。

本篇同步刊載於《會計研究月刊》2025/04

馬來西亞：電子發票新截止期限規定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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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布局
關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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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篇

越南越好！越南取得土地所有權有限制? 特殊稅種有哪些?

專家來揭密！

KPMG安侯建業重磅發表「2025海外布局關鍵指引系列」

影音，由深耕東協國家超過10年的專業團隊，為您剖析東

南亞市場最新脈動、各國國情及最新法規！

越南篇亮點整理

前往觀看影片

菲律賓

現代金銀島「菲」你莫屬！川普關稅衝擊 菲律賓成分散

產線理想地點！

美國關稅風暴席捲全球，菲律賓對等關稅稅率相對較低，

形成利多！CREATE MORE政策提供稅務優惠及經商便

利性，吸引國內外投資，將菲律賓打造成全球投資目的地。

⚫ 進軍菲律賓投資優勢

⚫ 菲律賓租稅獎勵

⚫ 外資企業公司設立程序提醒

⚫ 建議前往投資的台商產業

前往觀看影片

海外布局關鍵指引

⚫ 越南的投資環境及優勢

⚫ 越南取得土地所有權的限制

⚫ 土地到期該怎麼辦？

⚫ 外資企業公司設立程序提醒

⚫ 越南租稅優惠及特殊稅種

⚫ 特殊稅種：外國承包商稅

⚫ 外匯管制注意事項

⚫ 越南未來的投資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3EXqwSqp0g&t=3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IHfifeb_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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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及
媒體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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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 台中場 點此報名

日期：2025年6月18日 (三)

時間：14:30 - 17:00 (14:00開放報到)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F 201DE室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日期：2025年6月19日 (四)

時間：14:30 - 17:00 (14:00開放報到)

地點：台中福華飯店 5F CR501室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迎戰關稅龍捲風－

柔新投資新旋風研討會

活動預告

東南亞國家加速吸引海外企業投資之際，美國關稅政策促使企業跨國布局面臨更多挑戰。由新加坡

與馬來西亞聯手打造的「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JS-SEZ)，該區企業同時享有新加坡的資源與馬

來西亞較低的營運成本，隨著新柔地鐵預計2026年通車，物流與人流效益將大幅提升。結合地理、

關稅、租稅優惠與產業聚落等優勢，柔新特區正迅速崛起，成為國際投資的新熱點。

為協助有意投資柔新特區之企業順利布局，本次研討會特邀KPMG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三地專

家聯合，就企業前進新馬兩國投資將面臨的關稅、投資獎勵、租稅優惠、企業併購等議題進行深度

分享，助力企業打入兩國市場、拓展海外版圖。誠摯邀請有興趣之企業先進，踴躍報名參加！

6/18 台北場活動議程 6/19 台中場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35 開幕暨貴賓致詞

韓娜
MIDA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處長

施威銘
KPMG台灣所執行長

14:35-14:55
全球關稅戰對新馬
影響與應對之策

楊欣苑
KPMG新加坡所合夥人

黃慧俐
KPMG馬來西亞所合夥人

14:55-15:55
柔新經濟特區介紹
與優惠政策

楊欣苑
KPMG新加坡所合夥人

黃慧俐
KPMG馬來西亞所合夥人

黃凱賢
KPMG馬來西亞所副總監

15:55-16:10 茶敘交流

16:10-16:50
前進新馬企業跨國
併購應注意事項

曾文欣
KPMG台灣所顧問部執行副總

16:50-17:00 Q&A交流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35 開幕暨貴賓致詞

韓娜
MIDA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處長

陳政學
KPMG台灣所 台中所所長

14:35-14:55
全球關稅戰對新馬
影響與應對之策

楊欣苑
KPMG新加坡所合夥人

黃慧俐
KPMG馬來西亞所合夥人

14:55-15:55
柔新經濟特區介紹
與優惠政策

楊欣苑
KPMG新加坡所合夥人

黃慧俐
KPMG馬來西亞所合夥人

黃凱賢
KPMG馬來西亞所副總監

15:55-16:10 茶敘交流

16:10-16:50
厚植企業韌性迎向
關稅變局的挑戰

陳其愷
KPMG台灣所 工業產業主持人

16:50-17:00 Q&A交流

https://forms.office.com/e/pspqr1q5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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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關稅新風暴 企業可運用短、中、
長期策略降低美國關稅成本

活動花絮

在全球地緣政治與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之際，美國再

度掀起新一波關稅政策風暴，不僅針對中國實施最

高達245%的對等關稅，更廣泛調整對全球各國的進

口稅率結構。這場變局牽動全球供應鏈重新布局的

深層動能，對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台灣企業而言，

無異於一場生存壓力測試。

KPMG安侯建業於4月22日舉辦「美國關稅新風暴：

全球供應鏈洗牌下的台商生存戰略研討會」，特邀

請畢馬威中國供應鏈及間接稅兼亞太區間接稅及國

際貿易關務主管合夥人Kenneth Leung、KPMG美國

所貿易與海關業務董事 Kelly Nelson、協理Araceli 

Beneyto來台與KPMG台灣所專家分享美國近期關稅

政策以及台商可能因應策略。

畢馬威中國供應鏈及間接稅兼亞太區間接稅及國

際貿易關務主管合夥人Kenneth Leung說明，美

國以關稅作為重塑全球貿易秩序之工具，推動

「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試圖強化美國主

導權、推動製造業回流並增加國內財政收入。在

川普2.0年代，中國產貨物將面臨更高的關稅和更

嚴格的海關檢查，企業可透過首次銷售原則(First 

Sale)和非居民進口人(Non-Resident Importer)等

策略調整進口完稅價格、也可考慮改變原本在中

國製造模式，盤點是否有其他更適合地區可享受

自由貿易協定(FTA)優惠稅率，進而進一步降低關

稅成本。

KPMG美國所貿易與海關業務董事Kelly Nelson

及協理Araceli Beneyto進一步說明，首次銷售原

則允許美國進口商在多層次交易中，以供應商對

中間商的首次銷售價格作為報關價格，而非實際

進口時的採購價格，此舉對面臨高稅率的產業尤

其有利，因為它有助於降低進口商品關稅基礎，

惟企業應特別注意：

1. 交易為真實銷售交易且須明確指定貨物將出

口到美國。

2. 須能證明在第一次交易完成後，美國進口商就

已經對貨物擁有經濟控制權，且中間商不得對

產品進行重大加工。

3. 若供應商與中間商為關係企業，其交易價格應

符合公平交易原則。

針對以上三點企業皆應完整保存相關文件以便向美

國海關(CBP)證明其「首次銷售」之合法性。建議

企業建立內部適用評估流程，確保交易符合美國海

關要求，並定期與律師或報關行確認美國海關對於

首次銷售適用標準的實務認定。

KPMG稅務投資部副營運長丁傳倫強調，面對美國

新一輪關稅政策帶來的挑戰，企業應從短、中、長

期三個層面進行策略規劃與調整。短期內，企業需

診斷現有交易模式是否受關稅政策影響，盤點產品

適用的稅則稅號，以辨識是否列入豁免清單；同

時，釐清受影響產品的產地履歷，特別是最終仍源

自中國的商品，並了解美國買方的態度與接受程

度。中期策略則著重於合規規劃以達成關稅節省目

的，例如評估首次銷售原則及非居民進口人(NRI)制

度的適用性，重新檢視進口報關價格並進行成本拆

分分析，優化整體進口稅負結構。長期來看，企業

應思考如何重新議定交易條件、分散供應商來源，

開拓非美市場以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甚至評估

將部分產能轉移至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可行性。同

時，企業也應確保整體交易過程的真實性、文件完

整性與誠實申報，建立健全且可持續的供應鏈合規

體系。

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行副總林嘉彥提醒，

企業如今面對高額關稅政策，難免會想評估壓低進

口價格以減少稅負之可行性，然後此舉也提高被海

關質疑低報價格、避稅的風險。此外，集團若因調

降產品銷售價格而造成美國子公司營業利益增加，

在美國企業所得稅率較高及盈餘匯回扣繳30%之情

況下，集團整體租稅負擔反而可能更高。林嘉彥建

議，企業首先應重新檢視價值鏈中利潤分配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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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美國關稅新風暴 企業可運用短、中、長期策略降低美國關稅成本

風險是否合理、第二，確保交易價格具合理依據

並可被稅局與海關同時接受，降低雙重查核風

險。

最後，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陳其愷說

明，面對全球關稅政策劇烈波動、供應鏈風險升

溫的挑戰下，企業唯有強化組織韌性，才能在多

變的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陳其愷建議企業應建

立跨部門整合決策機制，使稅務、關務、法遵與

供應鏈能即時評估衝擊並啟動應對措施。另外，

應設立制度化的政策監控與風險預警機制，動態

追蹤各國關稅與貿易法規變動，作為營運與佈局

調整依據。企業應趁此機會，全面檢視並優化現

有的交易架構、營運流程與合規體系，將關稅挑

戰轉化為強化組織韌性與提升全球競爭力的契

機。

KPMG安侯建業舉辦「美國關稅新風暴研討會」，(左起) KPMG安侯建業稅
務投資部執行副總林嘉彥、稅務投資部營運長陳彩凰、稅務投資部副營運長
丁傳倫、畢馬威中國供應鏈及間接稅兼亞太區間接稅及國際貿易關務主管合
夥人Kenneth Leung、KPMG安侯建業主席陳俊光、KPMG美國所貿易與海
關業務董事Kelly Nelson、KPMG美國所貿易與海關業務協理Araceli 
Beneyto 及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陳其愷均一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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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411

用併購重塑價值，打造經營

新戰略！AI、川普新政、

ESG如何影響企業併購風

向? 

併購不只是技術交易，更是實現

戰略目標、搶奪人才的重要手段！

2025年，哪些趨勢引領併購市場

的發展?

⚫ AI軍備競賽推升併購浪潮！AI

如何影響企業併購決策 /估值

怎麼看?

⚫ 川普關稅政策牽動供應鏈重組！

對跨國併購帶來哪些影響?台

商如何應對?

⚫ ESG績效成併購交易的關鍵考

量！在併購盡職調查上，如何

納入ESG評估?

⚫ 台商出海併購外國公司！面臨

哪些挑戰?與私募基金合作有

哪些好處?

⚫ AI賦能顧問工作！AI工具如何

在專業顧問角色上，發揮關鍵

作用?

EP415

川普關稅風暴撼全球！美國

原產成人道走廊?台商如何

挺過關稅戰?

美國總統川普揮關稅大刀！除了

全面性徵收10%基礎關稅，4月9

日起也對貿易逆差較大國家徵收

對等關稅，其中台灣更高達32%！

⚫ 對等關稅政策主要目標為何?

哪些產品暫得豁免?

⚫ 美國原產成分20%即可免關稅?

是否為美國原產怎麼認定?

⚫ 採用首次銷售原則，需要哪些

符合條件?實務操作上有哪些

挑戰?

⚫ 遷廠至其他低關稅國家可行嗎?

企業布局供應鏈，該評估哪些

面向?

EP417

川普關稅海嘯第一排！投資

越南台商如何安全下莊? 在

地專家的第一手觀察

⚫ 越南遭課46%關稅，對出口型

加工企業(EPE)造成哪些影響?

⚫ 嚴管洗產地！企業使用「越南

製造」標籤該注意哪些眉角?

⚫ 行政區域重劃、15年免費國

教！越南政府推出哪些政策改

革及法令更新?

⚫ 面對關稅戰硝煙瀰漫，已落地

或欲前往越南的台商，該如何

調整策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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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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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12lZ-whGzWvjXu9z05ANEYwl5F3FYbT&si=Q5FfUVOYTVQeu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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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419

關稅風暴恐釀「缺藥潮」?

全球生醫產業未來趨勢怎麼

走?專家為您解析！

⚫ 藥品產業首當其衝！對等關稅

將對生醫供應鏈產生哪些影響?

⚫ 已在美布局的生技製藥公司能

保有競爭優勢嗎?

⚫ 「專利懸崖」是什麼?

⚫ 製藥巨頭透過哪些策略因應隨

之而來的挑戰?

⚫ AI在醫療保健中有哪些應用場

景?

⚫ 醫療生技、AI掀併購潮！併購

成功與否的關鍵是什麼?

EP421

關稅戰、AI查稅雙夾擊！

「高資產人士」稅務及傳承

規劃怎麼布局?

⚫ 川普新政撼動全球，高資產階

級如何善用時機，規劃最佳傳

承策略?

⚫ 美國國稅局 (IRS) 如何以AI加

速查稅進程、杜絕逃漏稅?

⚫ 「美台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

是什麼？對美籍/非美籍台灣人

有哪些影響?

⚫ 傳承接班靠軟硬兼施！高資產

家族如何順利完成世代交替?

EP422

境外信託不是避稅萬靈丹！

CFC如何正確申報及課稅？

信託及海外所得的報稅提醒

個人或營利事業持有境外公司股

權、尚未實際分配股利，但需提

前在台灣繳稅的兩大要件！第一

是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力、第二

是設在低稅負有延緩課稅的動機。

個人或營利事業若透過境外信託

轉移所持有股權的情況下：

⚫ CFC怎麼課稅?自益信託與他

益信託的股權計算差別在哪?

⚫ 台商符合哪些條件，才要去辦

理信託相關的申報?

⚫ 在申報時程及準備作業上，需

留意哪些地方?

⚫ 申報海外所得時，小心別踩哪

些雷區?大陸地區的所得、房

產、股利及股權，要如何正確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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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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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12lZ-whGzWvjXu9z05ANEYwl5F3FYbT&si=Q5FfUVOYTVQeu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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