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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供應鏈布局稅務

觀點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極端氣候在各地肆虐，復加以俄烏戰爭，天災、戰爭及疫情除影響全球經濟發

展外，亦造成商業模式改變，供應鏈重組從長鏈改為短鏈，從全球化轉為區域化生產。在考量供應

鏈布局時，稅負成本及相關稅務遵循成本為必要考量之因素。隨著環境之改變，法規之修正，後疫

情時代稅務觀點也必然隨之調整以因應變革。

洪于婷、盧國正（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資深會計師、協理）

壹、前言

極端氣候變遷和新冠疫情

除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外，也對

人類社會造成生活模式和習慣

改變，尤其對科技工具的依賴

程度大幅增加，各企業和組織

以線上會議代替多數面對面會

議，減少人員或物資非必要的

移動，另一方面，人們也逐漸

走向與病毒共存之新常態，經

濟反彈復甦，在家上班模式亦

使企業持續增加數位化工具之

運用，因而，為降低疫情帶來

之衝擊及順應商業模式改變，

就近供應和在地供應之短鏈供

應鏈更為盛行。人們也逐漸覺

悟減緩地球暖化之速度，降低

溫室氣體的排放，才是解決氣

候異常及地球海平面上升之良

方。此外，俄烏戰爭持續進行，

俄羅斯作為天然氣主要供應地

區，牽動全球能源供應及減碳

目標之達成進度。本文將從稅

務觀點就企業在後疫情時代的

供應鏈布局提出觀察與建議。

貳、緊密之區域合作

對於製造商而言，貨品

原產地認定將影響該貨品是否

可以適用特定關稅降稅安排或

避免落入加徵關稅之範圍，間

接稅（進口關稅及營業稅）在

評估供應鏈重組稅務分析比重

日趨重要，也逐漸被納入產業

及產品線投資地點及投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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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在疫情持續延燒之

際，「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仍於 2022 年 1 月順利取得足夠

成員國批准而正式生效。以涵

蓋之人口數及 GDP 產值而言，

RCEP 成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

貿易協議。RCEP 明確採用區

域累積原則認定原產地，產品

原產地價值成份可在成員國構

成的區域內進行累積，比如說

某特定產品在中國大陸、越南

及日本這三個成員國都有加工

及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最後只

要區域內會員國的附加價值加

總達到一定比例，就認定為區

域內產品，而可達到優惠關稅，

甚至在所有會員國全部適用零

關稅。因此，建議企業應思考

如何利用 RCEP 區域累積原產

地規定，在就近供應短鏈策略

下，增加內外銷產品之運用彈

性。

在 此 同 時， 另 一 個 已

生 效 之 區 域 經 濟 貿 易 協 議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於

2021 年也陸續有新的成員國

遞件申請加入，包括英國、中

國大陸、臺灣及韓國。英國在

脫歐之後，即積極加入區域合

作經濟網絡及與各國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英國加入 CPTPP

已取得成員國重要共識，未來

99.9％自英國出口至 CPTPP 成

員國家之貨物將可望取得關稅

減讓優惠。

臺 灣 若 能 順 利 加 入

CPTPP，將有助於產業升級與

加速國內廠商與國際接軌，亦

增加其供應鏈布局之彈性，藉

由 CPTPP 成員國東協四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

連結東協市場、藉由美洲四國

（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及秘

魯）進入美洲市場，若英國成

為成員國，亦可有機會取道英

國進入歐洲市場。CPTPP 本

質上是高標準及高度自由化之

協定，以關稅降稅安排為例，

CPTPP 要求各成員國之關稅必

須快速且大幅度減讓，協議生

效後，短期免除 90％產品區域

內關稅，長期則將免除 95％產

品關稅，實現高度自由化貿易

市場；市場准入方面，服務貿

易及投資，則要求採負面表列

方式做出開放承諾。

CPTPP 也關注環保議題要

求各成員國須實施更嚴格之環

境保護規定。由於 CPTPP 已

於 2018 年 12 月生效，企業若

已於 CPTPP 成員國有生產據點

（如越南），應先了解 CPTPP

在貿易、服務、投資等市場准

入條件及措施，並模擬臺灣及

其他新成員國陸續加入後可帶

來之產業彈性、關稅降稅安排

及市場進入，結合關稅降稅幅

度及時程安排，合理運用原產

地規則享受優惠關稅，降低生

產或營運成本，優化企業供應

鏈及價值鏈。

另外，對於企業跨國投資

不可避免的是移轉訂價上的考

量，尤其在後稅基侵蝕與利潤

移 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時代，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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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局均要求企業在關係人交易

上有更透明的揭露，並普遍認

為企業所保留的利潤水準應該

要和其在價值鏈上的貢獻保持

一致。因此，製造商在考慮供

應鏈調整時，除了關稅，亦須

要考量調整帶來之功能及風險

的變動、利潤分配是否合理，

以降低相關稅務查核的風險。

參、碳稅催化企業落

實綠色轉型，實

踐減碳目標

除上述提及緊密區域合作

重要性外，不論是政府、勞工、

消費者、投資人決策都聚焦於

去碳化行動，世界各地之立法

者，也紛紛認同「去碳化之稅

收政策」將對未來民眾行為及

產業供應鏈之運作扮演決定性

之角色，因為碳稅課稅機制可

以將生產或使用能源所造成二

氧化碳排放之外部成本內部

化，進而達到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之效。

各國及跨國企業雖早於

2016 年生效之巴黎協定架構

下，因應氣候變遷行為，陸續

展開法規制定或修正（如碳稅

政策）或供應鏈原物料採購及

生產流程的低碳計畫，惟進度

及成效有限，畢竟「以鄰為

壑」的觀望想法仍舊存在，企

業及供應鏈自然可以找到排碳

成本更為低廉之生產據點。然

而，新冠疫情及氣候異常帶來

之影響，加速各國凝聚共識，

歐盟在 2021 年 7 月首先提出

綠色經濟方案草案，預告歐

洲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俗稱碳關稅）已排定

時程表，2026 年起正式對進口

鋼鐵、鋁、水泥、肥料及電力

等高碳排產品課徵碳關稅；歐

盟於 2022 年 3 月 15 日經濟貿

易會議亦就 CBAM 一般性原則

已達成共識，包括對 CBAM 申

報人（進口人）登記須進行集

中管理，要求進口商首先必須

向歐盟專責登記機構（Central 

Registry）註冊登記。同時，

為降低徵稅複雜度及企業遵循

成本，歐盟設置 CBAM 豁免價

值門檻，若進口人每批貨物進

口價值低於 150 歐元，則毋須

負擔 CBAM 義務。預計將有

三分之一進口歐盟之貨物適用

此項排除門檻。對歐盟而言，

這些適用豁免價值門檻之貨物

總價值及總數量所代表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實際上微不足道，

但卻可有效降低小型企業遵循

CBAM 之成本。

相較於政府稅收政策通常

需要一段時間取得公眾意見徵

詢或立法程序，由供應鏈龍頭

企業發起的去碳行動及碳稅成

本風險控管，則立即顯現在供

應鏈的採購計畫及生產流程，

甚至是物流運輸距離長短及運

具之選用。現今消費者選擇多

元化、技術不斷提升、產品普

遍壽命週期不長以及市場競爭

激烈，供應鏈存貨管理除著重

於如何提升客戶滿意度和疫情

造成短鏈存貨管理外，如何進

行低碳或去碳之供應鏈管理已

是另一個重要課題，而碳稅風

險管理也成為綠色經濟稅制之

顯學。不同於國際租稅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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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長年以來以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公布之範本及

解釋為各國稅局之參考及依循

原則，各國碳稅政策因國情及

天然資源環境不同，暫時難有

多數國家採用之準則綱領，再

者，短鏈供應鏈之盛行，供應

鏈產地分散各國，因而，未來

管理各國碳稅風險則成為供應

鏈各成員必須面對的挑戰。企

業在考量其供應鏈布局時，應

聚焦與考量以下議題：

一、排碳有價

歐盟碳關稅之立法意旨

在避免位於歐盟企業，利用非

歐盟成員國相對寬鬆的法令，

將碳密集之製造業移至歐盟之

外，或進口較低價的碳密集產

品取代歐盟產品所產生的「碳

洩漏」風險。若發生碳洩漏，

將削弱歐盟及全球對氣候變遷

所做的努力，同時，也造成不

公平競爭。透過此機制，將歐

盟內生產及進口商品間的碳價

一致化，可確保歐盟氣候政策

不因製造商移至其他環境及氣

候政策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

產，而有所弱化。

一般而言，政府制定稅收

政策通常有兩個面向：提供租

稅獎勵予民眾及企業，藉由提

供誘因、導引及鼓勵達到立法

者期待目標（減碳）；另一方

面，向民眾及企業徵收稅費，

使其增加成本，進而降低立法

者不喜之行為（排碳有價）。

該稅收也可用於輔導及補貼民

眾及企業，協助其調整行為。

不論是針對造成二氧化碳排放

的商品或服務，依排放量課徵

環境稅，或者是依二氧化碳的

排放來源徵收，各國政府對於

碳定價制度及碳費或碳稅的徵

收，依據不同國情、政經環境、

產業結構（如能源依賴程度及

製造業比重等）等做法不一。

而歐盟率先公布碳關稅政策，

迫使各國政府重新檢視現行政

策，避免企業被雙重徵稅。

近期亞洲各國也陸續針對

碳稅法規進行調整，新加坡原

先針對排放 2.5 萬噸以上溫室

氣體的企業（包括發電廠及半

導體公司）要求其須登記申報，

並對超過 2.5 萬噸的排放徵收

每噸新幣 5 元的碳稅。新加坡

於 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布新加

坡 2022 年財政預算案，預告碳

稅稅率將自 2024 年起逐步由現

行每公噸排放量新幣 5 元，提

高至新幣 25 元，2026 年起再

提高至每公噸新幣 45 元，預計

於 2030 年每公噸將達新幣 50

至 80 元，稅收將運用於幫助企

業落實綠色轉型，及把握綠色

經濟商機之獎勵措施。

印尼則於 2022 年 7 月起

針對碳排放徵收碳稅，並將碳

稅稅率設定價格高於或相當於

碳市場價格。若碳市場價格低

於或等同每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CO2e）30 印尼盾，則碳稅

為每公斤 CO2e 為 30 印尼盾。

印尼政府將碳稅稅率設定高於

或相當於市場價格，乃盼透過

碳交易市場機制，實現減碳排

放目標。從 2022 年至 2024 年

僅限於燃煤發電廠（entities 

operating in the field of coal-

fired power plants），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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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印尼政府將根據相關部門

的準備情況、經濟狀況等分階

段擴大碳稅課徵規模。

臺灣擬先採取碳費徵收制

度，但目前尚未公布碳費收取

標準，未來碳費收入將專款專

用於發展國內低碳技術及低碳

產業綠色轉型，以增加產業競

爭力，減低對高碳排產業之衝

擊，並逐步建立機制。

二、建構綠色供應鏈

綠色供應鏈是未來趨勢，

也是各國在減碳上不得不面對

的重要課題。由於去碳化行動

不可避免將導致直接或間接生

產成本及物價上漲，但在面對

國際「碳中和」與「淨零碳排」

的浪潮和趨勢下，企業為求生

存不得不做出調整，特別是天

然氣作為推動綠色能源之重要

角色，而俄羅斯為其主要供應

地區，俄烏戰爭亦使綠色供應

鏈的推動增加變數。供應鏈之

改變都須付出代價，比如投資

更先進的設備或導入更節能的

製程，或者變換供應廠商、甚

至是植林、發展碳捕捉技術等。

這對企業來說無疑又是一項新

的投資和成本支出，不可不慎。

在建構綠色供應鏈上企業應先

從自身做起，除對自身的碳排

進行徹底盤查外，亦須和上下

游的供應商進行合作，由資源

相對豐富的大型企業帶頭進行

去碳或減碳的改變，進而影響

或協助供應鏈上的合作夥伴進

行轉型。另外如產品購買方之

低碳需求、各國政府要求之碳

排放總量管控、各國未來的碳

稅政策走向及時程等都須列入

考慮。

肆、結語

許多企業近年來受中美貿

易紛爭和 COVID-19 影響，已

經對其供應鏈布局做出調整，

然面對未來區域經濟合作態勢

及全球快速去碳化的風潮，供

應鏈的轉型及應變能力勢必要

比過往更深且要更快，如俄烏

戰爭等無法預期之突發事件，

均會牽動全球供應鏈之布局和

產業之變化，因此持續掌握區

域合作和政經情勢之動態及各

國稅務政策，將有助於企業管

理供應鏈之稅務風險，並預做

轉型之準備，提高供應鏈之彈

性及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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