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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是由偕德彰会计师所创设，二十多年来台商陆续外
移，事务所也跟随台商的脚步横跨两岸三地提供服务，自 2001 年起陆续在上海
成立德安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上海德安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关系企业。 
由于德安团队长期对两岸三地法令及实务的了解，协助许多台商知名企业在中国
大陆地区顺利的发展，得到客户的认可及肯定。

德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给客户不只是财税方面的专业援助，我们为两岸
三地的台商更提供了跨国投资规划、工商登记、账务外包、财务税务审计、税
务 规 划、 外 汇 管 理、 劳 动 人 事、 企 业 购 并、 企 业 筹 资、 市 场 情 报， 近 年 更 致
力于两岸及海外财富传承业务，除了以现有德安两岸资源外，更寻求更多解
决方案以满足不同面向客户的需求。由于台商越来越国际化，德安联合会计
师 事 务 所 也 加 入 AICA(Alliance of inter-Continental Accountant) 及
MCMWG(MCMillian Woods Global) 国际会计师联盟成为会员，让我们的
客户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获得德安专业的服务与协助。

德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D E A N  A C C O U N T A N C Y  F I R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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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度申报 2024 年度综合所得税有几大报税新制，且因应川普关税冲击，

台湾“财政部”拍板延长申报期间至 6 月底以减轻民众与企业报税压力。本文特
针对一般人较少碰到的 CFC( 受控外国公司 ) 实施第二年现况以及纳税新制对房
东影响说明，对不同面向纳税义务人有所帮助。

一、免税额及相关扣除额提高

2025 年所得税 ( 台湾 ) 申报注意事项
文 / 张咏胜会计师

表格接续下页｜金额单位：新台币

年度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免税额：纳税义务人、配偶及
受扶养亲属（每人） 97,000 97,000 92,000

免税额：年满 70 岁之纳税义
务人、配偶及受扶养直系尊亲
属（每人）

145,500 145,500 138,000

单身者标准扣除额 131,000 131,000 124,000

有配偶者标准扣除额 262,000 262,000 248,000

薪资特别扣除额（每人）注 1 218,000 218,000 2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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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每一申
报户）注 2 270,000 270,000 270,000

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每人） 25,000 25,000 25,000

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 注 3
150,000 150,000

120,000
225,000 225,000

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每人） 218,000 218,000 207,000

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每人）
註 4 120,000 120,000 120,000

房屋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每
一申报户）註 4 180,000 180,000

表格接续上页｜金额单位：新台币

注 : 台湾“财政部”公告免税额扣除额一览表，2024 及 2025 年度扣除额均相同

由上表看出，2025 年申报 2024 年度综合所得税时扣除额较上年度增加，
特别注意的是 2024 年度起幼儿学前扣除额变革，纳税义务人六岁以下之子女，
第一名子女每年扣除 15 万元，第二名及以上子女每人每年扣除 22 万 5 千元，与
上年度申报综所税时有感增加且取消排富规定。另为减轻租屋家庭的经济负担，
《所得税法》第 17 条修正房屋租金支出扣除额规定，改列特别扣除额且增加到
18 万元，选择标准扣除额的纳税义务人也能列报，有效减轻租屋者税负压力。

列报“房屋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需符合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扶养直系亲
属在台湾境内无自有房屋。另订有排富规定，当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适用税率在
20% 以上、股利及盈余按 28% 分开计税，或基本所得额超过 750 万元者，不适
用扣除规定。列报房屋租金特别扣除额时不需经房东同意，惟申报时应检附房屋
租赁契约、支付租金证明，以及承租人自住切结、或在承租地址办完户籍登记证
明等 3 文件。

上述无自有房屋规定考量实务上部分特殊情形，虽有自有房屋，但仍有另行
租屋居住需求，排除 5 种特殊情形房屋，可视为“非自有房屋”，最常见为因就
业、就学、就医因素而需异地租屋，且合计仅有 1 屋，供其自住且非供营业或执
行业务使用。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税务

金额单位：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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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生活费调升
“基本生活费”，是指每人所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由台湾“行政院”主计总

处依每年公布的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的 60% 来计算，并由台湾“财政部”公
告，适用于次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 2024 年度基本生活费标准调升至每人 21
万元，较 2023 年增加 8 千元，适用于 2025 年 5 月申报的个人综合所得税。

三、调整纳税级距
2024 年综合所得税课税级距上调，综合所得税课税级距共分五级，每一级

距金额皆提高，减轻纳税人负担，详下表。

四、CFC 实施后注意事项
2024 年为 CFC 制度实施后第一次申报，台湾“国税局”查核重点主要是应申

报未申报、CFC 营利所得 ( 亏损 ) 计算是否正确。本年度为实施后第二年申报，
纳税义务人应额外注意以下两点：

一、如去年度第一次申报亏损，当本年  度申报 CFC 当年度盈余在 700 万元
以下，免依个人 CFC 制度办理者，或申报户全年合计数未达 100 万元者，其以
前年度核定之各期亏损仍应自 CFC 当年度盈余中扣除。

二、如个人于实际获配各 CFC 股利或盈余时，已依规定计算海外营利所得
并计入当年度基本所得额课税部分，不计入获配年度基本所得额课税；超过部分，
应计入获配年度基本所得额课税。

结论
本年度申报 2024 年度综所税，除有上述变动及事项外，特别提醒有租金收

入但未申报所得之出租人，政府近年来透过不同方式补贴租屋者，如租金补贴、
租 金 改 列 特 别 扣 除 额， 透 过 承 租 人 申 请 及 申 报 即 可 勾 稽 出 租 人 未 申 报 之 租 金 所
得，出租人应特别注意。

级别 应纳税额=综合所得净额×税率-累进差额

1 0~590,000×5%-0

2 590,001~1,330,000×12%-41,300

3 1,330,001~2,660,000×20%-147,700

4 2,660,001~4,980,000×30%-413,700

5 4,980,001 以上 ×40%-911,700

税务｜台湾

2025 年所得税申报注意事项

金额单位：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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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租人过去因当局查税不易及承租人相对处于劣势，长久以来租屋市场
存在黑数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但近年来囤房税 2.0 实施，当局透过不同制

度软硬兼施，例如囤房税 2.0 实施，透过大数据抓租屋黑数以及对诚实申报的房
东提供更多诱因，降低持有成本及所得税优惠。对承租方亦提高诱因，包含租金
补贴以及今年报税上路之租金支出改列特别扣除额。透过上述方式，当局不但让
民间释出更出住宅以减轻兴建社会住宅压力，更掌握更多税源，以下针对各项政
策重点说明。

出租人 - 囤房税 2.0

“囤房税”源自于台湾“财政部”颁布的《房屋税条例》，第五条中住家用
房屋，将自住房屋与非自住房屋订定差别税率，针对非自住房屋课征较高税率。
期望透过税率差距，降低单人持有多屋情形，抑制投资客房产炒作，保障自住权
益。重点如下：

． 自住 ( 台湾全境单一自住，排除房屋现值超过一定金额之房屋 )，税率调整至 1%

． 非自住税率 ( 囤房税 )，税率下限调整至 2%，上限调高为 4.8%

． 仍由台湾各县市政府“必须”订定差别税率

． 由台湾县市归户，改为台湾全境归户（不同县市只要合计超过三户都将被课予囤房税）

近期租屋市场政策——租屋市场的平衡
文 / 张咏胜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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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 - 公益出租人及包租代管政策

公益出租人主要目的为鼓励私人将闲置房屋提供给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以公
益方式出租给弱势族群，并给予房东税负优惠或其他补助。 2018 年《住宅法》
修正案通过，纳入“包租代管”与“公益出租人”制度的法律依据，2019 年内
政部开始实际推动“包租代管 2 .0 计画”，公益出租人制度正式上路，并与包租
代管结合实施。 2021 年推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 2 .0 计画”，更加强化公益出
租人制度，并提高补助与诱因。以下列表公益出租人及包租代管差异。

一般住宅 社会住宅

包租代管 公益出租人 包租 代管

个人住宅所有权人将住宅委
托代管业或出租予包租业转
租。

将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补
贴申请资格，经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认定者。

业者与房东签订包
租约并转租房客。

由经营业者媒合房
东与房客，承租房
方签订租约。

租金

行情

一般户

自行订价

市场租金 8 折 市场租金 9 折

弱势户
依弱势条件以市场租金 7 折或 5 折支
付业者，差额由政府补助并由业者转
交房东。

租期 至少一人 至少一年 三年 至少一年

税赋

减免

免税额 6,000 15,000
( 房客须获金租补贴 ) 15,000

成本率 53%  6000~20,000
43%  20,000 以上 43% 60%

地价税 NA 2‰ ( 同自用住宅 ) 减征应纳地价税额 80%

房屋税 1.5% 1.2% 1.2%( 减征后 )

注：上述房屋税及地价税以台湾台中市为例

德安两岸双月刊
台湾｜财富传承

金额单位：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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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承｜台湾

近期租屋市场政策——租屋市场的平衡

囤房税实施后房东持有成本显著提升，透过公益出租人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
可有效降低房屋持有税负 ( 同自住 )。所得税方面透过免税额及成本率提高大大
降低出租人税负提高诚实申报诱因。

承租人 - 租金补贴

台湾当局为减轻民众租屋负担，推动“300 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
除延长至 2026 年外，并扩大补贴户数至 75 万户。年满 18 岁、无自有住宅且符
合所得标准者，可申请每月 2,000 至 8,000 元补贴，依地区、家庭成员数及身
分等条件核定金额。特定对象如未满 40 岁单身青年、新婚家庭、育有未成年子
女者及经济或社会弱势者，补贴金额可加码 1 .2 至 1 .8 倍。申请流程简化，无需
提供房东资料，并采随到随办，核定后补贴可追溯至申请日。

承租人 - 租金支出改列特别扣除额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台湾的房屋租金支出扣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原
本作为“列举扣除额”的租金支出，现已改列为“特别扣除额”，每一申报户每
年最高可扣除新台币 18 万元，无论采用标准或列举扣除方式的纳税人皆可适用。
此举旨在减轻租屋族的税负，让更多人受益。

总结

如同前所述，台湾当局一方面提高出租人不动产持有成本，并透过给予承租
人税负优惠及租金补贴方式让承租人主动申报租金支出，藉由前两种方式有效将
租屋黑数台面化。另方面提高诱因给予诚实申报房东各项税负优惠降低持有税及
所得税。笔者认为以上作法在台湾租屋市场巧妙达成平衡的局面，对房东来说将
额外税金支出极少化且诚实申报免除税务风险。对承租人来说虽然可能涨租金，
但透过市场机制及补贴让承租人有更多选择，对当局来说透过政策方式有效解决
居住问题，虽无法达到三赢，但至少解决长久以来租屋市场一面倒的情况。

金额单位：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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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法 ( 修订征求意见稿 )》
变更要点及对企业的影响

文 / 刘霞 财税部主管 ( 上海 )

2 025 年 3 月 28 日，税务总局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 修订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税收

征管法是中国大陆税收法律体系中法律级次最高的程序法，本次修订将对征纳双
方产生巨大影响。

一、关于此次修订的背景及动因： 
数位经济倒逼税收征管现代化

新业态监管盲区
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兴商业模式中，部分业者以分拆收入、虚构交易

等方式逃避税务义务。例如，某头部直播平台 2023 年自查补税金额达 21 亿元，
暴露出传统征管手段的滞后性。

法律体系衔接断层
现行《税收征管法》与《民法典》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存在冲突，与《企业

破产法》在税收优先权条款上存在矛盾，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多起争议案件。

税务治理能力升级需求
随着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试点覆盖全中国，以及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上线，

征管方式正从“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需要法律层面的制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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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2 日，随着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最高达 145% 的关税（“解放日”政策生效），中国对美加征关税随即被推升至
125%。

在双方关税总额飙升之际，中美意识到对国民经济带来压力，不得不重返谈
判桌。2025 年 5 月 12 日，中美在日内瓦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对原征
收 24% 关税的商品暂免实施 90 天，继续保留 10% 的基础税率，同时取消其他
新增关税措施。协议生效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综合关税率将从此前约 39%（含
新增项）降至 30% 左右，中国对美国商品关税亦降至 10%。

停火协议为两国企业争取了短暂喘息空间：如广东佛山某智能烤箱厂在 4 月
初被迫停产后，美方买家在协议后纷纷恢复下单；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也因市场乐
观情绪上涨约 4.3%。需注意的是，停火并非撤销征税，仅限 90 天，且高端芯片
出口禁令等非关税壁垒仍未触动。

中方普遍将此轮对等关税回退视为成功应对压力的结果。一些学者和媒体强
调协议内容对等性：“美方承诺取消 90% 以上的加征关税，中方也完全对等取消
了 91% 的对美加税，这是一场非常对等的行动”。浙大学者沈逸认为，美国看到
自身经济和资本市场承压，不得不回到理性路径。上述观点从政治上强调中国立
场坚定、对等应对，为国内释放“守住了底线”的信号；从国际上讲，则宣示即
便面对压力也能争取平等谈判。

阶段性喘息——中美“90 天停火” 
的走向与大陆台企应对

文 /  文骥俊 投资部专案经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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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也 有 分 析 认 为， 此 次 停 火 主 要
是 经 济 现 实 驱 动 的 务 实 妥 协。 市 场 研
究 指 出，2025 年 4 月 美 国 通 胀 率 高
达 9.7%， 而 同 期 中 国 对 美 出 口 暴 跌
42%。一方面，美国亟需物美价廉的进
口商品缓解通胀；另一方面，中国急需
稳定北美市场来支撑就业和产能。商务
部研究院专家甚至指出，美国在华电动
汽 车 动 力 电 池 关 税 由 82.4% 下 调 后，
可 使 美 车 企 每 辆 车 成 本 降 低 约 800 美
元。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压力传导”
使双方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妥协。另一方
面， 美 国 保 留 10% 的“ 对 等 关 税 ” 及
对高端技术的出口管控，被视为其战略
缓冲；未来技术战可能更持久。因此综
合来看，此次停火更应理解为“双输”
紧张局势下的阶段性缓解，而非一方彻
底胜出。中国在维持国家尊严、争取谈
判平等方面获得阶段性成果，但结构性
问题仍待解决。

尽管双方同意将美方对中国商品的
平 均 关 税 率 从 约  39%  降 至 30%， 中
国对美商品关税从  39%  降至 10%，但
基本的贸易不平衡和技术竞争压力依旧
存在。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仍
保留严格的出口管制（如半导体设备禁
令），中方对等措施并未完全放松，双
方“谈判空间有限”使冲突重启风险上
升。

美国进口商已明确表示，将库存策
略和物流网络调整为适应“90 +  n”模
式：暂停后若关税恢复，将迅速动用保

税仓和外贸区机制来缓冲成本波动。同
样，大陆制造企业亦在为重新启动出口
判定更高的风险溢价，部分工厂已开始
寻找替代市场，显示双方对再度征税已
有“心理预期”。

中 国《 环 球 时 报 》 呼 吁 将“90 天
停 火 ” 延 长 为“180 天 或 更 长 ”， 强
调此举有助于减轻消费者和企业成本压
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美 方 内 部 也 出 现“ 循 序 渐 进 恢 复
谈判”的声音，部分议员主张在技术合
作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广领域达成框架
协议后，再决定是否恢复关税。但随着
关税工具的边际效用下降，技术出口管
制、投资审查和产业补贴等非关税壁垒
正在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

彭博社分析指出，“关税战”可能
逐步被更持久的“技术与规则战”替代，
双方将在标准制定、供应链安全等领域
展开更深层次竞争。

由于贸易冲突导致的美国高关税推
高了消费者和生产端成本，改变了企业
的供应链和市场策略，如零售商和制造
商面临原材料和中间品成本上升，需要
寻找替代供应商或提高售价，也使部分
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规划。

征税覆盖大量中国产消费品和零部
件。 据 测 算， 暂 停 24% 的 中 美 关 税 可
使美国车企每辆电动车成本降低约 800
美元，表明关税削减有助于抑制通胀。
美 国 4 月 通 胀 率 仍 高 居 9.7%， 此 次 暂
停可视为对消费者的“及时雨”。

大陆｜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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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中国方面，贸易冲突导致商
品 出 口 减 少， 企 业 尤 其 是 出 口 企 业 而
言，关税提高了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
而 出 口 需 求 骤 减 导 致 部 分 工 厂 产 能 闲
置，内需承压，国内 4 月消费者物价指
数连续三个月下跌 0 .1%，呈现通缩倾
向。

据报道，一些中国企业因出口停滞
被 迫 裁 员。 此 次 停 火 协 议 能 够 在 短 期
内 恢 复 部 分 订 单， 帮 助 企 业 减 少 裁 员
风 险。 以 大 陆 广 东 玩 具 厂 为 例， 暂 停
前 订 单 锐 减， 协 议 后 订 单 量 同 比 激 增
30%，甚至有厂商接到明年的预订单。
但由于仅停火 90 天，加上结构性摩擦
仍存，贸易战对就业的长期影响仍具不
确定性。

结合目前的舆论、经济情况及政府
态度，最大概率情形是“延长或扩大停
火”：在  2025 年秋季美中均有重要政
治事件，美国可能面临  2026 年中期选
举压力，中国需应对下半年经济考核，
双方更倾向于继续维持“有限缓和”以
稳定国内经济和就业。

与此同时，双方将在非关税领域加
码博弈，为可能的后续结构性协议做铺
垫。但若到期后谈判未达实质性进展，
则可能短暂地恢复部分关税，进入小幅
“波动期”或局部“新一轮升级”。因
此，市场和企业应继续关注后续谈判动
态，评估供应链和成本管理策略，以应

对多变的贸易环境。

停火协议预计可缓解出口压力、稳
定 就 业， 从 而 对 稳 定 国 内 物 价 形 成 一
定 支 撑。 对 中 国 但 企 业 仍 需 面 对 高 达
30% 的 关 税 成 本， 竞 争 力 提 高 空 间 有
限。

此 外， 关 税 战 还 引 发 市 场 情 绪 波
动，台湾代工大厂富士康、广达、英业
达等股价在开盘时大幅下跌（分别下跌
8 .1%、9 .8%、6 .7%）， 反 映 了 行 业
对此次摩擦的担忧。为应对不确定性，
不少企业采取了调整策略：有台湾台商
表示在应对策略上“不涨价不卖美国，
转移市场定位，提高产能，裁员，提升
自动化数位化”等，以“撑过三年”；
也有企业提前转移部分产能到海外，例
如已有台企在泰国投资设厂，以应对未
来关税风险。

同时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尤其制
造业与半导体业）是此次贸易战的直接
受冲击群体之一。根据统计，大陆有近
2 .7 万家台资企业，投资总额逾 700 亿
美元，它们很多依托大陆成熟的产业链
向美国市场出口消费品和电子零件。高
额关税加重了台资企业出口成本：李政
宏等台商工会人士指出，专为美国市场
生产的电子、半导体、纺织、家具、鞋
类及五金制品等行业将首当其冲。面对
严峻形势，台资企业纷纷采取多种应对
措施（续下页）：

资本市场｜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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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能布局调整：

许多台商启动“China+1”战略，将部分生产线迁往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地，
以规避美方关税。例如，广州一家珠宝加工厂经理早在特朗普当选前就开始在泰
国曼谷建厂，形成中泰“双轨”生产体系，便于在美国加税时迅速切换。此外，
台湾政府和协会也鼓励台资企业考虑迁往美国或东南亚。总体看，台企产能正朝
多国分散布局，以规避单一市场风险。

2. 市场与供应链转向：

由 于 美 国 产 品 关 税 大 幅 上 升， 不 少 台 资 企 业 开 始 调 整 销 售 市 场 和 供 应 链 方
向。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呼吁台资企业“转内销”，拓展中国大陆和“一带
一路”沿线的新市场。吴家莹等指出，当前众多台资企业已深度融入大陆产业链，
利用大陆政策扶持机会，将业务重心向国内市场和区域市场转移。与此同时，台
湾经济主管部门表示正协助企业将供应链向美国倾斜（即在美国本土建立生产或
组装线），以避免对高关税进口地区的依赖。例如，一位台商指出，通过在墨西
哥组装后再出口美国，可以避免部分“双重征税”，台湾厂商“生命总会找到出
路”。多管道开拓市场、分散客户，是台企普遍采用的策略。

3. 技术自主与升级：

关税战暴露出低端制造业利润空间受限的风险，不少台企认识到提升技术含
量的重要性。据台湾经济研究院钱思敏等研究员观察，过去一些中小台企搬迁产
线后收效甚微，反而更加注重强化研发和自动化升级。例如，电子和半导体领域
的台资企业在持续向高端技术攀升：台积电凭借先进制程技术具有“不可取代性”，
经贸部经济部长郭智辉认为，其对美关税威胁影响甚微。此外，台湾企业还通过
与当地合作伙伴联合开发、新产品研制来拓宽利润空间，应对关税带来的成本上
涨。这种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和创新投资的趋势，有助于增强台资企业长期竞争力。

4. 加速海外投资与合作：

面对两岸经贸风险上升，台资企业也在加速全球布局。台湾当局透露，今年
上半年已在日本设立投资办公室，协助台企赴日发展，并在 AI、无人机等新兴
领域寻求合作。同时，美国市场仍被视为关键，除了台积电巨资建厂，不少台湾
半导体配套厂已在美国开设业务。此外，也有台企深化与两岸合作，如新能源车
供应链研发、扩大与大陆航空航天企业的合作。这些举措反映台企一方面借助外
部市场和伙伴分散风险，另一方面继续强化两岸产业链合作，从而在复杂局面中
寻找机遇。

大陆｜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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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贸易战使在大陆的台湾企业承受了较大的订单和成本压力，但绝
大多数并未撤离大陆市场。通过产能多元化布局、加强技术研发、开拓内销及海
外市场等措施，台资企业正在积极调整以应对关税冲击。未来走向上，若中美关
系趋稳，预计两岸经贸合作仍将保持一定活力，但若摩擦升级，台资企业将继续
挖掘“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空间，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经营风险。

总体来看，当前的中美贸易停火是两国在高压之下做出的阶段性缓和，给企
业和市场提供了暂时的宽限。此次协议对中国而言，体现了一定的谈判成果和对
等原则，但从根本上并未解开贸易失衡和技术争端等核心矛盾。未来贸易战走势
具有不确定性：若谈判超越 90 天期限仍未达实质性协议，摩擦可能重启；若双
方均衡各自需求，也可能出现相对稳定。

无论何种局面，中美双边关系都将进入长期博弈的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
两 国 民 众 和 企 业 都 将 面 临 一 定 阵 痛， 但 通 过 调 整 战 略、 深 化 多 边 合 作 与 自 主 创
新，可以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相对可控的发展道路。只有深入分析贸易摩擦背后
的经济结构与政治意图，才能为决策者和产业界提供有效参考，指导中美两国实
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经贸关系。

资本市场｜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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