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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修正草案公聽會（台北場）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85號 B1)  

參、主持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張執行秘書銘斌  

紀錄：中華經濟研究院盧鈺雯分析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簡報：(略，請參公聽會資料下載區) 

柒、與會人員意見： 

一、 和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會計師 

(一) 依第 6條應申報案件，而未申報者，投審會如何掌握？ 

(二) 依第 6條第 4項主管機關認有「審查之必要者」，是否只如修

法理由以小額投資方式，才須採申請制。 

(三) 第 6條第 4項撤資條件，可否更明確地條文化，例如第 10條

第 4項第 3項所寫內容。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申報的部分將搭配公司登記機關，若該機關發現該公司涉及外

國人投資應申請核准之範圍者，公司登記機關即會要求提示本

會核准函。 

(二) 原則上依目前修正草案規定，投資金額達 100萬美金，或是投

資業別涉及僑外投資負面表列項目，或是其他經公告情形，此

類投資案件皆必須採取事先申請核准，其餘則依事後申報規定

辦理。若本會發現事後申報案件涉及前述需採取事先申請核准

之範圍者，將請投資人將事由更改為事前申請案件，再依事前

申請規定進行審查。未來本會將進一步明確化「事先申請」及

「事後申報」之分流標準。 

(三) 第 10 條裁量基準係參考各主管機關的意見，至於是否於條例

中明確定義之，本會將廣納各方意見予以評估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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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會計師 

(一) 依目前規定，投資人經核准後持投資核准函及審定函，依公司

法（商業登記法）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向登記單位辦理

公司（商號）設立（或變更）登記。未來若採取事後申報，辦

理公司設立登記單位有可能不一定將投資核准函及審定函列

為必備文件之一。若貴會事後察覺該投資人並未依規定進行事

後申報，但其已完成公司設立登記，恐增加事後行政手續。因

此，此部分建議維持現況。 

(二) 雖於第 7條規定採取事先申請核准之情形，但是否會有其他案

例超出第 7條規定之範圍？ 

(三) 由於撤銷投資是較為嚴重的裁定，但依第 10條第 4項第 3項

「國內經濟發展、金融穩定、環境保護、國民健康、勞工權益

有不利影響」，此一規定較為攏統，不同的主管機關可能會有

認定上的差異，是否可以明確化條文？以及最後的裁量權是事

業目的主管機關或是貴會？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為因應外商要求審查標準透明化之需求，部分裁量基準為現行

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7條中已明文之內容，例如「國家安全」、「國

民健康」，部分裁量標準則係經跨部會討論後，納入各部會的

意見所明定，此部分將綜整各界意見進行檢討與修正。 

三、 甘露法律事務所 李○○律師 

(一) 第 6條規定已實施投資後被發現異常，得命投資人改依申請程

序，既已實施投資了如何改為事前申請？除了事前事後的差異，

申報與申請程序有何不同？ 

(二) 若屬申報案件也許有事後被要求撤資之風險，當事人是否可選

擇事前申請或可先發文函詢？ 

(三) 第 8條、第 9條審查期限由 2個月變成 4個月或更長，但違反

審查期限之效果為何？是否有審查期限越修越長之虞？ 

(四) 第 10 條投資於限制類之業別項目主管機關得有裁量權，惟限

制類投資一般均明定限制方式，如股權占比，有何裁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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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若為事後申報案件，投資人欲選擇事前申請，草案第 6條說明

欄內已述明「投資人欲於投資前辦理申報者，亦無不可」。 

(二) 應補充說明，如投資者之投資事項明確屬於應當採取事前申請，

但卻採取事後申報方式，此舉已屬違規行為，本會依規定得處

罰鍰，並限期命投資人依申請程序辦理。 

(三) 審查期限因涉及其他主管機關之權責，此修正草案係經過跨部

會討論後之決議，惟本會將廣納各界意見，再與其他主管機關

進行討論。 

(四) 若投資項目屬於限制類，在僑外投資負面表列清單中，已明確

註明該業別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此第 10 條所述之得限制

或駁回情形，得由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規之審查權

限附加其他限制之條件。 

(五) 若有審查之必要，主管機關將依相關法規請投資人改依事前申

請程序向本會辦理投資核准，相較於事後申報制，事前申請之

檢附文件相對較多，審查核准與否的考量因素也較多，若有必

要也將送請主管機關審查。未來將於本條例之子法中，詳細列

明需檢附之文件。 

(六) 採取事前申請或事後申報之分流基準指標有三，在金額的部分，

目前與央行協商之投資金額門檻為 100萬美金，但這部分歡迎

各界的建議，未來將納入調整考量。 

四、 台北市會計公會/志成會計師事務所 何○○會計師 

(一) 現行條文第 4條，新設或投資國內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都可行。

新修正第 4條似乎是擴大投資定義，請問第 5款談及「併購國

內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是指外國人之直接投資行為，還是

有涉及到被投資事業之轉投資行為？如果有則第 4 條和第 12

條轉投資行為如何定義，容易生混淆。 

(二) 另外，第 4條中之第 2款以提及獨資、合夥，而第五款又提及

併購國內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好像有重複「獨資、合夥」。

建議第 4條定義，整體再思量，讓它更清楚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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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第 4條新增併購之規定，未來將在本條例之子法中為更明確之

定義。 

(二) 第 4條屬於「投資」之定義，倘若國內公司欲轉投資，而其轉

投資之行為如符合第 4條「投資」之定義，則有第 12條轉投

資應進一步申請或申報的適用。 

五、 宏鑑法律事務所 李○○律師 

(一) 併購定義不明。如果是依「企業併購法」，目前企業併購法只

適用「公司」，獨資及合夥不適用。事實上，條文獨資或「持

有」合夥、或有限合夥「出資」，應已涵括各種出資、合夥的

「併購」情形。另外，是否符合「企業併購法」的交易，就是

此處規範的交易。 

(二) 搭配「併購」亦納入投資態樣，希望可行的投資型態(例如以

股換股、控股公司換股、集團架構重組而使子公司將持有的臺

灣公司股份移轉給集團內母公司或其他公司)要搭配放寬。 

(三) 併購案未必一定是以現金為對價，如何認定投資金額，請在訂

定子法時一併考量。 

六、 建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會計師 

(一) 第 6條，何謂化整為零？建議發布明確實務指引，以為投資代

理人依據，例如： 

1. 外資欲投資國內事業 250萬美金，由三人分別認繳 70、

90、90，認定標準。 

2. 外資以貨幣債權先行連續匯入臺灣被投資事業，日後視狀

況轉投資，是否為化整為零之情事？ 

(二) 修正草案要求應由律師或會計師代理，如原本係由非律師或

會計師代理者，於修正施行之後，是否仍有效？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修正草案規定，無論是採行事前申請或事後申報制，投資皆需

委任代理人，故應於申報時應一併提供委任授權書。未來應備

文件將清楚羅列於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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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非會計師或律師之代理人，於修法後系爭代理案件授權權限，

將於後續申請程序中一併處理。 

七、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簡○○會計師 

(一) 在第 6 條有關投資時點採計方面，需於四個時點起算後 2 個

月內進行申報。惟第 1 款「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投資者，投

資款匯入結售時」，就實務上而言，資金匯入不代表投資的起

時點，可能是以「借貸」名目匯入資金，若依規定 2 個月內

需申報，為避免逾時受罰而先行申報，但最後該投資案不成

立則須再申請撤資，此舉將徒增行政手續及投資人困擾。因

此，建議修改或刪除此一規定。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 

(一) 有關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後 2個月內進行申報之規定，本會將

廣納各界意見，於未來與各目的主管機關進行溝通與協商。 

(二) 外匯匯入應符合央行管理外匯條例相關外匯申報之規定。如以

「340國外借款」名義匯入款項，因此不屬於本條例所稱之「投

資」定義，毋需進行申請或申報。倘若未來以此債權轉股本，

且金額未達美金 100萬元，則應於實行投資後二個月內向本部

申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