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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投資條例修法與投資審查制度改革座談會 

—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05年 7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 

貳、 會議地點：投審會 5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張銘斌(投審會執行秘書) 

肆、 會議內容摘要： 

一、 專家意見 

(一) ○○公司 

1. 歐美國家主要以國家安全或經濟安全為審查原則，且有明確性，

反之，我國僑外投資審查範圍較為廣泛，除負面表列外，亦將

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

皆禁止投資，近年國民情感亦是考量因素之一，但前述名詞定

義不明確，充滿不確定性，導致僑外資難以判斷來台投資之事

業是否涉及前述禁止投資之範疇。因此，建議未來法規修正可

具體化審查原則，例如是以經濟層面或國家安全層面為主要的

審查原則。 

2. 目前研究團隊所研究的美、加、澳、英、德等先進國家，皆屬

於資本輸出國家，但臺灣國情似與此等先進國家不同，仍希望

引進外資，因此，與臺灣國家發展程度相近且仍以吸引外資為

主的國家，其外人投資審查機制亦是我國可以參考的對象。 

3. 在我國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後，外資來台投資、增資等皆必須提

出「非陸資聲明」，即公司股權中陸資持股比例低於 30%。然

而，就實務上而言，由於大型跨國公司股東來自全球，約有十

幾萬人，若要完全確認公司股權中陸資持股比例，實屬不易。

且股東名單並未註明國籍，僅能依地址進行確定，故若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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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陸籍)在境外設立公司，再透過公開市場購買該跨國公司股

票，站在被投資公司角度，無權規定投資人揭露其資金是否含

陸資成分。因此，未來有關「非陸資聲明」建議可採「實質影

響力」或「實質控制力」的方式，以便外資確認該公司是否含

有陸資成分。 

4. 在僑外投資審查流程方面，投審會在收到投資案件申請後，會

將案件送請相關目的事業主要機關進行審核，但因製造業並無

明確主管機關，無法在投資前與其溝通，導致投審會將投資案

送請主管機關審閱後，時常發生回覆文件時程過久的問題，而

延遲後續投資案件審查流程。因此，建議投審會可規定該等主

管機關的審議期限，若在規定時間內不表示任何意見，即視為

同意，以利投資案件後續審查，加快審查時間。 

5. 由於陸資與外資身分逐漸模糊，建議未來陸資修法方向，只要

陸資不涉及敏感產業，如國防、基礎建設、電信等，無論金額

大小，皆歡迎來台投資。 

(二) ○○法律事務所 

1. 由於制度與政策的失衡，導致投審會承受很大的責任與負擔。

現行無論金額多寡，僑外資來台投資皆須經過投審會審查，過

濾有疑慮或不當的投資案件，但也可能流失許多商機。因此，

可以參考外國作法，除特殊考量因素(如敏感性產業)外，大幅

度地開放外資(含陸資)來台投資，但需設計一套縝密的事後管

理制度，若發現有違法之情事，則依法辦理。 

(三) ○○公司 

1. 現行僑外投資條例最近一次於民國 86年修法，迄今近 20年，

部分條文已不夠完備或不適用，但因修法時程無法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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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投審會採取的作法是在網站上透過Q&A的方式進行

相關細則的說明及規範，就法律地位而言，存在行政命令逾越

法令範疇之疑慮。 

2. 以外資角度而言，接受地主國之事前審查實屬合理，故外商並

未反對我國實施投資事前審查制度，但隨著陸資來台投資之開

放，外資來台投資審查過程更為複雜(如必須提出非陸資聲明)，

過去審查重點可能著重於投資項目是否涉及限制或禁止類別，

現在重點可以聚焦於身分別的認定。利用外資與管理外資為一

體之兩面，我國確實需要外資溢注，促進國內的產業與企業升

級轉型。基於此，需檢討辨別外資國籍(是否為陸資)是否為我

國引進外資或利用外資的優先考量。 

3. 只要有意規避投資限制之外資，不論其國籍皆有可能會透過

VIE結構(可變利益實體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或私募、創投

基金等方式來台投資，但辨別該資金是否含有陸資成分，實已

超出行政單位能力範圍。因此，建議借鏡國外作法，將部分管

理職責或行政單位難以執行之處交予中介機構，但必須給予適

當罰則，以達到吸引外資且有效管理外資的目的。 

(四) ○○公司 

1. 雖然僑外投資條例修法不順利，但投審會透過行政命令方式協

助外商來台或在台投資變更投資事宜，確為變通的辦法之一。 

2. 僑外投資人申請來台投資時，依規定「投資人為法人者，必須

委任代理人」，然而，原先代理人已失去聯絡，故在面臨公司

辦理變更投資時，無法出具原先代理人證明，導致後續變更投

資時，手續繁複，包括非陸資聲明、公證文件(如最終受益人

證明)。因此，建議未來可簡化代理人制度，例如在公司成立

後，經濟部已可證明該公司之註冊地址、公司大小章等身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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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後，適度地免除該公司之代理人制度。 

(五) ○○大學教授 

1. 從會議提供資料內容而言，本次討論係著重於政策面的討論而

非個別條文文字或規定之討論，因此，若就政策面而言，排除

國安、敏感性產業與高度監理產業如金融業等仍有限制外資投

資之必要項目外，個人認為應該建議大幅度開放僑外投資，但

所涉及一些細部審查的配套問題應一併考慮，例如： 

(1) 如果擔心本國勞工會因為僑外投資而提高失業率或相對

待遇受到影響，應該考慮的是僑外資進入台灣時，法令是

否可以規劃未來本國勞工、外國白(藍)領勞工與僑外資投

資金額間之最低比率，或其他計算方式，使得高階外籍勞

工能夠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為僑外資服務，而非一方面希望

外資來台投資，一方面卻又嚴格限制白領外勞來台就業的

條件門檻等，使得外資在本地尋找管理人才遭遇困難。因

此清楚規範的勞工政策，一來可以引進優秀外國勞工到本

國就業，整體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二來也可相對使本國

勞工有就業機會及自我提升的動力，達到整體國家競爭力

之提升，而不是憂慮本國勞工失業而限制或敵視僑外投

資。 

(2) 針對外資背後是否為陸資之議題，因為查核不易可能造成

僑外投資之障礙，建議若申請主體為僑外資為外國大型或

知名資本市場之上市櫃公司，且該公司董事會之大陸籍人

士未超過一定比率，或該公司之 CEO 等高階經理人未超

過一定員額為大陸籍人士者，應簡化其非陸資之查核，否

則對於外國大型公開發行公司股東之查核將形成實質上

的投資障礙，對本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甚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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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僑外投資之審查應有事先公開且明確的審查條件或標準，以供

僑外資申請前自我評估，儘量不要有個案新增審查標準之情形，

以免產生不同投資人存在不同審查標準、審查期間的疑慮，而

降低其來台投資之意願。此意見應適用於各產業，因此若對於

敏感性產業或高度監理之金融業有特殊核准條件時，都應事先

公開且明定作業流程及核可標準，始可能以公平的條件吸引僑

外資到我國進行投資。 

3. 大陸開放後國際化速度已遠超過台灣，以上海為例，常駐的外

籍白領員工遠高於台北，對台灣整體競爭能力存在負面影響。

開放外資進入台灣並同時引進外籍白領員工將有助於提升、刺

激整體國民或受高等教育員工的競爭心態，對我國未來的長期

發展應屬正面的效果，反之，過度保護本國白領，將會造成各

方面發展提升的停頓，對國力的長期發展非常不利，政策面應

該要以更積極的心態來面對。 

(六) ○○會計師事務所 

1. 因時空背景的改變，僑外投資條例需要進行全盤修正，以符合

目前國際及臺灣投資環境。2012 年曾經提出僑外投資條例修

正草案，亦將許多專家學者意見納入修法之參考，包括具體化

審查標準、較大投資案件才需進行事前審查，其餘事後報備等

修正。因此，本次僑外投資條例修法內容可參考上一版修正草

案，進行更細緻的修正與討論。 

2. 按現行僑外投資條例規定，無論金額多寡皆須經過投審會審查，

即便是公司進行組織重整，但股東結構未改變的情形下，也需

要送件審查，以致增加行政單位、律師、會計師等的工作量，

惟此舉是否確實達到管理外資或陸資之目的，令人存疑。如前

所述，未來修法之方向應聚焦於大型或敏感的投資案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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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投資項目、金額及身分，至於有關組織重整、減資、

增資等類型投資案件並非管理重點，建議可以事後備案方式處

理。 

3. 現行規定陸資持股比例超過 30%以上，皆須依陸資來台投資條

例進行審查，但部分陸資透過外資身分來台投資，如設立分公

司，僅需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即可，待申請案通過後再進行股

東轉換，使陸資可掌握實際控制權，但政府單位或委任之律師、

會計師很難得知此訊息。由此顯示，事後管理機制較事前審查

制度更能達到管理陸資之目的，也較具成效，因此加強事後管

理機制是後續修法之重點所在。  

(七) ○○法律事務所 

1. 總結三場意見，共通點在於外資認為受陸資之影響，導致審查

規定較過去嚴格，也充滿不確定性。有鑑於陸資走出去已成為

全球化趨勢，陸資與外資界限越來越模糊，以致外資可能需要

依陸資投資條例而無所覺，也增加投審會審查的困難度。事實

上，陸資審查並非理性與法規層面的問題，而是意識型態問

題。 

2. 為因應許多陸資透過外資身分來台投資，未來將可針對以下幾

點方式進行研究： 

(1) 讓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扮演投審會之外圍協力者，以

其專業知識來分辨投資者真實身分； 

(2) 設定適當之實質審查投資規模/門檻，即秉持管大不管小

的原則進行修正； 

(3) 在法律無法隨投資環境改變而立即修正的情況下，未來修

法內容將引入行政命令授權之必要性，保持行政裁量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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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 

(4) 在台許多外商皆已設立多年，且各方面營運表現良好，無

明顯違規實績，建議可設立制度化規範，讓在台投資之守

法外商，後續之變更投資案件得以快速通過審查。 

3. 如前所述，若要大幅度開放外資(含陸資)來台投資，依現行管

理制度，將無法有效管控陸資在台投資行為。在現行管理制度

下，除非陸資來台投資上市櫃公司，需依法揭露相關營運資訊，

管理上較為方便之外，若陸資來台投資非上市櫃公司，其事後

管理機制散佈於各事業主管機關，勢必增加投審會事後管理之

困難度。因此，未來須在開放與管制之間尋找平衡點，針對特

殊投資案件(如涉及國安、敏感技術)進行實質審查，有效為臺

灣國家安全、產業安全把關。 

4. 投審會身為僑外投資來台投資之一站式窗口，卻常因其他事業

目的主管機關延遲回覆意見，增加後續審查流程的時間，而蒙

受不白之冤。未來可透過加強與其他事業目的主管機關之內部

溝通與聯繫，加速審查流程。 

二、 主席總結 

(一) 針對與談人員所給予的寶貴意見將納入僑外投資條例修正之參

考，但須考量社會氛圍及修法可行性，進行適度的調整。 

(二) 有關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等審查原則，未來將盡所能明確定義，

並將Q&A的部分納入修法內容，減少外資來台投資之不確定性。

未來僑外投資條例將朝向平衡事前審查與事後管理機制，與國際

制度接軌，促進資本自由流動，以吸引更多外人來台投資為目

標。 

(三) 外資來台投資之「非陸資聲明」規定造成外商行政作業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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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審會將會參考與談人員之意見，進行制度研究與修正。 

(四) 在審查期限方面，過去投審會已針對各主管單位回覆期限制定規

範，但各主管單位可能礙於內部審議流程等考量，常於回覆期限

最後一天要求補件等事由而延遲後續的審查流程。由於各產業的

考量因素不同，因此基於投審會立場，未來會再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