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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下稱 WCO）關稅估價技術委

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下稱 TCCV）每年於比利時布

魯塞爾舉行 2 次例會，109 年至 111 年第 50 屆至第 55 屆會議因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下稱 COVID-19）疫情影響，改以視訊方式辦

理，112 年逐步恢復實體會議，本次會議以實體為主、視訊及線上討論為輔方

式進行，本署奉派由稽核業務組李科長光惠以視訊方式率員與會。

本次會議由秘書處彙集各界意見及評論製作工作文件，於 WCO 網頁提供

檢視，亦透過線上論壇（CLiKC! platform）發布工作文件，提供會員於 112 年 4

月 3 日至 21 日進行線上討論，正式會議於 5 月 3 日至 5 日以現場實體方式進

行，未能親自出席之與會者於線上以觀察形式參與會議，會議主要討論關稅估

價特殊技術性議題，進行方式係由主席依據文件諮商結論，邀請會員代表進行

口頭說明及討論，並就未達共識之議題尋求共識，或由主席作成結論1。

1 本報告內所稱協定係指「一九九四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七條執行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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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概況

一、會議時間：本(2023)年 5 月 3 日至 5 日

二、會議方式：實體合併線上視訊會議

三、主席：Mrs. Santa Marianela MARTE

四、出席人員： 

本次混合會議共 192 位代表來自 92 個會員體及觀察員參與，其中亦有代

表抵達布魯塞爾以實體方式與會。

五、我國與會代表：

財政部關務署 科長 李光惠

財政部關務署 稽核 陳淑能

財政部關務署 專員 吳彩瑄

財政部關務署 專員  張少羽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稽核 洪筱婷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課員  劉宇珣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課員 吳佩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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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目的

為確保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稱 WTO)會員對 1994 關稅

暨貿易總協定第 7 條執行協定解釋及適用一致性，WCO TCCV 每年於比利時布魯

塞爾舉行 2 次研討會，探討國際間關稅估價政策及實務發展適用關稅估價協定之

技術面問題，並將會議中所做決定製作書面文件，如諮詢意見、評論、註解、研

究或報告等，以為協定於技術上統一解釋及運作準則。此外，TCCV 致力提供會

員技術協助，旨在促進協定於國際上廣被接受，建立一套簡易且實務上符合公平

正義標準之關稅估價制度。

本年第 56 屆會議以實體為主、視訊及線上討論為輔方式進行，以線上論壇進

行文件討論，正式會議以現場實體方式進行，未能親自出席之與會者於線上以觀

察形式參與會議，本次混合會議共 192 位代表來自 92 個會員及觀察員參與，本署

奉派由稽核業務組李科長光惠以視訊方式率員與會。

會議討論項目包括：一、採認 TCCV 第 55 屆報告。二、WCO 稅則暨貿易事

務處處長及 WTO 關稅估價委員會(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CCV)分別報

告休會期間進展。三、秘書處報告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以及由秘魯

簡報其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四、其他事項：秘書處簡報數據分析技術

於事後稽核關稅估價案件之應用(PCA2 data analysis on Customs valuation issues )、

規劃主題會議(Theme meeting)、會員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實行之進度追蹤機制

(Mechanism to ensure Member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及 TCCV 文件格式研究(Study on the format of TCCV

instruments )。

本次會議討論關稅估價特殊技術性議題共 6項，分別為「適用於受特許契約

限制具可識別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提案」、「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

烏拉圭提案」、「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協定第 1 條註

釋第 4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涵義：烏拉圭提案」、「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

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義：瓜地馬拉提案」及「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

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另休會期間巴西及模里西斯分別提出「依據協定第 1

條 2(a)審查特殊關係交易時使用移轉訂價文件」、「協定第 8 條項下運費及運輸

附加費用之估價處理」關稅估價議題，提請委員會評估是否列入技術性議題審

查。

2 事後稽核(Post-Clearance Audit,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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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過程

議程一：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一、議程草案

         Provisional Agenda (VT1341Ec)

(一) 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二) 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5 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5th Sessions Report

(三)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1、 WCO 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報告

Director's report

2、 WTO 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

(四)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1、 秘書處及會員辦理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

2、 會員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秘魯簡報

Presentation by Peru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1、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識別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2、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3、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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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涵義：烏拉圭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5、 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義：瓜地馬拉提

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6、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六)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1、 依據協定第 1 條 2(a)審查特殊關係交易時使用移轉訂價文件：巴

西提案

Use of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when examining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under Article 1.2 (a) of the Agreement: Request by 
Brazil 

2、 協定第 8 條項下運費及運輸附加費用之估價處理：模里西斯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freight and freight charges under Article 8 of 
the Agreement: Request by Mauritius 

(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1、 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2、 會員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實行之進度追蹤機制

Mechanism to ensure Member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3、 TCCV 文件格式研究

Study on the format of TCCV instruments 

4、 秘書處介紹：事後稽核數據分析於關稅估價議題之處理
Presentation by the Secretariat: PCA data analysis on Customs 
valuation issues

(八) 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九) 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第 4 頁



二、建議日程

Suggested Programme (VT1342Ea) 

日  期 議        程

2023/5/3
星期三

(布魯塞爾時

間 10:00
-18:00 

/臺北時間

16：00-24:00)

(一) 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1、 議程草案
Provisional Agenda

2、 議程安排
Suggested Programme

(二) 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5 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5th Sessions 
Report

(三)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1、 WCO 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報告
Director's report

2、 WTO 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

(四)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1、 秘書處及會員辦理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

2、 會員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秘魯報告

Presentation by Peru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1、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識別性標誌貨物之處

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Request by Uruguay

2、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Request by Uru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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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5/4
星期四

(布魯塞爾時

間 9:30 -18:00
/臺北時間

15：30-24:00)

(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４、 秘書處介紹：事後稽核數據分析於關稅估價議題

之處理

Presentation by the Secretariat: PCA data analysis on 
Customs valuation issues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３、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Request by Fiji

 ４、 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涵

義：烏拉圭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Request by Uruguay

 ５、 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

義：瓜地馬拉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Request by Guatemala

 ６、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

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Request by Uruguay

2023/5/5
星期五

(布魯塞爾時

間 9:30 -18:00
/臺北時間

15：30-24:00)

(六)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１、 依據協定第 1 條 2(a)審查特殊關係交易時使用移

轉訂價文件：巴西提案

Use of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when 
examining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under Article 1.2

(a) of the Agreement：Request by Brazil 

 ２、 協定第 8 條項下運費及運輸附加費用之估價處

理：模里西斯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freight and freight charges 
under Article 8 of the Agreement: Request by 
Mauri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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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１、 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２、 會員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實行之進度追蹤機制

Mechanism to ensure Member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３、 TCCV 文件格式研究

Study on the format of TCCV instruments 

(八) 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九) 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結論：

TCCV採認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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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5 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5th Session Report 

(VT1340Eb，附件 2)

討論：

本次會議召開前，加拿大、中國大陸、秘魯及烏拉圭對 TCCV 第 55 屆會

議報告草案 a版所提評論意見，相關意見納入該報告草案 b版(以紅字標記)。線

上討論階段及正式會議階段，無會員對會議報告草案 b版表示評論意見。

結論：

TCCV通過採認第 55 屆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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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三：休會期間進展報告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一、WCO 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報告

Director's report (VT1343Ea)

(一) Ms. Gael GROOBY副處長代表處長簡要報告休會期間主要活動。

(二) 關於政策委員會會議，副處長總結如下：

1、WCO 工作計畫協調及報告更新進度報告：WCO 工作小組工作計畫

通用樣板進展更新，包括 TCCV 工作計畫。

2、WCO 2022 至 2025 年策略計畫及本年至 2024 年實施計畫：本年至

2024 年實施計畫初稿獲得批准，待進一步微調。

3、WCO 數據策略：數據統計工作組第一次會議於 2022 年 11 月舉行，

政策委員會責成秘書處制定文件，說明如何將該工作組與其他現有

措施協調，避免重複。

4、 綠色海關：政策委員會責成秘書處制定海關及環境之行動計畫，並

要求會員分享經驗。

(三)向政策委員會報告後，副處長報告秘書處目前正在研擬關稅估價進

修課程以利受訓者取得專家認證。

(四)TCCV更新最新技術援助活動：3 名受訓者取得關稅估價專家認證。

(五)副處長提供本年 2 月 15 日舉行電子商務估價研討會摘要，提請委員

會注意，將於本年年底舉行同一主題第 2次研討會。

(六)最後，副處長提醒會員有任何聯絡資訊更新、變更或取消請通知秘

書處。

討論：

(一) 烏拉圭對本屆會議議程僅為 3天表示關切，請求會員儘早於線上討

論階段提交意見，以便其他會員能於正式會議討論結束前回應；該

會員亦表示無法線上登入參與先前舉辦之電子商務估價研討會，泰

國亦表示有相同問題。

(二) 副處長宣布第 57 屆會議預計為 5天；另因第 1次電子商務估價研討

會線上參與名額嚴重超額，因此將增辦 1次，以便會員充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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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貿易組織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

(一) WTO 報告關稅估價委員會工作，該委員會前次會議於 2022 年 11 月

4 日舉行，並宣布下次正式會議於本年 5 月 24 日舉行。

(二) 關稅估價委員會之職責為審查會員法律、法規及行政程序；對會員

提交立法相關問題之回復；以及關於利息費用及載有軟體媒體之估

價決定。

(三) WTO表示關稅估價委員會已收到波札那、巴西、喬治亞、挪威、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及烏克蘭最新或更新之關務法規，目前，有三分之

一會員之關務法規刻審查中。於關稅估價委員會主席帶領下，該委

員會提出之新措施，包括分享疫情期間海關實務經驗，以及開發會

員能提前將會議項目列入會議議程之電子系統等。

(四) WTO 秘書處亦與 WCO 秘書處持續保持合作，例如從事技術協助及

電子商務關稅估價之研討會。 

(五) WTO 秘書處書面報告檢附於附錄 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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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一、秘書處及會員從事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 (VT1344Ea、VT1356Eb)

背景：

依據 TCCV 決議，秘書處已管控並通報會員所安排之技術援助/能

力建構活動，俾所有會員提供有用資訊，規劃相關作業，並防止工作重

複。

討論：

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及摩洛哥於會議報告未事先提交之技術援助

活動。

結論：

TCCV採認秘書處所提供之技術協助/能力建構活動報告及正式會議

階段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及摩洛哥報告之技術協助活動。

二、會員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VT1345Ea、VT1357Ea)

背景：

依據 TCCV 決議，秘書處負責督促各會員適用協定並提供相關進展

報告，秘書處表示，本次會議召開前曾發布文件 VT1345Ea，邀請會員

提供適用協定資訊，無會員提供相關資訊。

另秘魯於第 55 屆會議聲明將於本屆會議介紹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海關對基於不實文件交易之看法，但亦已通知 TCCV，因故取消。

結論：

TCCV採認會員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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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五：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一、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識別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

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VT1347Ea、VT1358Eb)

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於第 53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289Ea。

 第 54 屆會議賡續討論有無協定第 8 條 1(c)或第 8 條 1(d)適用，部

分會員認為因交易雙方有特殊關係有討論移轉訂價之需要，第 55 屆烏拉

圭重申本案沒有討論移轉訂價之必要，因此，第 56 屆烏拉圭變更本案相

關事實，提出供應商及授權人均與進口人無特殊關係之新事實，並將依

據協定第 8 條 1(c)繼續審查此案。

ZCO 為擁有「可識別性標誌 P」智慧財產權連鎖商店(下稱 P 商店)

之公司，並有使用 P 商店經營方法之權利，專注發展經營 P 商店之獨特

管理方法及銷售項目。進口人 ICO 與授權人 ZCO簽署特許經營契約

(franchise agreement)向 ZCO同集團供應商(XCO、SCO 及 TCO)簽訂商品

供應契約購買商品，並支付營業額 5%予 ZCO 作為報酬，得使用「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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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標誌 P」、其連鎖營運方法(know-how)及技術援助。

本案爭點為 ICO 依據特許經營契約支付營業額 5%予 ZCO 之報酬，

是否為權利金。

討論摘要：

於線上討論階段，會員討論重點為本案「可識別性標誌 P」是否具

「商標權」性質、ICO 依據商品供應契約向供應商支付之進口貨物價格

是否包括使用「可識別性標誌 P」費用、本案特許經營契約所提供之連

鎖營運方法及技術援助是否與進口貨物有關；以及支付營業額 5%是否

為銷售條件。

於正式會議階段，烏拉圭說明雖特許經營契約使用「可識別性標誌

P」，其本質即為「商標 P」，以用於進口及識別 P 商店銷售之商品，因

此，本案營業額 5%之費用，應視為權利金。

巴西重申第 55 屆會議表達之意見，認為 ICO向 ZCO支付之金額(包

括使用「可識別性標誌 P」、連鎖營運方法及技術援助)與進口貨物有

關，適用協定第 8 條 1(c)，本案營業額 5%之費用，應視為權利金。巴西

意見得到多明尼加共和國、以色列及烏拉圭贊同。

加拿大、中國大陸及歐盟等會員表達反對意見，認為應逐一檢視協

定第 8 條 1(c)關於權利金之條件，依據評論 25.1，連鎖營運方法及技術

援助可能與進口貨物無關，其主要目的係為營運活動及技術支援，用於

進口國 P 商店之管理及進口貨物於 P 商店銷售，而非進口貨物之製造。

歐盟進一步表示，當部分專利權及特許權利金與進口貨物有關時，

如有客觀及可量化數據可進行計算，應就有關部分做適當調整。國際商

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認為，本案為進口後之技術

服務費用，而非進口時發生之費用，不應加計於實付應付價格。

日本認為 ICO 依據商品供應契約向供應商支付之進口貨物價格可能

包括使用「可識別性標誌 P」費用，中國大陸、歐盟及美國亦贊同，認

為本案基礎事實似有缺漏，應補充資料以利作成最後判斷。提案國烏拉

圭表示，目前各國意見紛雜，而其已無其他意見可供委員會參考，建議

將議題置於關稅估價技術性議題綱要第 3 部分，列入未決案件，以供日

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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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逐漸形成二派意見，一派認為「可識別性標誌 P」，實際上具

有權利金性質，適用協定第 8 條 1(c)，應將有關營業額 5%之費用視為權

利金；另一派則認為，該費用雖然與權利金有關，但係進口後始發生，

其主要目的係為營運活動及技術支援，非進口貨物之交易條件。經過進

一步審議，TCCV同意將此議題保留至第 57 屆會議議程，以便會員審思

如何處理。

結論：

主席諮詢會員意見後決議保留此議題至第 57 屆會期賡續討論。

二、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VT1348Ea、 

VT1359Ea)

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於第 53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291Ea。

ICO 透過 X 國之電子商務

平臺向出口商 XCO購買貨物進

口 ，雙方無特 殊 關 係 。賣方

XCO 以折扣券方 式 提 供買方

ICO 次筆消費之折扣優惠，該次

筆消費於 XCO 之電子商務平臺

使用折扣碼即可折抵部分消費價

格，然享有折扣之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如何決定？

第 54 屆會議，烏拉圭與秘書處合作提出 6 件有關電子商務之案例分

析，線上討論階段會員針對烏拉圭之提案就技術性議題提出討論，請烏

拉圭進一步釐清。第 55 屆會議時烏拉圭刪減其中 1 件不符合商業實務案

例，中國大陸提供 1 件新案例，以色列亦提供 3 件新案例，9 件案例收

錄於文件 VT1326Ea附件。

第 56 屆會議，中國大陸對案例 6 提出 4種不同意見，而烏拉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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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草案，認為可作為未來討論之基礎。

討論摘要：

於線上討論階段，會員對中國大陸及烏拉圭於休會期間提出之書面

意見熱烈討論，雖未達成共識，但對接下來之正式會議有所助益，討論

方向聚焦於電子商務銷售折扣係由賣方或電子商務平臺所提供，並依據

諮詢意見 8.1、15.1 及 16.1案例決定折扣是否計入完稅價格。

於正式會議階段，中國大陸及日本表示認同線上討論階段歐盟提出

應區分電子商務銷售折扣，係由賣方或電子商務平臺所提供而分別認

定，其重申折扣不論是以固定金額、一定百分比或點數方式取得，僅係

計算方式不同，重點是折扣授予之本質，惟部分會員認為電子商務銷售

實務上很難判斷折扣係由誰提供。

烏拉圭更新案例 1 至 8，對案例 1、2、5 及 6加註適用協定第 1 條

1(b)，另依據諮詢意見 8.1 及 16.1，認為案例 1、2 及 5 第 1 次購買所獲

得之折扣券或購物點數為回溯性折扣，應將折扣計入第 2 次購買之完稅

價格中，中國大陸、巴西、印尼、日本及歐盟提出各自看法回應烏拉

圭。

加拿大提出第 2 次購物之完稅價格應扣減第 1 次購物取得之折扣金

額，國際商會則提出買一送一之銷售模式下，應如何計算 2 件貨物之完

稅價格與會討論。美國重申諮詢意見 23.1「快閃銷售所購進口貨物之估

價」明確表示，協定是關稅估價唯一國際法律框架，其係同時適用傳統

交易方式及電子商務所購買之進口貨物。

中國大陸提醒委員會電子商務特點是大量低價交易，因此傳統交易

之逐案報單申報審查難以實現，期望 TCCV 能於適用協定之基礎上，達

到簡化電子商務申報及關稅徵收之共識。

由於各國看法不一，無法達成共識，主席邀請國際商會於下屆會

議，再次對此議題做專題報告，期能提出更多案例，以利與會進一步討

論。

結論：

TCCV 邀請國際商會於下屆會議，再次對此議題做專題報告，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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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第 57 屆會期賡續討論各案例。

三、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VT1349Ea、 

VT1360Ea)

背景：

本案由斐濟於第 54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314Ea。

本議題涉及買方每年向賣方支付商標貨物於進口國境內之獨家經銷

權及分銷權，I 國進口商 ICO 參與具商標貨物之獨家經銷權協議，該協

議為期 12 個月，並視業績展期至未來 12 個月。另 ICO須於 12 個月期間

購買至少 4 個 40呎完整貨櫃之糖果產品，且須為獨家經銷權支付固定年

費 4萬美元；另經銷協議於隔年續約時，最低採購量從 4 個 40呎完整貨

櫃增加至 5 個。該協議亦規定，倘經銷商拖欠供應商任何應支付款項，

供應商可依據經銷協議暫停供應所有產品及服務，另可就欠款收取罰款

利息。

本案獨家經銷權所產生之固定年費，是否適用協定第 8 條 1(c)規定

所稱進口貨物實付或應付價格之調整，值得探討。

第 55 屆會期前休會期間，斐濟對會員於第 54 屆會議期間提出疑問

之答復載於文件 VT1335Ea附件，但由於該國並未出席第 55 屆會議，本

案相關判定因素有賴提案國斐濟提供進一步資訊，爰 TCCV 將該議題保

留於第 56 屆會議賡續討論。

討論摘要：

本案尚有許多問題待提案國斐濟釐清，由於該國並未出席第 56 屆

會議及於線上討論階段，中國大陸建議將議題置於關稅估價技術性議題

綱要第 3 部分，烏拉圭及加拿大附議，主席同意列入未決案件，暫不討

論。

結論：

TCCV同意將議題置於關稅估價技術性議題綱要第 3 部分，列入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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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討論之未決案件。

四、 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涵義：烏拉圭

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of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VT1350Ea、VT1361Ea)

背景：

本案於 第 54 屆 會 議 提案納入討 論 ，相關案情收錄於 文 件

VT1328Ea。

模里西斯所提與協定第 1 條有關額外支付費用估價處理議題，提及

實付或應付價格係指進口貨物價格，凸顯協定第 1 條及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提及之「進口貨物價格」定義並未臻明確，於是烏拉圭研擬評論草

案文字，提案納入討論，中國

大陸認為應同時檢視協定第 1 條

註釋第 1點、第 4點及協定附件

3 第 7點，遂提供另一版本評論

草案。第 55 屆委員會同意採用

中國大陸評論草案版本，另烏拉圭建議增列之案例，委員會認為應排除

協定及 TCCV已作成決議文件所涉案例。

 第 56 屆烏拉圭發表評論，贊同中國大陸提出之草案版本，並建議

草案最後一段增列案例。

討論摘要：

於線上討論階段，加拿大、中國大陸、印尼、烏拉圭、歐盟及國際

商會等於線上論壇 CLiKC!平臺分享對本案之書面意見。歐盟表示應將

協定第 14 條概念納入評論草案，即應將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點所提「進

口貨物價格」與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1點及附件 3 第 7點規定併同解釋，

以確保做法一致，並避免狹隘解釋。加拿大建議對文件 VT1328Ea 中國

大陸評論草案進行修改，並贊同歐盟應提及協定第 14 條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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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式會議階段，中國大陸注意本案議題審查似已達共識，亦同意

歐盟逐一審查案例，以找出不足之處並補全缺失。剛果民主共和國建議

起草「進口貨物價格」一詞之說明文件，使海關及私部門能更理解本案

概念。國際商會重申應先定義一般解釋原則，再著手審查具體事實案

例。

至於第 55 屆委員會建議，對於 TCCV已作成決議文件之案例是否

應先予排除一事，烏拉圭認為應儘可能涵蓋所有案例，俾歸納一致性解

釋原則，但排除亦可接受；瓜地馬拉、多明尼加共和國及英國傾向擴大

案例；歐盟則持相反意見。

案經多數會 員同意 ， 主 席 決 議 將 本 次 線 上 會 議加拿大修改

VT1328Ea 文件版本，列入正式草案，以便會員賡續審查。

鑑於會員仍對實付或應付價格概念意見分歧，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1

點及第 4點所提「為進口貨物」而支付，相對於附件 3 第 7點之「銷售

條件」，後者更進一步擴大實付或應付價格之涵義。中國大陸認為此乃

協定擬定者有意為之，而二者對於實付或應付價格所包含範圍之差異，

恐造成適用協定時統一解釋之困難，部分會員認為此為進一步審議本案

之先決條件，委員會似無法達成共識。因此，主席建議延至下屆會議繼

續審議，委員會表示同意。

結論：

TCCV 決議於第 57 屆會期賡續討論(加拿大修改版本)。

五、 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義：瓜地馬

拉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y”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VT1351Ea、VT1362Ea)

背景：

本案由瓜地馬拉於第 55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

件 VT1337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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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關於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義，協

定第 2 條 1(b)及第 3 條 1(b)條規定：「……貨物之交易階段應與該進口

貨物相同，且其(交易)數量亦應與該進口貨物相當……」。另協定第 2

條及第 3 條註釋：「……海關當局應儘可能採用與該貨物之交易階段相

同及數量相當之(相同或類似)貨物之交易價格。……」措辭並不易理

解。瓜地馬拉提出將此議題提交委員會討論，希望相關解釋可以更全面

及簡潔，以確保統一解釋且符合當前國際貿易情形，並希望為協定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之進口貨物數量提供容差範圍指引。

討論摘要：

烏拉圭、中國大陸、歐盟及印尼重申第 55 屆意見，設定一固定百

分比範圍無法適用所有情況，應全面理解數量相當概念及涵義，考慮貨

物性質、市場條件及行業慣例。美國建議採用類似註釋 1.1格式，可基

於貨物本質及定價慣例逐案分析，中國大陸亦贊同美國觀點，並認為審

查可參考評論 10.1 及註釋 1.1。

烏拉圭認為設定一固定百分比範圍不切實際，建議諮詢私部門以瞭

解進口貨物定價條件以作為評論草案基礎，烏拉圭願意與瓜地馬拉及秘

書處合作，提出適用各情況之通用文件，中國大陸表示贊同。國際商會

建議於下屆會議簡報商業合約有關數量相當之案例，歐盟表示贊同。

結論：

TCCV同意國際商會提出之建議，考慮中國大陸及烏拉圭意見，重

新安排案例於第 57 屆會議賡續討論，並邀請國際商會於下屆會議，再次

針對此議題做專題報告。

六、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VT1352Ea、VT1363Ea)

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於第 55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338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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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涉及進口貨物以加密貨幣單位交易時關稅估價之處理，於第

55 屆會議，有些會員贊成 VT1338Ea 諮詢草案，即加密貨幣單位結算交

易之估價處理參照諮詢意見 6.1 以物易物或補償交易；有些則認為加密

貨幣可直接做為海關估價之支付工具。秘書處希望有實際處理加密貨幣

經驗之會員能於第 56 屆會議分享。

討論摘要：

烏拉圭表示，加密貨幣非為任何國家之法定貨幣，且其價值存在巨

大波動或快速跌價風險，如何轉換其貨幣價值，必須適用協定中其他估

價方法核估完稅價格，政府於缺乏使用加密貨幣法律支持情況下，應依

據諮詢意見 6.1 處理，但其他合法使用加密貨幣之國家於此方面可能有

不同做法，應依據國家法律框架，對加密貨幣交易適用不同估值處理。

歐盟認為加密貨幣非為歐盟任何國家之法定貨幣，但若其他可接受

加密貨幣為交易支付國家，應採用諮詢意見 20.1，即進口貨物銷售合約

規定固定匯率時，倘價格係以進口國之貨幣計算，則無需折算貨幣。因

此，重點係價格計算之貨幣種類及其支付之金額，加密貨幣似可採用類

此作法。

挪威及日本等國家表示加密貨幣並非其國家法定貨幣，無法依據協

定轉換成進口國貨幣。

美國則表示不應倉促決定，邀請國際商會於下屆會議就加密貨幣問

題進行介紹，國際商會接受邀請，就加密貨幣法律框架及實際使用進行

簡報。

結論：

TCCV 決議於第 57 屆會期賡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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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一、 依據協定第 1 條 2(a)審查特殊關係交易時使用移轉訂價文

件：巴西提案

Use  of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when  examining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under  Article  1.2  (a)  of  the  Agreement

(VT1346Ea)

背景：

本案由巴西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346Ea。

I 國進口商 ICO

從 X 國供應商 XCO

購買及進口貨物，用

於 I 國 製造汽車零

件。依據協定第 15.4

與第 1 條 2(a)， ICO

聲明 與 供應商 XCO

具有特殊關係，且不致影響貨物交易價格，並提交移轉訂價研究報告，

使用成本加成法(Cost Plus Method)。

該集團之所有公司均由位於國外第三方公司 ZCO管理，ZCO設有

董事會，為承擔集團企業管理及策略目標訂定之決議機構，過去 3 年進

口貨物價格為 10.00c.u.，加上保險費 1.00c.u.及運費 2.00c.u.，申報價格

為 13.00c.u.，然而，在移轉訂價報告中，XCO 生產貨物之加權平均成本

為 15.00c.u.，利潤(依據成本加成法)應為 3.00c.u.(即成本之 20%)，平均

單位之常規交易價格為 18.00c.u.(FOB)，進口商申報價格低於進口貨物

生產成本。本案疑問為移轉訂價報告是否提供資料，使海關能夠得出雙

方特殊關係影響協定第 1 條所稱進口貨物實付應付價格及其交易價格之

結論？如有，得出結論是無法使用交易價格核估，而須採用替代方法核

估時，海關是否可採用移轉訂價報告之資料來核估完稅價格？

本案所述案例，係海關依據協定第 1 條 2(a) 規定檢視買賣雙方是否

第 21 頁

出口國
XCO

進口國I
ICO

第三國
ZCO

管理

銷售
特殊關係

申報價格
=13.00c.u.
=10.00c.u.+
1.00c.u.(I)+
2.00c.u.(F)



因特殊關係影響進口貨物實付應付價格時，將某公司移轉訂價研究報告

之帳務及其他相關資訊納入考量。本案移轉訂價研究報告係使用成本加

成法，TCCV已經發布 2 件有關之案例研究 14.1(交易淨利潤法) 及 14.2

(再售價格法)。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中國大陸及烏拉圭支持於下屆會議時將此案列為技

術性議題並進行審查。

正式會議時，中國大陸於智利支持下，建議邀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下

屆會議介紹成本加成法，以確保對該案例具統一解釋。

結論：

TCCV 決議本案列入第 57 屆會期關稅估價技術性議題予以審查。

二、 協定第 8條項下運費及運輸附加費用之估價處理：模里西斯

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freight and freight charges under Article 8 of 

the Agreement (VT1364Ea)

背景：

本案由模里西斯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於文件 VT1364Ea。

本案問題係進口貨物之運輸附加費用(案例事實中註明為燃油附加

費)並未載於發票，而係另列於其他文件中，且該費用聲稱未向進口人收

取，故進口人係依發票所載 CIF 價格(未加計燃油附加費之較低價格)支

付進口貨物費用。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模里西斯進一步解釋本案事實。

正式會議階段，鑑於模里西斯未能出席本次會議，部分會員雖然支

持審查該案例，但對模里西斯是否可以出席下屆會議表示關切。然而，

部分會員仍然支持於下屆會議時將此案列為技術性議題並進行審查。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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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V 決議本案列入第 57 屆會期關稅估價技術性議題予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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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七：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一、 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VT1353Ea)

背景：

TCCV慣例係選定各會員感興趣之主題，安排主題會議，並進行委

員會與觀察員介紹及小組討論。

最近一次主題會議於第 52 屆 TCCV 會議舉行，其主題為事後稽核

及 WTO 關稅估價協定第 7 條適用問題，嗣因疫情所致暫停。於第 55 屆

會議，TCCV原規劃將「主題會議」列入第 56 屆會議議程，惟因不及準

備，期於第 57 屆會議召開。休會期間，烏拉圭建議將各國海關關稅估價

管控流程作為主題會議之一。秘書處則提供 1份之前舉辦之主題會議清

單，並從中提出值得重新討論電子商務交易中低價包裹，以及循環經濟

系絡下再進口貨物之海關估價實務做法，請會員確定會議主題、形式及

時間。

討論摘要：

烏拉圭詳細介紹建議之主題，與去年於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舉辦

之主題相同，係該地區海關相互交流關稅估價管控之實踐及經驗分享，

並認為委員會透過主題會議與會員分享頗有助益。烏拉圭建議得到多數

會員支持，加拿大、阿根廷及多明尼加共和國表示能對該主題進行簡

報。

加拿大亦提出另一主題，係當無法依據協定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核

定同樣或類似貨物完稅價格時如何適用國內銷售價格方法，特別是母公

司僅向其子公司銷售貨物屬移轉訂價情況之處理，倘第 57 屆主題會議無

其他自願者，該國將就該主題進行報告。

TCCV同意副主席建議，於下屆主題會議邀請秘書處執法分局及跨

領域專家與會，並同意下屆之主題會議調整為半日。

結論：

TCCV同意於第 57 屆會議召開「主題會議」，商定「海關估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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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作為主題。

二、 會員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實行之進度追蹤機制

Mechanism to  ensure  Member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VT1354Ea)

背景：

第 55 屆會議討論 WCO 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同意納入烏拉圭

提案由至少 1 位會員向 TCCV 提交關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適用之進展

報告，惟調整為每 2 年報告 1 次。中國大陸接受延長時間間隔意見，惟

認為仍須訂定相關機制或規則，以確保委員會會員提供適用協定之進展

報告，其相關機制之訂定列入本屆討論。為提供 TCCV 參考，秘書處表

列 1份過去 10 屆會議會員參與 TCCV 工作情況，該表附於 VT1354Ea 文

件附件。

討論摘要：

   會中對於確保會員向 TCCV 提交關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適用之進展

報告進行討論，烏拉圭主張採取鼓勵及自願機制，中國大陸支持烏拉圭

提案。

智利自願介紹其於協定第 8 條 1(c)之專利權及特許權權利金之經

驗；南非也自願介紹其對協定之應用情況；摩洛哥原則上同意分享移轉

訂價之估價經驗，但尚無法確定。國際商會簡述其對當前補償性調整做

法調查之初步結果，其資料將於下屆會議提供。

結論：

TCCV同意會員向 TCCV 提交關於 WTO 關稅估價協定適用之進展

報告仍以自願分享為原則。

三、 TCCV 文件格式研究

Study on the format of TCCV instruments (VT1355Ea)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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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55 屆會議 TCCV通過作成諮詢意見 25.1最終文件之前，會員

就文件段落所用編號提出意見。秘書處建議參照 TCCV 其他諮詢意見將

該文件編號分為問與答二部分，惟部分會員建議應對所有段落進行編

號，如諮詢意見 4.16，以利參考。鑑於對諮詢意見段落編號方式意見分

歧，WCO 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建議採大多諮詢意見之二部分編號方

式，並承諾秘書處將提交諮詢意見編號議題之研究報告，於第 56 屆會議

審查。

經審閱 TCCV已通過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採用 3種編號方式，相

關分類列表於文件 VT1355Ea：

(一) 問與答二部分編號方式。

(二) 對所有段落均進行編號方式。

(三) 以字母及數字編號方式。

於分析編號方式後，秘書處無法建立選擇不同編號之指導原則。

討論摘要：

TCCV 主席介紹後，各國對編號意見相當分歧，中國大陸認為，每

種編號方式均有其優點，段落編號似乎仍取決於文件長度及其內容，贊

成將諮詢意見較短者以前開方式一編號，而較長者則以方式二編號，並

賦予標題，以使參考文件容易閱讀。

加拿大認為，對已完成之諮詢意見重新編號將非常耗時，國際商會

及歐盟表示贊同。

結論：

TCCV同意未來諮詢意見編號方式將於會議審查時決議。

四、 秘書處簡報—事後稽核數據分析於關稅估價議題之處理

Presentation by the Secretariat: PCA data analysis on Customs 

valuation issues

簡報內容摘要：

秘書處簡報事後稽核數據分析工具，將協助海關事後稽核資料分析

及提升貿易商對 WCO事後稽核指引之法令遵循程度，此一概念符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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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京都公約總附件第 6章及 WTO 貿易便利化協定(第 7.5 條 通關後稽

核)。

告知會員 WCO 發展儀表板工具(Power BI *Dashboard3)之概念，係

協助海關於實施事後稽核前資料分析之準備；例如藉由該儀表板工具可

對某稅則交易價格輸出為圖表，依圖表所顯示異常值(outliers)找出價格

可能低報之處，或分析價格波動頻繁之區間風險；亦可藉由將進口商進

出口資料合併比較，分析是否可能有協定第 8 條規定交易價格應予調整

情形。

3 Power BI *Dashboard「儀表板」是透過視覺效果單一頁面，儀表板上視覺效果可以來自一或多

個基礎資料集、來自一或多份基礎報表，或結合內部及雲端資料，提供資料合併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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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秘書處告知 TCCV，下列項目列入第 57 屆會期：

一、 確認議程

二、 主題會議

三、 採認第 56 屆技術委員會會議報告

四、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五、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六、 特殊技術性議題

(一)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識別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二)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三) 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涵義：烏拉圭提案

(四) 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涵義：瓜地馬拉提案

(五)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六) 依據協定第 1 條 2(a)審查特殊關係交易時使用移轉訂價文件：巴西

提案

(七) 協定第 8 條項下運費及運輸附加費用之估價處理：模里西斯提案

七、 休會期間所提出議題

八、 其他事項

九、 選舉

十、 未來工作計畫

十一、 下次會議日期

議程九：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秘書處諮詢 TCCV 後決議第 57 屆會議預訂於本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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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一、 數位商業交易型態已成為關稅估價焦點議題

電子商務及加密貨幣交易為本次會議關稅估價議題焦點，電子商務

折扣態樣各異，各國海關對此類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核估，常生困擾。加

密貨幣因非屬任何國家貨幣當局所發行，討論中亦延伸目前各國積極推

動由政府發行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之可

能，以成為真正法定數位貨幣，有助於進出口貿易之便捷化。藉由參加

本會議，瞭解關稅估價 TCCV 及各會員對是類議題態度及方向，未來於

我國相關政策研擬可列入參考。

二、 善加利用儀表板工具有助事後稽核風險管控

依據 WCO事後稽核指引，海關稽核員於實施事後稽核前，應對被

稽核人產業結構有綜觀瞭解。WCO擬發展之儀表板工具將有助於稽核

員資料分析，辨識被稽核人進口申報資料風險所在，俾預先擬定稽核計

畫妥為因應。未來 WCO倘將此工具提供各國使用，搭配各國進出口數

據進行分析，對我國事後稽核關稅估價案件應有所助益。

三、 賡續參與實體及視訊會議，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109 年至 111 年第 50 屆至第 55 屆會議因 COVID-19 疫情嚴峻，改以

視訊方式辦理，本署參加人員遂組成讀書會以研討小組方式進行議題討

論，累積參與視訊會議與會同仁已達 50 人次，由曾出席會議同仁予以指

導並傳承國際會議經驗，協助同仁掌握會議重點、瞭解提案背景、評析

他國立場，以及印證我國法規及檢討實務作業，對議題均能掌握重點，

適時表達我國看法。因應後疫情時代，會議型態將逐步恢復實體形式，

礙於經費所限，本署每年僅能參加 1 次會議，建議除至現場充分表達我

國意見外，並延續疫情期間研討小組模式，積極參與線上論壇，以提升

我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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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附件 1、本署出席會議討論特殊技術性議題情形

一、 議題分配：

項

次
特殊技術性議題 文件 主辦

a.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Request by Uruguay

VT1347Ea

VT1358Eb
張少羽

b.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Request by 
Uruguay

VT1348Ea

VT1359Ea
陳淑能

c.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Request 
by Fiji

VT1349Ea

VT1360Ea
吳佩謙

d.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Request by Uruguay

VT1350Ea

VT1361Ea
劉宇珣

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 Request by 
Guatemala

VT1351Ea

VT1362Ea
吳彩瑄

f.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Request by Uruguay

VT1352Ea

VT1363Ea
吳佩謙

項

次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文件 主辦

a.
Use of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when examining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under Article 1.2 (a) of the 
Agreement : Request by Brazil 

VT1346Ea 吳彩瑄

b.
Valuation treatment of freight and freight charges under 
Article 8 of the Agreement : Request by Mauritius 

VT1364Ea 洪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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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方參與特殊技術性議題發言情形：

案(a)係烏拉圭提案，張專員少羽於線上討論期間發表意見，認為本

案「可識別性標誌 P」應適用關稅估價協定第 8 條 1(c)，將其認定為權

利金。案(b)(d)歧見較多，案(c)仍待斐濟協助進一步釐清案情，案(e)(f)

須提供各國實際執行案例，我方均未發言。

三、 我方參與休會期間研提列入審查議題情形：

案(b)係由模里西斯提案，其認為進口貨物之運輸附加費用並未載於

發票，另列於其他文件且未向進口人收取，是否應計入完稅價格，我方

對案(b)提案表達肯定，並於線上討論階段表達支持將前述提案列入關稅

估價技術性議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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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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