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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拜訪泰國振華會計事務所了解「雲端進銷存會計管理平台」流程診斷並與台灣

廠商聯合進行系統開發，以提供雲端化系統服務之可能性，該公司表示，當地客戶對於

採購與進銷存財務會計的系統有需求，也期望透過系統進行整合及管理，企業用戶可透

過雲端管理服務，進行採購單、對帳單、交易明細、財務會計等資料之管理外，其訂單

對應之供應商，亦可同時直接透過雲端管理平台，進行報價回覆及訂單管理，藉由雲端

管理平台，使用者可有效降低企業用戶與供應商溝通的時間及成本，並降低資料誤植的

錯誤率，提高企業用戶及供應商的採購效率。 

    然經實地拜訪後，該事務所負責人張楚華董事長以及練振宏總經理針對「雲端進銷

存會計管理平台」亦提出幾項待克服之問題: 

1. 資訊廠商是否能夠提供泰文版/英文版等多語言的版本 

2. 是否能夠提供即時的售後服務和教育訓練 

3. 廠商對當地的財稅法規是否深入了解並加以客製化 

4. 系統價格與當地的產品是否有優勢 

5. 系統更新的速度是否及時並且跟上當地稅則而有調整 

6. 泰國智慧型手機普及度高，帶動寬頻無線網路基礎設施快速成長，較亞太諸國相

對完備，但目前與台灣或許仍有所差距，且廠商對於雲端化的資訊安全疑慮仍

高，如何確保資料安全也是另一個需要說服廠商的議題。 

7. 現有台商多半採用母公司或是總公司所沿襲下來的系統，要進行系統的切換並不

是由當地台商所提出，多半需經由總公司的同意。 

    有鑑於會計系統需與當地商貿法規以及稅法有高度連動，經與系統開發廠商深入探

討後，均表示仍需更深入的評估，此行雖沒有達成立即性的產學合作案，但是對於台灣

政府欲發展南向國家相關經貿以及交流與合作，確實已經邁出成功的第一步，藉由台灣

人在當地所開設的會計事務所以及台商商會組織，期待日後能有更多的機會能夠再與當

地廠商多多交流，畢竟要合作雙方也得對彼此的能力和需求有所了解，才能再繼續往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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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參訪將以振華會計事務所目前所服務的中小企業或微型企業之製造業、批發零

售業，及其供應商的資訊管理需求進行了解，配合國內目前已臻成熟的雲端技術，以產

學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流程診斷與國內廠商探詢是否有「雲端進銷存會計管理平台」的開

發需求，藉由雲端管理平台，使用者可有效降低企業用戶與供應商溝通的時間及成本，

並降低資料誤植的錯誤率，提高企業用戶及供應商的採購效率，提升及當地產業競爭力

也有助於我國資訊服務軟體業者能順利進入該國企業，後續將針對以下三項進行說明。 

1. 評估當地的雲端運算環境基礎建設是否有利於本國軟體業者進入該市場 

2. 了解當地政府是否有相關配套計畫及資源的支持及推廣，以及對廠商的投資是

否有其限制 

3. 了解雲端運算服務是否符合當地中小型企業的需求 

 

貳、 考察及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對象為泰國振華會計師事務所，本人搭乘 6/23之航班抵達泰國下榻的旅

館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因此當天並未安排拜訪行程。 

    第一天：6/24是星期六 

    一早我們在振華會計師事務所練總經理的帶領下，走訪了當地否具盛名市集和

商業貿易中心，在交談中更加深入了解到泰國近年來的政經情勢以及台商在當地的

投資項目以及社團組織，據練總經理表示目前台商在泰國大約是 5~6萬人，大多從

事機械設備、五金業、化工業、塑膠業、包裝印刷、紡織業、食品或農業或是家庭

用品業等，近年來新加入的台商不多，反倒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來泰國開公司或

設廠的比例大幅增加，這與大陸和泰國均為東協成員有很大關係，雙邊從學生的交

流、交換開始進行，甚至會有泰國人因為想要學習華文進而到大陸廣西南寧去進

修，從教育和民間的互動看來，台灣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有待加強，即便近年來

政府開始鼓勵南向，但是在許多的配套和措施上，可能是因為施行的時間尚短，所

以也還沒有很多具體的成效，反而是當地的台商自己成立台商總會或是各式各樣的

分支機構積極服務前往泰國投資的廠商，這部分的組織運作都需要政府部門多多的

支持，才能讓效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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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6/25星期天 

    我們並未走訪企業，因為本身是行銷與流通系所的老師，對於當地的百貨和零

售業也非常感興趣，於是安排景點自行前往參觀，泰國的設計環境以及創業空間良

好，許多建築物、大型的百貨公司或是賣場，都有非常強烈的設計感，特別是在用

色和搭配上都非常新穎及大膽，對於櫥窗或是商品的展示也都相當講究。 

 

     

 

 

 

 

 

 

 

 

 

圖 1 泰國曼谷捷運站(假日的人潮反而不若上班日多) 

 

 

 

 

 

 

 

 

 

 

 

圖 2 購物中心的陳設色彩鮮豔非常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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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6/25星期天 

    6/26驅車前往振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所在地，抵達的時候完全無法將眼前的建

築物與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因為他的公司設置地點好像就在一般的民宅，進去之後

才發現果然別有洞天。 

 

 

 

 

 

 

 

 

 

 

 

 

圖 3 振華會計師事務所外觀 

    該事務所包括總經理和董事長員工大約有十多位，服務的客戶達上百家，對象

多數是台商或是華人在泰國當地的企業，在公司會議室與經營進行面對面的訪談，

期間客戶穿流不息、魚貫進出，顯見該公司在該地區的客戶確實非常多，據老闆表

示，今年來華人特別是大陸人在泰國設廠不僅大且投資的金額也高，加上泰國位居

東南亞國協之地理位置中心，未來更有開通運河大計畫，這些都對外地的投資有很

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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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振華會計師事務所辦公室一隅 

    談到「雲端進銷存會計管理平台」該公司高層認為，他們對於台灣廠商在軟體開發

的技術以及成熟度都很認同，但仍舊提出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包括: 

1. 資訊廠商是否能夠提供泰文版/英文版等多語言的版本 

2. 是否能夠提供即時的售後服務和教育訓練 

3. 廠商對當地的財稅法規是否深入了解並加以客製化 

4. 系統價格與當地的產品是否有優勢 

5. 系統更新的速度是否及時並且跟上當地稅則而有調整 

6. 泰國智慧型手機普及度高，帶動寬頻無線網路基礎設施快速成長，較亞太諸國

相對完備，但目前與台灣或許仍有所差距，且廠商對於雲端化的資訊安全疑慮

仍高，如何確保資料安全也是另一個需要說服廠商的議題。 

7. 現有台商多半採用母公司或是總公司所沿襲下來的系統，要進行系統的切換並

不是由當地台商所提出，多半需經由總公司的同意。 

8. 前往泰國進行投資大陸企業，在當地註冊投資後可以回國申請投資補助，反觀

我國政府，雖然也有類似的補助，但詢問相關業者，多數均表示不知道如何申

請，也不知道能夠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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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振華會計師事務所前留影            圖 6 振華會計師事務所客戶檔案櫃 

 

參、 心得及建議 

    經實地拜訪後，該事務所負責人張楚華董事長以及練振宏總經理針對「雲端進銷

存會計管理平台」亦提出多項待克服之問題，這些問題都非常的務實，需要再多加深入

了解，才能提出有效的因應之道。 

    近年來新加入的台商不多，反倒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來泰國開公司或設廠的比例

大幅增加，這與大陸和泰國均為東協成員有很大關係，雙邊從學生的交流、交換開始以

及投資獎勵開始進行，甚至會有泰國人因為想要學習華文而到大陸廣西南寧去進修，從

教育和民間的互動看來，台灣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有待加強，即便近年來政府開始鼓

勵南向，但是在許多的配套和措施上，可能是因為施行的時間尚短，所以也還沒有很多

具體的成效，經詢問相關資服業者，大多都對台灣政府對於台商赴南向國家投資的優

惠，都表示不清楚，也不知道該如何申請?反而是當地的台商自己成立台商總會或是各

式各樣的分支機構積極服務前往泰國投資的廠商，這部分的組織運作都需要政府部門多

多的支持，才能讓效益擴大，不能依靠學校或是廠商或是財團法人各自單打獨鬥，這樣

不僅沒有辦法產生效益，反而是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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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泰國投資環境簡介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2&country=TH) 

一、 主要投資法令 

（一）泰國與外商投資有關之主要法令為： 

1. 外人商業法（Foreign Business Act） 

2. 民商統一法（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與公司形態、組織與申請登記有關）。 

3. 外僑職業管制條例（對外籍人士申請工作許可規定）。 

4. 工廠登記法（Factory Act）（取得工廠執照、建廠或擴廠）。 

5. 勞工保護法（Labor Protection Act）（僱用員工規定）。 

6. 財產法（取得財產依據）。 

7. 投資促進法（Investment Promotion Act）（與投資獎勵有關）。 

8. 稅法（Revenue Code）（管理各項稅收依據）。 

9. 社會福利法（Social Security Act）。 

（二）外商持股條例 

  為方便外商在泰國投資，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對外商持股限制之審查規定如下： 

1. 以下行業泰籍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必須不低於 51%：農業、畜牧業、漁業、探勘與開採礦

業，以及 1999 年頒布之外商法中之服務業(如以下(三)所述)。 

2. 工業方面之投資，無論生產場所涉在何處(工業區內或區外，或第 1.2.3.區)，允許外

商持有大部分或全部 100%股權。 

3. 合理情況下，BOI 將對某些行業規定外商投資的持股比例限制。 

（三）泰國限制外商經營的項目 

  依據泰國於 1999 年開始實施外商法（Foreign Business Act，2007年作部分修訂）後，

外商禁止經營外商法附錄中第一類所列 9大產業，除經特許不得經營第二、三類所列各大產業。 

第 1類--因特殊理由禁止外國人經營的業務： 

1. 報業、廣播電台、電視台； 

2. 種稻、果園、旱地種植； 

3. 牧業； 

4. 林業、原木加工等； 

5. 在泰領海、經濟特區內捕魚； 

6. 泰藥材淬取； 

7. 涉及泰國古董或具有歷史價值文物的經營及拍賣； 

8. 佛像、缽盂製作或鑄造； 

9. 土地交易。 

第 2類--涉及國家安全穩定或對藝術文化、風俗習慣、民間手工業、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造成

不良影響的業務：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2&countr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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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種--與國家安全穩定有關者 

1. 生產、銷售、維修以下產品：(a)槍械、子彈、火藥及爆炸物；(b)槍械、子彈、及爆炸

物有關配件；(c)武器、軍用船、飛機、車輛；(d)一切戰用設備的零件設備等。 

2. 國內陸上、水上、空中等運輸業，包括國內航空業。 

第 2種：涉及藝術文化、傳統民間手工藝者 

1. 屬於泰國藝術、手工藝古董藝術品之買賣； 

2. 木雕製造； 

3. 養蠶、泰絲生產、泰綢製造、印製； 

4. 泰國民族樂器製造； 

5. 金器、銀器、烏銀鑲嵌、鑲石金器、漆器製造； 

6. 涉及泰國傳統工藝的盤器、碗器、陶器製造。 

第 3種：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者 

1. 蔗糖生產； 

2. 海鹽生產、礦鹽生產； 

3. 食鹽生產； 

4. 採礦業、石頭爆破、碎石加工業；家具、用品製作木材加工。 

第 3類--泰國人對外國人未具競爭力之業務： 

1. 碾米業、米粉及其他植物粉加工； 

2. 水產養殖業； 

3. 營造林木開發與經營； 

4. 膠合板、飾面板、刨木板、硬木板製造業； 

5. 石灰生產業； 

6. 會計服務業； 

7. 法律服務業； 

8. 建築服務業； 

9. 工程服務業； 

10. 工程建設，但不包括： 

a. 外國人投入的最低資本在 5億泰銖以上的公共基本設施建設、運用新型機械設

備、特種技術和專業管理等的公共設施、交通設施建設等； 

b. 部會級法規規定的其他工程建設。 

11. 仲介代理業，但不包括； 

a. 證券交易仲介或代理、農產品期貨交易、有價證券買賣服務； 

b. 為聯營企業的生產、服務需要提供買賣、採購、尋求服務的仲介或代理業務； 

c. 為外國人投入最低資本 1億泰銖以上的行銷國內產品或進口產品的國際貿易企

業提供買賣、採購、推銷、尋求國內外市場的仲介或代理業務。 

d. 部級法規規定的其他仲介或代理業。 

12. 拍賣業，但不包括： 

a. 國際性拍賣業，其拍賣標的物件不涉及具有泰國傳統工藝、考古或歷史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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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古物、藝術品之拍賣； 

b. 部級法規規定的其他拍賣。 

13. 法律未有明文禁止涉及地方特產或農產品的國際貿易； 

14. 最低資本總額少於 1億泰銖的百貨零售業，或單店最低資本少於 2000 萬泰銖； 

15. 最低資本少於 1億泰銖的商品批發業； 

16. 宣傳廣告業； 

17. 旅店業、不含旅店管理； 

18. 導遊業； 

19. 餐飲業； 

20. 植物新品種開發及改良； 

21. 除部會級法規規定的服務業以外的其他服務業。 

 

二、 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審查流程 

（一）申請投資優惠獎勵的規定 

擬申請享受獎勵優惠政策的投資者可從投資促進委員會的投資服務中心及其

國外駐點領取申請表（此表免費），或自 BOI網站下載（www.boi.go.th）。若投資

計畫金額超過 8,000 萬泰銖（約 7,600萬新台幣）（不包括土地價值及流動資金），

另必需備妥可行性研究報告（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Project）（內容綱要如

附錄）。 

若投資計劃係屬於下列行業，必須依照泰國天然資源及環境部之規定，備妥「環

境及健康衝擊評估報告」（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s Report）

（請參閱該部網站 www.onep.go.th/eia）及洽該部天然資源暨環境政策規劃辦公

室（Offi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 

１、土地開墾計畫 

２、採礦作業。 

３、開發工業區。 

４、石化工業(上、中游) 

５、金屬、冶礦業。 

６、生產、處理或組合放射性物質。 

７、航空運輸系統。 

８、生產化學肥料。 



11 

 

９、有害廢棄物處理或焚化廠。 

１０、港口。 

１１、水庫。 

１２、發電廠(煤、火力、天然氣、核能） 

（二）申請投資優惠獎勵程序表 

向投資促進委員會或其國外駐點遞交兩份填好的申請表後，兩星期內，申請者

與委員會官員約定時間，討論所申請項目的具體事項。一旦所有的文件都備齊，委

員會將審閱申請書內容並通知投資者，其申請是否獲准，或需補送詳細文件。對於

投資額低於 8,000 萬銖，審批時間為 40 個工作日，對投資額超過 8,000萬銖至 7

億 5,000萬銖的投資案，審批時間為 60 個工作日，對投資額超過 7億 5,000 萬銖

的投資案，委員會審批，審批時間不超過 90個工作日。一旦獲得批准，委員會將

在 7日內通知投資者，詳細說明有關條件及享受的獎勵優惠。此通知書包括一份有

核定獎勵優惠證事項的申請表。申請者收到核准通知書後，須在一個月內送回填妥

的接受獎勵申請表或要求修改獎勵優惠及條件，BOI在收到回復文件 10天內，將

發給獎勵優惠證書。 

申請者在收到獎勵優惠證書的 6個月內，公司必須設立完畢。在 30個月內，

公司必須進口設備，以便享受關稅優惠。在 36個月內，完成建廠，安裝設備，工

廠開始運作。在工廠開始運作前 15天，通知委員會，以便委員會檢查設備並發給

正式生產許可證。每 6個月，公司需向委員會提供工廠運作情形報告，每年 7 月

31日前向委員會遞交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以便委員會核定是否延長其優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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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相關機關 

泰國主管投資的單位為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BOI），該委員會負

責提供獎勵投資措施並審核所有的外商及泰商投資申請案，此外並負責赴國內外之招商工

作。 

 

  泰國至 1977年才開始正式公布相關獎勵投資法規，並設立投資促進委員會；該委員

會雖隸屬工業部，但係由泰國副總理擔任投資促進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則包括工業部

長、商業部次長、財政部次長及各有關經濟事務之部會官員、工商會代表及學者等。該委

員會定期開會審查通過投資申請案，但相關事務性及例行性工作則由幕僚單位泰國投資促

進委員會辦公室（Offi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執行。 

 

  BOI負責推動吸引各項投資計畫，擬定獎勵優惠政策，提供的各種投資促進服務，包

括申請的全部過程，和後續的服務，並促進泰國工業和技術發展，並期能進一步達到有效

使用本土資源，增加就業，發展環境工業，開發曼谷以外地區之發展，加強基礎建設，保

護自然資源，減少環境污染等目標。 

 

  BOI的服務事項包括協助尋覓設廠土地、水電通訊線路申請、公司設立登記申請、工

作簽證申請、提供投資機會、代尋合作投資夥伴。BOI 並設立單一服務窗口（One Start One 

Stop Investment Center, OSOS）以提升對投資人服務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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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獎勵措施 

泰國原擬定於 2014年下半年推出全新的促進投資政策，預定於 2015年 1月生效。惟因泰

國政局自 2013年 11月國會解散後, 新政府遲無法順利籌組, 故全新的促進投資政策尚未

獲得定案, 故該新政策之執行期程亦隨而遞延。擬推出之新促投政策將針對目標產業及高

產品附加值產品給予獎勵，對於勞工密集型產業必須是投資引進新科技幫助勞工提高生產

力或技能，及投資產品附加值較高的產業才給予促進投資獎勵。若相關產業之生產仍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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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且生產過程技術層面較低，將鼓勵其轉投資鄰國如緬甸及寮國等。 

  依據 BOI的新促投草案，新促投獎勵的重點促投方向將放在環保研究和研發相關的高

科技產業上，環保產業不僅可以從新促投方案中獲享優待，同時還可從政府刺激投資增加

項目中獲益，如豁免法人所得稅 5年，若為從事環保研究和研發工作，還可根據其研發支

出比例延長豁免所得稅待遇 1-3年。BOI亦將研究推出促進泰國中小型企業（SME）發展

政策，其中包括促進 SME能投資偏遠地區。BOI 也將就部門別作出調整措施，例如促進觀

光業的投資措施，將促成以群聚形式（Cluster）方式促進與觀光業相關的產業投資，例

如客運服務、酒店、食品等。 

  在新促投政策未定案前, 投資申請案仍適用現行獎勵措施。BOI現行相關措施如下述： 

（一）獎勵投資政策 

  為減輕泰國政府的財政負擔，適應目前的經濟形勢及未來的經濟趨勢，投資促進委員

會制訂了以下的投資政策： 

1. 更有效地利用稅務優惠，對真正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投資項目，以良好管理的原則給予稅

務方面的優惠。獲得優惠投資的企業必須向投資促進委員會報告其業績，以便投資促進

委員會審核給予該年度的免稅優惠。 

2. 為提升企業生產標準與品質，加強國際競爭力，獲得優惠投資的企業，其投資額在 1,000

萬泰銖以上（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者都必須獲取 ISO9000 國際認證標準或其他相

等的國際標準。 

3. 調整泰國投資措施使之和國際貿易與投資協定相一致，取消對出口額的限制及限定使用

國內原材料的規定。 

4. 給予邊遠地區或低收入地區和設施未完備地區特別優惠待遇，提供最高稅務優惠條件。 

5. 重視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一百萬泰銖以上的最低投資額（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

亦得申請優惠投資。 

6. 特別重視以下類別企業的投資：農業及農業加工業、人才及科技發展企業、公共事業及

基礎設施、保護和預防環境汙染及其它目標工業等。 

（二）投資促進委員會審核申請優惠投資項目的原則如下： 

1. 投資額在 8,000萬銖以下者（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審核原則如下： 

A. 附加價值必須不低於收入的 20%。但電子產品及其配件、農產品加工業和特別允

許的項目除外。 

B. 新的投資項目，負債額與註冊資金的比例不超過三比一。擴大業務的項目，則

視其實際狀況而定。 

C. 使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全新的機器設備，若使用舊機器，必須得到可信任的機

構驗證，並獲得投資促進委員會的特例批准。 

D. 必須有足夠的環境保護措施。對環境有不良影響的項目，投資促進委員會將著

重審核其工廠所在地及處理汙染的方法。 

2. 投資額 8,000 萬銖以上者（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按前述規定執行，並附上投資項

目的可行性報告。 

3. 獨一承包項目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項目，BOI 之審核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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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營企業的投資項目，不給予優惠待遇（包括 BTO或 BOT）。 

B. 所有權歸政府的承包項目，政府的有關機構若想讓承包者獲得優惠投資的權

益，必須在宣布投標前項 BOI申請優惠投資。在招標時必須向投標者公佈該項

目所獲得的優惠權益。投資促進委員會將不給予需付報酬給政府的承包者任何

優惠，除非是某些合情合理的政府投資所應得的報酬。 

C. 政府的項目讓私人投資並擁有所有權（BUILD, OWN, OPERATE）, 包括讓私人以

租金作為報酬去租賃或管理，BOI將按ㄧ般原則審核給予優惠投資待遇。 

D. 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項目，當該企業已不屬於國有後，BOI 將考慮企業擴大部份的

優惠投資待遇。 

（三）基本優惠政策 

  投資促進委員會提供兩種形式的優惠政策： 

1. 稅務優惠，如：免繳公司所得稅/分紅、減免機械原料海關關稅、扣抵水電設施成本等。 

2. 非稅務優惠，如：擔保、保護、許可及投資服務。包括：允許聘僱外國專家及技術人員、

允許擁有土地及匯出外匯，保證不國有化、不和核准項目競爭、不壟斷銷售同產品、不

控制價格及允許出口等。 

  非稅務優惠適用於所有獲投資促進委員會核准的投資項目，無論項目所在的地點，項

目所屬的行業。 

  稅務優惠方面則需依據項目的不同的情況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一般來說，對於位在

特別受投資獎勵的地區，並生產出口產品或屬於受泰國政府鼓勵支持產業範圍內的項目則

可以獲得更多的優惠政策。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的企業，在企業獲免繳此稅項期間所獲得的分紅，無需繳交所得稅。 

（四）投資區域優惠： 

  泰國政府依據各地區之經濟條件、所得水準及基礎建設將全國劃分為 3個獎勵投資區

域，給予差別優惠待遇。 

1. 第一區：投資項目設在曼谷、北欖、龍仔厝、巴吞他尼、暖武裏和佛統等六個府 

A. 進口稅不低於 10%的機器，給予減免一半進口稅。 

B. 設在獲優惠投資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的項目，獲免繳公司所得稅 3年。獲優惠

投資企業，投資額在 1,000 萬泰銖以上（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必須在經

營後 2 年內獲得 ISO9000國際認證標準或其他相等的國際標準。若無法按上述

要求辦到，將被削減公司所得稅的免稅期 1年。 

C. 獲免繳用於生產出口產品所必需的進口原料進口稅 1年。 

2. 第二區：夜功、叻丕、北碧、素攀、大城、紅統、北標、坤西育、北柳和春武裏、羅涌

和普吉。 

A. 進口稅不低於 10%的機器，給予減免一半進口稅。 

B.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 3年，若投資項目設在獲優惠投資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可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 7年。獲優惠投資的企業，投資額在 1,000 萬泰銖以上（不

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必須在經營後後 2年內獲得 ISO9000 國際標準或其他

相等的國際認證標準。若無法達到上述要求，將被削減公司所得稅免稅期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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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獲免繳用於生產出口產品所必需的進口原料進口稅 1年。 

3. 第三區：投資項目設在餘下的 59個府。 

A. 獲免繳機器進口稅。 

B.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 8年。獲優惠投資的企業，投資額在 1,000 萬泰銖以上（不

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必須在經營後 2年內獲得 ISO9000 國際認證標準或其

他相等的國際標準。若無法達到上述要求，將被削減公司所得稅免稅期 1年。 

C. 獲免繳用於生產出口產品所必需的進口原料進口稅 5年。 

D. 允許項目把基礎設施的安裝和建設費的 25％在利潤中扣除。獲准優惠投資的企

業，從企業有收入之日起 10年內，可選任何一年或幾年扣除上述費用。企業資

產的折舊費仍按常規扣除。 

4. 設在以下 36個府的項目，即：甲米，甘烹碧，坤敬，尖竹汶，猜納，春蓬，清萊，清

邁，董里（什田），噠叻（桐艾），達府（來興），呵叻，洛坤，北欖坡，巴蜀，巴真，

攀牙，博他侖（高頭廊），披集，彭世洛，碧武里（佛丕），碧差汶，莫拉韓，夜豐頌，

拉廊（廊仁），華富里，南邦，南奔，黎府，宋卡，沙繳，信武里，素可泰，素叻他尼，

程逸，烏泰他尼（色梗港）以及藍差邦及羅勇工業區，除了獲得上述 A、B、C和 D規定

的優惠待遇外，增加以下優惠待遇： 

A. 設在獲優惠投資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的項目，獲以下優惠待遇： 

B. 允許把水、電費和運輸費的兩倍作為成本扣除，從項目有收入之日起，為期 10

年。 

C. 用於生產銷售於國內產品的原物料進口關稅減免 75%，為期 5年。（藍差邦及羅

勇工業區除外） 

5. 設在以下 23個府的項目，即：加拉信，猜耶奔，納空拍儂，陶公，難府，武里南，北

大年，拍夭，帕，瑪哈沙拉堪，耶梭通，耶拉，黎逸，四薩吉（四色菊），色軍，沙敦，

素輦，廊開，廊磨南浦，庵納乍能，烏汶，烏隆（莫肯）、奔剛。除了獲得第 1、2 、3

和 4規定的優惠待遇外，增加以下優惠待遇： 

A.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期滿後，再獲減免上述稅項 50％，為期 5 年。 

B. 允許把水、電費和運輸費的兩倍作為成本扣除，從項目有收入之日起，為期 10

年。 

C. 用於生產銷售於國內產品的原物料進口關稅減免 75%，為期 5年。 

（五）生產場所搬遷的優惠待遇： 

  為了鼓勵工業分散，企業若搬遷到邊遠地區，無論該企業原來是否獲得優惠投資，投

促會將給予優惠待遇如下： 

1. 必須把生產場所從第一區搬到第二區或從第一區、第二區搬到第三區。 

2. 生產場所必須設在獲優惠投資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 

3. 必須是投資促進委員會給予優惠投資的企業，而且投資規模達到投促會的要求。 

4. 原生產地點必須關閉，並且從獲准搬遷優惠待遇之日起 2年內必須在新的生產場所開始

營業。 

  搬遷項目被授予的稅收和非稅收優惠待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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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把生產場所搬到第二區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藍差邦及羅勇工業區除外），獲免繳公

司所得稅 7年。獲優惠投資企業，投資額在 1,000萬泰銖以上（不包括土地費和流動資

金）必須在獲得審批後 2年內獲得 ISO9000 國際認證標準或其他相等的國際標準。若無

法達到上述要求，將被削減公司所得稅免稅期 1年。 

6. 若把生產場所搬到第三區的工業區或工業村內（包括藍差邦及羅勇工業區），優惠待遇

如下： 

A.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 8年。獲優惠投資企業，投資額在 1,000萬泰銖以上（不包

括土地費和流動資金）必須在獲得審批後 2年內獲得 ISO9000 國際認證標準或

其他相等的國際標準。若無法達到上述要求,將被削減公司所得稅免稅期 1年。 

B. 獲免繳公司所得稅期滿後，再獲減免上述稅項 50%，為期 5年。 

C. 允許把交通費、水、電費的 2倍作為成本從利潤中扣除，從項目有收入之日起，

為期 10 年。 

D. 把基礎設施的安裝和建設費的 25%作為成本在利潤中扣除。獲准優惠投資的企

業，從企業有收入之日起 10年內，可選任何 1年或數年之利潤扣除上述費用。

企業資產的損耗費仍按常規從利潤中扣除。 

7. 若所投資項目在獎勵投資的業務種類中規定不能獲得公司所得稅的優惠待遇，該項目的

工廠在搬遷時也不能獲得上述優惠待遇。 

（六）按業績給與優惠待遇的原則 

  為有效給予稅務方面優惠待遇以及檢查所給予的優惠待遇是否正確、是否與實際情況

相符，使投資者在管理和組織上更優良。BOI 規定，獲優惠待遇的投資者必須向 BOI報告

企業經濟效益，才能准許享受該年度優惠待遇。 

 

五、 其他投資相關法令 

（一）公司法規（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 Public Limited Company Act） 

 在泰國成立公司─在泰國有三種類型的公司組織：獨資公司、合作公司和有限公司。在

外國投資者中最常見的是私人有限公司。 

1. 有限公司要求最少 3個發起者，必須起草一份聯合備忘錄，組織一個法定的會議，向商

業部商業發展廳(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註冊公司，以及向財政部稅收

廳(Revenue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inance)申請公司稅卡及稅號(Company’s Tax 

ID Card /No. )。 

2. 最低資本額：屬於外商法規定之許可經營之行業，外資股權若超過 51%，最低資本額為

平均 3年每年營運費用 25%或不低於 300萬泰銖；不屬於外商法規範之行業，最低資本

額至少 200 萬泰銖；若要僱用外國員工，另有其他最低資本額規定。 

3. 必須遵從有關的民事和商業的會計財務報表規定。 

4. 每年需做一份資金平衡表，送商業部商業發展廳註冊組和稅務局。 

5. 有至少 1名員工，必須向社保局(Social Security Office)申請註冊員工帳戶(Employer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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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財產權法規（Patent Act, Copyright Act, Trademark Act）-泰國承認的三

類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著作權。 

   

1. 專利法保護發明，產品設計及醫藥產品。 

   

2. 著作版權法保護文學藝術作品，所有未經作者同意的翻版和出版行為均被視為違法行

為。 

   

3. 商標法保護已註冊的商標不受侵權。 

（三）外國人職業法（Alien Occupation Law） 

  規定所有在泰國工作的外國人都必須首先取得工作許可證，若獲投資促進委員會批准

的項目，其外籍雇員可在 30天內辦理申請，並允許其在辦理工作證期間工作。申請工作

證必須持有非移民簽證。 

（四）工廠法(Factory Act) 

  工業部負責實施工廠法，管理工廠的建立及運作，生產安全和控制污染等。某些情況

下，工廠不需要申請許可證，有些工廠只需開工前通知有關部門，有些工廠需要在開工前

辦理許可證。許可證有效期 5年，期滿可續延。 

（五）Revenue Code 

（六）Accounts Act 

（七）Land Tax Act 

（八）Customs Act 

（九）Export Standards 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