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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新加坡的業務的監管及監督

概覽

下文概述對本集團及其營運而言屬重要的新加坡法律法規。本概要之主要目的為

向有意投資者提供我們所適用的主要法律法規的概覽。本概要並非旨在全面說明適用

於本集團業務及營運及╱或對有意投資者可能屬重要的所有法律法規。有意投資者務

請注意，以下概要乃依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生效的法律法規，可能會有所變動（可能

具追溯效力）。

新加坡法律法規

與機動車輛有關的法律法規

(i) 登記、許可及認證制度

所有機動車輛在上路行駛前，必須向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陸路交通管理局」）

正式登記。本集團確認，本集團擁有及操作的所有機動車輛均已正式登記。

此外，重型車輛須遵守額外的停車法規。根據（新加坡法令第214章）《停車位法案》

第2條，重型車輛指：

(a) 最大載重超過5,000千克的重型貨車或混凝土攪拌機；

(b) 載客人數超過15人（不包括駕駛員）的公共汽車；

(c) 最大載重超過5,000千克的拖車、集裝箱拖車、低貨架掛車或平板拖車；及

(d) 空車重量超過2,500千克的移動式起重機或救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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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重型車輛停車）法》（《停車位（重型車輛停車）法》）第4條訂明下列車輛的登

記擁有人或已購買下列車輛的人士（「登記擁有人」）：

(a) 重型車輛，須獲取指定停車位停放重型車輛；

(b) 兩(2)輛或以上拖車，可獲取一(1)個指定停車位停放不超過三(3)輛拖車；及

(c) 兩(2)輛或以上長20英呎的拖車，可獲取一(1)個指定停車位停放不超過六(6)輛該

類型拖車，儘管上文(b)段已有規定。

為遵守《停車位（重型車輛停車）法》第4條項下的上述規定，每位登記擁有人應就重

型車輛申請停車證（「停車證」）。

本集團擁有以下幾類重型車輛：

(a) 最大載重超過5,000千克的重型貨車或混凝土攪拌機；及

(b) 最大載重超過5,000千克的拖車、集裝箱拖車、低貨架掛車或平板拖車，

及確認其已就所有重型車輛取得指定停車位並獲得有效的停車證。

(ii) 授權除外車輛於高速公路行駛的許可證

《道路交通（高速公路 — 除外車輛）法（2010年）》（《道路交通法》）第3及4條訂明，除

非除外車輛的車主或駕駛員已向陸路交通管理局申請並取得高速公路行車許可證，否

則除外車輛一律不得在高速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駛。

《道路交通法》的首份計劃表訂明除外車輛包括：

(a) 自行車；

(b) 三輪車；

(c) 人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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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側三輪摩托車；

(e) 電動摩托車；

(f) 殘疾人用車；

(g) 三輪貨車；

(h) 低架拖車；

(i) 壓路機；

(j) 混凝土攪拌車；

(k) 移動式起重機；

(l) 叉車；

(m) 挖掘機；

(n) 鋪路機；

(o) 拖拉機；

(p) 翻斗車；

(q) 輪式裝載機；

(r) 推土機；

(s) 平路機；

(t) 移動式混凝土泵；

(u) 管線加油車；

(v) 所有車輪均未安裝充氣輪胎或實心橡膠輪的機動車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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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任何其他根據《道路交通（速度監管）法》規定在任何道路上最高時速不得超過

40公里╱小時的機動車輛。

本集團擁有部分該等除外車輛，包括低架拖車及叉車，並已確認該等除外車輛均

未上高速公路行駛。倘該等除外車輛需於高速公路上行駛，本集團將向陸路交通管理

局申請及取得批准。

(iii) 賠償機制

本集團的運輸業務亦受交通部實施的《機動車輛（第三方風險與賠償）法案》（新加坡

法令第189章）（《機動車輛法案》）項下法律法規所規管。該法案規管與因駕駛機動車輛

而造成的人員傷亡有關的第三方風險與賠償。

機動車輛法案第3條訂明，任何人士在新加坡駕駛或促使或准許任何其他人士在新

加坡駕駛機動車輛均屬違法行為，除非已就該名人士或其他人士（視乎情況而定）駕駛

機動車輛有關的第三方風險投購保單或制定安全措施。

本集團已投購相關機動車輛險（涵蓋第三方風險），且所投購保險將涵蓋本集團車

輛駕駛員的相關責任。

與存儲及運輸有害物質有關的法律法規

根據《環境保護及管理法案》（新加坡法令第94A章）（《環境保護及管理法案》），存儲

及運輸有毒及危害環境的化學物質受國家環境局污染控制司所管轄。

(i) 倉儲

擬儲存及╱或使用《環境保護及管理法案》控制的有害物質之任何人士，倘重量超

過環境保護及管理（有害物質）條例（「環境保護及管理條例」）的規定，則僅須獲授有害

物質准許即可。

本集團並未從事有害物質的倉儲。倘客戶要求我們存儲有害物質，我們將僱傭持

有有害物質許可的分包商儲存任何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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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運輸

任何人士如欲運輸受《環境保護及管理法案》管制且超過《環境保護及管理條例》規

定數量的有害物質，均須取得有害物質許可證及運輸許可證。

本集團並不直接參與運輸有害物質。倘客戶要求我們運輸，我們將委聘持有有害

物質許可證及運輸許可證的分包商運輸任何有害物質。

與土地有關的法律及法規

新加坡法定土地用途計劃管理土地的使用及分配，計劃指導新加坡未來10年至15年

的中期發展（「總計劃」），並由新加坡政府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根據新加坡法例第232

章規劃法管理。

根據2014年總計劃，劃分位於Penjuru Road的物流堆場及Jalan Papan的部分土地作「商

業2」的用途。2014年規劃法總計劃書面聲明 — 表1（分區規劃說明）規定商業2指用於或

擬用於清潔工業、輕工業、一般工業、倉儲、公用事業及電信用途及其他公共設施。具

體來說，商業2分區的開發包括：

(a) 電腦軟件開發；

(b) 分銷服務；

(c) 計算機硬件和電子設備的組裝和維修；

(d) 印刷、出版及相關產業；

(e) 食品乾貨包裝；

(f) 存儲非化學品的倉庫；

(g) 生物技術；

(h) 製造電氣設備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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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汽車維修及服務；

(j) 製造傢俱及固定裝置；

(k) 倉庫；

(l) 變電所；

(m) 工業╱發電廠；及

(n) 煤氣工程。

此外，獲准許的商業2用途及輔助用途類型須經市建局或其他當局評估。

本集團已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Penjuru Road的物流堆場目前乃作集散服務用途。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已將Jalan Papan土地作集散服務用途。本集團新加坡法律之法

律顧問已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批准區域內用作集散服務用途之各土地屬商業2分

區下經批准倉儲土地用途之一。本集團亦確認，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Penjuru Road及

Jalan Papan的物流堆場所進行之活動均已遵守新加坡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

與就業有關的法律法規

(i) 《就業法案》

《就業法案》（新加坡法令第91章）（《就業法案》）由人力部（「人力部」）管理，當中載

列基本就業條款及條件，以及僱主及新加坡就業法所涵蓋的僱員（「相關僱員」）的權利

及責任。

尤其是，《就業法案》第四部分對月薪不超過4,500新加坡元的工人及月薪不超過2,500

新加坡元的僱員（不包括工人）的休息日、工作時間及其他服務條件作出規定。《就業法

案》第38(8)條訂明，相關僱員在任何一天的工作時間均不得超過十二(12)個小時，特殊

情況則除外，例如對社區生活、國防或安全而言屬必不可少的工作。此外，《就業法案》

第38(5)條限定僱員每月加班不得超過7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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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僱主要求某一僱員或某類僱員一天工作十二(12)小時以上或每月加班72小時以上，

其必須事先尋求勞工處處長（「處長」）批准授出豁免。在考慮僱主的運營需求及相關僱

員或某類僱員的健康與安全之後，處長可透過一份書面命令，依據處長認為合適的條件，

使該等僱員免受加班限制。如獲豁免，僱主應在該等僱員的工作場所醒目地展示該命

令或其副本。

(ii) 《僱傭外籍勞工法案》

《僱傭外籍勞工法案》（新加坡法令第91A章）（《僱傭外籍勞工法案》）訂明，除非僱主

已為外籍勞工取得人力部頒發的有效工作準證，准許外籍勞工為其工作，否則任何僱

主不得僱傭外籍勞工。

就聘用半熟練或非熟練外籍勞工而言，僱主必須確保有關人士申請「工作準證」。

就聘用外籍中級技術勞工而言，僱主必須確保有關人士申請「S準證」。S準證擬為賺取

固定月薪最少為2,200新加坡元的外籍中級技術人士而設。

《僱傭外籍勞工（工作準證）法規（2012年）》（《僱傭外籍勞工法規》）規定工作準證持

有人的僱主須（其中包括）：

(a) 補貼外籍勞工的醫療費用（除非另有約定）；

(b) 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c) 確保外籍員工擁有符合任何法律或政府法規規定可接受的住宿環境；及

(d) 為住院治療及日間手術提供及購買醫療保險，每12個月期間的保額不低於

15,000新加坡元。

《僱傭外籍勞工法規》亦訂明，S準證持有人的僱主須（其中包括）：

(a) 補貼外籍勞工的醫療費用（除非另有約定）；及

(b) 為住院治療及日間手術提供及購買醫療保險，每12個月期間的保額不低於

15,000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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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僱傭外籍勞工法案》外，外籍勞工的僱主亦須遵守（其中包括）《就業法案》、《移

民法案》（新加坡法令第133章）及根據《移民法案》頒佈的法規中所載條文。

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為運輸及存儲服務，因而視為服務部門。因需支付規定

徵費，我們於新加坡之各附屬公司可僱傭不超過15%之全體員工為S準證持有人，不超

過40%之全體員工作為工作準證持有人。基於相關附屬公司平均三個月的中央公積金供

款，我們可聘用的外籍勞工最大數量為當地全職僱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向下調整至最接

近之整數），當地全職僱員的定義為每月至少掙1,100新加坡元的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

（但不包括獨資經營及合夥經營企業家，及獲三個或以上僱主中央公積金供款的僱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CA Transportation已聘請19名S準證持有人及35名工作準證持

有人。Nexis已聘請5名S準證持有人及13名工作準證持有人。基於當地全職僱員人數，

我們聘請的S準證持有人及工作準證持有人在人力部規定之配額內。

本集團僱傭外籍勞工已遵守人力部的規定。

與工作場所安全及工傷有關的法律法規

人力部實施《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新加坡法令第354A章）（《工作場所安全與

健康法案》）及《工傷賠償法案》（新加坡法令第354章）（《工傷賠償法案》），分別規管工作

場所安全及工傷。

(i) 工作場所安全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規定，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所有僱主均有責任採取

確保僱員工作時的安全與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該等措施包括，為僱員提供及維持一個

安全、無健康風險、具備足夠設施及安排的工作環境，以有利於僱員工作；確保就僱

員所使用的任何機械、設備、裝置、物品或流程採取充分的安全措施；確保僱員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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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因工作場所之內或附近在僱主控制下的事務的安排、處置、操控、組織、加工、儲

存、運輸、運作或使用而產生的隱患；制定及實施處理在僱員工作時可能出現的緊急

情況的程序；及確保工作中的僱員獲得進行工作所必需的充分指引、資料、培訓及監督。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第41條訂明，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專員需委派檢查人

員檢查任何工作場所或其任何部分，以確保符合《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的規定。

根據《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第21條，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專員可對工作場所發出

整改令或停工令，倘彼認為：

(a) 工作場所的環境、位置或工作場所內機械、設備、裝置或物品任何部件的使用

方式，導致工作場所內進行的任何作業或加工無法保證工作人員安全、健康及

利益；

(b) 任何人士已違反《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施加的任何義務；或

(c) 任何人士的作為或不作為在其看來已對或可能對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及利

益構成危害。

(ii) 工傷賠償

《工傷賠償法案》適用於各行各業根據服務合約聘用且在受僱期間遭受傷害的僱員，

該法案對（其中包括）彼等有權獲得的賠償金額以及計算該等賠償的方法作出規定。人

力部為相關監管機關。應付賠償金額根據《工傷賠償法案》附表三所載公式計算，惟存

在上下限。

僱主須為所有從事體力勞動的僱員（不論其薪金水平）及月薪1,600新加坡元或以下

以服務合約形式僱傭的非體力勞動僱員購買工傷賠償保險，惟獲豁免者除外。

本集團確認其符合人力部的規定，且已購買相關工傷賠償保險。

與新加坡稅項有關的法律法規

下文就新加坡企業所得稅及商品及服務稅作出以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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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當前生效且截至本文件刊發日期可用的法律、法規和詮釋為基準。然而，該法

律、法規和詮釋可能隨時變動，且任何變動均可追溯。該等法律和法規還受多項詮釋

規限，且之後相關稅務機關或新加坡法院可不同意下文所載的解釋或結論。

本概要並非亦不構成對新加坡稅項的完整分析，亦不意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

資者的稅務後果。其並非亦不構成法律或稅項意見。

所得稅

企業納稅人（無論為新加坡納稅居民或非新加坡納稅居民）通常須就於新加坡產生

或獲取的收益及在新加坡取得或被視為在新加坡取得的源於外國的收益繳納新加坡所

得稅（除非滿足免繳的特定條件）。然而，新加坡納稅居民企業納稅人在新加坡取得或

被視為在新加坡取得的以股息、分公司溢利及服務費收益形式取得的源於外國的收益，

如符合特定條件，可免繳新加坡稅項。

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7%，一般應課稅收益的部分稅項豁免最多為300,000新加坡

元，如下所示：

(i) 75%的稅項豁免最多為首筆10,000新加坡元；及

(ii) 50%的稅項豁免最多為下一筆290,000新加坡元。

就2017及2018課稅年度（「課稅年度」），將按以下比率授予公司企業所得稅退稅：－

— 應付稅項的50%，2017課稅年度上限為25,000新加坡元；及

— 應付稅項的20%，2018課稅年度上限為10,000新加坡元。

倘一間公司於新加坡對其業務實施控制及管理，則將該公司視為新加坡的納稅居

民公司。

股息分派

根據新加坡一級企業所得稅制，新加坡納稅居民公司派付的股息可作為新加坡稅

項豁免（一級）股息分派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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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亦可能作出更改，本資料須同此文件封面頁之「警告」部份一同閱讀。

預扣稅

新加坡目前並不對派付予居民或非居民股東的股息徵收預扣稅。

出售普通股的收益

新加坡並無就資本收益徵收稅項。並無某部法律或法規對某項收益性質是收益還

是資本作出界定。通常根據有關購買或出售某項特定資產的事實及情況作出界定。

商品及服務稅（「商品及服務稅」）

居於新加坡的商品及服務稅登記投資者透過新交所成員或向居於新加坡的另一人

士出售本公司股份為無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的獲豁免供應。

該商品及服務稅登記投資者就作出此獲豁免供應而產生的任何商品及服務稅輸入

稅項（例如經紀服務的商品及服務稅），一般為不可收回及將成為該投資者的額外成本，

除非該投資者滿足商品及服務稅法例規定的若干條件或滿足若干商品及服務稅特許權。

商品及服務稅登記投資者如在其開展業務的過程或進程中向居於新加坡以外的人

士（且於供應時不在新加坡）出售股份，該出售為免稅供應（即須按零稅率（即0%）繳納商

品及服務稅）。因此，商品及服務稅登記投資者為其業務作出此零稅率供應而產生的任

何商品及服務稅輸入稅項（例如經紀服務的商品及服務稅），在符合商品及服務稅法例

規定的情況下，可自商品及服務稅審計長收回。

投資者應自行尋求稅務建議，以了解是否可收回股份買賣開支所產生的商品及服

務稅。

商品及服務稅登記人士向居於新加坡的投資者就投資者購買或出售股份而提供的

服務（例如經紀及手續服務）將按現行稅率7%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向居於新加坡以外的

投資者以合約形式提供類似服務可合資格按零稅率繳稅（即按零稅率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惟應符合若干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