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設離岸公司時容易忽略的細節之三：

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政策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以下簡稱BEPS）,是指跨國企業利⽤國際

稅收規則存在的不⾜，以及各國稅制差異和徵管漏洞，最⼤限度的減少其全球總體的稅負，甚

⾄達到雙重不徵稅的效果，造成對各國稅基的侵蝕。——摘⾃《中華⼈民共和國稅法》 

BEPS⾏為通常會涉及三種類型的國家或地區：收⼊來源國、中間控股國和稅收

居民國。由於三者之間的稅法和徵管的差異，所以會產⽣以下三種情況： 

1.盡可能地減少來源國的稅基（例如：通過轉讓定價或者常設機構豁免的⽅法

來減少稅基）。 

2.濫⽤稅收協定待遇（例如：匯出利潤時少徵或不徵預提稅）。 

3.將利潤存留在海外低稅率的中間控股國，且居民國本⾝沒有 “受控外國公司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CFC）”條款或公司不能輕易擺脫CFC

限制。 

產⽣BEPS⾏為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種：  

1.每個國家獨⽴⾏使稅收主權，造成各國國內稅制互相不匹配。⽐如，在A國可

以抵扣的費⽤，在B國收到時卻不作為應稅收⼊。 

2.國際稅收規則不健全。隨著數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令原本普遍適⽤的徵稅

原則和⽅法已經過時或存在漏洞。 

3.國際間稅收合作缺乏有效機制，如情報交換和徵管互助機制等。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BEPS愈演愈烈，引起了全球政治領袖、媒體和社會公

眾的⾼度關注，是當前全球最熱⾨的稅務議題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統計，全球每年有4%⾄10%的企業所得稅因跨境逃避稅流失，每年稅收

損失約為1000億⾄2400億美元。為此，G20財⾧和央⾏⾏⾧於2012年6⽉的會議

中，同意通過國際合作應對BEPS問題，並委託OECD開展研究。2013年6⽉，

OECD發佈《BEPS⾏動計畫》，並於同年9⽉的G20聖彼德堡峰會上得到各國領

導⼈背書。 

《BEPS⾏動計畫》總共有15項⾏動計畫，主要包含以下3個⽅⾯的內容：國際

稅收規則的⼀致性、強調經濟實質以及提⾼稅收透明度和確定性。⽽第1項和第

15項⾏動計畫設置在框架之外：第1項⾏動計畫的⽬的，在於應對數位經濟對於

現有徵稅原則的挑戰；第15項⾏動計畫的⽬的，在於開發多邊協定使得各國能

利⽤該協議來修訂現有的雙邊稅收協定，以實施達成共識的BEPS相關改⾰措

施。 

2015年9⽉17⽇，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公佈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國稅

發【2009】2號，簡稱“2號⽂”）的修訂草案以徵求公眾意⾒，該修訂草案在考

慮了中國國情的同時，亦在很多⽅⾯反映了2015年BEPS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2號⽂的修訂草案引⼊了轉讓定價同期資料報告的三層⽂件

要求（即：主⽂件、本地⽂件和適⽤於某些特定類型交易的特殊事項⽂件），

並且以其他國的報告要求作為輔助；同時加強了對於股權轉讓、無形資產和關

聯勞務交易的轉讓定價管理。BEPS⾏動計畫無疑已經對中國稅收規則的形成產

⽣重⼤影響，並且預計會持續影響，因此所有在中國或者與中國從事經營活動

的公司都應密切、全⾯地關注相關進展。⽽2號⽂的修訂草案已在2015年年底

定稿，並且⾃2016年1⽉1⽇⽣效。 

讓我們透過以下⼀個真實的案例來進⼀步瞭解《BEPS⾏動計畫》： 

2016年，北京市朝陽區地稅局根據BEPS⾏動計畫中關於受控外國公司規

則，成功發現朝陽區某企業通過在避稅地設⽴受控外國公司轉移利潤的舉動，

並對其展開反避稅調查。 

經過朝陽區地稅局深⼊核查發現，第⼀筆交易的真實時間為2015年4⽉28



⽇：⾹港H有限公司與在維爾京群島成⽴的B公司簽訂協定，轉讓B公司80%股

權，協議約定轉讓價格為2.65億元⼈民幣（分三次⽀付，第⼀次⽀付⼈民幣1.5

億元⼈民幣）。第⼆筆交易的真實時間為2015年5⽉5⽇：A公司原股東與⾹港S

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以⼈民幣2105.84萬元為交易對價，轉讓A公司100%股

權，個⼈股東已在朝陽區地稅局繳納個稅。對該兩筆交易進⼀步深⼊核查後發

現， B公司通過其他幾間設⽴在避稅地的公司間接持有⾹港S公司100%股權，⽽

經過第⼆筆交易後， B公司實際間接持有北京A公司100%股權。B公司唯⼀控股

股東徐某，正是A公司原控股股東閻某的妻⼦。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特別納稅

調整實施辦法 （試⾏）》（國稅發〔2009〕2號）中對關聯關係的認定，A公司

與⾹港S公司實際為關聯公司，第⼆筆股權轉讓交易實際為關聯⽅之間的交易。

第⼀筆交易為⾮關聯⽅交易，交易價格具有⼀定參考價值。 

朝陽區地稅局發現，兩次交易的實際⽬標均為A公司，且對⽐第⼀筆交易，

第⼆次交易價格明顯偏低。A公司原股東閻某及其妻⼦徐某，可能通過在維爾

京設⽴受控外國公司B公司，間接轉讓A公司股權，並將股權轉讓利潤留在B公

司。⽽根據稅務機關調查發現，第⼀筆轉讓款中的1.5億元，已經以借款⽅式轉

⼊閻某的個⼈帳⼾。朝陽地稅局認為，應該參考第⼀次交易價格，對A公司第

⼆次股權轉讓價格進⾏調整。⽬前朝陽區地稅局正在與A公司、閻某等進⾏約

談。 

——以上內容摘⾃中國財經報《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對我國的影響》 

從上述個案來看，⾸先，稅務機關⾮常關注企業的基礎資訊。在“反BEPS⾏為”

的背景下，稅務機關將會對企業相關涉稅資訊的完整性進⾏嚴格審查，同時重

點關注交易⾦額反常的疑點，有意識地防⽌企業避稅。其次，稅務機關還會重

點關注避稅地與低稅率地區。若納稅⼈在避稅地設⽴分⽀機搆，或者與來⾃避

稅地的企業發⽣交易，可能存在較⼤的避稅⾵險。這將會引起稅務機關的注意。

最後，稅務機關還會結合本地關聯申報情況，做⼀些資料篩查的⼯作，挖掘企

業轉移利潤的蛛絲⾺跡。同時，他們也會關注對外⽀付合同備案，認真核查交



易實質，判斷合同中是否運⽤了《BEPS⾏動計畫》中提到的“成本分攤”、“濫

⽤稅收協定”等⼿段從⽽實現利潤轉移。 

那麼，作為離岸公司，應當注意哪幾點呢？  

1. 有些措施要求修改各國國內稅收⽴法。這些措施包括混合錯配、受控外國企

業規則、利息扣除、強制披露原則、無形資產優惠稅制規則以及國別報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是稅務機關實施⾼級別轉讓定價⾵險評估，

或者評價其他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險的⼀項⼯具，它是轉讓定價⼯具包中重

要的組成部分）的⼯作成果。⾯對這些新規則，⼀些國家和稅務機關已經積極

⾏動並頒佈了單邊措施。 

2. 有些措施要求修訂雙邊稅收協定，這可以通過⾏動計畫中“2016年年底可供

各國簽署的多邊協定”來實現。 

3. ⼤量措施可能被各國當地的稅務機關直接地、及時地進⾏應⽤，⽐如通過修

改後的轉讓定價指引。 

宏傑認為，在反避稅的背景下，跨國企業應針對這些新措施在其展開經營活動

的所有國家來重新分析⾃⾝條件，並根據這些國家已實際採納的建議措施來調

整其商業安排和結構。對於企業來說，需要經過⼀定的時間來處理和評估BEPS

專案的全部影響。宏傑集團作為⼀間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可以在跨

境投資、融資規劃及管理⽅⾯提供援助，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

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