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國際間避免雙重徵收及反

避稅的風潮下，中國大陸

稅務總局截至目前為止，已與

95個國家簽署「全面性稅收協

定」，並自2009年底開始陸續

與所謂的免稅天堂簽訂單項稅

收情報交換協議，截至2010年

底，共與巴哈馬、英屬維京群島

（BVI）、英屬馬恩島、英屬根

西島、英屬澤西島、英屬百慕達

群島及阿根廷等7個國家或地區

簽署協議。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與香港

新修訂《中港稅收安排》中的信

息交換條件亦已於2010年12月

20日起生效。

以往台商習慣透過BVI等免

稅天堂間接投資中國大陸或與中

大陸觀察

Mainland Focus

中國大陸「嚴徵管」稅收政策持續增溫，從稅務總局與95個國家、7個免稅天堂分別簽署租稅協助、

稅收情報交換協定可見決心之堅定。中外企業將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台商應及早因應。
◎ 撰文╱陳玉鳳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稅收信息交換協定上路

中國大陸佈稅網 台商收益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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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關聯企業進行交易，或是

在香港開立銀行帳戶做為中國大

陸貿易之金融操作據點，如今在

中國大陸與各國稅收情報交換協

議逐漸完備之情形下，勢必對台

商造成一定影響。

對此，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史芳銘表示：「在中國大陸

與免稅天堂簽訂的稅收協議中，

對台商會造成的較大影響，在於

股東、公司合夥人資料可能因此

而被交換。過去尚未有此協議之

前，中國大陸無法向這些免稅天

堂要求資料提供，現在於法有

據，中國大陸可透過此協議，要

求對方提供特定境外公司的股東

資料。」

稅收情報交換影響獲利空間

此外，在中國大陸居住超過

5年的台灣人，從第6年起全球所

得也將課徵個人所得稅，因此台

商或台幹在海外的薪資、分紅、

獎金等相關所得，可能因為稅收

情報交換而曝光，遭到中國大陸

稅務機關課稅。

史芳銘表示，基本上，中國

大陸與各國簽署的稅收情報交換

協定或是租稅協定中的信息交換

條款內容大同小異，皆明定稅收

情報不論是否涉及國民或居民，

都要進行交換。

也就是說，雖然台灣人並

非免稅天堂的國民，但當局仍可

以與中國大陸交換其在當地的情

報，包括股東、董監事與股權轉

讓資料等。以中國大陸與BVI簽署

的情報交換協定為例，中國大陸

甚至可以請求派出代表，跨海至

BVI進行稅務查核。

如此一來，中國大陸官方便

可透過資料比對該境外公司與特

定台商的股東是否相同，若股東

相同便可認定為關係人，中間若

發生交易，則在稅法中稱為關聯

交易或關係人交易。

「在關係人交易中，交易

價格不見得客觀，廠商可能會盡

量將利潤留在免稅地方，則留在

中國大陸當地的利潤變少，於是

便影響到中國大陸的課稅權利。

現在，透過此協議所規定情報交

換，中國大陸官方便可以藉此核

NEWS中國大陸近期的稅收新措施重點條文

》�根據中國大陸與免稅天堂所簽訂的《稅收情報交換協議》，締約雙方應確保其

主管當局有權獲取並依據請求提供情報，包括有關公司、合夥人、信託、基金

以及其他人的法律和受益所有權的情報，包括在同一所有權鏈條上一切人的所

有權情報；信託公司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以及監管人員的情報；基於公司

基金創立人、基金理事會直屬成員、受益人以及基金會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級管

理人員的情報。

���說明：�根據此條文，中國大陸稅收單位可要求免稅天堂提供特定企業所有股東���

及關係人的資料。

》�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稅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

排》第三議定書，任何情況下不應理解為允許一方僅因信息由銀行、其他金融

機構、名義代理人、代理人或受託人所持有，或因信息與某人的所有權權益有

關，而拒絕提供。

���說明：�根據此條文，在有關單位的要求下，香港銀行有義務提供特定企業的所

有帳戶資料。

以往台商習慣透過免稅天堂間接投資中國，隨著中國與各國稅收情報交換協議日漸完
備，勢必影響台商的利潤空間。

新聞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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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上述的關係人交易過程中，

台商應該有多少利潤留在中國大

陸才算合理。」因此，史芳銘強

調：「面對此種情況，台商必須

調整利潤分配，但這也代表關聯

交易風險的增加。」

香港稅收協定影響更大

雖然免稅天堂稅收協議的確

會影響台商的財務運作，不過，

史芳銘認為影響更大的是中國大

陸和香港之間的稅收協定安排。

經過2010年的修正，現在的資料

交換範圍已擴及銀行資料，一切

更為透明。

史芳銘進一步說明：「銀

行資料的交換，就意味在香港銀

行開戶的台商，該公司所有的財

務、整體的利潤、海外利潤等皆

可能無所遁形，而這些資料一旦

曝光，中國大陸官方便可針對此

公司進行課稅調整，且調整力道

會更大。」

基本上，中國大陸透過免

稅天堂稅收協議所拿到的資料，

僅能藉以判斷兩家公司之間的關

係，但無法交換銀行資料，因此

中國大陸官方無法掌握確切的利

潤，然而現今能交換到香港的銀

行資料，而許多利用免稅天堂

避稅的台商皆在香港開設銀行帳

戶，因此兩相結合之下，影響不

可小覷。

一般而言，早期的台商在

中國大陸經營時，即使整體利潤

頗高，但多將中國大陸部分的財

務做成虧損，儘量將利潤留在

海外，也就是所謂的「免稅天

堂」。但是，隨著中國大陸查稅

日趨頻繁，台商多會留些利潤在

中國大陸，而現在此稅收協定的

實施，當然會進一步影響留在中

國大陸的利潤比例。

某家於中國大陸東莞經營，

但並未於台灣上市或上櫃的電源

供應器業者財務長黃先生指出，

「對於台商的經營而言，中國

大陸及稅收這兩個關鍵字，就等

於『極度敏感』。」黃財務長表

示，「無可避免，就像其他較具

規模的台商一般，我們當然也會

進行一些合法的避稅措施，但是

近幾年，的確感受到中國大陸的

查稅愈趨嚴密，可以運用的空間

已愈來愈少。」

合理調整利潤分配

對於該公司如何分配海外及

中國大陸的利潤，黃財務長語帶

保留：「以利潤10%為例，過去

的分配可能是留2～3%在中國大

陸、7～8%則留在海外。然而，

現在的情況是，隨著中國大陸工

資的調漲，以及原材料的不斷上

漲，利潤空間其實是不斷被壓縮

的，然而，因為中國大陸對於台

商的關注程度增加，查稅動作不

斷，因此留在中國大陸的利潤只

會愈來愈高，留在海外的獲利金

額則愈來愈少。」

對於台商的因應，史芳銘指

出：「事實上，由於事涉敏感，

所以台商在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利

 

 

在香港開設銀行帳戶藉以避稅的台商，隨著2010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稅收協定修正，其
財務及整體利潤將無所遁形。

大陸觀察

Mainland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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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分配多屬極機密訊息，即使

是會計師可能也僅知道整體利潤

而已，並無法得知其中的分配比

例。不過，隨著這些稅收協議的

實施，建議台商得將留在中國大

陸的利潤比例拉高。」

「要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中國

大陸，許多台商會不捨，但情勢

比人強，建議台商按照整體經營

機能，審視中國大陸功能及海外

功能對此一交易利潤的貢獻度，

去做適當的配置，呈現可以說服

的數據，也就是利潤分配必須依

循一定的合理邏輯。」

低調轉換銀行資料

「基於資料的保密考量，業

主可以思考將帳戶轉移至尚未簽

訂此類資料交換協定的地區或國

家，例如台灣的銀行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OBU）等。至於新加坡

因為也已與大陸簽訂資料交換協

定，因此不適合做為選項。」這

是台商現在可思考的因應方法，

史芳銘會計師指出。

對此，黃財務長表示，該

公司已在注意中國大陸和香港之

間簽訂情報交換協定所造成的影

響，也的確思考銀行帳戶的問

題，但是目前尚未有具體行動。

史芳銘指出，「某些廠商的確已

在進行銀行資料移轉，但這僅能

一步一步來，不可能一夕之間整

個都轉讓。」

誠實納稅才是上策

台商面對上述中國大陸稅

收協定新措施的實施，雖然仍有

因應之道，但是史芳銘建議台商

必須注意「態度」問題，他進一

步指出：「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盡

其所能利用法令及清查資料的管

道布下天羅地網，和中國大陸簽

訂租稅協定及稅收情報交換的國

家及地區持續增加。在這種態勢

下，台商必須調整自己的心態，

也就是認知公司在稅款支出上一

定會增加，因此不能再採取以往

的作法，尤其是規模大但利潤率

偏低的業者要特別注意。」

事實上，中國大陸稅務機

關從中央到地方稅務局，今年以

「嚴徵管」稅收為目標。例如，

中國大陸國家稅務局日前在福州

市一項會議中，便再度強調為實

現中國大陸中央「納稅遵從」的

最大化原則，達到「人人都要繳

稅」的最高目標，「嚴徵管」稅

收政策將持續增溫，中外企業將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會計師

對於台商的最佳建議就是「誠實

納稅是上策」。■

因應中國大陸稅收信息交換協定上路，建議台商按照整體經營狀況，

提早規畫合適的利潤分配，並以誠實納稅為上策。

中國大陸今年以「嚴徵管」稅收為目標，稅務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稅務局，預期達到人人
都要繳稅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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