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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8/2021_2022__E6_96_B0_E

7_A8_8E_E6_B3_95_E6_c46_338428.htm 对于新的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除了税率、扣除和税收优惠等热点之外，

关于反避税的内容也备受业界关注。 长期以来，税收征管能

力的不完善加上税收优惠纷繁芜杂，我国名义税率和实际税

负之间差距较大，避税的情况很严重。 而新用“特别纳税调

整”一章来专门规定反避税问题，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将进

入一个新的拐点。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资深税务合伙人张宝云

女士曾在国家税务总局涉外税务管理司及税制改革法规司工

作，并参与了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项目和多项重要税收法律

法规的起草，后来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企业税务咨询服

务多年。这种经历使她熟稔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个中奥妙。 

张宝云认为，在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下，由于中国境内不同地

区之间、不同企业所适用的税率和税收优惠待遇存在很大差

别，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间同样存在企业利用关联交易转让

定价进行避税的情况。而明年新税法实施后还有个税收优惠

的过渡期，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至少5年内还存在

，境内转移定价还会继续存在。 就新实施后的反避税问题，

张宝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反避税措施更加系统化 ：新

的在反避税方面有哪些突破？ 张宝云：新税法借鉴国际惯例

，在第六章中共有八条规定对关联方税务处理及其它反避税

措施做了明确规定。它没有沿用现行中“关联企业业务来往

”的表述，而是采用了“特别纳税调整”的表述。除了进一

步完善和加强了对企业和关联方税务管理规定外，还增加了



很多新的制度。比如一般反避税条款、成本分摊、预约定价

、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核定程序及对补征税款加征利

息等，这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内容上更加丰富，而且在法律

层面上扩大了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反避税调查和纳税调整的

外延范围，标志着中国的反避税措施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 

“受控外国公司” 制度威慑力大 ：“受控外国公司”制度有

什么针对性？特别是对在境外上市的红筹公司会有什么影响

？ 张宝云：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新借鉴国际经验首次

引入的一个制度，是为了防止关联方利用在低税率或避税地

建立受控外国企业，将境内利润转移到境外以减少和规避在

中国的纳税义务。 新第四十五条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

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

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

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

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

收入。 新法实施条例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定义和范围、“

实际税负明显低于”的具体判定标准、“并非由于合理的经

营需要”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是，仍然还是显得比较笼

统。更为具体的细节操作，可能还需要后续文件予以明确，

否则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尽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它对企业的威慑也很大。对于中国在外企业，尤其是海外

上市公司要特别小心，不然整个投资架构和业务模式安排可

能就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所以准备在境外设企业或在作利润

分配安排的时候，就要作好准备，要有能够证明是出于合理

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避税。另外还要积极向国内填报相应的

纳税申报表，按规定在国内进行信息披露和缴税。 企业或需



调整融资结构 ：资本弱化制度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安排会有什

么影响？ 张宝云：企业资本由权益性资本和债务性资本组成

的，如果债务性资本占整个资本的比例过大，就叫资本弱化

。 由于企业为借债负担的利息通常可以在税前扣除，因此资

本弱化会使纳税减少。为了防范企业关联方之间通过这种方

式不合理地降低税负。新税法借鉴国际经验，引入了这个制

度，“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

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还对“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

”的定义和范围进行了规定，但是对“比例超过规定标准”

的具体规定没有规定，将会由财税部门另行规定。一个基本

原则可能是针对不同行业的融资特点予以不同考虑。比如，

对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负债率较高，包括关联方债权性

投资在内的全部付息债务不得超过权益性投资的20倍，还有

其他的行业，债务一般不得超过权益性投资的3倍。 企业需

要评估自己的负债权益比以符合“安全港规则”。而且企业

可能需要调整其整个融资结构。 确保反避税和纳税人 权益间

的平衡 ：新法增加了一般反避税条款，给了税务机关很大的

裁量权，但是如何平衡反避税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的

关系呢？ 张宝云：新税法规定，企业实施其它不具有合理商

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

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这属于一个一般反避税条款，也属

于兜底的补充性条款。 所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

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具体如何判断？还

有“合理方法调整”具体怎么做，等等，这些都是操作中的

重点和难点，也是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 理论上说，税务机



关适用这个条款重点应在于首先关注该商业安排是否以避税

为目的，而不是侧重对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调整。

而且，即使纳税人存在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只要没

有造成应纳税所得额的减少，税务机关都不能轻易运用这个

条款对纳税人进行纳税调整。 对纳税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举

证责任。税务机关调查时，企业要能提供资料证明自己的“

清白”，要有理有据。税务机关有自己的数据库，把企业提

供的资料跟这个数据库进行比较，如果反差太大，税务局就

会要纳税人拿出相应的资料来证明你没有转让定价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反避税调查的程序和流程，来确保在反避税和保

障纳税人权益之间的平衡。兜底条款是给反避税执法一个依

据，但是程序上还是要严格按照规定来走。 新税法出台以后

，对企业来说，一方面面临着严格的税收管制，另一方面也

面临很多的机遇，因为规则明确、规范了，降低了不确定性

，也可以好好筹划应对，比如新法规定的预约定价安排，对

企业来说就很有好处，可以提前做业务安排，变被动为主动

。 总体来说，企业首先要了解、研究新税法的反避税规定。

其次要衡量企业内部的风险如何，做好举证准备，各种交易

安排。最后，企业要做好详细的筹划，整个业务模式、企业

战略等都要做相应调整，在合规的情况下可以做些合理的关

联交易的安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