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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原则、税务管理提出了挑战，针对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税

收问题，许多国家和区域性组织提出了各自的对策。我国应

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确定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

则，并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税务管理。 关键词：电子商务 常设

机构 税收管辖权 税务管理 税收对策 一、电子商务概述 电子

商务是近年来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应

运而生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它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和

个人从事数字化数据处理和传送的商业活动，包括通过公开

的网络或非公开的网络传送文字、音像等。截至1999年底，

全球互联网用户约1.9亿，4000多万企业参与电子商务活动

。1998年，全球电子商务贸易交易额约为450亿美元，1999年

猛增至2400多亿美元。预计2001年将增至3500亿美元，2002年

将超过1万亿美元，2003年将增至13000亿美元。在我国，电子

商务起步较晚。目前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只有1000万，其中直

接从事商务活动的只有15％。但是，我国的电子商务具有很

大的潜力。据预测，我国的上网人数将以年均40％的速度增

加，至2004年，将增至4000万。这将大大地促进电子商务的

发展。电子商务不仅对传统贸易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对传统税收原则、税务管理提出了挑战

，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与传统商务相比，电子商务具有

下述特点：1、全球性。互联网本身是开放的，没有国界，也

就没有地域距离限制，电子商务利用了互联网的这一优势，



开辟了巨大的网上商业市场，使企业发展空间跨越国界，不

断增大。2、流动性。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

调器和一部电话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不必

在一地建立传统商务活动所需的固定基地。3、隐蔽性。越来

越多的交易都被无纸化操作和匿名交易所代替，不涉及现金

，无需开具收支凭证，作为征税依据的帐簿、发票等纸制凭

证，已慢慢地不存在，这使审计失去了基础。4、电子化、数

字化。电子商务以电子流代替了实物流，传统的实物交易和

服务被转换成数据，在互联网上传输和交易，可以大量减少

人力、物力，降低成本。正是这些特点影响了传统税收原则

的运用，并给税务管理带来困难。 二、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

概念和原则的挑战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及其特点，对税收概

念和税收原则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常

设机构标准难以适用 在现有国际税收制度下，收入来源国对

营业利润征税一般以是否设置“常设机构”为标准。传统上

以营业场所标准、代理人标准或活动标准来判断是否设立常

设机构，电子商务对这三种标准提出了挑战。 在OECD税收

协定范本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中，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

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只要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另

一方进行营业活动，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如管理场所、分支

机构、办事处、工厂、车间、作业场所等，便构成常设机构

的存在。这条标准判断在电子商务中难以适用，如果一国管

辖权范围内拥有一个服务器，但没有实际的营业场所，是否

也构成常设机构呢?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技术出口国，为了维

护其居民税收管辖权，认为服务器不构成常设机构；而澳大

利亚等技术进口国则认为其构成常设机构。 在传统商务活动



中，如果非居民通过非独立地位代理人在一国开展商业活动

，该非独立地位代理人有权以非居民的名义签订合同，则认

为该非居民在该国设有常设机构。在电子商务环境中，国际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是否构成非独立地位代理人呢？各国

对此也存在争议。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主任奥文斯认为，

若ISP在一国以外，而通过它进行的活动，在该国范围内，则

不应将其视为常设机构；如果在一国范围内，但ISP代理客户

进行活动只是其正常业务的一部分，那么，该ISP也不成为常

设机构；只有当在一国的ISP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某一非

居民时，该国才可将ISP视为常设机构。 如果一个人没有代表

非居民签订合同的权利，但经常在一国范围内为非居民提供

货物或商品的库存，并代表该非居民经常从该库存中交付货

物或商品，传统上认为该非居民在一国设有常设机构。在电

子商务中，在一国范围内拥有、控制、维持一台服务器(服务

器可以贮存信息、处理定购)，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呢? 美国与

其他技术进口国就此又存在意见分歧。 （二）电子商务的所

得性质难以划分 大多数国家的税法对有形商品的销售、劳务

的提供和无形资产的使用都作了区分，并且制定了不同的课

税规定。然而在电子商务中交易商可以将原先以有形财产形

式表现的商品转变为以数字形式来提供，如百科全书在传统

贸易中只能以实物的形式存在，生产、销售、购买百科全书

被看作是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购买。现在，顾客只需在互联

网上购买数据权便可随时游览或得到百科全书，那么政府对

这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应视为提供劳务还是销售

产品?怎样确定其所得适用的税种和税率? 此外，税收协定和

各国税法对不同类型的所得有不同的征税规定。例如，非居



民在来源国有营业利润(即出售货物所得)，只有通过非居民

设在该国的常设机构取得时，该国才有权对此征税。而对非

居民在来源国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和劳务报酬，来源国通常

只能征收预提税。但目前电子商务使所得项目的划分界限更

加模糊，因为商品、劳务和特许权在互联网上传递时都是以

数字化的资讯存在的，税务当局很难确定它是销售所得、劳

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如软件的销售，软件公司以为，

他们卖软件，从理论上说正如卖书一样，是在销售货物，这

是一种货物销售所得。然而从知识产权法和版权法的角度看

，软件的销售一直被当成是一种特许权使用的提供。各国就

如何对网上销售和服务征税的问题尚未有统一意见。 （三）

税收管辖权面临的难题 首先，电子商务的发展必将弱化来源

地税收管辖权。外国企业利用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

，常常只需装有事先核准软件的智能服务器便可买卖数字化

产品，服务器的营业行为很难被分类和统计，商品被谁买卖

也很难认定。加之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服务也突破了地域的限

制，提供服务一方可以远在千里之外，因此，电子商务的出

现使得各国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 其次，居民

（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各国判断法

人居民身份一般以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为准。然而，随着电

子商务的出现、国际贸易的一体化以及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

广泛运用，企业的管理控制中心可能存在于任何国家。税务

机关将难以根据属人原则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居民税收管辖

权也好像形同虚设。 此外，电子商务还导致税收管辖权冲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并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公民)

税收管辖权，并坚持地域税收管辖权优先的原则。然而，电



子商务的发展必将弱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如通过互相合

作的网址来提供修理服务、远程医疗诊断服务，这就使得各

国对所得来源地判定发生争议。电子商务的发展还促进跨国

公司集团内部功能的完善化和一体化，使得跨国公司操纵转

让定价从事国际税收筹划更加得心应手，利用国际避税地避

税、逃税的机会与日俱增。如一些国际避税地，已在国际互

联网上建立网址，并宣布向使用者提供“税收保护”。美国

作为电子商务的发源地，则基于其自身利益，明确表态要加

强居民税收管辖权。因此，地域税收管辖权虽然不会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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