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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有权就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征税。除非按特别规定可以免税，比如国际税收协

定关于过渡性场所或证券资产的条款，国内税法关于集团内部重组的豁免条款，非居民企业转

让位于中国的有价财产所得通常要作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征税。尽管如此，税务机关发现，

很多非居民企业通过转让持有中国财产的境外企业股权，实现中国财产转让，由此，纳税义务

在境外产生，从而为转让所得规避了中国税。 

 

针对这种间接转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税函[2009]698 号文（以下简称“698 号文”），别

规定，转让方有强制性的义务报送相关信息，供税务机关审查交易是否涉及避税行为。纳税一

直在质疑， 对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交易中国税务机关是否有税收管辖权，可争辩的一点是，在

中国境内不存在产生纳税义务的征税对象。 

 

经过慎重考虑，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又发布文件，国税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 号

（“国税总局 7号公告”），进一步阐明对此问题的立场。公告于发布之日起生效。 

 

国税总局 7号公告——重新划定征税范围 

 

698 号文规定，转让持有中国企业权益的境外企业股权所得，应缴纳中国税。7 号公告并没有

取消 698 号文，相反，它更精确地确立了 698号文的意图：就非居民企业转让位于中国的财产

所得征税，不得规避。对这种所得征税的依据是中国企业所得税法（“所得税法”）第三条。 

 

国家税务总局行使权力对转让交易重新定性 

 

国家税务总局首先重申，通过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规避中国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重新定性转让交易。紧接着 7号公告明确表示，

根据所得税法第三条，外国企业直接转让中国境内的财产所得，应缴纳中国税。所得税法第三

条规定，境外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各种所得，应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告把这些所

得称为“中国应税财产”。 

 

然而，境外企业也有可能实施避税安排，间接转让财产。698 号文就试图甄别各种避税情况，

强制规定转让者有义务申报转让持有中国企业权益的境外企业股权的信息。如果相关境外企业

所在地的有效税率低于 12.5%，实施的安排就有可能被判定为出于节税目的的交易，被重新定

性，但其商业合理性又很难清楚确定。税务官员、纳税人、专业人员都一致认为，由于缺乏指

导原则，很难应用这个方法判定一个具体安排是否出于避税之目的。 



 

不强制要求申报，但确定规定有助于判定避税的因素 

 

现在 7 号公告取消了强制申报义务，同时规定了 7个要考虑的因素，用来判定一项安排是否出

于避税的目的，或者该项安排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这七个因素列于公告第三（一）条至

第三（七）条，而第三（八）条指的是与安排相关的其他因素。我们认为，除指定因素外的任

何因素都要证明其相关性。 

 

1. 境外企业股权主要价值是否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2. 境外企业资产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

要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投资； 

3.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是

否能够证实企业架构具有经济实质； 

4. 境外企业股东、业务模式及相关组织架构的存续时间； 

5.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应缴纳所得税情况； 

6. 股权转让方间接投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与直接投资、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

产交易的可替代性（按推测指的是纯粹的商业性选择）；及 

7.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所得在中国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或安排情况。 

 

上述考虑因素有助于判断一项安排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但是 7 号公告同时也列出了几种

情形，规定可直接将其认定为有避税目的的安排，其中符合安全港条款的情形除外。 

 

避税已成定论，除非获避税港豁免 

 

除公告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安全港情形外，一项安排如果同时符合第四（一）条至第四（四）

条的情形的，应直接认定为具有避税的目的： 

 

1. 境外企业股权 75%以上价值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2.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前一年内任一时点，境外企业非现金资产总额的

90%以上直接或间接由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

前一年内，境外企业取得收入的 9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 

3.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实际履行的功能及承担的风

险有限，不足以证实其具有经济实质；及 

4.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应缴所得税税负低于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

易在中国的可能税负。 

 

然而，根据第五条，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所得，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税务总局不会重

新定性交易： 

 

1. 非居民企业在公开市场买入并卖出同一上市境外企业股权所得；或 

2. 在非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并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情况下，按照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或安排

的规定，该项财产转让所得在中国可以免予缴纳企业所得税。 

集团内的安排，如果同时符合以下第六（一）条到第六（三）条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会直接

将其认定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1. 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至少有 80%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境外企业股权 50%以上（不含

50%）价值来自于中国境内不动产的，持股比例应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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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享受安全港豁免的间接转让交易后可能再次发生的间接转让交易相比在未发生本

次享受安全港豁免的转让交易情况下的转让交易，其中国所得税负担不会减少；及 

3. 股权受让方全部以本企业或与其具有控股关系的企业的非上市股权支付股权交易对价。 

 

结论 

 

现在 7 号公告针对转让交易明确了征税对象，以及税务机关有权重新定性出于节税目的的交易。

通过有说服力的测试来判定交易是否出于避税的目的，避免了武断的危险。7 号公告一方面明

确了什么是明目张胆的避税模式，另一方面对明显的合理安排提供安全港豁免，减少了大家的

争论。以上规定降低了模糊性和武断性，增强了税收的确定性。 

 

尤其重要的是，国家税务总局让间接转让交易各方自行判断，决定是否需要申报转让所得可能

引起的纳税义务，税收管理向信誉制度迈出了一大步。这项举措可能会激起相关各方多方面的

考量，尤其是受让方必须考虑间接交易中买入的财产成本无法完全反映对自身税负的影响。这

种计算可能会很复杂，交易各方的对应行为也难以估计。因此建议相关方保持交易透明，坦诚

地做好风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