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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非常榮幸能與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深國稅”）

於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深圳舉行交流會議，並就不同稅務議題誠摯討論和交流。 

 

以下是由公會撰寫的會議摘記。請注意：此摘記謹代表深國稅與會人員的個人

意見及只可視作一般參考文件，並不會對任何與會人士構成約束力。在使用會

議摘記內容到你的特定情況前，務請尋求專業意見。 

 

公會亦特別感謝普華永道派出代表負責記錄會議的內容。 

 

會議摘記 

 

討論事項 

 

A. 企業所得稅 

1. 特殊性稅務處理 

2. 業務掉期交易外國企業所得 

3. 股權激勵 

4. 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 

5. 企業重組:[2009]59 號文 

a. 特殊性稅務重組 

b. 集團架構重組 

6. [2015]7 號公告 

a. 其他類似權益 

b. 股權支付 

c. 境外企業股權所得劃分 

i. 歸屬于中國應稅財產所得計算方法 

ii. 對價的確認 

iii. 成本的確認 

7. 中國子公司向境外發債公司支付利息 

8. 境內居民企業股息免稅處理 

9. 企業所得稅征管調整 

 

B. 轉讓定價 

1. 納稅人自行調整補稅 

2. 本地文檔打分表 

3. 價值鏈分析的要求 

4. 受益性測試 

5. 勞務費用加成率 



2 

 

6. 利潤分割法的實際操作 

7. 預約定價安排申請 

 

C. 增值稅 

1. 境外金融機構是否適用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免稅 

2. 商譽轉讓是否計征增值稅 

3. 支付給外國企業的利息收入和交割淨額的增值稅處理 

4. 財稅[2016]140 號第七條 

a. 拆遷補償費用 

b. 房地產開發企業開發受讓土地 

5. 限售股 

 

D. 其他 

1. 三免三減半 

2. QFLP 的稅務處理 

3. “千戶集團稅收風險分析”計畫 

a. 工作計劃和影響 

b. 大企業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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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包括： 

 

深國稅 

 

李顯著               黨組成員、總審計師 

羅幗秀               國際稅務管理處處長 

馮治國               所得稅處副處長 

林翰禕               貨物和勞務稅處副處長 

何乃平               大企業處副處長 

劉  佳               國際稅務管理處副處長 

胡焰峰               國際稅務管理處 

陳銀燕               國際稅務管理處 

劉  洋               國際稅務管理處 

周炎元               國際稅務管理處 

 

公會 

 

譚振雄               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蘇國基               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陳錦榮               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及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利文歡               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王舜宜               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李筱筠               內地稅務委員會監察委員 

蕭詠恩               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梁斯爾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合夥人 

李文杲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中國稅務總監 

黃獻平               普華永道諮詢（深圳）有限公司經理 

蔣偉光               倡導及專業發展副總監 

黃詩穎               倡導及專業發展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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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A. 企業所得稅 

 

1. 特殊性稅務處理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3 年第 72 號文第一條，“本公告所稱股權轉讓是指

非居民企業發生《通知》第七條第（一）、（二）項規定的情形；其中《通知》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的情形包括因境外企業分立、合併導致中國居民企業

股權被轉讓的情形。”請問如何理解上述規定？境外企業分立、合併導致中

國居民企業股權被轉讓，是否可以視同滿足 59 號文中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特殊性稅務處理？舉例如下： 

 
 

假設香港 2 被香港 1 吸收合併導致中國公司的股東變更為香港 1，按 72 號文

第一條的字面理解，請問是否視同符合 59 號文中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

可以申請特殊性稅務處理？ 

 

 

 

深國稅：根據 59 文第七條及 72 號文第一條，非居民企業向其 100%控股的另

一非居民企業轉讓其擁有居民企業的股權，如該股權轉讓並沒有導致該項股

權預提所得稅的變化，並且轉讓方承諾 3 年內不轉讓其擁有受讓方的股權，

該股權轉讓行為可選擇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該股權轉讓行為包括因企業分

立、合併導致的情形。  

 

上述舉例中，香港 2 向香港 1 轉讓其擁有的股權，香港 2 沒有控股香港 1 的

100%股權，不屬於特殊性稅務處理情形；早前法庭案中類型案例（由於境外

公司合併導致境內股權轉讓的情形）的判定意見也是認為不適用特殊性稅務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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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掉期交易外國企業所得 

 

根據國稅函[2004]753 號，中國境內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融資業務掉期交易中，

支付給外國企業的利息收入和交割淨額需要按照規定進行相關稅務處理。請

問目前國稅函[2004]753 號已經失效，在相關業務掉期交易中，外國企業取得

的利息收入、交割淨額所得稅處理應怎樣操作？ 

  

深國稅：根據 753 號文第二、三條，屬於利息性質的各類款項，應作為境外

債權人取得的來自中國境內利息所得，按照稅法規定進行源泉扣繳；境內

企業因掉期交易向境外交易人支付的交割淨額，暫不扣繳企業所得稅。 

 

雖然目前 753 號文已經取消，但實際操作中仍可參考該文的內容。不變的一

點，相關業務中的利息收入仍然按照相關稅法進行源泉扣繳。 

 

3. 股權激勵 

 

為境內非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計畫，由非上市公司以集團境外上市公司的

股票或股票期權授予員工，相關股權成本由境內公司支付給境外公司。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我國居民企業實行股權激勵計畫有關企業所得稅處

理問題的通知》（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18 號），上市公司建立股權激勵計

畫，員工行權後，可以根據實際行權時股票的公允價格與實際行權支付價格

的差額和數量，計算確定作為當年上市公司工資薪金支出，在企業所得稅稅

前扣除。在我國境外上市的居民企業和非上市公司，可以比照有關規定執

行。 

 

對於上述境內非上市公司以集團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權授予境內

員工的情形，有關股權成本是否也能參照 18 號公告計算扣除？我們理解有

些稅務官員認為如果境內非上市公司滿足下面兩個條件，則可在稅前扣除有

關股權成本，其應支付給集團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權成本只是雙方的債權債務

關係，不對稅前扣除構成影響：員工已經實際行權；境內非上市公司已經代

扣代繳員工的個人所得稅。 

 

稅務機關對以上的情形是否都統一認可上述的稅務處理，允許有關股權成本

在稅前扣除？ 

 

深國稅：根據 18 號文第一條，股權激勵是指《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上市公

司以本公司股票為標的，對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員工進行

的長期性激勵。上述舉例中，由於境內公司並非以本公司的股份作為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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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標的，而是以期境外母公司股票作為標的，因此不符合 18 號文的基本

規定。 

 

境內非上市公司需要具體提供什麼資料或文件，才可以在稅前扣除有關股權

成本？國家稅務總局及各地稅務機關會否出台更詳細的業務指引？ 

 

深國稅：暫無明確答覆。 

 

4. 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跨省經營企業涉稅事項全國通辦的通知》（稅總發

[2017]102 號），可由分支機搆辦理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備案事項（例如研發費

用加計扣除、部分區域性稅收優惠等），可以根據辦稅需要就近選擇稅務機

關申請辦理異地涉稅事項。有的企業設有全國的財務共用服務中心，很可能

在共用中心所在地統一辦理備案。 

 

目前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表》沒有欄目填寫申請人的主管稅務機關，

在申請辦理異地涉稅事項時，是否需要填寫額外的表格？根據 102 號文第二、

三、四條規定，通辦範圍包括優惠備案類業務，通辦方式包括異地受理，全

國通辦的開通時間預計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根據與稅局的溝通，由於

當前的金稅三期系統尚未更新，因此系統暫時不支援辦理異地通辦業務，具

體開通時間尚待國家稅務總局通知。辦理時需要提交的《委託授權書》是否

有統一的格式？ 

 

深國稅：暫無明確答覆。 

 

5. 企業重組:[2009]59 號文 

 

a. 特殊性稅務重組 

 

根據財稅[2009]59 號，中國公司的吸收合併交易滿足 59 號文第 5 條規定

的五個條件的，可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例如，A 公司吸收合併 B 公司

（B 公司消亡）。請問，如若這兩家中國公司被同一家中國境外公司 100%

控股，在此情形下 A 公司吸收合併 B 公司，是否仍可適用特殊性稅務處

理？反之，若該境外母公司將一境內的外商獨資企業(如 C 公司)分立成

兩家，是否可以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呢？另一方面，100%控股的中國居

民企業間的垂直吸收合併（即母公司吸收合併全資子公司）且不需要支

付對價，是否適用於特殊性稅務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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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國稅：境外吸收合併是爭議多年的問題。59 號文第七條跨境重組只

說了“股權和資產收購交易”，沒提到合併、分立。如果是上述情形

的合併（兩家境內公司被同一控制的境外股東合併），適用特殊稅務

重組是備案制，部分地方的稅務機關預設可以。在深圳地區，也是這

樣。據瞭解稅總最近也在研討類似問題。 

 

垂直吸收合併不符用特殊稅務重組的條件。 

 

b. 集團架構重組 

 

某集團正在進行架構重組，預計重組工作將會在 12 個月內分兩步完成。

集團希望使用財稅[2009]59 號企業重組的所得稅特殊處理，詳細步驟請

見以下插圖。 

 

 
 

由於本次重組中非居民企業（如 A 公司）需要在 12 個月內對中國子公

司往下層 100%子公司（順序為 B、C 公司）進行連續兩次的轉讓，我們

理解部分稅務局以“反避稅”的角度引用 59 號文的第十條“企業在重

組發生前後連續 12 個月內分步對其資產、股權進行交易，應根據實質

重於形式原則將上述交易作為一項企業重組交易進行處理”而將以上

連續轉讓視為一項交易，即 A 公司向 C 公司轉讓中國子公司，因此認為

不符合 59 號文第 7 條“受讓方作為轉讓方 100%直接子公司”的特殊重

組要求。  

 

根據我們的理解，第十條應有利於納稅人，讓稅務局以一個重組業務的

整體考慮多次轉讓後的最終結果，在第一步交易後視乎情況提供特殊稅

務處理（請見如下注釋），而並非以反避稅的角度出發。如地方稅務局

以從嚴的角度引用 59 號文第十條，可能會為納稅人的內部重組帶來不

必要的稅負，懇請深國稅能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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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48 號的解釋， 59 號文第十條中的理解

如下: 

 

根據財稅[2009]59 號文件第十條規定，若同一項重組業務涉及在連續 12

個月內分步交易，且跨兩個納稅年度，當事各方在首個納稅年度交易完

成時預計整個交易符合特殊性稅務處理條件，經協商一致選擇特殊性稅

務處理的，可以暫時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並在當年企業所得稅年度申

報時提交書面申報資料。 

 

深國稅：特殊稅務重組的其中一個條件為“企業重組中取得股權支付

的原主要股東，在重組後連續 12 個月內，不得轉讓所取得的股權”。 

 

對分步重組交易，稅務機關可以穿透中間的重組步驟，對交易實質能

否符合特殊性稅務處理的條件進行判斷。該案例中，因在 12 個月內

進行的兩個步驟，稅務機關合併來看以最終重組結果判斷，受讓方是

作為轉讓方間接控股的子公司，該情形不適用於特殊重組中要求的直

接控股的情形。 

 

相反，如果在 12 個月內分兩次進行重組業務，兩個重組單獨來看都

不符合特殊稅務重組，但合併為一個重組來看符合特殊稅務重組的

話，稅務機關認為應按一個重組來判斷，符合特殊重組的規定。 

 

6. [2015]7 號公告 

 

a.  其他類似權益 

 

7 號公告第一條第三款所述非居民企業通過轉讓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

稅財產的境外企業的“其他類似權益”，應如何判定“其他類似權益”？

實務中，企業曾經對以下的情況提出過疑問：優先股、增發新股、合夥

企業中的權益、股票期權、可轉換債等。上述是否屬於 7 號公告的報送

範圍？請問稅局有沒有處理過的案例可以分享？ 

 

 

 

b. 股權支付 

 

7 號公告第六條第三個條件規定了交易對價的形式應是股權，一般理解

這主要是相對現金支付而言，即支付的對價中不可含現金支付（由於上

市企業股權的流動性很高，對價也不可含上市企業股權）。若集團內部

深國稅：稅務機關表示暫無明確條文可以支援上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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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中出現以下的重組情況，即開曼公司 B 將 BVI 公司 B 及其下屬中國

應稅財產無償劃轉給 BVI 公司 A，交易不涉及現金支付，是否符合公告

第六條第三個條件對於“股權支付”的要求？  

 

深國稅：尚無明確意見可以提供參考,往後再討論。 

 

c. 境外企業股權所得劃分： 

 

i. 歸屬于中國應稅財產所得計算方法 

 

根據 7 號公告的解讀：“如果被轉讓境外企業股權價值來源包括中國

應稅財產因素和非中國應稅財產因素，則需按照合理方法將轉讓境外

企業股權所得劃分為歸屬于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和歸屬于非中國應稅財

產所得，只需就歸屬于中國應稅財產所得按照公告調整徵稅”。但目

前文件尚未明確劃分的方法，各地操作不一，請問稅局有沒有考慮出

台具體的指引？ 

 

根據部份地區的案例，稅務機關會對轉讓對價進行調整，剔除中間境

外控股公司的其他資產和負債。成本即為中國公司的註冊資本。舉例

來說：被轉讓的境外公司 A 通過其 100%境外子公司持有中國公司 100%

的股權。本次股權轉讓的價格為A 公司合併報表層面上的淨資產 51元。

為了還原中國公司的價值，稅局機關的方法是從原始轉讓價 51 元中，

加上（減去）中間控股公司除去長期股權投資的淨負債（資產），得出

“歸屬于中國應稅財產”的價值為 150 元，理論上應等同於中國公司

的淨資產。請問稅局是否認同此種計算方法？請問深圳市稅務機關的

實際操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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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國稅：當前並沒有明確條文規定。在實際操作中，會審閱境外轉

讓方和境內間接被轉讓子公司之間的中間層公司的資產以及負債。

在計算該間接轉讓股權在中國取得的收入時，可考慮以轉讓對價減

去中間層公司的資產（不含長期股權投資），加上中間層公司的負

債，即為該股權轉讓中在中國取得的收入。收入減去成本後為股權

轉讓所得。 

 

國稅總局的實操計算方式大致如上。另外，深圳稅務局的處理方式

參考總局的指引，審閱中間層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 

 

ii. 對價的確認 

 

若對價包括可能在未來向賣方支付的或有費用（例如視乎中國地產開

發項目的情況，買方需向賣方支付額外的獎勵），該或有費用是否應

被視為對價的一部分？鑒於或有費用在股權交割時並沒有被支付，且

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是否需要在將來實際支付該筆費用時，再補繳

相應的稅款？ 

 

深國稅：首先區分該支付情形是屬於分期方式還是或有事項；在分

期付款的情形下，根據 2017 年 37 號文，非居民企業採取分期收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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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得應源泉扣繳所得稅的同一項轉讓財產所得，其分期收取的款

項可先視為收回以前投資財產的成本，待成本收回後再計算並扣繳

應扣稅款。應當注意的是，37 號文並不適用於居民企業的分期收款

業務，居民企業應按會計準則的規定確認財產轉讓收入和成本並計

算企業所得稅。 

 

對於或有事項，目前並無明確條文規定。實際操作中，稅務機關首

先分析該或有事項與原交易事項是否能合併為同一筆業務。若或有

事項真實發生，稅務機關認可對應的收入或損失。交易發生時，先

確認股權轉讓所得；符合條件後或有事項發生了，是進入營業外收

支還調整計稅基礎或轉讓所得，目前未有統一的意見。目前只有海

南有發文（瓊地稅函 2014 年 198 號）規定，納稅人在對賭協議中取

得的利潤補償可以視為對最初受讓股權的定價調整，即收到利潤補

償當年調整相應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iii. 成本的確認 

 

由於目前 7 號文並不適用個人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情形，那麼企

業向個人賣家支付的購買對價（個人並無申報或繳稅），是否能夠作

為將來轉讓的成本？ 

 

 

 

 

7. 中國子公司向境外發債公司支付利息 

 

中國境內企業對外支付利息一般均需要扣繳企業所得稅。但假如境外機構

（例如香港上市公司）在中國境內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例如通過公

開市場發行“熊貓債券”），而從發債獲得的款項先由該境外機構的境外銀

行戶口（例如香港銀行戶口）收取，該境外機構再以“統借統還”的形式

把該筆款項以相同的利率全部借給中國境內的子公司，那麼債券認購人和

發債取得的款項的最終受益/使用人也將位於中國境內。在這種情況下，中

國子公司支付給境外發債公司的利息，是否需要扣繳企業所得稅和增值

稅？ 

 

深國稅：在總局未另行明確前，按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可以認可

作為將來轉讓的成本。 

深國稅：上述案例中的統借方境外機構與境內使用資金的子公司屬於獨

立的兩個法律主體，按照規定應當就利息收入進行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以及增值稅。另外，統借統還免繳增值稅的政策，目前理解只使用於境

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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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境內居民企業股息免稅處理 

 

假設居民企業 A 和居民企業 B 各出資 800 萬元和 200 萬元投資了居民企業 C

公司，持股比列分別是 80%和 20%。幾年後 A 公司將 C 公司的 60%股權按

600 萬元平價賣給了 D 公司（即轉讓後 A，B 和 D 公司對 C 的持股比例分別

是 20%，20%和 60%），但是各方都同意轉讓後 A 對 C 的分紅權和表決權仍

然占到 40%。問：這個案例下 A 向 D 平價轉讓 C 公司的 60%股權是否會被

稅務機關調整？轉讓後，C 向 A 分配的股息是否全額可以適用企業所得稅

免稅政策？ 

 

同樣，目前好多公司的註冊資本是認繳制度，如果資本沒實際出資或僅是

部分出資，會否影響其享受股息免稅處理？ 

 

深國稅：轉讓價格應當按照被轉讓企業的實際價值計算定價，如果不合

理稅務機關可以參考被轉讓企業的資產現值、資產組成以及財務報表權

益變動核定轉讓價格。上述案例中，A 公司雖然按取得價格轉讓股權給

D 公司，但是 A 公司對 C 公司享有的權利超過其實際佔有股權的比例，

該情形下稅務機關有可能質疑 A 公司與 D 公司的關聯關係，以及 A 公

司的股權轉讓是否有合理商業目的。 

 

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通常情況下，企業利潤按照股東所占股份比例

進行分紅，但是如果股東之間另有特殊規定的，可以不按照股份比例進

行分紅。A 公司所取得股息分紅可以適用全額免征企業所得稅的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案例中的情形，稅務機關有可能質疑 A 公司通過該

轉讓股權安排達到避稅目的。 

 

對於第二個問題，有關的情況不影響股息免稅處理。 

 

9. 企業所得稅征管調整 

 

根據《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要“理順征管職責劃分……著

力解決國稅、地稅征管職責交叉以及部分稅費征管職責不清等問題”。目

前在深圳，企業所得稅分別由國稅和地稅征管。 

 

關於企業所得稅的征管職責，是否會進行調整，例如完全移交國稅/地稅征

管？如果有，是否有具體的時間表？ 

深國稅：暫時沒有時間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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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轉讓定價 

 

1. 納稅人自行調整補稅 

 

2017 年 3 月 17 日國家稅務總局發佈關於《特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式

管理辦法》的公告（ “[2017]6 號公告”），該公告概述了稅務機關在實施利

潤水準監控管理時可以向企業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提示其存在的稅收風

險。若納稅人同意稅務機關提出的特別納稅調整風險，可以自行調整補稅。 

 

如果納稅人提出自行調整補稅方案，是否可以先按提出的補稅方案進行稅款

繳納？還是需要經過與稅務機關協商確認再繳納稅款和利息？如果可以先按

自行補稅方案繳納稅款和利息，與最終補稅方案的差異如何處理？ 

 

深國稅：根據稅務機關意見，納稅人可以根據特別納稅調整風險正常申報

調整補稅方案，該補稅申報必須在金稅三期系統內錄入登記才能進行繳

稅。一般來說，納稅人最好與主管稅務機構進行溝通並且得到意見後，才

能在系統進行補稅申報的調整。 

 

2. 本地文檔打分表 

 

我們了解到，部分地區的稅局設定同期資料本地文檔打分表，以此對轄區內

企業提交的同期資料本地文檔進行評分。國家稅務總局也在製作類似的評分

表。請問深圳市有關稅局是否有計劃推行類似的同期資料本地文檔的打分表？

若無，稅局目前是否有內部評分制度/標準，對企業提交的同期資料本地文檔

進行評分？ 

 

深國稅：當前深圳地區的稅務機關並無設立上述打分機制。 

 

3. 價值鏈分析的要求 

 

對於 2016 年本地文檔新增的準備內容，即價值鏈分析和地域特殊因素分析等，

稅局是否對企業披露的內容及其分析的深度有任何具體的要求？對於 42 號

公告要求提供各環節參與方最近會計年度的財務報表，以及企業集團利潤在

全球價值鏈條中的分配原則和分配結果，實際操作中，一般本地企業難以獲

取海外關聯方的財務報表以及集團的利潤分配等資料。對於企業未能提供上

述相關資料時，稅局對此是否有哪些行政措施？是否會要求企業補充相應資

料和重新提交本地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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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國稅：當前對於企業披露的內容及其分析的深度並無明確的要求。對於

未能獲取海外關聯方的相關資料的，可能導致納稅人的價值鏈分析不完

整，也不利於納稅人面對轉讓定價被調整時的辯解。 

 

4. 受益性測試 

 

針對 6 號公告第 35 條提及的六項測試以判定關聯勞務受益性問題，企業需如

何證明或測試勞務的受益性？例如，在接受關聯勞務後，企業整體利潤水準

上升，企業營業收入上升，營業成本或費用下降來證明？但由於企業的盈利

資料受到多方面內外因素所影響，無法直接證明受益于關聯勞務。稅局是否

有其它間接性的指標來測試企業的勞務受益性？ 

 

深國稅：從個案來看，不會單獨拿測試，而且測試的難度相當大，主觀性

也比較大。對於企業接受關聯勞務的受益性，主要參考其接受關聯勞務前

後的利潤水準變化情況。 

 

5. 勞務費用加成率 

 

對於服務提供者的勞務費用加成率，根據過往的轉讓定價調查案件來看，部

分稅局認為一般性的勞務企業應獲得成本加成 10%的利潤率，而對於合約研

發服務，企業需要獲得成本加成 15%的利潤率。稅局是否有針對企業的勞務

費率進行過相關的資料收集或系統調查，或通過大資料等收集企業相關勞務

費率，以支持上述 10%和 15%的勞務加成率？此外，如若部分企業所提供的

合約勞務，其附加價值相對較低，成本加成率低於上述水準，是否可被認為

合理？ 

 

深國稅：深圳稅務機關表示並無此關於利潤率的規定或操作，關鍵還是看

個案，根據具體的資料進行分析。我們也有案例在嘗試對勞務應得的利潤

不用成本加成率方法，而考慮使用銷售利潤率等方法，以更多的考慮其在

國內所承擔的功能。 

 

6. 利潤分割法的實際操作 

 

OECD 最近出版了關於利潤分割法的指引討論稿，裡面也有提及什麼時候才

適用利潤分割法以及利潤分割法使用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對於涉及無形資產

使用權的交易，我們看到大部分稅局主張利潤分割法的使用。但對於納稅人，

其對於利潤分割法的使用所面臨的困惑是：1）如何定義交易雙方均有獨特有

價值的貢獻；2）當能找到可比非受控交易證明該無形資產交易的定價合理性 

 



15 

 

時，為什麼還非要使用利潤分割法；3）當地企業的經營好壞不僅僅與授權的

無形資產有關，還與當地市場以及經營情況相關，不能說當地市場經營不善

就否定授權無形資產的價值；4）當定價時，企業很難獲取準確的財務資料對

未來年度做利潤分割，因此該方法很難作為實際操作中的定價準則。我們也

希望聽取各地稅局對於上述方法使用的見解。 

 

深國稅：對於上述稅務安排，稅務機關給出的處理原則：（1）在創造利潤

的地區徵稅；（2）秉承公平公正的審理原則。也會結合價值鏈來分析，以

供參考。 

 

7. 預約定價安排申請 

 

在新的 64 號公告出台後，在接受企業預約定價談簽意向前稅務機關的審核工

作與以往相比是否有增加？審核要求是否更高？我們有發現各地稅務機關目

前簽署的單邊預約定價安排有所增加，稅務機關目前是否比以往更鼓勵企業

申請單邊預約定價安排？ 

 

深國稅：對於有預約定價意向的企業，稅務機關願意接受，比調查更能緩

解矛盾，有利於工作的開展。 

 

C. 增值稅 

  

1. 境外金融機構是否適用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免稅 

 

財稅[2016]36 號，第一條第（二十三）項所稱的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以及

財稅[2016]46 號、財稅[2016]70 號中的補充規定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可以免

征增值稅。境外金融機構與境內金融機構同業往來利息收入是否可以適用上

述規定？即上述規定有無包括境外金融機構？ 

 

深國稅：上述規定當前只適用于境內金融機構，境外金融機構的同業往來

利息收入暫無條文支持。 

 

2. 商譽轉讓是否計征增值稅 

 

財稅[2016]36 號附件一中對銷售無形資產具體徵稅範圍的規定中指出，‘無形

資產，是指不具實物形態，但能帶來經濟利益的資產，包括技術、商標、著

作權、商譽、自然資源使用權和其他權益性無形資產’。據此，轉讓商譽需

繳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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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資產併購中，一般會包括賣方的客戶關係、銷售管道、品牌效應等

關鍵且高價值的元素；假定其交易對價為 100，賣方賬上有形和無形資產（除

了商譽，因其不會在帳上顯示）的評估總值為 80。 

 

賣方賬上並無商譽，所以在交易中並無轉讓商譽。但在買方賬上因交易對價

為 100，並購回來的有形和無形資產的評估總值為 80，會反映商譽 20。在此

情況下，因買方在賬上確認了商譽，稅務機關會否有商譽轉讓而要計征增值

稅？ 

 

如要計征增值稅，賣方如符合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號的規定而該

次轉讓被認為是資產整體轉讓，該並購不屬於增值稅的徵稅範圍，從而涉及

的包括商譽在內的各種資產都可免征增值稅？ 

 

深國稅：該部分商譽的轉讓應繳納增值稅。根據 2011 年 13 號文，納稅人

在資產重組過程中，通過合併、分立、出售、置換等方式，將全部或者部

分資產以及與相關聯的債權、負責和勞動力一併轉讓給其他單位和個人，

不屬於增值稅的徵稅範圍，其中涉及的貨物轉讓，不徵收增值稅。目前稅

局按從嚴的口徑理解，商譽不在 13 號文的列舉範圍內，不適用 13 號文的

不徵稅處理。 

 

3. 支付給外國企業的利息收入和交割淨額的增值稅處理 

 

中國境內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融資業務掉期交易中，支付給外國企業的利息

收入和交割淨額的增值稅處理是怎樣的？ 

 

深國稅：上述業務收入性質屬於利息收入，應按照貸款服務的規定計算繳

納增值稅。 

  

4. 財稅[2016]140 號第七條 

 

a. 拆遷補償費用 

 

財稅[2016]140 號第七條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一般納稅人銷售其開發

的房地產項目（選擇簡易計稅方法的房地產老項目除外），在取得土地時

向其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拆遷補償費用也允許在計算銷售額時扣除。請問

向其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拆遷補償費用，指現金補償還是同時包括以回遷

房形式的實物或者股權等其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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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國稅：嚴格遵從稅務總局的文件原話，拆遷補償費用暫不考慮實物或

股權等非現金補償。 

 

b. 房地產開發企業開發受讓土地 

 

140 號文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受讓土地向政府部門支付土地價款後，設

立項目公司對該受讓土地進行開發，滿足一定條件的，可由項目公司按規

定扣除房地產開發企業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其中一個條件要求項

目公司的全部股權由受讓土地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持有。請問該條款是否有

時間的要求？例如，設立項目公司承接土地後，再引入合作方共同持有項

目公司的，是否能夠滿足 140 號文的該條件?  

 

深國稅：建議在事前與主管稅局進行溝通，得到答覆後再進行個案的操

作。 

 

5. 限售股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營改增試點若干征管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 53 號關於限售股的增值稅規定： 

 

第五條、單位將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後對外轉讓的，按照以下規定確

定買入價： 

 

（一）上市公司實施股權分置改革時，在股票複牌之前形成的原非流通股股

份，以及股票複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間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轉股，以該上市

公司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後股票複牌首日的開盤價為買入價。 

 

（二）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

期間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轉股，以該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

的發行價為買入價。 

 

（三）因上市公司實施重大資產重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複牌首日至

解禁日期間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轉股，以該上市公司因重大資產重組股

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盤價為買入價。 

 

53 號文僅局部提及了幾種限售股的形成情形和出售的處理，但實務中發現

還有很多情形沒有包括。例如：市場上市公司對股東會有配股和送股的行

為，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16]53 號文可能會造成因解禁後股票價格比上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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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低而無需繳納增值稅的情況，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此些問題的產生為

究竟需否考慮股份數額的變化/稀釋等問題來處理可抵扣的買入價。請問  

貴局的看法？ 

 

深國稅：目前嚴格遵從53號文的規定，主要從上市日和解禁期後的每股

單價差異確認應納稅所得，不考慮單純的股數變化（即股價沒有變化的

情況下）的影響。除非總局另行發文明確。 

 

例子：假設某股東 A 在公司 B 上市前持有 1 萬股股票。在公司上市時，每

股 IPO 價格為 10 元/股。限售期內，該上市公司 B 進行送股，派發股票股利

為 10 送 10。在送股後，股東 A 持有股數變成 2 萬股，每股價格可能會跌倒

5 元/股。在解禁期後處置股票，每股價格為 8 元/股，但股東 A 的持股數量

增加了一倍。按照 53 號公告規定，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間由上述股份孳生

的送、轉股，也以該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的發行價為買入價。

那麼在計算增值稅的時候，即使股數從 1 萬股變更為 2 萬股，但是每股成本

依舊為 10 元，8 元處置時會形成 2 元的負差，並可以抵扣其他金融商品的正

差。 

 

同理若為配股的情況，在解禁期前上市公司 A 可能會有 10 配 10，假設原股

東 A 可按 4 元/股進行配股，那其持有的股數會變成 2 萬股，每股價格可能

會跌到 7.5。解禁後，股東處置股票，每股價格為 8 元（但持股數量增加了

一倍）。這種情況下，由原股而孳生的配股，是否屬於 53 號公告的“上述股

份孳生的送、轉股”呢，如果屬於，那麼則仍然無需繳納增值稅（賣出價每

股為 8，IPO 價格為 10，增值稅下沒有金融商品買賣差價）。 

 

深國稅：就以上的例子，將嚴格按照 53 號文理解，目前不單獨考慮股數

變化的影響，主要從股價差異確認應納稅所得額。除非總局另行明確。 

 

D.  其他 

 

1. 三免三減半 

 

根據國稅發[2009]80 號文，對居民企業從事符合《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企業所

得稅優惠目錄》規定範圍、條件和標準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經營所

得，自該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可以享有企業所

得稅三免三減半的優惠。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公

司的收入來源是政府的財政性資金。例如從事污水處理的公司，其唯一的

收入的來源為政府撥付的污水處理費以及增值稅即征即退的部分。這些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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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性資金性質的收入是否符合 80 號文中提到的“生產經營收入”？其所得

是否可以享受三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優惠？ 

 

深國稅：按照稅務機關的意見，對於上述財政性資金收入是否享受三免

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應當從兩方面考慮：（1）政府與企業簽訂的合

同中定義該筆財政資金的性質；（2）企業取得該筆資金入帳時的財務處

理。如果合同和財務都認為是一種財政補貼，不應認為是80號文中的“經

營收入”，該種理解不影響取得該財政資金的企業所得稅處理。如果是

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支付服務費給企業的，屬於80文中的“經營收

入”。 

 

根據 2016 年 32 號文第十一條，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標準之一是企業近三年

的研發費用占同期銷售收入的比例必須達到特定比例。請問如果企業將上

述政府資金全部投入到研發活動中，該筆資金能否作為研發費用計算高新

技術企業的認定標準？ 

 

深國稅：如果企業將該筆資金在入帳時沖減成本，沒有用於研發，不能

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如果企業計為收入，且是應稅收入，其對應的

研發費用可以扣除，研發費用也可以在計算高新技術企業時統計到研發

費用中；如果企業將該筆資金作為政府補貼，按照不徵稅收入入帳，與

該筆資金相關的研發費用不得加計或扣除，至於能否參與計算高新技術

企業的研發占銷售比例則暫時沒有明確條文說明。 

 

2. QFLP 的稅務處理 

 

目前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希望通過 QFLP（合資格境外有限合夥人）投資

中國，但是相關的稅務處理並不清晰。請問深圳市的稅務局對以下問題的意

見： 

境外有限合夥人從 QFLP 基金中取得分紅收入的所得稅處理？是將該境外有

限合夥人視為在中國構成常設機構而徵收 25%的企業所得稅，亦或按照股息

的分配繳納 10%的預提所得稅？境外有限合夥人如何進行納稅申報？  

 

深國稅：在稅務總局明確前，境外有限合夥人按照股息分配繳納 10%的

預提所得稅；境外普通合夥人在境內構成了常設機構其營業利潤計算繳

納 25%企業所得稅。 

 

如視同股息徵收預提所得稅，境外有限合夥人是否可享受稅收協定中對股息

收入的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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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國稅：視乎個案情況，未有明確意見。 

 

對於境外普通合夥人取得的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應視為“業績報酬”

按照普通收入徵稅，還是“被動收入”（例如股息）徵稅？ 

 

深國稅：境外普通合夥人從事了經營活動，在境內構成了常設機構其營業

利潤計算繳納 25%企業所得稅 

 

深圳市對於 QFLP 基金是否有稅務優惠政策？ 

 

深國稅：沒有。 

 

3. “千戶集團稅收風險分析” 計畫 

 

國稅總局於 2015 年發起“千戶集團稅收風險分析”計畫，納入包括央企、

國企、民企、跨國公司在內等單位，其經營資料、利潤指標和納稅狀況。 及

後， 國稅總局於 2016年發出《國家稅務總局大企業稅收管理司關於開展 2016

年千戶集團成員企業名冊採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a. 工作計劃和影響 

 

請問可否簡介市局在 2018 年相關的工作計畫和對企業的影響? 

 

b. 大企業稅務服務  

 

在取得相關的資料後，稅務機關今後會在大企業稅務服務方面採取哪些

措施以幫助這些大的企業集團防範稅務風險？ 

 

深國稅：“千戶集團稅收風險分析”的說法並非出自稅務機關，稅務機關

官方確認的概念只有“千戶集團”。全國首次入圍“千戶集團”的集團是

1069 家，後來調整為 1062 家。 

 

在 2017 納稅年度，深圳國稅主要完成了：企業名稱管理採集企業經營資

料；服務與管理雙輪驅動，多樣化給企業提供服務。從宏觀上講都是服務

大企業，稅務機關制定了相關措施以更好的服務納稅人，相關措施包括： 

 

1. 走訪大企業，提醒企業管理層重視內控風險； 

2. 設定行業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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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辦企業沙龍，為企業管理層提供培訓； 

4. 對企業進行內控調查測試，檢測企業內控管理的效果； 

5. 個性化服務。 

 

在 2018 納稅年度，大企業工作將圍繞新定制的 18 條措施為企業開展服務。

另外，稅務總局將設立跨部門的企業重組工作小組，為重組過程中產生的

跨區稅務問題直接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