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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

會致力兩岸稅務交流不遺餘力，已為對岸各地稅

局來台參訪指定交流對像，繼 5 月份遼寧省國家

稅務局及湖北省武漢市審計局來訪後，6 月份山

東省青島市國稅局由于光副局長(圖右六)率團

前來訪問，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暨中

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吳德豐理事長(圖若七)親

自熱烈接待。于光副局長非常感謝中華產業國際

租稅學會提供此次的交流，也邀請吳理事長率團

回訪，由渠等盡地主之誼。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 

跨國避稅防堵更上一層

背景

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於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法國巴黎代表中國大陸簽

訂《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成為《公約》的第 56 個簽約國，

中國大陸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於 2015 年 7 月 1 日批准了《公約》。

《公約》是一項原由歐洲委員會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所發起，通過國際稅收合作來

打擊跨國避稅行為以維護國際稅收秩序的多方公約；截至 2015 年 3 月 19 日，《公約》

的簽約國家或地區已達到 70 個，而有 48 個國家已提交了批准書 。

修訂後的《公約》內容共有 6 章 32 條，其中規定的國際稅收徵管合作模式包括跨

國稅收情報交換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協助跨國追繳稅款 (Assistance of

Recovery)和相關法令文件提供(Service of Documents)。

中國大陸批准的《公約》內容

 《公約》適用的稅項

中國大陸將目前絕大多數依法徵收的稅種都納入在《公約》的範圍內，使稅局在對關

稅或增值稅等重大稅項進行調查時，可方便向交易對方所在國(地區)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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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對《公約》的保留

《公約》考量各國的需求與環境可能不同，規定簽約國可對部分條款進行保留，而相較於

其他簽約國，中國大陸保留的條款較多，其中包括：稅款追繳、稅收保全及相關法令文件

提供等，基於對等原則，中國大陸也不能向其他簽約國的稅務機關提出涉及保留條款的要

求。

 中國大陸適用的徵管合作模式

除了上述提及的保留條款外，《公約》中的其他徵管合作模式都適用於中國大陸，其中明

確將同期稅務檢查1與境外稅務檢查2列為稅收情報交換的方式。

 《公約》的保密性

雖然《公約》中已經對簽約國的保密義務進行嚴格規定，但納稅人對自身的稅收情報被交

換到國外的保密性仍然存有疑慮，擔心因此洩漏商業機密。全國人大常委會雖在聲明中表

示，向其他簽約國提供納稅人的稅收情報前，可通知納稅人，但這並不是稅務機關的義務。

資誠觀察

不論是在稅項的涵蓋範圍上，或是稅收徵管合作模式的多樣性上，《公約》都較稅收協定

或是稅收情報交換協定的涵蓋範圍更為廣大，且《公約》尚有前述兩者所沒有的多邊性，後來

的簽約國可享受一次與數十個國家簽訂《公約》的便利，都將使得這樣的防堵跨國避稅平台更

加展開，未來利用各國稅務機關資訊不對稱來進行避稅的行為將更無所遁形。

雖然中國大陸對於《公約》有較多的保留，但在稅項及情報交換形式上仍有相當程度的擴

展，在面對稅收情報越來越透明的環境下，跨國企業應重新檢視集團提交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各

國稅務機關資料的申報資料是否有矛盾之處；除了一般較為重視的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資

料及轉讓定價同期資料的一致性外，也應重新檢視中國大陸對外交易中各國交易稅與關稅之提

交資料是否一致，使集團對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稅局之口徑保持一致，以降低雙重課稅的風險。

最後仍要提醒台商，切勿以台灣經驗低估大陸稅局取得境外資料的能力，在全球反避稅的風潮

下，作好全球稅務治理才能降低稅務風險。

1 同期稅務檢查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簽約國對有共同利益的納稅人同時進行稅務檢查，並互相交換其在

稅務檢查中所獲得的稅務情報。
2 境外稅務檢查是指一簽約國的稅務機關至另一簽約國進行實地訪查以獲得或查證涉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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