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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取

消了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免税的优惠, 于是利用税

收协定来降低税负成为广大外国投资者关注和普遍采用的税收筹划

新举措。与此相应,税收协定作为跨国交易广泛采用的避税手段, 正
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税务机关的监管重点。本文通过对 2009 年以来颁

布的重要文件进行系统介绍, 并结合实际操作解读非居民企业如何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并如何管理相关税务风险。对于中国内地企业

“走出去”如何借税收协定之力降低整体税负, 请见本所 2009 年 10
月刊《境外投资规划, 请做好税务评估》一文。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法律规定现状 

 
自 2009 年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法规, 对于非

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实体和程序性问题作出进一步明确和

规范: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 号, “3 号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股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8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9]124 号, “124 号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条款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507 号)。 
 

 国税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
的通知》(国税函[2009]601 号, “601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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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中, 3 号文、124 号文以及 601 号文普遍适用于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各类所得。其中 124 号文以及

601 号文涉及税收协定待遇享受的实体性问题, 我们认为更应引起非居民企业关注。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是”与“非”? 

 
上述规定一方面为非居民如何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提供了操作指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内地税务机关

对于非居民企业的监管严格化趋势, 就企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在非居民企业“选择”

还是“不选择”享受税收协定待遇过程中, 哪些问题不可忽视, 本文结合 124 号文以及 601 号文进行简单阐

述。 
 

 124 号文规定, 非居民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 应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124 号文列明了申请或者

备案所需文件, 这些文件的提供促使非居民企业履行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 

 
 601 号文进一步明确, 对于非居民企业“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应当从税收协定的目的出发, 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结合具体案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判定。实践中, 非居民企业通常考虑

在避税地设立中间控股公司。基于此理解, 如果中间控股公司缺乏“商业实质”, 则申请“受益所有

人”身份面临很大挑战。 

 
 截至目前, 中国内地共与 94 个国家签订了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安排), 在这些税收协定中尚未明确

“受益所有人”概念。601 号文件的颁布可以被视为中国内地税法对“受益所有人”一词的详细定义和

补充。 

 
 601 号文列明的七种不利于对非居民企业“受益所有人”认定的因素几乎涵盖了跨国公司搭建中间控

股公司架构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各种模式。我们认为, 601 号文的具体操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税收协定待遇获得批准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 扣缴义务人应按照税法规定足额代扣代缴税款, 以

避免风险。 
 
在中国内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和日益严格监管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集团应有效而合理地利用税收协定，

并及时调整经营模式以进行有效税务风险管理；此外，应实时关注最新的税法(包括税收协定)配套法规的

颁布, 并及时与外部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交流, 以便更好地掌握先机、控制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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