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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报(2009.09.23)消息, 2009 年 1 至 8 月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共

征收非居民企业税收人民币 387.45亿元, 比 2008年同期增长 46.3%, 

其中源泉扣缴企业所得税人民币 235.1 亿元, 比 2008 年同期增长

115.2%。这一数据表明, 中国内地税务机关加强了非居民企业税收

征管, 尤其是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的源泉扣缴受到重点监管。此外, 由

于源泉扣缴的税负既包括企业所得税又包括流转税, 非居民企业以

及境内代扣代缴义务人应对源泉扣缴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以避免

未来潜在的税务风险。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主要法律法规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设立了专章, 规定中国内地

支付人对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内地取得所得的源泉扣缴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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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文”)规定, 对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

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转让财产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应当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 实行源泉扣缴。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19

号文”)规定, 在中国内地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项目的非

居民企业应自行申报流转税和所得税, 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

下, 才由支付人作为扣缴义务人。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主要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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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 非贸易项下外汇对外支付前必须提供税务证明, 导致一旦境内支付人进行对外支付, 即事实上代

扣代缴了税款, 税务机关的这一征管措施事实上扩大了代扣代缴的范围, 同时也出现了税务机关多征税

款而支付人为了外汇支付目的不得不同意的现象。这一现象加重了支付人的责任, 也给交易相关方带来一

定程度税务风险, 值得引起各方重视: 

 
 3号文规定的属于源泉扣缴的支付项目基本为非居民企业从中国内地取得的被动所得, 而19号文规

范的是非居民企业从中国内地取得的主动所得。除非有税法规定, 主动所得不应由支付人承担代扣

代缴义务, 且税务机关也不能径直要求支付人承担代扣代缴责任。 

 
 股权转让交易发生在境外, 怎会被中国内地的税务机关发现而征收税款? 3 号文颁布前, 税务机关

通常通过税务登记信息的变更而了解目标公司股东变更情况; 3 号文颁布后, 目标公司在变更税务

登记时, 应将境外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税务机关自 2009 年起加强了与项目审

批机关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横向沟通从而获得更多信息(例如, 2008 年底披露的“重庆税案”表

明税务机关通过股权转让合同登记备案发现境外企业转让股权, 并通过情报交换认定该等行为实

属转让中国内地企业股权)。 

 
 代扣代缴义务人承担设置账簿和记账凭证、申报、解缴税款等方面的义务。对于代扣代缴义务人未

适当上述义务的, 税法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定情况下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跨境交易的税款计算往往依赖于交易结构的设置以及交易文件。鉴于此, 建议支付人在交

易实施之前仔细考虑交易结构和交易文件相关内容, 并完整保存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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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China Law & Practice, November 2009(《中国法律与实务》2009 年 11 月刊)上的同名

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