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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0 年 2 月 20 日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10]18

号, “18号文”), 明确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机构”)如何申报

和缴纳内地税收的问题。另外,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与公安部也

于 2010 年 1 月 4 日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

管理的通知》(工商外企字(4)号, “4 号文”), 加强了代表机构的登记

管理。上述文件在工商登记、税务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与此前规定有

较大变化。外国企业将需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内地的代表机构是否满

足其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活动需要。 
 

相关法律法规概览 

 
根据上述文件:  

 
 代表机构要在《登记证》许可范围内从事业务活动。对代表

机构以各种形式收取费用从事经营活动的, 可以按无照经营

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代表机构的代表人数应当与其开展的业务活动相适应, 代表

机构代表(含首席代表)人数一般不得超过 4 人; 
 

 代表机构应设置帐薄, 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核算, 并按

照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相配比的原则, 准确计算其

应税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 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

税、增值税; 以及 
 

 各地税务局不再受理审批代表机构企业所得税免税申请、并

对已核准免税的代表机构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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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读 

 
 代表人数及经营范围: 4 号文限定了代表机构代表人数, 且代表机构超越《登记证》范围从事经营活

动的可以按照无照经营进行处罚。此规定将对现有代表机构的业务模式造成实质性影响。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 18 号文中规定的征收方式与此前的规定一致。但是, 18 号文不再根据代表机

构的业务来判断其应当适用的具体征税办法。实践中, 各地税务机关的具体判断标准以及现有代表

机构征税方式是否要重新评估, 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功能、风险配比原则: 18 号文首次指出代表机构在计算其应税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时应按照实际履

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相配比的原则。我们理解本条旨在说明代表机构与总机构之间的业务需遵循

独立交易原则, 按公允价格来核算相关收入、成本、费用等。但实践中如何实施该原则, 尚待进一

步规定。 
 

 代表机构作为增值税纳税人: 18 号文首次规定, 代表机构在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时, 应按照相关法

规计算缴纳应纳税额。实践中, 代表机构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征缴增值税、如何认定代表机构的增值

税纳税人身份、以及应适用何等税率等问题, 仍有待进一步确认。 
 

 核定利润率的变化: 18 号文中将核定利润率由原先的 10%提高为不低于 15%, 采用经费支出换算收

入方式计算和缴纳税收的代表机构的实际税收增量将超过 1.25%(5%核定利润率名义增量×25%税

率)。在此变革下, 外国投资者应重新考量代表机构实际税负, 并以此判断其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架

构。 
 

 免税申请: 各地税务机关不再受理审批代表机构企业所得税免税申请的同时, 18 号文并未提及营业

税与增值税是否仍然按法律规定申报缴纳, 或是可以依照营业税法与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免

税申请。实践中, 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申请免税的途径仍然未知。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在中国内地进一步加强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征管的大背景下, 加之18号文以及4号文

的颁布, 外国企业须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内地的实际业务需要和架构设置, 考虑采用代表机构是否仍存在

优势和必要性, 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组织形式(如外商投资有限合伙)替代代表机构, 以实现其在中国内地的

业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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