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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反避税新规或促进税收公平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月18日  傅勇 

转移性定价行为造成了税收体制的混乱以及国家税收的大规模流失，反避税新规有望纠正部分

税收失衡现象，并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执行提供了操作环节的补充。 

据悉，国税总局正在对《关联业务往来相关资料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并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这意味着，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约束企业转移定价行

为和反避税的力度正在迅速加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15日)。 

应该说，这是配合所得税改革，严肃税法的必然一步。长期以来，中国境内企业的转移性定价

行为造成了税收体制的混乱以及国家税收的大规模流失。其严重程度，可从以下两个事例中得见一

斑。其一，在普遍性上，业内人士透露，1998年以来，在中国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内，每年大概

有200家-300家被正式采取反避税立案审查，其中有1/3到1/2的企业最终被中国税务机关进行税务调

整，要求补征税款；与此关联的一个怪现象是，如按企业申报情况，四成以上外企亏损。其二，在

规模上，每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数百亿。据学者保守估计，1984年至1993年十年间，我国因跨国关

联交易而流失的税款不下3000亿元，十年税基损失了1万亿元。 

纠正税收失衡现状 

通过严肃反避税行为，《管理办法》有望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税法公正。 

首先，严肃反避税将部分限制国内外企业滥用投资优惠政策，造成税收流失海外。目前在华投

资外企和一些内资企业的一个主要避税措施，就是到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国际著名的避税地

注册离岸公司，然后再以外资身份回中国内地投资，享受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内地企业

先注资到注册在避税地的公司，然后将这些资金算作投资再汇回中国内地，和原企业合资，从而享

受三资企业的优惠待遇。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部分取消了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上的差别，但部分

投资优惠政策仍在执行，在一些发展地方经济心切的区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而，严肃反避税能够

打击一些“假”外资，起到合理规范引导外资流入内地的作用。 

严肃反避税客观上将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在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下，由于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之

间、不同企业所适用的税率和税收优惠待遇存在很大差别，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间同样存在企业利

用关联交易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情况。而今年新税法实施后还有个税收优惠的过渡期，中国境内不

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至少5年内还存在，境内转移定价还会继续存在。 

境内企业在利用税率和招商引资政策差异在各地区间进行转移性定价，显然不利于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财政分权理论早已证明，由于税率不同,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有向低税率地区转移的激



励。内陆后发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上的落差本来就难以吸收到资本流入；当地的产出如果再以转移性

定价的途径转移到发达地区，那么地区差距将被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反避税力度的强化将保证

后发地区获得更加平衡的财税环境。 

严肃反避税将力促境内企业平衡。长期以来，税收征管能力的不完善加上税收优惠纷繁复杂，

我国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之间差距较大，避税的情况很严重。这显然造成了内资企业的劣势。另

外，在反避税能力上，内向发展的中小企业，由于不具备避税的规模经济或避税途径，通常在避税

力度上吃亏甚多。《管理办法》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失衡。 

可操作性有望加强 

刚刚正式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限制转移性定价行为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还未达到可直

接操作的程度。所谓转移定价，是指关联公司之间在资金、经营、购销等业务往来中采用的一种内

部结算价格。在这方面，《管理办法》至少从两方面对新税法构成补充。 

一方面，《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每家企业都必须准备和提供相关资料，企业的隐藏利润将无

处藏身。今年1月生效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在“特别纳税调整”一章中规定，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年

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管理办法》则进一步明确哪些相关资料会随同年度纳税申报表上报，哪些则由企业准备保管好，

随时备查。 

同时，举证责任得到了明确。《管理办法》要求，税务机关进行关联交易调查时，相关资料必

须随时提供，也就是说，要求每个企业准备同期资料。而在以前，只有在税务机关发现问题后，才

会要求企业在30天-60天时间内，提供指定的资料。税务机关的主动性显然提升了一大步。 

值得指出的是反避税力度的加强要避免某些误操作。反避税不应反对所有的避税行为。有些避

税虽不一定为国家政策所鼓励但并未违法，这也不应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国家应该重点打击不符

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如上述三类不公平的转移性定价避税。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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