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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美税法高级论坛”综述 

       2005年8月30日，由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办
的首届“中美税法高级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世界税法改革的浪潮。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
的税法改革，为了更好地借鉴美国税法改革的经验，加强中美税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税收法治建设的
进程，特邀请中美税法专家召开了本次高级论坛。  

  来自美国国际税法最著名的大学——纽约大学以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部门、高校
以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50余人围绕当前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
改革”以及“中美双边税收协定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世界税法协会（ITLA）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刘剑文主持开幕式，中国法学会副
会长刘法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姚胜，纽约大学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税法专家、教授Jerome A 
Cohen，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程郁缀，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陈兴
良在开幕式上作了发言。近20家新闻媒体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报道，还有80余家网站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报道。  

  本次论坛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问题。中外专家在本次论坛上一致呼吁，在中国加入
WTO、世界各国进行税制税法改革的国际趋势下，我国立法机关应该尽快通过合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立法。这一
改革将有助于改善我国企业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也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  

  众多专家、学者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美国纽约大学的Jerome A Cohen教授多次来中国并且参与了中国改革
开放后最早的涉外税法的制定，他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召开这样的高级论坛有助于推动
中国“两法合并”的进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主任俞光远认为，两套税制违反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通行
做法；违反税负公平原则，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税制不规范既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又影响企业深化改革；税
收待遇不同导致所得税执法不严，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应该以两税合并为契机，构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平等的税收法治环境。
随着税收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税收法治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但以经济身份和性质为基础所形成的税收差别性
待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民营企业作为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对其参与市场竞争已造成了极
大的障碍。应进一步减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差别性税收待遇，减轻民营的税收负担。在税收政策的制定方
面，应当改变当前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制定的税收政策，确立以利益诱导为基础的税收政策。以利益的刺激和诱
导来引导资金在不同行业和经济领域内的合理流动，实现税收政策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统一企业所得税法时机已经成熟，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在本次论坛上，很多专家认为个人所得税法的“均贫富”作用
不能夸大。  

  与会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税收公平原则、人权保护、扣税标准等。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孙钢认为，很多老百姓对个人所得税的认识存在误区，比如通常所说的“起征点”实际
上是“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尤其是通常认为低收入者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这是不符合现



实的，工薪阶层中的高薪者才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甘功仁教授认为，个人所得税
只能对社会既有部分财富的分配发挥一定作用，但解决不了因制度和体制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无法
解决初次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我国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正是初次分配不公平。他认为，调控收入分配差
距需要多方面综合改革，仅就税收调控来说，需要形成完整的税收调控体系，单靠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如此功
效。  

  本次论坛还进行了关于中美税收协定与国际税法的讨论。  

  纽约大学Rosenbloom教授就转移定价规制问题作了独到而又精彩的发言。转移定价关涉具有共同利益控制的
法律上的人之间的的交易，其“价”仅指转移的价格，而与转移的交易对象——货物、服务、贷款、无形资产等无
关。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张志勇就中美双边税收协定的修改与完善问题作了一场深刻的报告。中美双边
税收协定是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二个双边税收协定。其制定时参考的是1977年OECD范本、1980年UN范本、1981年
美国财政部范以及中日双边税收协定。虽然中方谈判时纯属摸着石头过河，但自其实施以来，对中美双方外资企
业的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中美税收协定的构成除协定本身外，还包括议定书与换函。其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1）居民条款；（2）特许权使用费条款；（3）协定中无税收饶让条款。中美协定中改进的空间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1）合作的范围；（2）与国内法的衔接；（3）定义的变更；（4）对其他所得的征税；
（5）增加反滥用条款，限定协定的适用的范围。  

  本次论坛就中美税法学者所共同关心的中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中美双边税收协定
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中美税法学者首次就
共同关心的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所进行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必将开辟中国与美国进行税法学术交流的新天地，必
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税法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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