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商 Allway 與廣華管理顧問公司用心於稅務領域的顧問專業，希望提供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

越南、緬甸、離岸地區即時的稅務訊息，給予企業客戶與金融界朋友參考與提醒，建全一個謹慎的稅

務管理平台。 

企業經營本身業務與技術外，財務與稅務管理也是重要的環節，希望各企業能善用專業並結合運用！ 

 

 

 

 

 

大陸查稅行動，五月一日起再祭《特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式管理辦法》（六號公告） 

 

大陸查稅行動一波又一波，繼「陸版肥咖條款」今年元旦起鎖定高淨值帳戶追稅，五月一日起再祭《特

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式管理辦法》（六號公告），追查企業和集團跨國避稅海外藏錢。 

 

從企業集團到旗下子公司、轉投資企業，所有跨境交易的灰色利潤、隱匿收入都將曝光。 

 

因應「陸版肥咖條款」上路，台商還可以錢逃回台灣買豪宅；但面對六號公告追稅，衝擊面向上升級

到企業集團，連帶旗下子公司、轉投資企業所有跨境交易的灰色利潤、隱匿收入都將曝光。 

 

六號公告是大陸「反避稅」，全面性檢討移轉訂價稅制、徹查關聯交易，逾十年來的最終成果，影響

面不容小覷。 

 

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來說，六號公告首當其衝的是來料加工業，尤其沿海一帶的製鞋、紡織、電子業

代工廠，因原料成本占總成本較高，移轉訂價還原後，利潤率將大幅下降。 

 

去年底製鞋大廠豐泰，遭福建省稅務局追繳人民幣二點二二億餘元漏稅，並加計利息，就是典型的冰

山一角，今後台商遭巨額追稅，恐將層出不窮。 

 

六號公告查核重點還有企業利用在海外免稅天堂開設的帳上公司，進行無形資產支付和隱匿收入，以

往集團內關聯企業派去海外服務、提供技術 knowhow、分享研發成果、管理支援等，這些跨境使用屬

集團內作帳的隱匿交易。 

 

在六號公告施行後，大陸稅務局將用放大鏡檢視企業對境外關聯企業支付權利金，若導致中國境內稅

收減少，將一毛不少的要回來。 

 

被認定要進行轉讓定價調查調整的企業，稅務機關的監控管理期不限於五年，最長會有十年的稅務調

查期限；且要求企業自行調整補稅，將追溯自二○○八年一月一日以後，按照基準利率加收利息。 

 

   

特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式管理辦法（六號公告） 



六號公告將ＯＥＣＤ國際稅改的「稅基侵蝕和盈利轉移（ＢＥＰＳ）專案十五項指標融入法規本土化，

包括轉讓定價、自動情報交換等，堪稱為中國大陸移轉訂價改革的里程碑，未來幾年對企業影響將持

續發酵。 

 

至於企業一旦被列入大陸特別納稅調查名單，依照六號公告可根據對外簽署的稅收協定，申請啟動特

別納稅調整相互協商程式。 

台商要注意的是，兩岸租稅條例雖已簽屬但未正式生效，現階段台商在大陸只能透過申請行政覆議或

者訴訟，循法律救濟途徑爭取權益自保。 

 

6 號公告首當其衝的是來料加工業，尤其沿海一帶的製鞋、紡織、電子業代工廠，去年底製鞋大廠豐

泰遭福建省稅務局追繳 2.22 億餘人民幣漏稅，並加計利息，就是典型的冰山一角，今後遭巨額追稅，

恐將層出不窮。 

在 6 號公告施行後，稅務局將用放大鏡檢視企業對境外關聯企業支付權利金，若導致中國境內稅收減

少，將一毛不少的要回來。被認定要進行轉讓定價調查調整的企業，稅務機關的監控管理期不限於五

年，最長會有十年的稅務調查期限；且要求企業自行調整補稅，將追溯自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後，按

照基準利率加收利息。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林淑怡指出，6 號公告將 OECD 國際稅改的「稅基侵蝕和盈利轉移（BEPS）專

案 15 項指標融入法規本土化，包括轉讓定價、自動情報交換等，堪稱為中國移轉訂價改革的里程碑，

未來幾年對企業影響將持續發酵。 

至於企業一旦被列入特別納稅調查名單，依照 6 號公告可根據對外簽署的稅收協定，申請啟動特別納

稅調整相互協商程式。 

 

5 月 1 日生效的 6 號公告，嚴查關聯交易的移轉定價（TP），而企業透過第三地註冊轉投資，被查稅

的風險因此升高。避稅反被查稅，專家建議，今後到免稅天堂開設境外公司，要多斟酌了。 

中國徵收企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一般企業適用 25%的稅率，高稅負讓價格競爭激烈的代工

出口產業尤其吃不消。 

因此，部分外資企業早年都會透過第三地，尤其是到「免稅天堂」的英屬維京群島、模里西斯 、汶

萊、貝里斯等註冊，再轉投資中國。利用免稅天堂第三地轉投資，原材料採購通常以稍高的價格賣到

中國市場，中國公司獲利減少，但企業集團總體獲利不變，集團稅務負擔得以合法地降低，達到利潤

最大化。只不過，利用關聯公司進行移轉訂價交易，過去是合法避稅，但在 6 號公告上路後，就可能

被視為逃稅。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林淑怡指出，6 號公告嚴查移轉訂價，對跨國避稅、企業灰色利潤零容忍，國

稅局將重點查核利用各國稅制差異、或稅收資訊不對稱，進行避稅轉移利潤，或隱匿收入。 

因此，今後第三地公司的避稅操作容易成為追稅的箭靶，「開在免稅天堂，反而更容易被查稅」。 

林淑怡認為，免稅天堂境外公司恐將逐漸退燒，但不至於完全消失。她說，因為中國對外匯管制，進

出口商在買賣、核銷時，往往會利用境外公司進行資金調節，有不得不存在的理由。 

不過，可以預見中國對移轉訂價調查將日益規範化，稅務機關對反避稅監督也將會投入更多心力，企

業將面臨更嚴厲的調查環境，更多稅務成本與不確定的補稅風險頻生，勢必面臨更大風險與挑戰。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

商程序管理工作，积极应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有效执行我国对外签署的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协议或者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

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17年 5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3月 17日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我国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协议或者安排（以下简称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税务机关以风险管理为导向，构建和完善关联交易利润水平监控管理指标体系，加强

对企业利润水平的监控，通过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和特别纳税调查调整，促进企业税法遵从。 

  第三条  税务机关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利润水平监控等手段，对企业实施特别

纳税调整监控管理，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风险的，可以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提示

其存在的税收风险。 

  企业收到特别纳税调整风险提示或者发现自身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风险的，可以自行调整补税。企

业自行调整补税的，应当填报《特别纳税调整自行缴纳税款表》。 

  企业自行调整补税的，税务机关仍可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企业要求税务机关确认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等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税务机关应当启动特别

纳税调查程序。 

  第四条  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应当重点关注具有以下风险特征的企业： 

  （一）关联交易金额较大或者类型较多； 

  （二）存在长期亏损、微利或者跳跃性盈利； 

  （三）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 

  （四）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不相匹配，或者分享的收益与分摊的成本不相配比； 

  （五）与低税国家（地区）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六）未按照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者准备同期资料； 

  （七）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 

  （八）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 12.5%的国家（地区）

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 

  （九）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税收筹划或者安排。 

  第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向已确定立案调查的企业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一）》。被立案调查企

业为非居民企业的，税务机关可以委托境内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境内企业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



（一）》。 

  经预备会谈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意见，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书》，并申请

预约定价安排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企业，或者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的企业，

可以暂不作为特别纳税调整的调查对象。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年度和关联交易除外。 

  第六条  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可以要求被调查企业及其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

其他企业提供相关资料： 

  （一）要求被调查企业及其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提供相关资料的，应当向该企业

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该企业在境外的，税务机关可以委托境内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境内企

业向该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二）需要到被调查企业的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调查取证的，应当向该企业送达《税

务检查通知书（二）》。 

  第七条 被调查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真实、完

整的相关资料： 

  （一）提供由自身保管的书证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等复制件。提供方应当在复制件上注明“与原件核

对无误，原件存于我处”，并由提供方签章； 

  （二）提供由有关方保管的书证原件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提供方应当在复制件、影印

件或者抄录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并注明出处，由该有关方及提供方签章； 

  （三）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视听资料的，应当附送中文译本。提供方应当对中文译本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责； 

  （四）提供境外相关资料的，应当说明来源。税务机关对境外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有疑义的，可

以要求企业提供公证机构的证明。 

  第八条  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可以采用实地调查、

检查纸质或者电子数据资料、调取账簿、询问、查询存款账户或者储蓄存款、发函协查、国际税收信

息交换、异地协查等方式，收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收集证据材料过程中，可以记录、录

音、录像、照相和复制，录音、录像、照相前应当告知被取证方。记录内容应当由两名以上调查人员

签字，并经被取证方核实签章确认。被取证方拒绝签章的，税务机关调查人员（两名以上）应当注明。 

  第九条  以电子数据证明案件事实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取证： 

  （一）要求提供方将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资料，在纸质资料上注明数据出处、打印场所，并注明

“与电子数据核对无误”，由提供方签章； 

  （二）采用有形载体形式固定电子数据，由调查人员与提供方指定人员一起将电子数据复制到只

读存储介质上并封存。在封存包装物上注明电子数据名称、数据来源、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

文件格式及大小等，并注明“与原始载体记载的电子数据核对无误”，由提供方签章。 

  第十条  税务机关需要将以前年度的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检查

的，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向被调查企业送达《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填写

《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交其核对后签章确认。调回资料应当妥善保管，并在法定时限内完整退还。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需要采用询问方式收集证据材料的，应当由两名以上调查人员实施询问，

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 

  第十二条 需要被调查当事人、证人陈述或者提供证言的，应当事先告知其不如实陈述或者提供

虚假证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被调查当事人、证人可以采取书面或者口头方式陈述或者提供证言，

以口头方式陈述或者提供证言的，调查人员可以笔录、录音、录像。笔录应当使用能够长期保持字迹

的书写工具书写，也可使用计算机记录并打印，陈述或者证言应当由被调查当事人、证人逐页签章。 



  陈述或者证言中应当写明被调查当事人、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注明出

具日期，并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 

  被调查当事人、证人口头提出变更陈述或者证言的，调查人员应当就变更部分重新制作笔录，注

明原因，由被调查当事人、证人逐页签章。被调查当事人、证人变更书面陈述或者证言的，不退回原

件。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当结合被调查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和相关资料，对其与关联方

的关联关系以及关联交易金额进行确认，填制《关联关系认定表》和《关联交易认定表》，并由被调

查企业确认签章。被调查企业拒绝确认的，税务机关调查人员（两名以上）应当注明。 

  第十四条 被调查企业不提供特别纳税调查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的，由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

法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五条  税务机关实施转让定价调查时，应当进行可比性分析，可比性分析一般包括以下五

个方面。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选择具体分析内容： 

  （一）交易资产或者劳务特性，包括有形资产的物理特性、质量、数量等；无形资产的类型、交

易形式、保护程度、期限、预期收益等；劳务的性质和内容；金融资产的特性、内容、风险管理等； 

  （二）交易各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功能包括研发、设计、采购、加工、装

配、制造、维修、分销、营销、广告、存货管理、物流、仓储、融资、管理、财务、会计、法律及人

力资源管理等；风险包括投资风险、研发风险、采购风险、生产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及财务风

险等；资产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金融资产等； 

  （三）合同条款，包括交易标的、交易数量、交易价格、收付款方式和条件、交货条件、售后服

务范围和条件、提供附加劳务的约定、变更或者修改合同内容的权利、合同有效期、终止或者续签合

同的权利等。合同条款分析应当关注企业执行合同的能力与行为，以及关联方之间签署合同条款的可

信度等； 

  （四）经济环境，包括行业概况、地理区域、市场规模、市场层级、市场占有率、市场竞争程度、

消费者购买力、商品或者劳务可替代性、生产要素价格、运输成本、政府管制，以及成本节约、市场

溢价等地域特殊因素； 

  （五）经营策略，包括创新和开发、多元化经营、协同效应、风险规避及市场占有策略等。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当在可比性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对企业关联交易

进行分析评估。转让定价方法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

利润分割法及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第十七条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

的价格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关联交易。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的可比性分析，应当按照不同交易类型，特别考察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中交

易资产或者劳务的特性、合同条款、经济环境和经营策略上的差异： 

  （一）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转让，包括： 

  1.转让过程，包括交易时间与地点、交货条件、交货手续、支付条件、交易数量、售后服务等； 

  2.转让环节，包括出厂环节、批发环节、零售环节、出口环节等； 

  3.转让环境，包括民族风俗、消费者偏好、政局稳定程度以及财政、税收、外汇政策等； 

  4.有形资产的性能、规格、型号、结构、类型、折旧方法等； 

  5.提供使用权的时间、期限、地点、费用收取标准等； 

  6.资产所有者对资产的投资支出、维修费用等。 

  （二）金融资产的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的实际持有期限、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其中，股权



转让交易的分析内容包括公司性质、业务结构、资产构成、所属行业、行业周期、经营模式、企业规

模、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交易时间、地理区域、

股权关系、历史与未来经营情况、商誉、税收利益、流动性、经济趋势、宏观政策、企业收入和成本

结构及其他因素; 

  （三）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转让，包括： 

  1.无形资产的类别、用途、适用行业、预期收益； 

  2.无形资产的开发投资、转让条件、独占程度、可替代性、受有关国家法律保护的程度及期限、

地理位置、使用年限、研发阶段、维护改良及更新的权利、受让成本和费用、功能风险情况、摊销方

法以及其他影响其价值发生实质变动的特殊因素等。 

  （四）资金融通，包括融资的金额、币种、期限、担保、融资人的资信、还款方式、计息方法等; 

  （五）劳务交易，包括劳务性质、技术要求、专业水准、承担责任、付款条件和方式、直接和间

接成本等。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以上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就该差异对价格的影响进行合理调整，

无法合理调整的，应当选择其他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 

  第十八条 再销售价格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

后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其计算公式如下： 

  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1-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率） 

  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可比非关联交易收入净额×100% 

  再销售价格法一般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商品进行改变外形、性能、结构或者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

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者单纯购销业务。 

  再销售价格法的可比性分析，应当特别考察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中企业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

险、使用的资产和合同条款上的差异，以及影响毛利率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营销、分销、产品保障

及服务功能，存货风险，机器、设备的价值及使用年限，无形资产的使用及价值，有价值的营销型无

形资产，批发或者零售环节，商业经验，会计处理及管理效率等。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以上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就该差异对毛利率的影响进行合理调

整，无法合理调整的，应当选择其他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 

  第十九条 成本加成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的金额作为关联

交易的公平成交价格。其计算公式如下： 

  公平成交价格=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1+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加成率） 

  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加成率=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100% 

  成本加成法一般适用于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转让、资金融通、劳务交易等关联交易。 

  成本加成法的可比性分析，应当特别考察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中企业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

使用的资产和合同条款上的差异，以及影响成本加成率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制造、加工、安装及测

试功能，市场及汇兑风险，机器、设备的价值及使用年限，无形资产的使用及价值，商业经验，会计

处理，生产及管理效率等。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以上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就该差异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进行合理

调整，无法合理调整的，应当选择其他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 

  第二十条 交易净利润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利润。利润指标包括息税

前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资产收益率、贝里比率等。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息税前利润率=息税前利润/营业收入×100% 

  （二）完全成本加成率=息税前利润/完全成本×100% 

  （三）资产收益率=息税前利润/[（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100% 



  （四）贝里比率=毛利/（营业费用+管理费用）×100% 

  利润指标的选取应当反映交易各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利润指标的计算以企

业会计处理为基础，必要时可以对指标口径进行合理调整。 

  交易净利润法一般适用于不拥有重大价值无形资产企业的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转让和

受让、无形资产使用权受让以及劳务交易等关联交易。 

  交易净利润法的可比性分析，应当特别考察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中企业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

险和使用的资产,经济环境上的差异，以及影响利润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行业和市场情况，经营规

模，经济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收入、成本、费用和资产在各交易间的分配，会计处理及经营管理效

率等。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在以上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就该差异对利润的影响进行合理调整，

无法合理调整的，应当选择其他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 

  第二十一条 利润分割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实际或者预计）的贡献计算

各自应当分配的利润额。利润分割法主要包括一般利润分割法和剩余利润分割法。 

  一般利润分割法通常根据关联交易各方所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采用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的利润分割方式，确定各方应当取得的合理利润；当难以获取可比交易信息但能合理确定合

并利润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考虑与价值贡献相关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雇员人数等因素，分

析关联交易各方对价值做出的贡献，将利润在各方之间进行分配。 

  剩余利润分割法将关联交易各方的合并利润减去分配给各方的常规利润后的余额作为剩余利润，

再根据各方对剩余利润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 

  利润分割法一般适用于企业及其关联方均对利润创造具有独特贡献，业务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

估各方交易结果的关联交易。利润分割法的适用应当体现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

的基本原则。 

  利润分割法的可比性分析，应当特别考察关联交易各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

收入、成本、费用和资产在各方之间的分配，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因素，以及其他价值贡

献因素，确定各方对剩余利润贡献所使用的信息和假设条件的可靠性等。 

  第二十二条  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等资产评估方法，以

及其他能够反映利润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相匹配原则的方法。 

  成本法是以替代或者重置原则为基础，通过在当前市场价格下创造一项相似资产所发生的支出确

定评估标的价值的评估方法。成本法适用于能够被替代的资产价值评估。 

  市场法是利用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者类比分析以确定评估

标的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适用于在市场上能找到与评估标的相同或者相似的非关联可比交易信息

时的资产价值评估。 

  收益法是通过评估标的未来预期收益现值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企业整体资产

和可预期未来收益的单项资产评估。 

  第二十三条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被调查企业关联交易时，应当在分析评估交易各方功能风险的

基础上，选择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作为被测试对象。 

  第二十四条  税务机关在进行可比性分析时，优先使用公开信息，也可以使用非公开信息。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被调查企业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算术平均法、加权平均法或者四分位法等统计方法，逐年分别或者多年度平均计算可比企业利

润或者价格的平均值或者四分位区间。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可比利润水平或者可比价格对被调查企业各年度关联交易进行逐年测试调整。 

  税务机关采用四分位法分析评估企业利润水平时，企业实际利润水平低于可比企业利润率区间中



位值的，原则上应当按照不低于中位值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被调查企业为其关联方提供的来料加工业务，在可比企业不是

相同业务模式，且业务模式的差异会对利润水平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应当对业务模式的差异进行调整，

还原其不作价的来料和设备价值。企业提供真实完整的来料加工产品整体价值链相关资料，能够反映

各关联方总体利润水平的，税务机关可以就被调查企业与可比企业因料件还原产生的资金占用差异进

行可比性调整，利润水平调整幅度超过 10%的，应当重新选择可比企业。 

  除本条第一款外，对因营运资本占用不同产生的利润差异不作调整。 

  第二十七条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被调查企业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选取的可比企业

与被调查企业处于不同经济环境的，应当分析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因素，并选择合理的转

让定价方法确定地域特殊因素对利润的贡献。 

  第二十八条  企业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

合约研发业务，原则上应当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 

  上述企业如出现亏损，无论是否达到《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2号）中的同期资料准备标准，均应当就亏损年度准备同期

资料本地文档。税务机关应当重点审核上述企业的本地文档，加强监控管理。 

  上述企业承担由于决策失误、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研发失败等原因造成的应当由关联方承担的

风险和损失的，税务机关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第二十九条  税务机关对关联交易进行调查分析时，应当确定企业所获得的收益与其执行的功

能或者承担的风险是否匹配。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隐匿关联交易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减少的，税务机关可以通

过还原隐匿交易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抵消关联交易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减少的，税务机关可以通

过还原抵消交易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第三十条 判定企业及其关联方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贡献程度及相应的收益分配时，应当全面分析

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全球营运流程，充分考虑各方在无形资产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

推广中的价值贡献，无形资产价值的实现方式，无形资产与集团内其他业务的功能、风险和资产的相

互作用。 

  企业仅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而未对无形资产价值做出贡献的，不应当参与无形资产收益分配。无

形资产形成和使用过程中，仅提供资金而未实际执行相关功能和承担相应风险的，应当仅获得合理的

资金成本回报。 

  第三十一条 企业与其关联方转让或者受让无形资产使用权而收取或者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应

当根据下列情形适时调整，未适时调整的，税务机关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一）无形资产价值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按照营业常规，非关联方之间的可比交易应当存在特许权使用费调整机制； 

  （三）无形资产使用过程中，企业及其关联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或者使用的资产发生变化； 

  （四）企业及其关联方对无形资产进行后续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推广做出贡献

而未得到合理补偿。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与其关联方转让或者受让无形资产使用权而收取或者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应当与无形资产为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带来的经济利益相匹配。与经济利益不匹配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

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整。未带来经济利益，且不符合独立交

易原则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企业向仅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而未对其价值创造做出贡献的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不符合独



立交易原则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第三十三条  企业以融资上市为主要目的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资公司，仅因融资上市活

动所产生的附带利益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

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第三十四条  企业与其关联方发生劳务交易支付或者收取价款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

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关联劳务交易应当是受益性劳务交易，并且按照非关联方在相同或者类似情

形下的营业常规和公平成交价格进行定价。受益性劳务是指能够为劳务接受方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

利益，且非关联方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形下，愿意购买或者愿意自行实施的劳务活动。 

  第三十五条  企业向其关联方支付非受益性劳务的价款，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

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非受益性劳务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劳务接受方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已经购买或者自行实施的劳务活动； 

  （二）劳务接受方从其关联方接受的，为保障劳务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方的投资利益而实

施的控制、管理和监督等劳务活动。该劳务活动主要包括： 

  1.董事会活动、股东会活动、监事会活动和发行股票等服务于股东的活动； 

  2.与劳务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方、集团总部和区域总部的经营报告或者财务报告编制及分

析有关的活动； 

  3.与劳务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方、集团总部和区域总部的经营及资本运作有关的筹资活

动； 

  4.为集团决策、监管、控制、遵从需要所实施的财务、税务、人事、法务等活动； 

  5.其他类似情形。 

  （三）劳务接受方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并非针对其具体实施的，只是因附属于企业集团而获得额

外收益的劳务活动。该劳务活动主要包括： 

  1.为劳务接受方带来资源整合效应和规模效应的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

合并、分立等集团重组活动； 

  2.由于企业集团信用评级提高，为劳务接受方带来融资成本下降等利益的相关活动； 

  3.其他类似情形。 

  （四）劳务接受方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已经在其他关联交易中给予补偿的劳务活动。该劳务活动

主要包括： 

  1.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中给予补偿的与专利权或者非专利技术相关的服务； 

  2.从贷款利息支付中给予补偿的与贷款相关的服务； 

  3.其他类似情形。 

  （五）与劳务接受方执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无关，或者不符合劳务接受方经营需要的关联劳务

活动； 

  （六）其他不能为劳务接受方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或者非关联方不愿意购买或者不愿意

自行实施的关联劳务活动。 

  第三十六条  企业接受或者提供的受益性劳务应当充分考虑劳务的具体内容和特性，劳务提供

方的功能、风险、成本和费用，劳务接受方的受益情况、市场环境，交易双方的财务状况，以及可比

交易的定价情况等因素，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选择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关联劳务能够分别按照各劳务接受方、劳务项目为核算单位归集相关劳务成本费用的，应

当以劳务接受方、劳务项目合理的成本费用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劳务不能分别按照各劳务接受方、劳务项目为核算单位归集相关劳务成本费用的，应



当采用合理标准和比例向各劳务接受方分配，并以分配的成本费用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分配标准

应当根据劳务性质合理确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营业收入、营运资产、人员数量、人员工资、设

备使用量、数据流量、工作时间以及其他合理指标，分配结果应当与劳务接受方的受益程度相匹配。

非受益性劳务的相关成本费用支出不得计入分配基数。 

  第三十七条  企业向未执行功能、承担风险，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不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第三十八条  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

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第三十九条  经调查，税务机关未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的，应当作出特别纳税调查

结论，并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结论通知书》。 

  第四十条  经调查，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的，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实施调整： 

  （一）在测算、论证、可比性分析的基础上，拟定特别纳税调查调整方案； 

  （二）根据拟定调整方案与企业协商谈判，双方均应当指定主谈人，调查人员应当做好《协商内

容记录》，并由双方主谈人签字确认。企业拒签的，税务机关调查人员（两名以上）应当注明。企业

拒绝协商谈判的，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 

  （三）协商谈判过程中，企业对拟定调整方案有异议的，应当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进一步提

供相关资料。税务机关收到资料后，应当认真审议，并作出审议结论。根据审议结论，需要进行特别

纳税调整的，税务机关应当形成初步调整方案，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 

  （四）企业收到《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后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7日内

书面提出。税务机关收到企业意见后，应当再次协商、审议。根据审议结论，需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

并形成最终调整方案的，税务机关应当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五）企业收到《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后，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或者提出异

议后又拒绝协商的，或者虽提出异议但经税务机关审议后不予采纳的，税务机关应当以初步调整方案

作为最终调整方案，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第四十一条 企业收到《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后有异议的，可以在依照《特别纳税调查调

整通知书》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利息、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后，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企业收到国家税务局送达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后有异议的，向其上一级国家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企业收到地方税务局送达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后有异议的，可以选择向其上

一级地方税务局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二条  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涉及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利息、租金、特

许权使用费的，除另有规定外，不调整已扣缴的税款。 

  第四十三条 企业可以在《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送达前自行缴纳税款。企业自行缴纳税款

的，应当填报《特别纳税调整自行缴纳税款表》。 

  第四十四条 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

规定对 2008年 1月 1日以后发生交易补征的企业所得税按日加收利息。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补缴的税款，应当按照应补缴税款所属年度的先后顺序确定补缴税款的所属年

度，以入库日为截止日，分别计算应加收的利息额： 

  （一）企业在《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送达前缴纳或者送达后补缴税款的，应当自税款所属

纳税年度的次年 6月 1日起至缴纳或者补缴税款之日止计算加收利息。企业超过《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通知书》补缴税款期限仍未缴纳税款的，应当自补缴税款期限届满次日起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在加收滞纳金期间不再加收利息； 



  （二）利息率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 12月 31日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以下简称基准利率）加 5个百分点计算，并按照一年 365天折算日利息率； 

  （三）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同期资料及有关资料的，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需要准备同期资料但

根据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资料的，可以只按照基准利率加收利息。 

  经税务机关调查，企业实际关联交易额达到准备同期资料标准，但未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供同

期资料的，税务机关补征税款加收利息，适用本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第四十五条  企业自行调整补税且主动提供同期资料等有关资料，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需要准

备同期资料但根据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资料的，其 2008年 1月 1日以后发生交易的自行调整

补税按照基准利率加收利息。 

  第四十六条 被调查企业在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期间申请变更经营地址或者注销税

务登记的，税务机关在调查结案前原则上不予办理税务变更、注销手续。 

  第四十七条 根据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依据企业申请或者税

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展协商谈

判,避免或者消除由特别纳税调整事项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 

  相互协商内容包括: 

  （一）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 

  （二）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调整的协商谈判。 

  第四十八条  企业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在税收协定规定期限内，向国家税务总局书

面提交《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和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有关说明。企业当面报送上

述资料的，以报送日期为申请日期；邮寄报送的，以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上述资料的日期为申请日期。 

  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企业提交的上述资料后，认为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的，可以启动相互协商程

序；认为资料不全的，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供资料。 

  第四十九条  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国家税务总局收到正

式来函后，认为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的，可以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国家税务总局认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供的资料不完整、事实不清晰的，可以要求

对方补充提供资料，或者通过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涉及的境内企业协助核实。 

  第五十条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并告知税收协

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负责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

日内，向企业送达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第五十一条  在相互协商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要求企业进一步补充提供资料，企业应当在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拒绝企业申请或者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

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请求： 

  （一）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属于税收协定任一缔约方的税收居民； 

  （二）申请或者请求不属于特别纳税调整事项； 

  （三）申请或者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或者法律依据； 

  （四）申请不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 

  （五）特别纳税调整案件尚未结案或者虽然已经结案但是企业尚未缴纳应纳税款。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一）企业申请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二）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三）申请必须以另一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调整结果为依据，而另一被调查企业尚未结束调查调整



程序； 

  （四）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暂停的情形。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一）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或者存在

其他不配合的情形； 

  （二）企业申请撤回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三）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撤回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四）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终止的情形。 

  第五十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暂停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负责

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达暂停或者终止

相互协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第五十六条  国家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签署相互协商协议后，应当书面

通知省税务机关，附送相互协商协议。负责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附送相互协商协议。需要补（退）税的，应当附送

《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协议补（退）税款通知书》或者《预约定价安排补（退）税款通知书》，并

监控执行补（退）税款情况。 

  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以外币计算的，应当按照相互协商协议送达企业之日上月最后一日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补缴或者应退还的税款。 

  补缴税款应当加收利息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第五十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企业或者其扣缴义务人、代

理人等在相互协商中提供的有关资料保密。 

  第五十八条 企业或者其扣缴义务人、代理人等在相互协商中弄虚作假，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九条 企业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国家税务总局提起相互协商申请的，提交的资料应当同时采

用中文和英文文本，企业向税收协定缔约双方税务主管当局提交资料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第六十条  涉及税收协定条款解释或者执行的相互协商程序，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

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56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受理但尚未达成一致的相互协商案件，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5月 1日起施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文件印发）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转让定价跟踪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8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联交易监控和调查的通

知》（国税函〔2009〕36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5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16号）同时废止。 

 

 

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 

发布日期：2017 年 04 月 01 日 

  近日，税务总局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号，以下简称《办法》）。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问：《办法》发布的背景是什么？ 

  答：税务总局于 2009年初发布《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以下

简称 2号文），对特别纳税调查及调整程序进行规范，至今已有 8年。《办法》结合国内国际的经济环

境变化及多年来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工作的经验，对 2号文中特别纳税调查调整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

修改和细化，进一步明晰税务机关的调查调整程序、调整方法等相关工作内容。《办法》还充分考虑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了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的工作流程及内容。 

  同时，《办法》考虑了当前国际税收新形势，根据 G20倡导的“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

造地征税”总原则，充分借鉴了新的国际税收规则和 G20税改成果。 

  二、问：企业自行调整补税后，税务机关是否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答：《办法》吸纳了《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

第 54号）的内容，强调税务机关以风险管理为导向，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利润水平

监控等手段，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风险的，会对企业进行

风险提示，鼓励企业自行调整。 

  企业自行调整补税的，在两种情形下税务机关仍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一是企业自行调整

补税不到位的；二是企业要求税务机关确认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等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 

  三、问：《办法》规定的特别纳税调查程序是否仅适用于转让定价的调查？ 

  答：《办法》规定的特别纳税调查程序适用于对企业的转让定价、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

资本弱化、一般反避税等事项的特别纳税调查。 

  四、问：非居民企业是否会被特别纳税调查？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对非居民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

查。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并立案的，可以委托境内关联方或者与调查有关的境内

企业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一）》。 

  五、问：已经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是否会被特别纳税调查？ 

  答：《办法》明确经预备会谈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意见，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

意向书》，并申请预约定价安排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企业，或者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续

签申请书》的企业，可以暂不作为特别纳税调整的调查对象。但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年度和关联交

易除外，也就是说如果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关联交易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也可能被特别纳税调

查调整。 

  六、问：被调查企业不提供特别纳税调查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的，是否会被

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调查企业不提供特别纳税调查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

资料的，税务机关会责令限期改正，被调查企业可以在责令限改期内补充提供资料。被调查企业逾期

仍未改正的，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核定其应纳税所得

额。 

  七、问：《办法》对税务机关进行可比性分析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税务机关进行可比性分析的步骤和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应当在分析评估交易各方功能风险的基础上，选择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作为被测试对象； 

  （二）优先使用公开信息，也可以使用非公开信息； 

  （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算术平均法、加权平均法或者四分位法等统计方法，逐年分别或者

多年度平均计算可比企业利润或者价格的平均值或者四分位区间； 

  （四）应当按照可比利润水平或者可比价格对被调查企业各年度关联交易进行逐年测试调整； 

  （五）采用四分位法分析评估企业利润水平时，企业实际利润水平低于可比企业利润率区间中位



值的，原则上应当按照不低于中位值进行调整； 

  （六）被调查企业为其关联方提供的来料加工业务，在可比企业不是相同业务模式，且业务模式

的差异会对利润水平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应当对业务模式的差异进行调整，还原其不作价的来料和设

备价值。企业提供真实完整的来料加工产品整体价值链相关资料，能够反映各关联方总体利润水平的，

税务机关可以就被调查企业与可比企业因料件还原产生的资金占用差异进行可比性调整，利润水平调

整幅度超过 10%的，应当重新选择可比企业。除料件还原外，对因营运资本占用不同产生的利润差异

不作调整； 

  （七）选取的可比企业与被调查企业处于不同经济环境的，应当分析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

特殊因素，并选择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地域特殊因素对利润的贡献。 

  八、问：企业在关联交易中应当特别避免的几种行为？ 

  答：《办法》强调了税务机关特别关注的几种避税行为，企业在实际的关联交易中应予以关注，

以减少税收风险。 

  （一）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合约研发业务

的企业，承担由于决策失误、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研发失败等原因造成的应当由关联方承担的风险

和损失； 

  （二）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隐匿关联交易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减少； 

  （三）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抵消关联交易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减少。 

  九、问：单一功能的亏损企业是否需要准备同期资料？ 

  答：《办法》延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联交易监控和调查的通知》（国税函〔2009〕363

号）的文件精神，规定企业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

合约研发业务，原则上应当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上述企业如出现亏损，无论是否达到《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2号）中的同

期资料准备标准，均应当就亏损年度准备同期资料本地文档。税务机关会重点审核上述企业的本地文

档，加强监控管理。 

  十、问：企业被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整后，是否会被实施 5 年的跟踪管理？ 

  答：《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对企

业实施转让定价纳税调整后，应自企业被调整的最后年度的下一年度起 5年内实施跟踪管理。 

  《办法》取消了 5年跟踪管理期的规定，强调税务机关将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利

润水平监控等手段，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这里包括被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整的企业。

也就是说，对于被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整的企业，税务机关依然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而且

监控管理期不限于 5年。 

  十一、问：《办法》废止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16号，以下简称 16 号公告），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适

用的政策是否存在原则性变化？ 

  答：为方便纳税人的政策执行，《办法》吸收合并了多个相关文件，并进一步完善。其中，企业

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适用的政策没有发生原则性变化。《办法》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七条将 16号公告

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完善和细化，规定了企业与其关联方进行无形资产收益分配，以及企业与其关联方

发生劳务交易支付或者收取价款等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应特别关注的是，《办法》明确以下情形，如果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

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一）企业与其关联方转让或者受让未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使用权而收取或者支付特许权使

用费的； 



  （二）企业向仅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而未对其价值做出贡献的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 

  （三）企业以融资上市为主要目的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资公司，仅因融资上市活动所产生

的附带利益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 

  （四）企业向其关联方支付非受益性劳务价款的； 

  （五）企业向未执行功能、承担风险，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的。 

  十二、问：对于企业自行进行调整的情况，补缴税款时是否可以按照基准利率加收利息？ 

  答：企业自行调整补税且主动提供同期资料等有关资料，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需要准备同期资料

但根据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资料的，其 2008年 1月 1日以后发生交易的自行调整补税按照基

准利率加收利息。 

  十三、问：企业被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后，有哪些法律救济途径？ 

  答：企业被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也可以根据我国对外签

署的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申请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 

  十四、问：企业在申请预约定价安排时，如何适用《办法》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

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4 号，以下简称 64 号公告）？ 

  答：《办法》是相互协商程序的一般性规定。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所涉相互协商程序的启

动、暂停和终止由《办法》进行规范，而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根据 64号公告的相关规定执行。 

  需要说明的是，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根据 64号公告第八条以及《办法》第四十

八条和五十条的规定，企业在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同意提交正式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后，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附送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报告，同时向国

家税务总局书面提交《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正式申请报告和《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

序申请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并告知税收协定缔

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达启动相互协

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十五、问：《办法》关于相互协商程序的规定和《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6号，以下简称 56 号公告)如何衔接？ 

  答：《办法》不适用于涉及税收协定条款解释或者执行的相互协商程序。涉及税收协定条款解释

或者执行的相互协商程序，按照 56号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的解读 
发布日期：2017 年 04 月 01 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进一步完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相关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借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发布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现将《办法》解读如下： 

  一、《办法》发布的背景和主要意义是什么？ 

  《办法》是落实二十国集团（G20）税改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 G20杭州峰会共识，

即实施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促进需求与经济增长。特别纳税调查调整是国际税收领域的重要工作，

其重要原则是尊重国际税收规则，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营造公平国际税收秩序，促进跨国投

资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相互协商程序为解决税务争议、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提供重要途径，是国际税

收合作的重要体现。《办法》考虑了当前国际税收新形势，根据 G20倡导的“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

和价值创造地征税”总原则，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调查

调整、相互协商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二、《办法》关于特别纳税调查调整的规定与原文件相比主要变化是什么？ 



  《办法》吸收 G20国际税改的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税收实践，对特别纳税调查调整作出进一步完

善，具体包括： 

  （一）进一步规范明确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程序。 

  （二）增加了无形资产、劳务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对于无形资产交易，强调无形资产的收益分配应当与关联交易各方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贡献程度相

匹配。 

  对于关联劳务交易，明确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关联劳务交易应当是受益性劳务交易，并且按照非

关联方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形下的营业常规和公平成交价格进行定价。明确受益性劳务内容，对非受益

性劳务的具体情形进行说明。 

  （三）对特别纳税调查中的重要事项予以明确。如税务机关分析评估被调查企业关联交易时，应

当选择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作为被测试对象；税务机关在进行可比性分析时，优先使用公开信息，也

可以使用非公开信息；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可比利润水平或者可比价格对被调查企业各年度关联交易进

行逐年测试调整等。 

  总体来看，《办法》对特别纳税调查调整的规定更加清晰透明，内容更加全面，符合新的国际税

收形势。 

  三、已经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是否会被特别纳税调查？ 

  《办法》规定经预备会谈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意见，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

书》，并申请预约定价安排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企业，或者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

请书》的企业，可以暂不作为特别纳税调整的调查对象。但同时明确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年度和关

联交易除外，也就是说如果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关联交易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依然会被特别纳

税调查调整。 

  四、单一功能亏损企业是否需要准备同期资料？ 

  《办法》延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跨境关联交易监控和调查的通知》（国税函〔2009〕363

号）的文件精神，规定企业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

合约研发业务，原则上应当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上述企业如出现亏损，无论是否达到《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2号）中的同

期资料准备标准，均应就亏损年度准备同期资料本地文档。税务机关应当重点审核上述企业的本地文

档，加强监控管理。 

  五、什么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办法》明确以下情形，如果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已税前扣除的金额全额实

施特别纳税调整： 

  （一）企业与其关联方转让或者受让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使用权而收取或者支付的特许

权使用费。 

  （二）企业向仅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而未对其价值创造做出贡献的关联方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三）企业以融资上市为主要目的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资公司，仅因融资上市活动所产生

的附带利益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四）企业向其关联方支付非受益性劳务的价款。 

  （五）企业向未执行功能、承担风险，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境外关联方支付的费用。 

  六、对于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否可以进行特别纳税调整? 

  《办法》规定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

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但如果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应税

利润从我国境内转移到境外的,税务机关有权对其进行特别纳税调整。 



  七、《办法》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适用于哪些情形？ 

  《办法》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既适用于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

调整的协商谈判，也适用于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办法》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不适用

于涉及税收协定条款解释或者执行的相互协商程序。 

  涉及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还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64号）的相关规定。 

  八、《办法》落实 G20 国际税改成果，在相互协商方面体现哪些变化？ 

  《办法》落实 BEPS第 14项行动计划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特别纳税调整事项

相关的相互协商工作流程，推动相互协商案件的及时处理，积极为纳税人避免或者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办法》对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做了明确要求。一是启动时点。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

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并告知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负责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达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

知书》。二是暂停或者终止时点。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暂停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

税务机关。负责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

达暂停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三是执行时点。国家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缔约

对方税务主管当局签署相互协商协议后，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附送相互协商协议。负责特别纳

税调整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附送相互协商协议，并做好执行工作。 

 

 

 

 

 

 

 

 

 

 

 

 

 

 

 

 

 

 

 

 

 

 

 

 



 

 

 電話：852-2137-6109   傳真：852-2136-4969 

 地址：香港九龍灣常悅道 9號企業廣場 1期 1座 7樓第 95室 

 官網：www.allway-obu.com    電郵：hk@allway-obu.com 

 服務據點：台北、台中、高雄、香港、新加坡、廈門、深圳、上海、北京、越南、緬甸 

 

 

境外公司設立：英國、香港、新加坡、開曼、賽席爾、貝里斯、BVI、薩摩亞、安圭拉、美國 

外海資產保全與繼承、境外信託設立、私募基金設立、海外文件公認證 

 

 

投資規劃、工商登記、代理記帳、勞動合同、來料加工轉獨資、繼承大陸台商遺產、企業解散清算、

大陸股權轉讓、土地 轉讓、商業合同擬訂、常年法律顧問服務 

 

 

 

 

 

 

 

廣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廣鴻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工商登記、代理記帳、財稅簽證、投審會報備、最低稅負及海外所得規劃、企業及個人稅務規劃、 

國內信託規劃、常年稅務顧問、稅務協談救濟、秘書服務、考察安排 

 

 

外商來台投資登記、陸資來台投資登記、台灣商標登記、美國稅務申報與稅務諮詢、越南工商記帳、

緬甸工商記帳、境外商務辦公室服務、港澳來台投資移民專案、陸資來台 OIU與 OBU規畫 

 

編輯人：蘇浚瑋 Kevin  總監/顧問   行動  ：0922-966-505 

 

 

   

All way Management Consultants Co .,Ltd. 
台灣、大陸、香港、越南、緬甸(聯盟)會計師/律師事務所 

 

電話:02-2990-0815  傳真:02-2508-0301 

電話:04-2291-7555  傳真:04-2291-7755 

電話:07-586-8855   傳真:07-950-8668 

台北：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51巷 6-1號 10樓 

台中：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00號 5樓之 8 

高雄：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 77號 4樓 1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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