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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征管改革系列解读之一:税收居民身份认定及相关税收合规要点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 1980 年实施以来的第七次修正（“《新个税法》”）。《新个税法》在个税

领域开启了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新税制，其主体部分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本期，我们

就《新个税法》对纳税人的几点重要影响进行分析，谨供参考。 

一、 个人所得税的“居民”身份判定原则 

《新个税法》第一条明确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税务居民身份判定标准，并对相应的

课税原则进行了明确： 

 判定标准 中国应税范围 

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或者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

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个人 

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

所得 

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的个人；或者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

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 

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 

在本次修订前的原个人所得税法（“原税法”）中尽管没有“居民”和“非居民”的直接概念，

但却有类似的“有住所”和“无住所”个人的定义。如果从新旧税法条文规定的本身比较，《新个

税法》引入的 183天测试标准，相比于原税法中对“无住所个人”（通常指外籍个人和港澳台居民）

的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测试标准，确实是收紧了课税认定原则。 

二、 原有的“五年豁免规定”的延续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原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曾对外籍个人和港澳台居民有一项“五年豁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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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经主管税

务机关批准，可以只就由中国境内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支付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

税；居住超过五年的个人，从第六年起，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前述“五年豁免规定”，未满足连续五年构成中国纳税义务人的“外籍个人和港澳台居民”

取得的境外所得有机会免于缴纳中国个税（但该上述境外所得直接由中国境内公司、企业以及其他

经济组织或个人支付的情况下无法适用）。 

在《新个税法》将非居民纳税测试标准由一年缩短为183天的背景下，《新个税法》实施条例是

否有机会继续延续原有的“五年豁免规定”成为长期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个人、移民海外或者取

得境外居留权但又可能长时间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在2018年9月30日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中，对“五年豁免规定”的延续安排作出初步答复：为保持政策稳定

性，下一步在落实新个人所得税法时，将考虑继续对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台人士作出优惠安排。 

假设原有“五年豁免规定”得以延续，对于非居民个人而言，五年内其中一年在中国大陆居住

不满183天比原税法体制中的其中一年居住不满一年（1次离境超过30天或累计超过90天），压力还

是增大了不小。 

三、 个税反避税规则可能带来的影响 

《新个税法》第八条明确了反避税规则的适用情形，包括：（1）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

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2）居民个人控制的，

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

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3）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

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 

在跨境投融资交易日益活跃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居民身份背景的创始人常选择 BVI 等离岸区

域搭建持股平台（SPV），比如下图所示 VIE 架构中的 SPV 就经常会设立在 BVI等“税收友好”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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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中的中国籍创始人为例，离岸区域设立的 SPV 为创始人的持股平台。在《新个税法》施

行后，如果 SPV 取得了投资收益但并未向中国籍创始人进行利润分配，中国税务机关将有机会基

于反避税规则进行纳税调整。《新个税法》确定的反避税规则将对包括高资产净值人士在内的中国

居民个人的离岸税务规划带来更严苛的合规影响。 

四、 移居纳税申报要求 

《新个税法》明确提出：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

清算。 

对于有移居规划安排的中国居民个人而言，《新个税法》的施行对其中国个税的完税合规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移居需要关注的其他法律问题，您还可以参考我们此前的分析文章——《汉坤

财富规划政策解析系列之一：政策改革变动视角下的个人规划问题》。 

个税征管新体制的改革，将需要《新个税法》实施条例及配套征管政策的陆续落地才能有效执

行。我们将结合本次修订的《新个税法》及陆续出台的配套法规政策，对个税征管改革带来的影响

进行系列解读，敬请关注。 

https://www.hankunlaw.com/downloadfile/newsAndInsights/68053225d153b2e7c4baeb0c6ef0b815.pdf
https://www.hankunlaw.com/downloadfile/newsAndInsights/68053225d153b2e7c4baeb0c6ef0b8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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