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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之一：不止“安全港”来袭  

 

 

2015 年 2 月 6 日，国家税务总局（下称“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关于非居民企业间

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 号 ，下称“7 号公告”）。7

号公告是一般反避税原则在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领域的具体适用，也是维护中国税收

主权和权益的重要工具。7 号公告的重磅来袭，势必将对非居民企业参与重组交易带来深远影响。我们

将对 7 号公告带来的非居民企业相关中国税收环境影响展开系列解析，谨供参考。 

1． 7 号公告发布的历史背景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下称“《企业所得税法》”），构

建了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为征管对象的所得税综合课税体系。通过非居民企业间接参与对中国居民

企业的投资，是许多年来跨境资本市场中较为主流的交易架构。《企业所得税法》施行以来，税务总局

在非居民企业跨境投资领域的中国税收征管力度也日益加强。 

 2009 年 12 月 10 日，税务总局颁布了著名的《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

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 号，下称“698 号通知”），将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

的股权交易与直接转让一并纳入了中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网络，在市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2011 年 3 月 28 日，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1]年 24 号，下称“24 号公告”），对 698 号通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技术问题进

行了澄清。 

追溯至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 698 号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就在跨境投融资交易安排中成为一项

焦点问题。698 号通知执行以来，让市场参与者倍感焦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税收成本的增加，更大的原

因恐怕还是集中在 698 号通知和 24 号公告未能对资本交易涉及的中国税务遵从以及税务机关执法的确

定性带来统一，进而在跨境交易安排中引起了诸多困扰。值得关注的是，7 号公告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征

管机制，实际上对 698 号通知进行了更具确定性的补充；对参与中国市场投资的非居民企业而言，“确

定性”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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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号公告的法规依据 

7 号公告的法规依据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此外，7 号公告中涉及一般反避税案件调查的具体程序，应根据《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

（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 2014 年第 3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比 698 号通知更广的适用范围 

税务总局通过 7 号公告首次明确了“中国应税财产”的概念及相关课税原则： 

（1） 实质判定：非居民企业通过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等财产，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重新

定性该间接转让交易，确认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 

（2） 中国应税财产：指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包括非居民企业直接持有，且转让取得的所

得按照中国税法规定，应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中国境内机构、场所财产，中国境内不

动产，在中国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资产等； 

（3）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是指非居民企业通过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境外企

业（不含境外注册中国居民企业，下称“境外企业”）股权及其他类似权益，产生与直接

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相同或相近实质结果的交易，包括非居民企业重组引起境外企业股东发

生变化的情形；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非居民企业称“股权转让方”。 

7 号公告适用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规避中国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

适用于被转让的境外企业在华拥有特定应税财产（在华设立机构场所、在华拥有不动产或不动产公司、

在华拥有权益性投资资产）的情况；根据 7 号公告的规定，其不适用于股权转让所得与股权转让方在中

国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情况。 

4． 合理商业目的判定标准 

实质重于形式，是中国税务机关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判定的基本原则。7 号公告明确了对合理商业

目的进行整体考虑和综合判定的八项分析因素： 

（1） 境外企业股权主要价值是否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2） 境外企业资产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 

（3）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是否能

够证实企业架构具有经济实质； 

（4） 境外企业股东、业务模式及相关组织架构的存续时间； 

（5）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应缴纳所得税情况； 

（6） 股权转让方间接投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与直接投资、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

易的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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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所得在中国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或安排情况；以及 

（8） 其他相关因素。 

5． 期待已久的“安全港”规则终于落地 

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中，7 号公告对可直接认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形以及应当认

定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形进行了列举：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 

7 号公告的主

要规定 

 境外企业股权 75%以上价值直接或

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前

一年内任一时点，境外企业资产总

额（不含现金）的 90%以上直接或

间接由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前

一年内，境外企业取得收入的 90%

以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

税财产的下属企业虽在所在国家

（地区）登记注册，以满足法律所

要求的组织形式，但实际履行的功

能及承担的风险有限，不足以证实

其具有经济实质；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

应缴所得税税负低于直接转让中国

应税财产交易在中国的可能税负。 

 交易双方的股权关系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 

1) 股权转让方直接或间接拥有股

权受让方 80%以上的股权 

2) 股权受让方直接或间接拥有股

权转让方 80%以上的股权 

3) 股权转让方和股权受让方被同

一方直接或间接拥有 80%以上

的股权 

境外企业股权 50%以上（不含 50%）

价值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境内不

动产的，前述第 1）、2）、3）类的

持股比例应为 100%；上述间接拥有

的股权按照持股链中各企业的持股

比例乘积计算； 

 本次间接转让交易后可能再次发生

的间接转让交易相比在未发生本次

间接转让交易情况下的相同或类似

间接转让交易，其中国所得税负担不

会减少； 

 股权受让方全部以本企业或与其具

有控股关系的企业的股权（不含上市

企业股权）支付股权交易对价。 

汉坤解析 上述关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直接判

定规定，对于包括 VIE 协议控制架构在

内的跨境投融资交易模式涉及的重组交

易将带来极大的中国税收合规风险和挑

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中，如果

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将被认定为具有合理

商业目的，实质上构建了间接转让交易中

的“安全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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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 

战。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述要求中明确包

括了将以获取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

的集团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

排除在安全港之外的具体判定标准；而是

否构成以获取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

的集团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

则通过本次集团内部交易后可能再次发

生的间接转让交易与在未发生本次集团

内部交易情况下的相同或类似间接转让

交易比较税收结果进行测试，凡前者税收

结果可能优于后者的，均不能排除本次集

团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不是

以获取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 

由此可见，“安全港”并非在任何交易安

排下都很安全，也并非此前所设想的那般

美好。 

 

6． 698 号通知和 24 号公告部分退出历史舞台 

7 号公告于其成文日期 2015 年 2 月 3 日正式生效执行。2015 年 2 月 3 日前发生但未作税务处理的

事项，依据 7 号公告执行。698 号通知第五条、第六条及 24 号公告第六条第（三）、（四）、（五）项有关

内容同时废止。 

我们将在近日陆续以《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为题发布汉坤税法评述，并对 7 号

公告所重构的中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税收征管体系进行全面的深度解析，敬请关注。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 您 对 上 述 内 容 有 任 何 问 题 或 建 议 ， 请 与 汉 坤 律 师 事 务 所 薛 冰 （ +86-755-3680 6568; 

bing.xue@hankunlaw.com）联系。 

特别声明 

 
 

 

 

 

Copyright © 2004-2015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