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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再迎税收优惠福利——股息再投资递延纳税政策落地 

 

从 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尽管大家习惯称呼其为新税法，但其实已经满了十年了）统一

了原有的内外资二元所得税制后，外商投资企业在所得税征管中就不再像以往那样有相对优势地位

了。 

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

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8 号，“88 号通知”），为外商

投资企业的境外投资者送上了一季岁末红包。这也是在部分国家强力出台税收优惠或减税政策的大

背景下，中国为境外投资者营造更佳的投资环境的一大举措。为方便大家进一步理解 88 号通知中

的政策要求，我们将其关键要点总结如下，谨供参考。 

一、 这不是免税，而是一项递延纳税政策 

在 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之前，境外投资者从其投资到中国境内的企业分得的股息，一

般是可免于缴纳中国的预提所得税的。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新《企业所得税法》将这一优惠

取消了。除了适用的税收协定/安排可能给予的优惠待遇政策外，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分得的股息，

原则上都需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 10%的预提所得税。即便前述股息被直接用于中国境内再投资，直

接税收成本带来的影响却也无法回避。 

88 号通知在新年到来之际，给境外投资者传递了一项重大利好——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

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

收预提所得税。 

换句比较接地气的话来讲，这个优惠政策的精髓就是“终于可以等以后真有钱了再交税了”。 

二、 优惠政策适用的四个前提条件 

如希望享受 88 号通知规定的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境外投资者需要同时满足四项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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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具体要求 

直接投资 包括增资、新建、股权收购等权益性投资行为，但不包括新增、转增、收购上市公司

股份（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除外）以及关联方收购交易 

实际分配 利润属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分配已经实现的留存收益而形成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直接划转 无论是以现金形式支付还是非现金形式支付，必须直接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

方，不得中间周转 

符合目录 被投资企业在境外投资者投资期限内从事的业务，需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所列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或属于《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要求 

三、 优惠政策适用的四个征管要点 

考虑到境外投资者属于非居民企业的背景，在股息红利源泉扣缴的征管体制下，境外投资者如

希望享受 88 号通知明确的优惠政策，仍需要关注如下征管要求： 

1. 源泉扣缴 

对非居民企业源自中国的股息红利，现行税法要求源泉扣缴，扣缴义务人为利润分配企业。 

境外投资者符合 88 号通知规定的递延纳税条件的，利润分配企业经适当审核后方可暂不扣缴

预提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履行备案手续。 

2. 动态监管 

境外投资者已享受递延纳税优惠后，税务部门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除属于利润分

配企业责任外，视为境外投资者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依法追究延迟纳税责任，税款延

迟缴纳期限自相关利润支付之日起计算。 

3. 补缴课税 

境外投资者在享受了递延纳税待遇后，如实际收回投资（包括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等方式），

则应补缴此前暂未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款，应在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 7 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补缴

税款。 

如相关交易安排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仍可继续享受递延纳税政策。 

4. 追溯执行 

88 号通知明确规定，递延纳税优惠政策追溯至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即境外投资者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含当日）以后，以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直接投资可以适用 88 号通知

规定。 

对于在追溯生效期限内已扣缴了预提所得税的境外投资者，可在实际缴纳相关税款之日起三年

内申请追补享受暂不征税政策，退还已缴纳的税款。 

汉坤观察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影响仍不容忽视，甚至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引导

作用。我们相信也期待会有更多稳定透明的财税引导政策将逐步落地，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

更佳的财税政策环境。如您对 88 号通知的相关政策有进一步的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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