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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峡两岸所得税发生双重征税的原因有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居民身份确定标准的不同$对收入来源地的判定

标准不同% 借鉴大陆与香港&澳门签订的税收协定$消除两岸双重征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对策$即签订两岸

税收协定及加强两岸税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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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起! 台商开始试探性地对

大陆进行投资! 受大陆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的吸

引! 到 !" 世纪 #" 年代末台商迅速将投资重心转移

到大陆" $%&发展至今!两岸无论在贸易往来还是人员

往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据资料显示! !""% 年两

岸贸易总额高达 ’!’()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 $!&

!""! 年 台 湾 入 境 旅 游 人 数 已 达 到 ’--("- 万 人 !比

%+## 年增加了 .(’! 倍" $’&税收作为政府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是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大陆

为吸引台商投资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 但由于

两岸政府沟通交流渠道不畅#维护自身利益等原因!
出现了双重征税#逃避税等现象!阻碍了两岸经贸往

来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两岸政府#投资者的高度重

视" 因此本文从分析双重征税产生的原因入手!提出

若干改革建议"
二" 两岸双重征税产生的原因

海峡两岸经贸# 人员往来在税种上主要涉及流

转税和所得税" 其中所得税发生双重征税!其中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 中 的 体 现!

表现为一国政府在税收方面所行使的立法权和征收

管理权力 $)&" 大陆与台湾由于历史的原因!各自行使

独立的税收管辖权" 大陆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都是同时行使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 台湾对

营利事业所得征税%即大陆的企业所得税&也行使地

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 对个人综合所得税目前仍

行使单一的地域管辖权" 双方行使的税收管辖权基

本相同!因此必然会产生冲突"

!二#居民身份确定标准的不同%
大陆对自然人居民采用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

准# 对法人居民采用公司注册地和总机构所在地相

结合的标准!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分别承担不同的

纳税义务" 居民纳税义务人就其来源于境内外所得

纳税" 非居民纳税义务人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

得纳税" 台湾对自然人居民判定区分为居住之个人

和不居住之个人二类! 对法人居民采用总机构判定

标准" 台湾地区的个人!其任何来源于台湾境内的所

得都必须缴纳综合所得税! 并且如果有来源于大陆

的所得!也必须并入其纳税所得缴纳综合所得税!其

中大陆所得!采用税额抵扣制度!以避免重复征税" $*&

台 湾 法 人 居 民 与 非 居 民 也 分 别 承 担 不 同 的 纳 税 义

务!法人居民!则应对来源于台湾境内外全部营利事

业所得纳税! 否则只对台湾境内的营利事业所得纳

税" 由于大陆与台湾对自然人居民#法人居民的判定

标准不同! 致使同一纳税人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同时

被认为是居民纳税人并承担纳税义务! 从而产生双

重征税"

!三#对收入来源地的判定标准不同%
在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过程中! 大陆与

台湾对收入来源地的判定标准基本相同! 但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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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例! 例如"台湾税法特别规定"台湾派驻境外

工 作 人 员 及 其 一 般 雇 用 人 员 在 境 外 提 供 劳 务 的 报

酬"其提供劳务地虽不在台湾境内"但仍被视为台湾

来源所得! !"#而中国大陆境内并没有对此另作规定"
只将劳务报酬所在地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提供各种劳

务所得! 因此"如果台湾派驻工作人员到大陆提供劳

务活动"大陆支付其一定的劳务报酬"则根据台湾税

法要对这笔所得征税" 而根据大陆税法也应对这笔

所得征税! 收入所得来源地确认标准的不同"使得双

重征税成为可能!
三!解决两岸双重征税的对策

与单纯在大陆或者台湾从事经济活动的纳税人

相比" 双重征税使跨越海峡两岸投资人的税收负担

加重! 这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也使

他们处于相对不利的竞争地位! 综观两岸出台的关

于避免双重征税的政策" 虽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跨

越两岸投资者的负担" 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

因素的存在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因此"本文借鉴

大陆与香港#澳门签订的税收协定"提出如下对策$

!一"签订税收协定

大陆与台湾都属中国" 彼此不能通过签订双边

税收协定来消除重复征税" 但都是 $%& 正式成员"
都遵守 ’() 体制内的非歧视性原则! 因此"建议大

陆与台湾可以 ’(& 成员的名义签订避免双重征 税

协定" 其内容可以参考中国大陆与香港或澳门签订

的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其中要特别重视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对自然人居民身份的认定! 大陆与台湾对

居民身份的认定不同" 可以统一规定在对方停留超

过 *+, 天予以申报纳税并在协定中予以体现" 逗留

时间的确定税务机关可根据需要从出入境管理部门

直接取得相关资料!
第二" 法人居民双方都是以总机构所在地为标

准"对总机构来源于双方的所得合并纳税"而分支机

构的生产经营所得由其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 对

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

或者虽设立机构# 场所但与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的所得的企业从我国境内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

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可由双方

协商以较低的税率 "-确定" 以达到税收优惠的目

的!
第三"使用%常设机构&的概念来解决营业利润

在来源地征税的问题! 企业在另一方的经营活动"是

否构成常设机构" 应成为该另一方对其利润能否征

税的准则!
第四"消除双重征税方法是限额抵免法"并且一

方所允许的税收抵免必须是在另一方已缴纳的税款

才可在一方税款中抵免" 但是抵免税额不应超过对

该项所得按照另一方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二"加强两岸税务合作

两岸税务资讯的畅通"对两岸税收工作的开展

至 关 重 要" 因 此 要 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加 强 两 岸 税 务

合作$
第一"建立一个共同的税收资料交换机构! 该机

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双方税务机关在税收关系上即

避免双重征税# 防止逃避税等方面所需要的税务资

料! 它可以由海峡会和海基会共同协商组建"派驻一

些税务代表共同调查#交换税务资料!
第二"在税务合作中如果产生争议"应建立解决

争端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双方及时交流#相互协商解

决! 当其中一方居民认为"另一方或双方所采取的措

施"导致对其不符合规定的征税时"可以将案情提交

居民的所在地税务主管当局! !.#如果该税务主管当局

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

法同另一方税务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 以避免不

符合规定的征税"从而减少税收冲突"利于两岸经贸

关系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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