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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税收作为竞争的手段之一，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利用，由此导致国际税收竞争愈演愈烈。国际税收竞争有力

地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危害也不容忽视，有害

国际税收竞争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规范国际税收竞争，抑制有害国际税

收竞争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概括了当前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些特

征，剖析了国际税收竞争协调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就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税收

竞争协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全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首先对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税收

竞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概括了当前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特征，同时对国际税收

竞争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种类进行了归类。重点介绍了恶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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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becomes 

increasingly fierce.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make use of tax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which makes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fiercer and fiercer.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promotes economy development dramaticall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d results caused by harmful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 How to regulate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stop the harmful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That is an urgent issue to solve. 

This thesis systemically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clarifies the character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Then the thesis exam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models. Finally, the thesis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join in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There are three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Chapter 1 is about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It 

firstly talk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It secondly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classifies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into different kinds.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 of harm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its bad results. 

Chapter 2 is about the way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This 

chapter exams some basic principles that are expected to obey, and then it talks about 

some main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They are unilateral 

model, tax treaty model, regional tax integration model and global coordination model. 

In addition, 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odels mentioned 

above. 

Chapter 3 is about the suggestions made for China to join in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reality of China, it firstly analyzes the 

impact, generated by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on China. It secondly makes some 

suggestions. In my opinion,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should join actively i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reform the existing tax incentive policy and income 

tax law for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join a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make the game rules.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protect its economic interest.  

 
Key Words：Tax competition; Tax coordination; Tax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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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ions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U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 

MAI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多边投资协定 

TJN The Tax Justice Network     
税收正义网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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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税收竞争是把双刃剑。一

方面，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害国际税收

竞争问题日益显现。如何抑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促进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是经

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外学术界就国际税收竞争问题已经做了大

量研究，但在国内，对国际税收竞争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多，对国际税收竞争协调

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更少。然而国际税收竞争不断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从中

国的立场上对国际税收竞争协调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税收竞

争及协调提供理论依据。笔者运用比较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法，首先对国际税收

竞争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归纳出当前国际税收竞争的基本特征，介绍国际税收

竞争的基本分类，其中重点介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特点及其危害，接着分析当

前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几种模式，对其优点和缺点进行总结。最后结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就中国如何参加国际税收竞争协调提出笔者个人的意见。

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概述 

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概述 

第一节  国际税收竞争的界定 
    正确界定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是研究国际税收竞争的逻辑起点，也是本文的

基础。国际税收竞争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国外

的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和研究，他们大多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并没有对国际税收竞争做一个严

格的界定。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是到目前

为止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普遍接受的定义。 

一、学者的界定 

    日本学者谷口和繁认为，国际税收竞争指的是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性资本吸

引到本国，各国均对这种资本实施减税措施，引发了减税竞争。
①
在谷口和繁看

国际税收竞争 国际 税竞争 ： 税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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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经济和税收行为。
①
 

    目前，理论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界定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从国际税收竞争的

手段和国际税收竞争的目的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他们将国际税收竞争的手段

归纳为减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措施。但是国际税收竞争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国际税

收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政府采取的竞争手段将会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因此将国

际税收竞争的手段仅仅局限于减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措施是不科学的。至于国际税

收竞争的对象，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对国际税收竞争对象的不同理解，可

以将国际税收竞争分为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和广义的国际税收竞争。 

   “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对资本的竞争，不涉及对劳动、技术及商品等竞争，

其基本特征是税收减免式税收优惠。”
②
 谷口和繁对税收竞争所做的界定就可以

归为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欧盟将对资本的税收竞争分为两类：一是旨在吸引证

券投资，尤其是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

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收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

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给外国投资者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使其投

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
③
 国内也有人对国际税收竞争做了狭义的解释。“国际

税收竞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收优惠，

甚至实行避税制模式，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吸引国际流动资本，促进

本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行为。”
④
  

广义的国际税收竞争是针对国际流动性资源（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商

品）展开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税收竞争。
⑤
 广义的国际税收竞争将竞争的对象

从国际流动性资本扩大到所有的国际流动性资源，如资本、技术、人才、商品等。

陈贺菁认为，各国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吸引国际间的流动

资本或经营活动，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税收竞争。它一般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

特定产业、特定交易形式为对象的一般主权国家的税收优惠措施；二是将税收优

惠发展到极致的避税地税制。
⑥
 “国际税收竞争是指各主权国家为了把国际间的

                                                        
① 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著.税收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78. 
② 周克清.政府间税收竞争及其界定[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16. 
③ 张会萍.审视税收竞争[J].税务研究，2001，(7):7. 
④ 郑雯.国际税收竞争环境下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2002，(4):15.  
⑤ 同本页注②，第 20 页。 
⑥ 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J].税务研究,2001，(2):12. 

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概述 

流动性资本或经营活动、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吸引到本国，有针对性地实施以

扩大税基、降低税率为主要特点的减税措施或税收鼓励措施，甚至实行避税地税

制模式等方式，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①
  

二、本文的界定 

在给国际税收竞争下定义时，应运用发展的哲学观，不仅要考查国际税收竞

争的过去和现在，还要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

经济的发展，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税收竞争的形式也必然朝着

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不能准确地概况当前国际税收竞争

的特点，更不能准确地反映未来国际税收竞争的发展趋势。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国际税收竞争而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税收竞争无论是在手段上还是范围

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而广义的国际税收竞争这一概念则准确地反映了这

一变化，概括了国际税收竞争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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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调节方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调整和改革，美英等

国相继采用了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调节理论，推行一系列区别于凯

恩斯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旨在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控制，

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基本方针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税制改革是对一系

列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和改革的最重要的举措，特别是美国的税制改

革，其冲击力迅速波及到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为避免他国降

低税率给本国经济带来损失，也都迅速做出反应，相继进行税制改革，由此引发

了国际税收竞争。 

二、全球化 

如果说经济滞胀引起了 80 年代的国际税收竞争的话,那么全球化则促进了

国际税收竞争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主要是因为全球

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新技术不断发展。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世界经济一体

化程度逐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特别是很多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国际投资壁垒不断减少，各国外汇管制不断放松，导致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

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在投资地点上选择空间增大。由于税收政策对投资地点的确定

有很大的影响，各国为了留住已有的外国投资和吸引新的外国投资，竞相开展减

免税收的改革。全球化造就了很多全球性公司，全球性公司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出

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公司通常是投资所在地区的纳税大户，对税收

优惠很敏感，他们能够轻易的将其交易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从税收优惠中受益。 

三、网络通讯技术 

网络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大缩小,经济活动超越

了一国范围,经济资源的配置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可以自由地流

动.网络交易可以使跨国公司超越地理空间上的诸多限制，在不影响其营业的情

况下，跨国公司可以轻易地将活动转移到远离消费者的低税率国家。鲁珀特默多

克新闻公司的做法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先例，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 2000 年报

道，该公司在 1987 年开始在英国赚取了 23 亿美元的利润，却没有在英国交一分

钱的公司税。为了防止这些跨国公司行使逃避的权利，东道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优

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概述 

惠的税收政策，留住这些跨国公司。 

四、扶持民族企业 

各国竞相出台竞争性的税收政策除为吸引外资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是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资虽然能够帮助一国迅速发展经济，但它毕竟

是外生型的，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保持一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靠

自力更生，要依靠民族企业的壮大。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不断推行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的背景下，各国能够采取的保护民族企业的措施逐步减少，国家设置的各种

政策藩篱将被撤除，他们将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为增强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依赖，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税率，

减轻企业的税负。 

第三节 国际税收竞争的特征 
国际税收竞争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当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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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加大对家庭的税收优惠，削减总额达 147 亿澳元的

个人所得税。同时政府将进一步减轻小企业纳税负担，届时将有 74 万家小公司

和三万个非营利组织受益。2004 年 8 月 20 日荷兰财政部宣布，将在以后 3年内

把公司的所得税率从现在的 34.5%削减到 30%。
①
减税可以有效降低纳税人的税收

负担，从而降低纳税人的投资成本，以吸引资本、技术及劳动力。通常来说发达

国家主要采取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吸引国际投资。 

除了降低税率这一措施外，后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增加

本国的税收竞争力。所谓税收优惠政策是指为了引导外资注入特定的项目或部门

而给予的可使企业减少税收负担的任何优惠。
②
税收优惠是不同于降低税率的另

外一种国际税收竞争方式。通常来说降低税率是同一课税对象的纳税人普遍享有

的，而税收优惠则是部分纳税人享有，税收优惠是通过税收差别待遇实现对纳税

人税收利益的调整，以达到吸引国际资本、鼓励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等目的。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流动性增强，税收优惠已经成为仅次于降低税率的又

一项国际税收竞争措施。当前，税收优惠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投资、促进经

济发展普遍采用的一种措施。 

随着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仅靠降低税率和提供税收优惠措施已经不能够满

足提升一国税收竞争力的需要。为更有效地提升本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各国在

降低税率和提供税收优惠的同时，还在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上下功夫，提供富有竞

争力的税收征管服务。如果说低税率和税收优惠构成一国税收竞争力的硬要素的

话，那么税收管理水平则是影响一国税收竞争力的软要素。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

决定了前两种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税收竞争的对象多样化 

早期的国际税收竞争主要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各国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措施以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

逐步发展起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国家外汇管制日益放松，外国间接

投资日益活跃，各国也开始采取各种税收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间接投资，发

                                                        
① 王岩，靳东升.2004 年的世界税收发展和变化[J].涉外税务，2005，(10):41. 
② UN. Tax Incentiv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Global Survey. 中译本.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现状和未

来趋势（一），国际贸易问题，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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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国的资本证券市场，拓宽本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税收竞

争从早期的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到当前的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并

重。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阻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越来越少，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生产要素突破原有的限制，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

家或区域经济组织采取新的税收措施吸引这些要素向本国流动，国际税收竞争的

对象日益多样化。 

第四节 国际税收竞争的分类 
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反映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日趋

激烈的现实。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国际税收竞争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一、以竞争主体的经济水平为标准 

按照国际税收竞争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来划分，可以将国际税收竞争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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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法律救济等方式来维护本国的税收资源，保护本国税收主权的完整。税收征

管竞争是主权国家间为了争夺国际税收利益，在税收征管方面互不向对方国家提

供有关的国际税收信息的非合作行为，同时税收征管竞争还表现为提高本国的征

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纳税人纳税提供便利。 

三、以竞争产生的结果为标准 

根据国际税收竞争产生的结果来划分，可以将国际税收竞争划分为良性税收

竞争和有害国际税收竞争。 

（一）良性国际税收竞争 

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是能够产生双赢或者多赢结果的税收竞争。对国家来说，

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扩大税基，通过引进国际流动性资源和国际经济活动，

可以直接带来税基的扩大。对企业来说，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

营成本，增强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良性国际税收竞

争还能够有效地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减少税收对市场的扭曲作用，体现税收中

性原则，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良性国际税收竞争“使得整体国际税负降低，

减少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异对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投资人可

以更加自由地做出在不同国家进行投资的选择，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

配置；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

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削弱了对国际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
①
 

（二）有害国际税收竞争 

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是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税收竞争。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是近

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等国家的关注。

近年来，OECD 一直致力于反有害税收竞争工作。1998 年 4 月，OECD 发布了

《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在这份报告中，OECD 将有害国

际税收竞争分为两种形式：避税地和有害税收优惠措施。报告书提出了判断避税

地的四个要素： 

1 、无税或名义上的税率。该国对非居民实行免税或者名义课税，使得非居

民把该国作为回避本国课税的避税地。 

                                                        
① 范秋美，张晓璞，钟大能，王琦.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涉外税务，200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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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有效的资料交换。对于受到低税负优惠的纳税人的有关资料，该国

政府实行的制度、惯例妨碍了他国政府与之进行有效的资料互换。 

3、缺乏透明性。与纳税人交涉减免税额等，说明该国税制执行制度缺乏透

明度。 

4、不要求从事实质性经济活动。可以视为该国企图纯粹以低税负为目标吸

引投资或交易。 

就判断有害税收优惠措施，经合组织的报告也提出了四个判断条件： 

1、无税或者低税率。该制度在表面税率很低或者税基很窄的情况下仍对有

关所得实行免税或低税率。 

2、阻断与国内市场的沟通。税收优惠措施中有的部分或完全不适用于国内

市场，只适用于非居民，这是为防止不利影响涉及国内。也就是说，该不打自招

地承认该制度的危害性。其阻断的方法是：（1）不让该国居民享受优惠措施；（2）

享受该优惠措施的企业不得与国内市场进行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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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征税对象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总称。
①
国际税

法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害国际税收竞争首先是对国际税法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损害国家的税收主权 

税收主权源于国家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主权对外表现为

国家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来意志干预地制定本国税收政策并征税的权利。各国

政府有权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设定需要开征的税种，规定征税对象的范围、

税率。因此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而采用低税率及其他税收优惠措施的行为是行使

本国税收主权的体现，他国无权干涉。但也应看到，国际税收竞争是以主权国家

放弃部分税收收入为代价，将可能导致财政收入功能弱化，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

甚至会演化为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最终导致各国经济利益的损失甚至税收管辖权

的丧失，危及一国的经济安全。
②
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使得参与竞争的各国为吸引

国际资本而部分甚至全部放弃相应的税收管辖权，实际上背离了国际税收管辖权

原则，破坏了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有害国际税收竞争实质上是

对国家主权的滥用。根据《国际法原则宣言》，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每个国家

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侵犯他国的主权。因

此国际税收主权的行使同样应当受到限制和约束，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严重侵蚀了

他国的税基，违反了主权行使应当受到约束的基本原则。 

    （二）违背国际税法的宗旨 

国际税法的目的是调整和规范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协调国际税收利益

冲突，它必然要求各国按照既定的有关国家认可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来处理国际

税收分配关系。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会导致各个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税收政策时，只

会从局部的利益出发，过分重视本国的税收利益，而忽略了与其他国家协调的必

要性，破坏了有序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最后会损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因此与国际税法的宗旨相背离。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使得一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

在税收制度方面我行我素，从根本上否定国际税收协调和合作的必要性，进而也

就否定了国际税法存在的必要性，不利于国际税法的发展。 

                                                        
① 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② 林德木.国际税收中的国家责任问题研究[J].涉外税务，200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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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大国际反避税的难度 

当前，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进行不合理的避税，手段非常

高明，方式非常隐蔽，而避税地国家和地区除了本身税收制度很不透明外，还拒

绝与他国进行税务情报交换以及共享其他方面的信息，这样常常使国际反避税工

作无法进一步开展，陷于无奈的境地。有害税收竞争导致国际避税十分猖狂，2003

年 3 月 24 日在英国成立的“税收正义网络组织”（The Tax Justice Network TJN）

的报告中提到，流入的低税区或无税区的总资产至少达 11 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 1/3。仅英国一年由于避税地就损失税收至少达 200 亿英镑。 

（四）侵蚀各国的税基 

税收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国家有权根据本国的需要制

定本国的税收政策，国家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是国家行使国家主权的体

现。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一个国家制定的有害优惠措施具有负外部性，

一个国家利用减税引进外资，则不会促进本国的新的产业活动，只会导致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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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际投资法的挑战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

称。
①
国际投资法不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也调整国际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

之间的关系或海外投资者与母国的关系。 

（一）不利于国际投资环境的优化 

投资环境是国际投资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能有效地影响国际资本的运

行和效益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可以轻易地通过人为

的税收政策导向、税收法制规范予以改变。所以,在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过程中,

各国极力优化本国投资小环境的同时,却因缺乏相互协调,甚至是恶意性竞争,从

而极大地恶化国际投资大环境。如美国经济学家 Hans-WernerSinn 在评价美国 80

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单向减税措施时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大量资本流向

美国,大多数国家却因此受害，欧洲陷入战后最坏的经济衰退之中,发展中国家也

饱受一个又一个的债务危机的冲击。若没得一番艰辛的努力,世界银行体系几乎

要崩溃，而美国似乎独自受益。因为为本国开辟了广大的消费基地和投资基地。 

（二）阻碍国际投资法作用的实现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保护和鼓

励国际投资,同时引导和管理国际投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确能引导国际投资,

但由于其在根本上是脱离市场机制的,从国际层面上,以及长远的发展来看,最终

将误导国际投资的流向。另外,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由于投资东道国片面追求资本

的引进,甚至是以宽松的管理作为诱饵,必将一方面怠于严格履行对境内外资的

管理,另一方面妨碍投资母国对其本国资本的合法管理。 

（三）背离国际投资待遇标准趋向 

随着国际投资新秩序的斗争向纵深发展,国际投资法在确立外资待遇标准问

题上,日趋肯定国民待遇标准,它是一种平等的待遇标准,既反对外国人的歧视,

又反对外国人在东道国享有特权地位,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和经济全球化对市场

基础的要求，而有害国际税收竞争引进外资,不惜牺牲国内投资经营者的经济权

益,对外国入境投资者给予特别的优惠,如免征预提税、延期纳税、降低税率等,

                                                        
① 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56. 

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概述 

这其实是一种歧视性待遇标准,是对国民待遇标准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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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 

第一节  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目标 
    要进行国际税收竞争协调，协调各方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目标有充分

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协调目标，国际税收竞争协调就很难进

行。 

一、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首要目标 

    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和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税收协调并不是

税收竞争的对立面，国际税收协调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国际税收竞争，相反税收协

调正是为了保证和促进税收竞争积极作用的发挥，约束其负面影响。
①
国际税收

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主权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经济目标决定自己的税收

政策，不应受到外国的干涉或经济制裁的威胁。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目标并不是

一味地完全遏制国际税收竞争，而是通过协商对话、管理合作的方式合理划分税

收权益，是对话各方公平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当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正

在为如何应对有害国际税收竞争而努力，抑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成为大多数国家

和经济组织首要目标。OECD 早期的国际税收协调工作主要就是针对有害国际税

收竞争。无论是提出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判断标准还是威胁对进行有害国际税收

竞争的避税地进行制裁，都体现了 OECD 打击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决心。欧盟

近年来也加快了对公司所得税的协调步伐，在欧盟发布的守则中，同样体现了遏

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需求。 

由于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税收协调目标并不能一蹴

而就，国际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认识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有害性，并在此基础上

充分合作，遏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即保持现状，各国不再出台有害税收优惠措

施，而非要求所有的国家消除现存的有害税收优惠措施。 

OECD 在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这一点，这导

致 OECD 的反有害税收竞争活动遭到避税地和抵制，甚至遭到了其内部成员和

                                                        
① 李建英，薛荣芳.税收竞争的分类及其效应[J].税务研究，2002，(7):44. 

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 

国际社会的谴责。“曾在 OECD 法律委员会任职至去年年底的法律专家瓦尔纳在

2001 年 4 月华盛顿的一次午餐会上，对 OECD 制裁避税地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

批评，认为 OECD 的制裁政策违背了 WTO 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

原则”中的非歧视贸易规则；正确的态度是允许各国自由决定税率吸引外资，并

尊重纳税人的隐私权；OECD 应采取的办法是协调的办法，而不是采取强制措

施。”
①
 事实证明，如果不切实际地要求现在采取有害税收优惠措施的国家马上

放弃这些优惠措施，必然会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最终达不到协调的目的。 

二、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更高目标 

遏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不是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终极目标，在遏制有害国

际税收竞争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更高目标，那就是促进良性国际税收竞争，最终

实现国际税收一体化。发展经济离不开竞争，在遏制和消除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

同时，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调，建立良好的税收竞争秩序，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 

 17

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意志的控制和干涉。如果要

对国家的税收管辖权进行限制，应在相互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国际税收竞争协调应在尊重国际税收管辖权独立自主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

行。遵循税收管辖权独立自主，要求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在相互尊重、

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做出限制。如果在国际税收竞争协调唯我

独尊、实行霸权主义，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阻碍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进

程，不能实现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国际纠纷。在国际

税收竞争协调的过程中遵循税收管辖权独立自主原则，必然排斥大国的霸权和强

权政治。 

但是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主权的行使须受到一定的限制，税收管

辖权的行使也不例外，主权国家不得滥用税收管辖权独立自主这一原则，任意制

定各种严重侵蚀他国税基，破坏国际税收秩序的有害国际税收政策。  

二、公平互利、相互协商的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平要求在国际经济交往的过

程中不仅仅要做到形式上的平等，更应当做到实质上的平等。互利要求各国在相

互关系中，应当做到对各方互相都有利，反对为了利己，不惜损人，即不能以损

害他国利益来满足本国的要求，攫取本国单方的利益。
①
 

相互协商原则是主权独立原则必然要求，相互协商原则要求强国不得利用本

国的强势，实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方面地制裁他国。对税收主权的一切限

制都必须出于国家自愿，公平互利，相互协商的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应当在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遵守，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

的国际税收竞争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防止国际避税和逃税原则 

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导致国际逃税和避税泛滥。国际逃税和避税行为违

背了国际税收公平合理的宗旨，不仅损害国家的税收权益，而且造成逃、避税者

                                                        
①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 

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 

相对于自觉守法纳税的纳税人处于不正当的优势地位，破坏了正常竞争秩序。
①
有

些专家认为：“目前全球范围的逃税行为愈演愈烈，疯狂的逃税行为使诚实的纳

税人每年要额外支付几十美元的税款。”
②
 

避税地成为国际避税的首选地，为国际避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每年有超

过 1 万亿美元价值的商务活动通过不同的避税地，约有 680000 家跨国公司，以

及超过以上数目一倍的私人信托分布在世界各个避税地。”
③
 尽管当前各国对国

际税收竞争的危害性存有异议，但是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防止国际逃税和避税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主要任务就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打

击日益泛滥的国际逃税和避税行为。很多国家通过完善税法以及采取其他措施来

防止税基被避税地侵蚀。如，规定一国的母公司或者控股股东居民从避税地公司

取得的所得必须纳税；通过签订交换情报协议获得避税地的有关情报。
④
发达国

家间就国际反避税工作取得共识，反避税合作也进入实质行动阶段。2004 年 4

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国内收入局局长聚会，讨论联手建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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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ECD 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实践及评价 

（一）OECD 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实践 

OECD 是致力于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国际组织之一。在国际税收竞争协调的

过程中，OECD 先后发布了三个研究报告。这三个报告是《有害税收竞争：一个

全球性问题》、《趋向全球税收合作：确认和消除有害税收活动的进展》和《经合

组织有害税收活动研究计划：2001 年进展报告》。 

第一份报告于 1998 年 4 月发布，提出了有害税收竞争的概念和判断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抑制有害税收竞争的 19 条建议，要求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遵

守。同时该份报告还提议建立一个有害税收活动论坛，监督和揭露有害税收活动

并约束有害税收竞争的违规者。为保证上述建议得到落实，报告订立了一个时间

表，依据该时间表，OECD 成员国将有两年的时间来认定自己开展的有害税收活

动，接下来用三年的时间纠正这些税收活动，最后用两年时间使企业适应由此带

来的变化。 

2000 年 6 月，OECD 发布了关于有害税收竞争的第二份报告。第二份报告

确认成员国税制中有 47 项潜在的有害税收优惠制度，并列出了 35 个符合避税地

标准的国家（地区）名单。报告还提出了避税地在承诺消除有害税收活动时可以

遵循的程序，要求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在 12 个月内（即截止 2001 年 7 月）做出

承诺，纠正有害税收竞争行为，否则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报告还确定了今后一

个时期工作的重点，对 1998 年报告中的有害税收优惠税制的认定标准进行细化，

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2001 年 11 月经合组织发布了反有害税收竞争的第三份报告，即《经合组织

有害税收活动研究计划：2001 年进展报告》。该报告对反有害税收竞争活动进行

了总结，反映了在成员国、非成员国和避税地几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同时报

告对以前的报告内容做了一些修改。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将避税地国家承诺纠

正有害税收竞争行为的期限延至 2002 年 2 月 28 日，同时表示第一个报告中有关

判断避税地国家与经合组织是否合作的标准有的含糊不清，并给予删除，只剩下

税法透明和允许交换资料两个标准。 

（二）评价 

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 

在国际税收竞争协调方面，OECD 做出了很多努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有

害国际税收竞争这一概念和及其判断标准，并就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危害性做了

专门的研究，就如何抑制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以后的国际税收

竞争协调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但是 OECD 反有害国际税收竞的做法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OECD 在反有

害国际税收竞争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对成员国，OECD 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

调整本国的有害税收竞争措施，但是这种要求不具有强制性，因为 OECD 在报

告中并没有规定违反这些要求的惩罚措施；对非成员国，尤其是避税地，OECD

则采取的是要么合作要么制裁的做法。OECD 在 2000 年发布的《认定有害税收

竞争行为的进程》报告中，单方面将不愿意与其合作 35 个避税地列入黑名单，

要求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在 12 个月内做出承诺，纠正有害税收竞争行为，否则

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 

OECD 针对避税地所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立刻招致许多被列入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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