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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新机制以来，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作

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税收也越来越关心，开始进一步研究税收政

策，关心税法的变化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所产生的影响，试图通过各种

合法的手段和措施将自己的税收负担安排在 佳状态，从而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税务筹划由此而生。税务筹划作为企业实现低税负的一项专业活

动，正逐渐被中国政府和企业所接受。本文在参考了大量中英文文献的基

础上，从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着眼，着重探讨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的概念、

可行性及方法、法律限制，通过实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所开展的

税务筹划，针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税务筹划提出几点

笔者个人建议，并对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新领域包括预约定价协议、电子

商务的税务筹划及税务筹划的成本效益原则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和意

见。 

全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基本理

论，从税务筹划的基本含义、意义入手，并由此引入了跨国公司税务筹划

的概念；第二部分对跨国公司税务筹划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第三部分阐述

了跨国公司进行税务筹划的主要方法；第四部分通过实例介绍了在我国的

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情况并针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存在的主

要问题对其税务筹划提出几点笔者个人建议；第五部分分析了跨国公司税

务筹划所面临的法律限制和应遵循的成本效益原则。 

 

 

关键词：税务；税务筹划；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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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ystem of market economy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taxation, as 
a way for macro-control, is playing a bigger role. The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s to taxation, and they begin to study on tax policies further, care for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taxation law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axpayers, and try to arrange their tax burden at the optimum 
condition by various legal means in order to get a higher economic benefit. Tax 
planning emerges as the time requires. As a professional activity for realizing 
low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the tax planning is being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gradually. By referring to a lo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ax 
planning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feasibility, method and legal 
restrictions of the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is analyzed with cases,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tax plann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iming at their principal 
problems during multinational operation, and opinions are given on the new 
fields of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 E-Commerce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principles of tax planning.  

The article breaks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relates to fundamental 
theories on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it starts from the 
primary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ax planning and leads out the concept of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part, feasibility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third part, 
the major methods for tax planning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introduced. 
In the fourth part, the tax planning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introduced with cases and several personal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principal 
problems of the multinational oper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ir tax 
planning. In the last part, the legal restrictions faced by tax pla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he cost-effectiveness principles they should follow 
are introduced.  
 
 

Key Words: Taxation; Tax Planning; Multinational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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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在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新机制以来，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作

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税收也越来越关心，开始进一步研究税收政

策，关心税法的变化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所产生的影响，试图通过各种

合法的手段和措施将自己的税收负担安排在 佳状态，从而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税务筹划由此而生。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税务筹划是保护纳

税人的义务，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承认纳税人的权利是税务筹划产生和

开展的前提，纳税人 大和 基本的权利，是不需要缴纳比税法规定的更

多的税收。 

税务筹划的法律依据，各国不同。在英国， 广泛地被引用的法律依

据，是 1935 年英国上议院汤姆林勋爵在“国内税务局专员与威斯特敏公爵

诉讼案”中著名的司法声明：“任何人都有权根据适当的法律来安排他的事

务，使缴纳的税收比没有这样安排的要少。如果他成功地这样安排，使缴

纳的税收减少了，那尽管国内税务局专员或其他纳税人可能不欣赏他的精

心策划，他是不能被强迫多缴纳税收的。”从此以后，英国及许多受英国影

响的国家的税务案例都参照了这一判例的精神来处理纳税人的税务筹划。 

而在美国，1947 年，法官汉德在一个税务案例中有如下一段作为美国

税务筹划法律依据的话：“法院一直认为，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

负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

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

税收是强制课征，而不是自愿捐赠，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侈

谈。” 英国和美国的这两个判例不但对与这两个国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影

响很大，对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今税务筹划作为企业实现低税负的一项专业活动，正逐渐被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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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 2

府和企业所接受。本文从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着眼，着重探讨跨国公司的

税务筹划的概念、可行性及方法、法律限制，通过实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在

中国经营所开展的税务筹划，并针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对

其税务筹划提出几点笔者个人建议，对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新领域包括预

约定价协议、电子商务的税务筹划及税务筹划的成本效益原则提出了笔者

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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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 3

第一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 

一、税务筹划的基本含义 

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就是税务筹划，那么，什么是税务筹划呢？目前

理论界似乎还未达成共识，难以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有关其概念，国外学者作了相应论述，如： 

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简称

IBFD）在其《国际税收词典》（IBFD：International Tax Glossary，Amsterdam 

1988）中对税务筹划是这样表述的：“税务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和私人

实务的安排以达到减轻纳税的活动”。 

美国南加州 W.B.梅格斯博士在《会计学》中论述：“人们合理而又合法

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尽可能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

之为税务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税收是税务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

还提到：“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

以达到尽量地少缴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税务筹划。” 

在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后，笔者认为，税务筹划，指的是：纳税

人在税收法规的许可范围内，通过对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及生产经

营活动、财务管理各方面等事项进行事前安排和策划，以达到税收负担

小的目的的经济活动。 

二、税务筹划的意义 

长久以来，税务筹划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总是与投机取巧联系起来，如

今，中国已加入 WTO，经济迅猛发展并与世界逐步接轨，这种观念应彻底

转变。下面我将通过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税务筹划对公司经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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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 4

福建省莆田立昌塑胶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3 年 6 月，投资金额为 500 万

港币，到 1994 年底共亏损 101 万元，公司处于进退两难的危机状态。后来

公司开展了税务筹划，为公司带来了无限生机，1995 年该公司就扭亏为盈，

利润达到 109 万元，弥补了前两年的亏损，注册资本也由 510 万元增加到

910 万元，年产值 1000 多万元。该公司 1999 年产值已达 8000 万元。 

    该公司是一家台商独资企业，有自主出口权，其主要产品是二次硫化

鞋，产品百分之百销往欧美等国家。按税收政策规定是属于“老三资”企业，

不能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以致该公司税负比同行业企业高出了 2.6%。由于

税收负担偏重，到 1994 年底，该公司共亏损 101 万元，处于十分危险的状

态。该公司对造成亏损的原因及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经调查，该公

司购进原材料、辅助材料的进项税款不能抵扣，又因该公司属“老三资”企

业，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但不予退税，这是造成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

为此，该公司认真研究了有关税收政策，决定变自营出口为通过外贸企业

出口，从国外采购材料改为从国内另外几家企业采购材料，既降低了材料

成本，又可取得进项税额。加工成产品后再销售给某外贸公司，并开具税

收缴款书，外贸公司出口货物，凭税收缴款书办理出口退税。因公司的产

品不是直接出口，属于内销，不予免征增值税，但其进项税款可以抵扣，

另外该公司还能从外贸公司分得退税款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企业经济利

益 大化。 

    公司由自营出口免税变为通过外贸企业出口，能享受到退税政策，仅

此一项每年可降低税收成本 200 多万元。以 1998 年为例，该企业进口材料

只占 20%—30%，大多数由国内采购，该年度就减少损失 277 万元。 

    1998 年，该公司被认定为出口型企业，按照规定可享受利润再投资退

税 100%的规定，而非出口型企业只能返还 40%的税款。另出口型企业在执

行企业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政策以后，还可以继续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政策。按此规定该公司实行 24%的企业所得税率，减半征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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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 5

只征 12%。如果没被认定为出口型企业，要缴纳 24%的企业所得税和 3%的

地方所得税。是否认定为出口型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差 15 个百分点。同时，

该公司把产品通过外贸企业出口，外贸公司可得税务机关返还增值税 15%

的税款，公司可从外贸公司得到返还税款的另一部分。正是由于这部分退

税款，该公司可周转使用的资金更加充裕，该年转入再投资的资本金达 200

多万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获取了 大的经济效益。 

    1999 年 10 月份，国家税务总局以国税发[1999]189 号文件通知，支持

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对

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批准成立的“老三资”企业，自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

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由原出口免税办法改为出口退税办法。该公司通过仔

细分析研究，权衡利弊选择了出口退税政策，仅 11 月—12 月两个月就节约

了税款 210 万元，成为公司的纯利。 

    税务筹划使公司获得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几年来，该公司进行了两次

利润再投资，投资资金达 400 多万元，新建了两条生产线，使公司得到飞

速的发展。  

立昌塑胶有限公司历经坎坷后，公司董事兼财务部经理陈云卿感慨地

说，我们企业不怕自身素质赢不过人家，就怕经营规则不等同，如龟兔不

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一样。我们对税务筹划真是相识恨晚。陈霖卿总经理

谈到，税收在企业的各项决策中已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通过税务筹划能

有效地减轻税收负担，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竞争能力。 

通过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出税务筹划在企业经营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笔者认为，税务筹划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可以实现纳税人利益最大化 

从纳税人角度看，税务筹划可以节减纳税人税收，以实现纳税人经济

利益 大化。税务筹划通过对各种税收方案的比较，选择税负较轻的方案，

减少纳税人的资金流出，增加可支配资金，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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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 6

当今，中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善发展过程中，税收法律法规随着经

济发展也在不断改进健全，随着税法的日益复杂，如果对税法研究不透，

既有可能漏缴税，也有可能多缴税，税务筹划通过对税法的深入研究，可

使纳税人深入了解和掌握税法，避免因对税法条款的疏忽和误解而多缴纳

税款。 

(二)有利于健全、贯彻税收法律法规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总是会密切关注国家税收法规和 新税收政策的

出台，一旦税法有所变化，企业马上会采取相应行动，把税收的意图迅速

融入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从而起到贯彻税收法律法规的作用。而另一

方面，通过税务筹划可以发现税法中不够成熟、完善的地方，企业在利用

这些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在提醒国家立法和征税机关注意税法

的漏洞并及时弥补，因此税务筹划可以对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健全起到促

进作用。 

(三)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税务筹划，可以使纳税人经济利益 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总是流向利润 大的行业和企业，资本的流动实际上代表着资源在全

社会的流动配置。资源向经营管理规范、经济效益好、规模大的企业流动，

实现规模经济，可以达到全社会资源的 优配置，从而保证国家长远利益

的实现。 

三、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概念 

近十年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跨国公

司的活动范围和活动领域进一步扩大。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

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及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一席之

地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多采用集团公司形式的内部组织结构体系，这种

结构体系包括总持股公司和分布在与母公司非同一税收管辖区内的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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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基本理论 7

家中的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等。建立跨国集团的主要目的是在经济全

球化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经营、销售和管理的 优化、成本费用的 小化

和集团利润的 大化，从而巩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而跨国公司

税务筹划的目标则正是实现跨国公司内部结构分布的 优化，从而使公司

的总体税收负担 小，实现总利润 大化。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是指跨国公司为了使企业全球税收负担 小化而制

定的合法的纳税计划，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减轻或消除税负，从而实现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得 大化的经济行为。具体地讲，就是跨国公司在国际

税收的大环境下，为了保证和实现 大的经济利益，利用各国税收法规的

差异和国际税收协定的不足，寻找出合法的方式来减轻税收负担，实现其

税收总支出 小化，集团总利润 大化。这些税收不仅包括跨国纳税人经

营活动的所在国的当地税收，也包括本国的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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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 8

第二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原因，跨国公司税务筹划也不例外，从主观上

看，跨国公司进行税务筹划主要是为了减轻公司税收负担、实现全球经济

利益 大化。从客观上看，各国之间税制的差异、国际避税地的存在、国

际税收协定的缔结为跨国公司进行税务筹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概括起来

看，跨国公司税务筹划产生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管辖权的差别 

所谓税收管辖权，是指国家在税收领域中的主权，是一国在征税方面

行使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权力，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按属人、属地原则

及属人兼属地原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居民管辖权，是指征收国对

其境内所有居民的全部所得行使征税权力；一种是公民管辖权，是指征收

国对具有本国国籍的公民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收入行使征税权力，而不考虑

其是否在国内；一种是地域管辖权，按照本国主权达到的地域范围确立征

税权力。由于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不同，从而导致各国判断是否行使征

税权力的法律根据不同，使得纳税人在某国负有纳税义务而在另一国可能

就没有纳税义务，这就使得跨国公司税务筹划成为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情况： 

(一)两个主权国家同时实行居民管辖权 

由于各个实行居民管辖权的国家制定的居民身份标准不同，有的国家

采用登记注册标准，有的国家采用总机构标准，还有的国家则可能采用实

际管理中心标准，这样纳税人就有可能同时避开两个有关国家的纳税义务，

为税务筹划创造了条件。表 1 列示了部分国家有关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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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跨国公司税务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9

表 1：各国关于居民身份判定标准一览表 

国别 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 

澳大利亚 1、在澳大利亚注册；2、在澳大利亚经营；3、中心管理和控制机构在澳

大利亚；4、投票权被澳大利亚居民股东控制。 

比利时 1、在比利时依法注册成立；2、公司的总部和主要管理机构设在比利时。 

加拿大 1、在加拿大依法注册成立；2、中心管理的控制机构设在加拿大。 

美国 在美国依法注册成立。 

英国 1、在英国注册成立；2、中心管理的控制机构设在英国。 

丹麦 在丹麦注册成立。 

法国 在法国注册成立。 

德国 1、在德国注册成立；2、管理中心在德国。 

希腊 1、在希腊注册成立；2、在希腊有管理机构。 

印度 1、在印度注册成立；2、管理的控制活动全部在印度开展。 

爱尔兰 中心管理的控制机构设在爱尔兰。 

瑞士 1、在瑞士注册成立；2、管理中心设在瑞士。 

西班牙 1、在西班牙注册成立；2、法人的总部在西班牙；3、法人的有效管理中

心在西班牙。 

新加坡 管理和控制机构在新加坡。 

意大利 1、在意大利注册成立；2、法人的管理总部在意大利；3、主要目的是在

意大利经营。 

日本 1、在日本依法注册成立；2、注册的主要机构设在日本。 

韩国 1、在韩国依法注册成立；2、总机构或主要机构在韩国。 

卢森堡 1、在卢森堡注册成立；2、有效管理机构在卢森堡。 

马来西亚 管理和控制中心在马来西亚。 

墨西哥 主要经营管理中心在墨西哥。 

荷兰 1、依法在荷兰注册成立；2、中心管理机构在荷兰。 

新西兰 1、在新西兰依法注册成立；2、法人总部设在新西兰；3、管理的控制机

构在新西兰。 

葡萄牙 1、法人注册的总部在葡萄牙；2、法人的有效管理机构在葡萄牙。 
资料来源：朱青，《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月 

 

如表 1 所示，当一国实行注册标准，而另一国实行总机构标准确定纳

税身份时，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有关国家判定的标准设置总机构和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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