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国际税收

第二节 国际税收协定

（五）投资所得

1.股息

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明确了居民国和来源国对股息都有征税权，来源国即指分配股息公司的所在国。

2.利息

税收协定中的利息，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由于

延期支付所处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3.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

磁带的版权，任何计算机软件，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

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

的各种款项。

（六）《中新协定》的修订

1.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构成税收协定缔

约对方居民在中国的常设机构。

2.海运和空运条款与《中新协定》及议定书第八条（海运和空运）规定内容一致的，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1）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业务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收入，在缔约国另一方免予征税。

（2）上述第（1）项的免税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收入。对于多

家公司联合经营国际运输业务的税务处理，应由各参股或合作企业就其分得利润分别在其所属居民国纳税。

（3）“缔约国一方企业从附属于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有关的存款中取得的利息收入”，是指缔约国

双方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海运或空运企业，从对方取得的运输收入存于对方产生的利息。该利息不适用《中

新协定》利息的规定，应视为国际运输业务附带发生的收入，在来源国免予征税。

（4）企业从事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干租形式出租飞机，以及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

装箱（包括拖车和运输集装箱的有关设备）等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属于国际运输收入，但根据《中新协定》

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上述租赁业务收入应视同国际运输收入处理。

（5）下列与国际运输业务紧密相关的收入应作为国际运输收入的一部分：

①为其他国际运输企业代售客票取得的收入；

②从市区至机场运送旅客取得的收入；

③通过货车从事货仓至机场、码头或者后者至购货者间的运输，以及直接将货物发送至购货者取得的运输收

入；

④仅为其承运旅客提供中转住宿而设置的旅馆取得的收入。

（6）非专门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企业，以其拥有的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属于国际运输收

入。

【2018 年多选题】根据《中新税收协定》，与国际运输业务密切相关的下列收入中应作为国际运输收入的有（）。

A.直接将货物发送至购货者取得运输收入

B.从市区至机场运送旅客取得的收入

C.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取得的租赁收入

D.仅为其承运旅客提供中转住宿而设置的旅馆取得的收入



E.为其他国际运输企业代售客票取得的收入

【正确答案】ABDE

三、国际税收协定管理

（一）受益所有人认定

在申请享受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对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条款的税收待遇时，缔约国居民需要

向税务机关提供资料，进行受益所有人的认定。自 2018 年 4 月 1 日期，对受益所有人的有关规定如下：

1.受益所有人：指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

一般来说，下列因素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判定：

（1）申请人有义务在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将所得的 50%以上支付给第三国（地区）居民，“有义务”包括约

定义务和虽未约定义务但已形成支付事实的情形。

（2）申请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

解释：实质性经营活动包括具有实质性的制造、经销、管理等活动。申请人从事的具有实质性的投资控股管

理活动，可以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

（3）缔约对方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

（4）在利息据以产生和支付的贷款合同之外,存在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在数额、利率对签订时间等方面相近

的其他贷款或存款合同。

（5）在特许权使用费据以产生和支付的版权、专利、技术等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外，存在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

在有关版权、专利、技术等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方面的转让合同。

2.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判断的安全港条款

下列申请人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可不根据上述规定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直接判定申请人具有“受

益所有人”身份：

（1）缔约对方政府；

（2）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3）缔约对方居民个人；

（4）申请人被第（1）至（3）项中的一人或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份，且间接持有股份的中间层为中国

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

3.受益所有人管理中其他规定：

（1）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等（以下统称代理人）不属于“受益所有人”。申请人通过代理人代为收取所得的，

无论代理人是否属于缔约对方居民，都不应据此影响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判定。

（2）股东基于持有股份取得股息，债权人基于持有债权取得利息，特许权授予人基于授予特许权取得特许权

使用费，不属于本条所称的“代为收取所得”。

（3）在主管税务机关后续管理中，申请人因不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而自行补缴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将

相关案件层报省税务机关备案；主管税务机关认为应该否定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应报经省税务机

关同意后执行。

【2018 年多选题】根据我国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安全港条款，下列从中国取得股息所得的申请

人为“受益所有人”的有( )。

A.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B.締约对方居民个人

C.缔约对方政府

D.被缔约对方非上市居民公司间按持股 100%的申请人

E.被缔约对方个人直按持股 90%的申请人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下列申请人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可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第 9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

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直接判定申请人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1)缔约对方政府;

(2)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3)缔约对方居民个人:

(4)申请人被第(1)至(3)项中的一人或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份，且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为中国

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

（二）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税务管理

在中国境内发生纳税义务的非居民纳税人，是指按照税收协定居民条款规定应为缔约对方税收居民的纳税人，

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采取“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办理。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判断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可在纳税申报时，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申报时，自行

享受协定待遇，同时按照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并接受税务机关后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