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国际税收

4.抵免法

抵免法是目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最有效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抵免法又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方法。

直接抵免：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纳税人在非居住国直接缴纳的所得税款，允许冲抵其应缴本国政府的所得税

款；适用于同一经济实体的跨国纳税人，如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汇总利润的税收抵免

间接抵免：居住国政府对其母公司来自国外子公司股息的相应利润所缴纳的外国政府所得税，允许母公司在

应缴本国政府所得税内进行抵免；适用于跨国母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

为维护居住国税收利益，在实行抵免时通常要规定一个限额，在此限度内实行全额抵免，超过此限度的，只

能就限额进行抵免。

抵免限额是居住国政府允许其居民纳税人抵免国外已纳所得税的最高额，以不超过国外应税所得额按照本国

税法的规定计算的应缴税额为限度。即为国外所得额按本国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

抵免限额的规定具体有三种方法，即分国抵免限额、综合抵免限额和分项抵免限额。

抵免法计算步骤：

第一步，计算抵免限额。

分国抵免限额、综合抵免限额和分项抵免限额。

① 分国抵免限额＝某一外国应税所得额×本国税率

② 综合抵免限额＝国外应税所得额×本国税率

③ 分项抵免限额＝国外某一单项所得额×本国税率

第二步，计算实际缴纳税款。

第三步，计算抵免额。

抵免限额＜实际缴纳税款时，以抵免限额为“允许抵免额”；

抵免限额≥实际缴纳税款时，以实际缴纳税款为“允许抵免额”；

结论：两数相比，取其小的一方。

第四步，在抵免限额>实际缴纳税款时，回国应补缴税款。

回国应补缴税款=抵免限额-允许抵免额

【例题 1】甲国居民 A有来源于甲国所得 0 万元，乙国所得 100 万元，丙国所得 80 万元，甲、乙、丙三国所

得税税率分别为 40％、50％、30％。已知甲、乙、丙三国均实行属人兼属地税收管辖权，在分国抵免法下，

试计算居民 A在甲国应缴纳的所得税。

解析：乙国抵免限额=100×40%=40（万元）

在乙国实际纳税=100×50%=50（万元），大于抵免限额，允许抵免 40 万元。因此对于来自乙国所得回甲国应

补缴税额为 0。

解析：丙国抵免限额=80×40%=32（万元）。

在丙国实际纳税=80×30％=24（万元），小于抵免限额，允许抵免 24 万元。

来自丙国的所得回甲国应补缴税额=32-24=8（万元）。

所以，在分国抵免限额法下，居民 A来自国外所得回甲国应补缴所得税共计 8万元。

【例题 2】如上例，假设甲国采用综合抵免限额，居民 A 在甲国应纳税额。

解析：境外所得抵免限额（100+80）×40%＝180×40%＝72 万

实际缴纳税款 100×50%+80×30%=74 万

抵免额 72 万

补缴税款 72-72=0

结论：综合抵免限额法，可以使纳税人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不足限额和超限额部分相互抵消，从而获得最大

限度的抵免。

【例题 3】甲国居民 A有来源于乙国经营所得 200 万、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0 万元，甲、乙两国所得税税率分



别为 30%、20%，甲、乙两国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10%、15%，在分项抵免下，居民 A 在甲国应纳税

额。

解析：经营所得的抵免限额＝200×30％＝60（万元）

在国外实际已纳税额＝200×20％=40（万元），

在甲国需要补交税款=60-40=20（万元）。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抵免限额＝50×10％＝5（万元），

在国外实际已纳税额＝50×15％=7.5（万元），

大于抵免限额，在甲国不用纳税。

5.税收饶让

原理：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在国外得到减免税优惠的那一部分，视同已经缴纳，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不

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予以补征。

【例题】甲国某总公司在乙国设立了分公司，该分公司来源于乙国的所得 1 000 万元，乙国所得税率分别为

30%。乙国为鼓励外来投资，对该分公司减按 15%税率征收所得税。甲国和乙国之间签订有税收饶让协定，并

对境外所得实行综合抵免限额法，甲国所得税率分别为 40%。计算该公司在甲国应纳税额。

解析：乙国所得抵免限额=1 000×40%=400 万

实际缴纳税款=1 000×30%=300 万

实际抵免额=300 万

补缴税款=400-300=100 万

【知识点】国际避税与反避税

一、国际避税

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税法的差别、漏洞，以不违法的手段减轻或消除国际税负的行

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纳税客体）进行的课证。因此要规避税收，就要避免成

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如改变居民身份，转移财产所得等。

二、国际避税其产生的原因

内在动机是跨国纳税人对利润的追求。

外在条件是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别和税法的缺陷。

三、国际避税的基本手段

1.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

常见的方式为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易、劳务派遣、金融行为等，将利润聚集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

尽可能降低在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税负。

2.利用避税地规避纳税义务

一些跨境纳税人利用避税地提供的种种便利，采用虚设机构中转销售、虚设信托财产等方法，将利润从高税

区转移到避税地来规避纳税义务

3.滥用国际税收协定

一般指一个第三国居民利用其他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获取其本不应该得到的税收利益。在方式

上一般通过在协定国组建中介性投资公司、持股公司等，把来源于非协定国的收入中转到这些公司，以牟取

不应得到的税收优惠。

1.税法的完善；

① 税制的完善；

② 加强税收立法，制定专门的反避税条款；

③ 国际避税案件的裁定还应该形成相应的法规，作为法院或税务官员对国际避税有关事宜作出裁定的依据。

2.加强税务管理；采用先进的征管手段，加强税务调查与审计等。



3.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税收信息、资料的提供，以及签订协议等。

四、BEPS 行动计划与国际税收合作

1.BEPS 行动计划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简称 BEPS）是指国际跨境企业利用国际征税规则的缺失以及各国（或地区、税收管辖

区）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全球总体税负，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效果，造成对各国（或

地区）税基的侵蚀与利润转移，从而导致税收流失。

2.国际税收合作

（1）《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是一项旨在通过开展国际税收征管协助维

护公平税收秩序的多边条约，为各国（或地区税收管辖区）更好地打击跨境逃避税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2）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旨在通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海外账户的逃避税行为。2015 年 12 月，中国政府签

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相互交换金融账户

涉税信息提供了操作层面的多边法律工具。

（3）《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

简称《公约》），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受 G20 委托牵头制订，旨在一揽子修订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落实与税

收协定相关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成果建议，2017 年 6 月 7 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公约》2022 年 9

月 1日正式生效。

【知识点】国际税收协定

一、国际税收协定及其种类

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地区，为了协调相互之间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方面的税收

关系，本着对等的原则，通过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税收协议或条约。

（1）按参加国的多少，分为双边国际税收协定和多边国际税收协定；目前，大量是双边国际税收协定。

（2）按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大小，分为一般国际税收协定和特定国际税收协定。

二、国际税收协定的作用

1.国际税收协定具有体现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作用；

2.国际税收协定具有赋予本国居民和公民履行跨国纳税义务的安全保障作用；

3.国际税收协定本身就是适应国际经济技术交流需要的产物。

三、国际税收协定范本

目前国际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经合组织范本》，它较为注重

扩大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同时也促

进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2.联合国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联合国范本》，其主导思想所强

调的是居民管辖权原则，主要是为促进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工作。

各国在签订协定的活动中，不仅参照两个税收协定范本的结构和内容来缔结各自的税收协定，而且在协定大

多数的税收规范上都遵循两个协定范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

2.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有两个特征：

（1）规范化。这种规范性主要表现在如格式的规范、内容的规范等方面，

（2）内容弹性化。国家税收协定范本所使用的范围是所有的国家，它的内容应当具有弹性，规定和列举具有

一般性和原则性的条款，具体有关内容则由各谈判国家自己去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