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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大媒體報導某大美商跨國企業因避稅遭中國大陸稅局追討鉅額稅款，

引發各界關注。在此案中，該公司遭追討之稅額高達人民幣 8.4 億元（約新台幣

42 億元），其未來每年將為中國大陸增加人民幣 1 億多元（約新台幣 5 億多元）

之稅收。 

在該案中因依中美租稅協定已簽署雙邊預先訂價協議（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 APA）而避免了雙重課稅，惟顯示 G20 會員國除了於 2013 年宣示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相關行動

方案外，已對國際反避稅展開實際且具高度指標性的行動。 

以下歸納三項全球移轉訂價查核趨勢重大指標： 

一、常年虧損 

在網路發達資訊取得容易的時代，各國稅局將可透過公開資訊蒐集資訊。

具一定知名度之集團公司，若集團整體獲利，但當地公司卻連續發生虧損或

幾乎不獲利，則相當容易引起當地稅局高度懷疑此結果是否合理。 

二、同業比較 

在該案中，當地同業公司平均利潤率超過 10%，而微軟公司為虧損，

顯示與同業公司利潤率之差異係為當地稅局可能關注的一項資訊。若當地公

司的平均利潤率明顯低於同業公司平均利潤率水準，甚至虧損，除非有特殊

理由，通常各國稅局不會同意該結果，進而展開相關調查。 

三、公司營運與市場情況顯著不一致 

除公司處於營運初期或集團採取滲透市場策略，否則當地公司之營運結

果理論上應與當地市場情況有一定之關聯性。若市場變動不大，而當地公司

之營運突有顯著不一致（如：營收不變或變大但獲利明顯下降）之情形，另

若集團整體獲利逐年增加且有效稅率卻逐年下降，則當地稅局將有高度興趣

想要了解當中是否有移轉訂價的不當安排。 

除此之外，BEPS 於今年 9 月 16 日公布第 13 項行動方案「移轉訂價報告及

國別報告之指引」：要求跨國企業依國別提交跨國交易資訊以對集團移轉訂價有

更高透明度之審視、第 8 項行動方案「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指引」：定義無形資產

並提出移轉訂價分析指引，以避免集團透過無形資產之移轉所造成之稅基侵蝕；

以及於 11 月 3 日公布第 10 項行動方案「低附加價值服務」：定義集團內低附加

價值服務並提出移轉訂價分析指引，期使降低集團間管理費及總部支出等所造成

之稅基侵蝕。 



我們預期各國之稅務機關無論其是否為 OECD 會員國皆會將上述行動方案

納入各國稅法體系，且最快於明年將會有數個國家的稅務局將會率先行動。 

建議台商公司應即早檢視集團移轉訂價政策及執行成果。同時我國企業在全

球各地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更要密切注意各國政府針對 BEPS 公布後所公布之

最新稅務法案或查核方向，以避免已深陷風險而不自知。 

此外，企業除了對集團移轉訂價政策之制定及執行應更謹慎外，更進一步亦

可思考是否與稅務機關簽署 APA，就移轉訂價政策及相關稅務爭議先行與稅務

機關溝通並達成協議，以降低查核風險。若是在與我國簽有租稅協定之國家有營

運個體之企業，更可考慮雙邊 APA 之簽署以避免重複課稅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