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全球稅務發展趨勢，重新審視集團全球佈局 

在各國經濟成長率趨緩、失業率升高、財政短缺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和社會大眾

對於跨國企業採用各種稅務規劃，甚或積極避稅手段來降低稅負的行為越來越加

關注。加強稅捐稽徵力度與強化反避稅措施已成為全球各國政府積極採取的措施。

在這樣的背景下，OECD 啟動了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的計劃，而此議

題不只限於 OECD 會員國，更擴及於包含中國、美國在內的 G20 國家的廣泛討

論，各國領袖與財政部長亦相繼對此項行動計劃做出背書。 

 

為了協助廣大台商了解BEPS發佈至今對全球各國政府在稅務稽查行動所產生的

改變，並提醒台商應有的應對策略，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特於今(10/15)假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BEPS 引領全球稅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會中邀請財政

部賦稅署吳自心署長蒞臨，並由資誠熟悉中國、美國、歐洲、東南亞區域稅務發

展的專家針對近來各國稅局稅務稽查重點趨勢的提出專業見解。 

 

各國稅局關注焦點：跨國交易的商業目的與經濟實質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國際租稅服務主持會計師謝淑美表示，過去企業對國際租

稅關注的是如何解決所得被雙重課稅的問題，但是現今在各國財政短缺的情況下，

各國政府更重視的是如何防堵跨國企業利用特殊交易安排而產生雙重不徵稅的

議題。 

 

從資誠整理台商主要經營地區稅務主管機關稽查重點即可觀察到此趨勢： 

台商主要經營地區 當地稅務機關關注稽查重點議題 

中國 
跨境服務費用及權利金 

轉讓定價 

歐洲 

移轉訂價 

交易及營業功能移轉 

無形資產移轉 

美國 

集團公司間費用分攤的安排 

法定化的經濟實質原則 

無形資產移轉 



東南亞 

移轉訂價 

租稅優惠及退稅申請 

常設機構 

 

中國：稅局加強特別納稅調整監控 台商遭稽查機會增高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中國稅務諮詢服務的段士良會計師表示，大陸從世界

工廠轉變成世界市場後，過去外商境外公司與大陸公司間透過進銷貨交易分配功

能利潤的關係，逐漸演變成境外公司擁有產銷相關無形資產負責集團加值經營管

理，大陸公司負責在地產銷的模式，因此由大陸公司支付境外公司權利金、管理

服務費用的情況漸成常態。 

 

但是中國稅局認為外國企業因在中國投資營運而產生的高利潤率，一般多源自於

較低的勞動成本和營運費用以及中國優越的內需市場條件所造成，因此相關的超

額利潤，應全數保留於中國課稅，但是外商透過此類交易安排轉移利潤，甚至巧

立名目向境外支付重複費用卻可能造成中國稅收嚴重流失，因此今年已發函要求

各地稅務機關針對 2004-2013 年間支付海外公司費用情形進行全面性清查，以

確保企業因內銷產生的利潤，承擔相應合理的中國當地所得稅負。 

 

段士良提醒，台商大陸子公司在支付海外費用項目時，一定要具備有充分的商業

目的與合理的計價方式，實務上也常見到合同內容中關於交易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的描述未經妥善評估，反而衍生境外公司被認定在中國設有固定營業機構、場所

的風險，而成為大陸稅局要求補稅的依據。 

 

而給付費用時除了所得稅的扣繳外，還應考慮支付費用的項目是否會產生流轉稅

的額外成本，交易合同的備案程序與轉讓定價合理性準備說明文件，也應該事先

做好準備，以免接受稅局稽查時措手不及。 

 

尤其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54 號文將自查自報概念立法後，過去須上報國家

稅務總局的轉讓定價立案調查，現在只要地方稅局認為納稅人存在轉讓定價風險，

就可以向納稅人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要求提供轉讓訂價報告或其他有關資料，

稅局查核轉讓定價的成本大幅降低，台商被稽查的機會也大幅增加，因此未來轉

讓定價報告的品質與可比對象的選取策略將更顯重要，若考量未來兩岸簽訂租稅



協議的可能影響，段士良更建議企業應從集團母公司角度出發編製兩岸調性一致

的轉讓定價報告才是根本管理之道。 

 

歐美國家：重視市場銷售功能與無形資產 經濟活動實質更甚於交易形式安排 

 

歐美先進國家作為全球最主要的銷售市場，對於跨國企業在當地所實施經濟活動

的實質性更為重視，特別表現在移轉訂價查核上，有傾向強化認定跨國企業的當

地子公司在銷售功能所創造的經濟貢獻的趨勢，因此，跨國企業相應地應承擔更

多的當地所得稅納稅義務，並將更多的利潤保留給當地子公司。 

 

謝淑美表示，近來歐美稅局開始注意各地承擔銷售業務子公司保留利潤的合理性，

如有連續虧損或僅保留小額利潤的情形，實務上有進行查核調整的案例及趨勢。

亦即，歐美稅局傾向認定當地銷售人員的努力、銷售渠道或市場價值也應該反應

在利潤配置合理性的考量範圍內，基於這樣的考量因素，當地子公司所保留的利

潤，歐美各國稅局認為應大幅的提升，甚至於有要求占該項產品利潤的百分之五

十的案例出現，鉅額提升了台灣企業在歐美的稅務負擔。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責美國稅務諮詢服務的周思齊會計師進一步說明，類似

的稅務稽查策略，其實幾年前在美國就有知名案例。2006 年美國 IRS 對一歐洲

知名藥廠基於相同的原因進行類似補稅要求，和解後該歐洲藥廠同意支付補稅額

達美金 34 億元，創下了美國至今最大金額的補稅案。 

 

強化全面稅務治理 完善企業公司治理與公平納稅的社會責任 

 

除了前述中國及歐美國家的稅務發展趨勢外，印度及東協國家繼中國之後做為新

興的製造及出口基地，也開始著重於企業在代工及製造所應取得利潤的合理性，

因此，稅務稽查的重點，也相應著重於移轉訂價的層面，針對原物料進口價格有

較多的稽查案例。 

 

此外，在因退稅申請衍生的稅務查核案件也時有所聞。謝淑美表示，越南在 2013

年開始擴大查核外資企業，光 2014 年上半年，就有超過 500 家企業被認定有問

題而開罰，其中更包含了許多台灣企業。 

 



印度查稅的動作也非常積極，在 2013 年共計有 4 千家公司被進行補稅調整，調

整所得額達美金 150 億元，其中包括一些知名國際手機及電腦大廠。 

 

新加坡也加入了移轉訂價的行列，在今年 9 月公布了移轉訂價的準則。此外，印

尼身為 G20 的會員成員國之一，也十分積極的配合 BEPS 的方向，進行反避稅

實質性的查核。謝淑美指出，常見當地企業要結束某個廠房或是向當地稅局申請

退稅時，稅務主管機關就會進行全面性的所得稅或移轉訂價查核，核定補稅加罰

的結果甚至有可能都超過原先申請退稅的金額。 

 

前述的各地稅務稽徵趨勢在 OECD BEPS 行動方案的細部規定陸續發佈後，將可

預見各地稅局會逐步要求企業提供集團全球交易模式、訂價策略以及營業活動配

置等資訊，並從實質面分析企業跨境交易之合理性。謝淑美提醒，企業應盡早採

取因應策略及落實全球稅務風險管理，重新思考集團全球整體佈局與交易配套，

歸根究底，惟有「利潤配置的地點」跟「實質的商業活動及人員配置」能妥善結

合，達成全球營運及稅務策略的一致性及合理性，跨國企業才可以建構完整的稅

務防護及風險控管機制，因應未來的國際稅務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