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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

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

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

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

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

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

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

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

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

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

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

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

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

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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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初次调整引发的相应调整及二次调整之辨析 

随着中国反避税立法的日趋完善，中国税务机关使用反避税工

具已经渐近娴熟，近期《人民日报》报导的一起 10 亿元的转让定

价初次调整案更昭示着中国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管理正在步入新的

阶段。毫无疑问，转让定价管理会在日后的反避税工作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明税律师在多年转让定价相关业务执业过程中发现转让定

价初次调整业界普遍熟识， 但对由初次调整引发的相应调整及二

次调整的认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在本期资讯中，我们将详

细辨析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一、转让定价初次调整与相应调整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一章规定了相应调整

及国际磋商。第九十八条规定关联交易一方被实施转让定价调查调

整的，应允许另一方做相应调整，以消除双重征税。在中国签订的

税收条约联属企业条款中规定（以中美税收条约为例）：缔约国一

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

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

征税时，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

根据条约的规定当关联交易中国居民企业一方被实施转让定价调

整（初次调整），缔约国另一方（如美国）应进行相应调整，以避

免双重征税。因为如果中国税局调增了该国居民企业的应税所得，

而该居民企业的关联方所在国如并不因此调减该关联方的应税所

得并退还相应已经缴纳的税款，则被中国实施的转让定价初次调整

所对应的利润就会被双重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即同一笔所得由

两个不同纳税主体被两个主权国家课征税赋）。相应调整是缔约国

一方实施转让定价初次调整后，缔约国另一方为履行条约义务，而

做出的调整。当然，条约只是要求缔约国另一方进行相应调整的义

务，换言之，并没有规定缔约国另一方彻底消除双重征税的义务。

而且缔约国另一方认为缔约国一方调整的利润符合了独立交易原

则，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税收条约联属企业条款通常都会规定缔

约国另一方在确定相应调整时，应适当考虑协定中的其他规定，如

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相互协商程序的引入在

于缔约国一方所进行的转让定价初步调整通常情况下并不会被缔

约国另一方主动接受并因此做出相应调整，所以缔约国另一方所做

出的相应调整是两国税务主管当局通过税收协定的相互协商程序

来实现的。 

二、转让定价二次调整 

在跨国公司关联交易中，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其集团整体税负，

通常采用高税国企业以低价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

务和转让无形资产，而低税国企业以高价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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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无形资产，这样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转

移利润”），整体税负就相应降低。而通过转让定价初次调

整后，这部分转移利润需要转回低税国，从来源国与居民

国税收角度看，即使缔约国一方进行转让定价初次调整，

缔约国另一方做了相应调整并退还了对应已缴税款，如果

实施转让定价初次调整的国家（即来源国）在其国内法中

不规定对这部分转回的转移利润课征预提所得税款，其结

果势必导致该部分转移利润在来源国不是应税利润，从而

放弃来源国税收管辖权。因此一些国家为了解决该问题，

在其国内法中引入推定交易制度（如推定股息、推定贷款、

推定股权投资等），对转让定价初次调整的转回利润课征

税赋（比如视同股息课征所得税 withholding tax），通过账

务调整使其能够与“假设关联企业最一开始就遵循了独立

交易原则”的课税结果一致，进而衍生出了转让定价二次

调整的税务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转让定价二次调整属于各

国国内法的规定，税收协定只是规定了缔约国一方转让定

价初次调整后缔约国另一方的相应调整义务，并没有对缔

约国一方转让定价二次调整课征税款后缔约国另一方的

就此课征税款进行相应抵免义务，如果缔约国另一方国内

法没有设置相关制度，对此类推定交易境外缴纳税款也可

抵免，其结果又会使得该笔转移利润被缔约国双方课税，

造成双重征税。因此《OECD 转让定价指南》鼓励缔约国

双方启动转让定价初次调整进行相互协商程序时，应对转

让定价二次调整进行协商，避免双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

负担。 

三、转让定价相应调整与二次调整之区别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转让定价相应调整与二

次调整存在以下区别： 

1） 转让定价相应调整是缔约国一方进行转让定

价初次调整后缔约国另一方进行的调整。而

二次调整是缔约国一方进行转让定价初次调

整后针对转回的利润通过引入推定交易制度

进行账务调整，从而课征相应预提所得税的

调整。 

2） 转让定价相应调整解决的是经济性双重征

税，而二次调整制度通常会引发法律性双重

征税问题。 

3） 转让定价相应调整义务在税收条约中基本都

有规定，而二次调整是国内法制度，针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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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整所引发的法律性双重征税问题，只有极其少数的条约规定了缔约国的相应抵免义务。 

4） 转让定价相应调整可以根据协定申请相互磋商程序，而二次调整后引发的法律性双重征税问题

税收协定并没有明确赋予纳税人申请相互磋商程序的权利。 

四、 我国二次调整的规定及立法建议 

虽然中国税法中没有直接引入二次调整的概念，但 2006 年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

往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901 号，以下简称 901 号文件）中对于二次调整

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该文件规定，对企业与其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转让定价调增的应纳税所得

（不含利息、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若企业未通过相应调整程序作相应账务调整的，其境外关联企

业取得的超过没有关联关系所应取得的数额部分，应视同股息分配征收所得税，该股息不得享受免征所得

税的优惠。换言之，在没有做账务处理且没有汇回利润的前提下，应该对该部分转移利润视同股息征税。

但是，因为该文件依据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已经失效，从法理上讲，

该文件已经失效。由于国家税务总局既没有明确废止该文件，也没有在 2 号文中规定相同内容，更没有单

独发布新文件对该问题进行规制，导致各地税局认识不一，对该问题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导致实务人士对

此认识也不尽相同。实务中，当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转让定价调查初次调整后，如果企业不做账务处理，

通常的做法是该转移利润不会视同股息而被征预提税1。 

实际上，由于相关法规没有能在二次调整问题上进行制度的衔接设计，不对转回利润进行二次调整，

正如我们在以上分析中所阐述的，会导致企业通过转让定价手段，把利润转移到国外而规避应该缴纳的股

息预提税。因此，由于制度上的缺位，给企业规避股息所得税提供了途径。并且我国转让定价制度并没有

对初次调整给予相应罚款使得企业可能利用该制度缺失而进行税收安排的违法成本很低，客观上抵消了部

分转让定价调查的反避税效果。因此，明税认为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完善跨国企业转让定价二次调整的

税收政策，包括如何进行转让定价初次调整的账务处理 2，并对相关应收或应付的起始时间、利息、币种和

偿付也做详尽的规定。企业如不做账务调整，引入推定交易制度，视同股息分配。对于企业自动进行的转

让定价调整，是否考虑引入视同股息税前扣除制度，某种程度上降低二次调整引发的法律性双重征税，从

而为企业自动调整设立激励机制，减少税务机关的反避税管理成本。 

1 实务中的做法,请读者参阅<转让定价调查二次调整：瞻前还需顾后>, 大连市国税局总经济师,谷兆春, 转

引自中国财税浪子王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cd61c0102ec9z.html. 

2  帐务处理建议,请读者参阅<加强转让定价调整后续管理的国际借鉴与思考>, 无锡国税华学成, 秦凌, 转

引自中国财税浪子王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cd61c0102dx9c.html. 

本文作者：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寇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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