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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 “一带一路’’倡议落实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中国发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各方面的制度 

和政策都在跟进，可以预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 

将造福人类。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的复杂性， 

决定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必须经过艰难的努力， 

其中就包括税收制度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选择。对 

此，笔者拟谈点初步的想法。 

一

、 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给税收功能 

作用恰当的定位 

税收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需要对税收功 

能作用有一个恰当的认识。任何超越税收功能作用的 

任务，不仅不利于既有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带来风险。 

税收功能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对税收规律的认识 

之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税收只 

是助力而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试想，即使 “一带一路” 

相关业务的税负为零，如果投资回报很低甚至为负数， 

投资者也会裹足不前。反过来，即使税负相对较高， 

只要资本回报率是可以接受的，投资者仍然会持续投 

入。这么说，是要强调税收因素只是参与投资业务的 

一 个重要因素。当然，相对而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税负越轻，资本回报率也就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中优化税收政策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税收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明确定位在 “助 

力”上。税收只是相关投资和贸易业务的催化剂，而 

不是基本的决定力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 

特别是，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地区，不仅经济基础薄弱， 

而且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投资者要面对较高 

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没有较高的预期回报，那么投资 

往往不会进行下去。应对风险的另一办法是用贸易替 

代投资，因为贸易相对风险要小得多。但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实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建设不可能用贸易来替代。更高风险的投资如果有更 

加合适的税收政策支持，那么投资进展就可能更加顺 

畅。俄罗斯和东欧地区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 

济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中市场作用的发挥。西亚、南 

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地区的情况也很复杂，不同宗教 

不同文明的冲突不同程度存在，④市场作用能在多大程 

度上得到发挥同样受到制约。 

在上述条件下，不过分高估税收的功能作用，也 

不低估税收的助力作用，当是税收助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的税收支持政策应该和 

全局的 “走出去”税收政策是一致的，相互协调的。“走 

出去”的税收政策应该切合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 

有利于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一 

带一路”倡议呼唤的是 “走出去”税收政策的升级版， 

而不应该是单独为 “一带一路”服务出台的定制版， 

这是由税收政策的内在公平要求所决定的。现有的 “走 

出去”税收政策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不相吻合， 

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优化 “走出去”税收政策，而不是 

本文是201 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十三五’时期深化财税改革价格体制改革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财税 
价格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亨廷顿 (2002)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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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制定新的税收政策。 

二、国际税收关系的优化应该在 “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中排在重要的位置 

“
一 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情况特别复 

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税收制度也特别复杂。 

特别是一些地区，如中亚地区的税制复杂，税收征管 

能力不足 (杰文斯，2016 o与税制建设还处于发展初 

期的围家和地区进行税收协调，显然和税制建设已经 

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围家和地区相比有很大差异，前者 

需要的是比后者更加简单易行的操作方法。 

同际税收关系安排应该坚持对等原则。税收制度 

相仿 、税制结构相似的困家之间的税收协调相对容易 

做到，反之，则协调工作较为复杂。发达围家和发展 

中围家国际税收关系遵循原则一直有居民税收管辖权 

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之争，这是发达围家对外投 

资多而发展中围家对外投资少所致。发达国家作为一 

个群体传统上更加重视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随着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同家的资本输出规模也 

在迅速扩大。中国从 2014年起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从围家利益出发，再强调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显然已经 

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原则性安排是围家税收关系优化的基础，更为具 

体细致的国际税收关系的确定则需要对相关国家具体 

税制有桕当充分的认识。对于同内企业来说，多数对 

中亚或其他 “一带一路”圈家的税制了解不多，这种 

信息盲点对 “走出去”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更是未 

知数。一般说来，税制建设初始阶段常常伴随着具体 

税制和税收政策的多变，这对于企业来说，本身就带 

有诸多不确定性。如果在国际税收关系安排中，中同 

能够和相关国家就税制和税收政策的确定性达成某种 

协议，那么对于 “走出去”企业来说是一大利好。这样， 

致力于税负确定性的目标就应该成为中国和相关国家 

国际税收关系确定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降低税负不 

确定性给 “走出去”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到同家鼓 

励但不确定性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可以 

考虑对其收益在特定期限内实行免税政策。在不确定 

程度较高的困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本身就充满高风险， 

在这个时候，围家让渡部分税收利益，与投资者共担 

风险是合适的。 

2ol ’OzN⋯ALTAsX AT ⋯ 

三、纳税服务应该在税收助力 “一带一路” 

倡议中发挥中心作用 

“
一

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中，中亚、西亚、 

南亚、东南亚、非洲国家的税制差别很大，围内各界 

对这些地区的税制了解还很有限。目前，税务部门正 

在积极应对，如各地国税部门组织编译了相关圈家的 

税制资料，受到 “走出去”企业的欢迎。一些中亚国 

家的税制资料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围内，这对于纳税 

人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制无疑有很大帮助。 

但是，税制情况总是在动态发生变化，及时更新各同 

税制资料才能适应纳税人的信息需求。税务部门要发 

挥好组织者的作用，同时还要借力学术界和社会各界， 

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沿线围家税制信启、的服务工作。 

经济全球化的加快要求中围有自己的高水平的同 

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这类中心应该承担起包括 “一 

带一路”沿线围家和地区税收制度和政策信息收集与 

整理任务，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它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研究中心，而应该与日常税务工作对接。罔际税 

收信息量大，信息收集与整理应该有侧重点。沿线大 

围税制信息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研究中心工作的重点， 

例如印度税制。印度作为金砖罔家，又是人口第二大 

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很大，中国必然与它频繁打交道。 

打交道越多，就越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税制信息。服务 

于社会各界的税制信息不仅仅是官方发布的信息，还 

应包括各类税收案例，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 

税制立体资料。其他围家的税制信息同样要突出重点， 

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相互配合。 

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没有较完整全面的宏观经济 

和行业信息，常规的税制和税收政策信息就不容易发挥 

作用。因此，税务机关要与相关研究机构配合，全面、 

及时做好宏观经济和行业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四、梳理并修订已有的国际税收协定 更好地 

服务于 “一带一路”倡议 

围际税收协定是围家之间处理税收分配关系的最 

主要依据。协定的签署总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服 

务于不同时期不同目标，国际税收协定具体条款的侧 

重点也不同。不仅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在升级，其他 

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 



重新梳理已有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应对不断发展变化 

的局面。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比如中国合伙企业为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可能面临证明该合伙企 

业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身份证明，但是中国 《企业所 

得税法》又规定合伙企业不适用该法 (李娜，2015 o 

类似情形亟待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各国情况不同， 

纳税所要求的程序和所提供的证明各不相同。除了加 

强双边磋商机制之外，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和国际组 

织新的协定范本及注释，将相关内容补充进协定，更 

好地解决问题。 

控制税收风险是 “走出去”企业不可小觑的问题。 

税收成本是 “走出去”企业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逃 

税与避税从定义上容易区分，前者是违反税法的行为， 

后者在税法范同内进行交易。但在现实中，两者的区 

分往往有难度。“走出去”企业所进行的交易从自身对 

税法的理解上看是避税，但是这样的 “避税”却不被 

东道国税务当局所认可，这就容易带来补税及承担相 

关责任的税收风险。对于大企业来说，这样的税收风 

险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商誉。因此，“走出去” 

企业应尽量减少此类税收风险的发生。国际税收协定 

对可能的税收风险也应有一定的防范机制。 

适应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国实际的国际税收协定 

的形成是新生事物。一方面，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对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利 ；另一方面，资本输出所带来 

的税收利益只能通过居民税收管辖权来加以保障。发 

展中国家过去在强调来源地管辖权的同时，通常也不 

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但在实际上，居民税收管辖权 

对国际税收的征管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发达国 

家，如果没有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支持，那么对 

自身税收利益也是鞭长莫及。近年来，美国实施 《海 

外账户税收遵从法》要求外国银行逐步开放账户信息， 

对美国居民海外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起到了积极作用。 

20国集团组织 (G20)、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联合国等都对国际税收合作提出了要求。特别是 BEPS 

行动计划更是让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有了初步的 

应对方案。各国税收征管合作的增强，都需要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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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修订既有的围际税收协 

定，以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 “一带一路” 

倡议落实的当务之急。 

五、加快国内税制改革 服务 “一带一路”倡 

议 

国际税收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国内税制的延伸。在 

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可以完全根据 自身情况自主选 

择税制。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税制的选择 

再也不能不考虑国际税收竞争因素。2017年新就职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在积极推动税制改革，旨 

在大幅度降低税负。减税力度能否达到预期，还需要 

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但美国减税已是大势所趋，而 

且减税力度不会太小。特朗普减税是大概率事件，中 

围对此不能不加以应对。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推行减税政策，2017年更是强 

调减税降费，而且减税降费的力度要让企业有切身的 

体会。这是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减税，中国只要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减 

税降费政策就能够加以应对，关键在于调整幅度，在于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2017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 

长 6．9％，为近 6个季度最高，实现了开门红 ； 第一季 

度税收收入也以较快速度增长，同比增长 14．7％。⑨虽 

然未来三季度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税收收入较快 

的同比增长速度为进一步减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企 

业所得税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都有一定调整空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成本费用据实扣除等也都有一定 

的下调空间。此外，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下调企业所得 

税税率，作为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方案之一。 
“

一 带一路”倡议的税收支持从根本上看需要围内 

税制的改革与完善。贸易的出口零税率应当坚持，投 

资的相关税收政策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倡 

议税收支持的着眼点不应该只放在相关困家和地区的 

投资上，而且还应该将加快同内税制改革放在优先项 

上。中国是一个大国，“走出去”税收政策应该是一个 

完整的体系，而不能是零敲碎打的。“走出去”税收政 

① 赵艳清 (201 7)将税收成本列为 “走出去”企业的第三大成本。 

② 国家统计局 ．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 704／t201 7041 7一l484963．html，201 7-05—03． 

③ 财政部 ．201 7年3月财政收支情况 [EB／。L]．http：／／gks．roof．gov．cn／Zhengfux1nx1／tongj1shuju／2O1 704／t201 70414—2580092．html，201 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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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国内税收政策也应该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在资本 

输出上，应该对所有资本一视同仁。进一步修订 《企 

业所得税法》，对接中围企业 “走出去”需要，形成合 

理的国际税收管理体系，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 
‘‘ 

一 带一路”倡议下 
六 、结语 

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税收支持政策的选择还 

应根据倡议的着力点，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参与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所作为，要根据行业的特殊性， 

选择适当的税收政策。从围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 

来看，中国的 “走出去”税收政策应该是统一的，对 

不同地区的所有 “走出去”企业一视同仁。“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年 9月和 10月分别 

倡议的税收支持只能在统一的税收政策体系框架内进 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 

行，税收支持政策必须紧紧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的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 

目标进行。紧紧同绕这一 目标，税收治理的现代化应 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从理念 

该如何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税收政策支持，是 构想到人心聚合，从顶层设计到项 目落实，合作不断 

要鼓励企业 “~a2-”，但企业为什么要 “走出去”? 开花结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企业全球化 

企业 “走出去”与税收有什么关系，与国家发展有什 运营的大幕迅速拉开。这也给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 

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企业只有 自愿服务于 出海弄潮的中国企业在税务管理方面提出了新的机遇 

“
一 带一路”倡议，效率才会改进，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1sai。对此，我们尝试为 “走出去”企业提出应对 

多赢目标才会实现。@ 之策和税务管理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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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 “一带一路”国家所面临的税 

务新挑战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开展海外投资的 

中围企业越来越多。据商务部统计，仅2016年，中国 

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为 1 26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一批重大标志性项 

目建成投产或开工建设。我国企业已经在 “一带一路” 

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多个领 

域，累计投资超过 185亿美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 

着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会有越 

来越多的企业加入 “走出去”的队伍。然而，其中大 

部分企业仍缺乏在全球范罔内投资和运营的实际操作 

经验，在海外投资税务管理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面 

临着需要快速学习境外项目税务管理专业知识、建立 

海外投资税务管理制度、摸索有效的税务管理工作方 

法的挑战。即使是较旱开始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除 

少数超大型企业已经建立了专业的税务团队，能够对 

海外项 目实行较好的税务管理外，大部分企业在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