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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考

杜安国

服务外 包（ 离岸的 称 为“国际 服务

外 包”），简 而言之是 指 企业将一些其

认为是 非核 心的、次要的 或辅 助性 的

功 能或业务外包给企 业外部 可以 高度

信任的 专业服务机构，利 用它们的 专

长和优势来提高企业整体的 效率和 竞

争力。目前，服务外 包主要 分 为 IT 外

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两大类。

服务外 包产业是现代 高端服务业

的 重要 组成部 分，具 有信 息技术 承载

度 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

染少、吸 纳 就业（特别是 大学生就业）

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大 力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有利于转 变我国

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扩大知 识 密集型服

务产品 出口 ；有利 于优化外商投资 结

构，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和 水平。

国际 服务外包是 全 球 经 济发 展的

大势所趋，前景非常广阔。从现实经 济

来看，虽 然 我国 承接国际 服务外 包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一些发 展中国家

相比 ，或者与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 分工

的 水 平相 比 较，我国在 这一领 域 还处

于相对落后 的局面。或者说，在国际服

务外包市场中，我国还没形成自身的比

较优势。首先，我国在促进外包发展的

硬件 方 面 还 存在 不足，难以 满足企业

发展 国 际 外 包的 要求。其 次，外 包服

务管理部门 不 统一，政出多门，办 事效

率低。与此同时，服务外包行业协 会的

发展 不 到位导致政企 的信息 不畅。第

三，发 展 服务 外 包的 相 关政策制 度 不

到位，尤 其是一些激励约束的政策不

到位，使得发 展 服务外 包的 力度 不 够。

这 其中，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调 整 滞后

是 服务外包发展 滞后 的一个重要原因。

税收优惠政策作 为国 家促进产业

发 展 最常见 的 手段，其效 果 是 最直接

和有效的，因 而 在 加 快 承接国际 服务

外包的过程中也 是 必 不 可少的。当前，

为促进我国 国际 服务外包产业的健康

和 快 速 发 展，税收优惠政策的调 整势

在必 行。

（一）明 确优惠对象，体现税收优

惠政策前瞻性。以 服务贸易交割 对 象

为基 础 ，考虑 通 过 以 无转 包、纯 粹服

务境 外企 业与存在转 包、最 终 服务境

外为标 准，将从事以 下业务的企业认定

为国 际 服务外 包的 企 业，并在 此基础

上 适 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包括：IT 外包、业务 流 程外

包（B P O ，主要包括销 售服务外包、人

力资源管理 外包、物 流 外包、财务管理

外 包、智力资源、呼 叫中心外 包、资产

管理 外 包与行 政管理 外包）和 其他服

务外 包（金 融 业务外包、医疗外包等）。

对 于这一税收优惠政策，应 适 用于我

国境内的所有企业，无论是接包企业是

中资的还是 外资的。

（二）增加流 转税优惠政策。对于

承接国 际 服务外 包的 境内企 业，部 分

行 业适 用的 是 增值税。对此，可 以 考

虑 通 过 上 述范 围的确 定，将其统一归

为营业税的征收 范 围，缩 小 这 些 企 业

营业税税率 与增值税可抵扣 率之间的

差距。对于境内服务外包的转 包、分包

行 为，应该 允许扣除相 关费用，以 促进

企 业主体之间的 分工与合作，鼓励国

内企业整合起来承接大型国际 外 包项

目。为体现政策扶持的力度，切实减轻

接包企 业的税收 负担，可 以 考虑 对这

一类企业减半征收营业税或免征营业

税。发 展国 际 服务外 包，人力 资本是

关键。因此还应 通 过税收优惠政策鼓

励和 促进 高端服务外包认证、培训机

构 的发展，对于专业的外 包人力资 源

认证和培训机构，可以 考虑前 2 年免于

征收营业税，后 2 年减半征收营业税，

或免于征收营业税 3 年等方案。

（三）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由于

新型国际 服务外包大 多依 赖于高新技

术，并且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较 高。因

此，在企 业所得税上，首先应 考虑 减

轻 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在人力资本 方

面 的投入，也就是说考虑同高新技术

企业一样，适 用“实际 发 生的 合理的工

资支出可 以 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其次，对于接包企业的高新技术设备，

可以 考虑在现行规定折旧 年限的基础

上，按不 高于 40 % 的比 例 缩短折旧 年

限 ；对于接包企业授让 或投资的无形

资产，可在 现行 规定摊销 年限 的基础

上，按不 高于 40 % 的比 例 缩短摊销 年

限。最 后，为鼓励接包企 业在 国内转

包，可以 考虑 鼓励企 业汇 总 纳 税，这

样既 方便了企业的统一结 算，又可以使

企 业 进行 内部盈亏互 补，进 而 降低企

业的税收负担。

（四 ）完善 关税优惠政策。对 交割

地 明 确 为境 外的国际 服务外 包，应 考

虑零出口 关税的政策，以 体现政府的

扶持 力度，这一政策可 以 考虑在《 关于

发 展 软件及相 关信息服务出口 的指 导

意见 》下制定。对于承接国际 服务外包

业务的企业，其为承接外包服务项目进

口 所需的自用设备，以 及按照合同随设

备 进口 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等，可

按国 家有关政策规定申请免征进口 关

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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