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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9]125 号,2009 年12 月25日发

布，2008 年1月1日起执行）第四条规定，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

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

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实际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但有六项内容

不得纳入可抵免范围，需结合具体的款

项属性加以判断。为了便于纳税人充分

理解，笔者对此分别予以解读。

1.企业根据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

关规定，错缴或被错征的境外所得税

税款，或境外税务机关已退还给企业

错缴或错征的所得税款，不能抵免境

内的企业所得税。

（1）错缴的税款。一般来说，错缴

税款主要是基于纳税人的疏忽或对税法

规定的不了解、对税法认识不到位。也

有可能是纳税人发生计算等技术性错误

导致错缴税款。例如，中国居民企业环

球普华公司 2009 年度境内所得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该公司在甲国设

立了一家分支机构。甲国分支机构当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 万元，适用税率

为 25%，按规定应缴企业所得税为50万

元，但实际缴纳了60 万元，多缴的 10 万

元企业所得税应向境外征税主体即甲国

税务当局申请退还，不能抵免中国境内

的企业所得税款。即使环球普华公司放

弃向甲国税务当局申请税款退还，也不

能将该税款抵免中国境内按照其全球所

得计算的企业所得税。

（2）错征的税款。一般来说，错征

税款主要是基于征税机关发生的错误。

例如，中国居民环球普华公司 2009 年度

向甲国企业思迈特公司发放贷款，取得

贷款利息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

元，根据中国政府与其国家政府签订的

税收协定应按 10% 预提所得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而该国税务当局却按 20%

预提所得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造成实

际多缴 30 万元的预提企业所得税，该多

缴税款应向境外征税主体申请退还，不

能抵免中国境内的企业所得税款。

2.企业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

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不得抵免。这是指

根据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及地区政府签

订的税收协定或税收安排的规定，应在

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税事项；企业

确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缴纳了企业

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企业应设法申请退

还错缴的税款，这些错缴的税款不能抵

免中国境内的企业所得税款。

比如，根据税收协定的一般规则，

中国企业自境外取得的营业利润所得，

如果在协定缔约国对方不构成常设机构，

则缔约国对方税务当局不具有课税权。

但是中国一些走出去的企业，由于对税

收协定并不了解，即使在不构成常设机

构的情况下，也可能向营业利润发生地

的缔约国缴纳了具有所得税性质的税款。

对于这部分税款，中国税务当局并不允

许企业作为境外税款进行税收抵免。

3.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

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

因为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产生

的利息、滞纳金和罚款是基于纳税人的

过错而承担的额外税负或代价，当然不

允许在境内税款中予以抵免。

�.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

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主要是指各

国为了实现特定或社会发展目标，规定不

同形式和程度的税收优惠，而这些税收

优惠是各国财政作出的让步，境外征税

主体纳税后得到的类似补偿和实际返还

的税款，均不能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抵免

中予以扣除。

企业在境外因享受税收优惠被减免

的税款是否允许其在国内抵免和我国的

税收饶让体制有关。财 税 [2009]125 号

文已规定，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

税收协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

所得，按照该国（地区）税收法律享受了

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

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

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该免税或减

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

税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该条款就是税

收饶让条款，按照这个条款的精神来推

断，居民企业从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取得

的所得，在境外所在国如果享受了减税

或免税待遇，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

况下，减免的税额可作为企业在境外实

际缴纳的税款用于办理税收抵免 ：一是

取得所得的所在国与我国政府订立了税

六类境外所得税
         税款不得抵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0 09·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15

Finance ＆ Accounting
法规解读

收协定（或安排）；二是减免的税额按照

税收协定（或安排）规定，应视同已缴税

额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在这里，

只有符合税收饶让条件的税收优惠才可

以针对优惠部分的税额视同已缴纳来进

行税收抵免。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境外

税收优惠，即不符合税收饶让抵免条件

的其他类型的境外税收优惠，都属于财

税 [2009]125 号文件第四条规定的不得

抵免的境外税款。

从税收协定对方国家取得所得的中

国居民企业，按该国税收法律享受了免

税或减税待遇，且该所得已享受的免税

或减税数额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定应视同

已缴税额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

在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企业直接

和间接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可包括企业

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和未缴而视同

已缴的境外所得税减免税额（以下称饶

让抵免税额）。饶让抵免税额应根据不

同情况分别计算：税收协定规定应定率

饶让抵免的，饶让抵免税额为按该定率

计算的应纳境外所得税额超过实际缴

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的数额；税收协定未

规定定率饶让抵免，但已限定协定对方

国家（地区）征税税率的，饶让抵免税额

为按协定限制税率计算的应纳境外所得

税额超过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的数

额；税收协定既未规定定率饶让抵免，

也未限定协定对方国家（地区）征税税率

的，饶让抵免税额为按协定对方国家（地

区）税收法律规定税率计算的应纳境外

所得税额超过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

的数额。采用这些办法计算抵免限额的

企业不得再采用财税 [2009]125 号文规

定的其他抵免税额的方法。

5.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

施条例》规定，已免征我国企业所得

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即如果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已按规定

免征中国企业所得税，则该所得负担的

境外所得税税款不能抵免境内企业所

得税。

例 如，中国居民 企业环 球普 华 公

司设立在甲国的分支机构从事远洋 捕

捞业务，2008 年的收 入为 500 万元，经

营成 本为 480 万元。甲国的所 得 税 率

为 20%，其 在甲国已 缴 纳 所 得 税 4 万

元 [（500-480）×20%]。环 球普 华 公司

2008 年的境内所得为 60 万元。那么中国

居民环球普华公司 2008 年境内外的应

税所得总额以及境外所得的抵免限额是

多少呢？笔者分析如下：环球普华公司

2008 年境内所得已确认为 60 万元。根

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远洋捕捞项目取得的所得予

以免征企业所得税，故其在甲国的分支

机构从事的远洋捕捞业务所取得的所得

20 万元应从企业的境内外应税所得中扣

除。因此，环球普华公司 2008 年境内外

的应税 所 得总额 =（60+20）-20=60（ 万

元）。其在甲国已缴纳的所得税 4 万元，

不再抵免。

如果上例中环球普华公司在境内取

得的收入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规定的条件确认为亏损，2008 年

无境内应税所得，其在甲国分支机构取

得的按中国税法规定确认的免税所得，

已在甲国缴纳的税款不再抵免，也不弥

补境内亏损。

如果中国居民企业环球普华公司在

甲国成立了思迈特公司，而思迈特公司的

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根据《关于境

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

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 [2009]82

号）的规定，思迈

特 公司被认 定 为

中国的居民企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居民企

业环 球普华 公司

取得从 居民企业

思迈特 公司分 得

的股 息、红 利 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

属于免税收入。尽管思迈特公司在所在

国已缴纳企业所得税和预提所得税，但

这些境外缴纳的税款不能在中国境内抵

免。

6.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已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中扣除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例如，境内居民环球普华公司取得

了来源于境外甲国思迈特公司分得的股

利 300万元。思迈特公司适用税率 20%，

应纳税所得额为 375 万元，其中含有设

立在境外乙国的利马公司支付的特许权

使用费净收入 180 万元，利马公司为其

代扣代缴了预提所得税 20 万元。思迈特

公司在甲国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75 万元。

经分析，境内居民环球普华公司取得的

300 万元股利，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利马公司代扣代缴的 20万元境外所得税

税款不能抵免，因为该税款已在思迈特

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企业

若将财税 [2009]125 号第四条规定的六

项不予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税款用于抵

免境内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是在国内发

生了少缴或者不缴应纳税款的事实，税

务机关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作者单位 ：中国转让定价服务联

盟•思威瑞特联合 < 北京 > 财税咨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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