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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工程项目

税收筹划分析

丁长喜 陈姝蓉■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中，很

多企业因缺乏对项目所在国税收政策的

了解，不能准确判断和有效控制跨境税

务风险，既影响了项目利润，也对中国

企业的国际声誉产生不良影响。本文以

海外工程项目为例，分析项目竞标、项

目谈判、项目启动实施等环节企业面临

的税务风险以及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一、项目竞标阶段的税收筹划

海外工程项目承包企业一般需要在

项目竞标时进行评估报价，而税务成本

是企业项目成本预算管理中需要重点考

虑的因素之一。这一阶段的税务管理重

点是充分研究和熟悉本国及项目所在国

的税收政策，对项目涉及的重要税务成

本和风险进行评估，为项目投标决策提

摘 要： 本文以海外工程项目为例，分析了项目竞标、项目谈判、项目启动实施等各阶段的税务风险和管控手段。项
目竞标阶段税务管理重点是充分研究和熟悉本国及项目所在国的税收政策，对项目涉及的重要税务成本和风险进行评

估，梳理本国和项目所在国税收优惠政策。项目谈判阶段要注意合同形式的确定、合同方的选择、税收协议和合同条款的

审定等问题。项目启动实施阶段可采用项目委托方与各分包方组成联合体签订总包合同和劳务派遣方案两种方式。在员

工个人所得税筹划方面，应在境外为驻外人员发放大部分工资，在国内缴纳“五险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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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进出口关税、进出口环节增值税，在

合同谈判时应尽量要求关税减免。四是

合同税。有些国家规定对承包合同按一

定比例征收合同税。五是印花税。合同、

证照等通常都需要缴纳印花税。六是杂

项税，包括当地政府以各种名目征收或

摊派的各种费用。七是分包商相关税

项。某些国家还规定了总包商的代扣税

义务，要求总承包企业在分包时代扣代

缴当地的税项。

（二）掌握中国相关税务政策

中国对企业海外工程项目承包也制

定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在所得税方面规

定，中国企业从事海外工程项目承包取

得的收入需要缴纳所得税，但可以在一

定限额内抵免已缴纳的所得税（一般需

要项目所在国和中国有税收协议）；如

供可靠依据。

（一）了解项目所在国税制

海外工程项目承包主要涉及以下

税种。一是在公司税负中占比较大的所

得税。目前，多数国家规定，如果不在

当地设立子公司，工程承包商超过一定

期限后才需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如中国

和多数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都以6个

月为限）；个别国家如刚果（金），只要

外国企业在当地承包工程，就需缴纳所

得税。所得税的征税方法一般是核定利

润法（按照合同总额一定比例征收）或

实际利润法（按收入减去成本和允许税

前扣除的部分后的差值征收）。如果在

当地设立子公司，通常按照实际利润征

税。二是流转税，通常包括销售税、商

品服务税、增值税等。三是海关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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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海外工程项目在当地免税（如政府项

目等），但中国与项目所在国没有签订税

收协议，或者协议中没有饶让条款，则

需在中国补缴25%的所得税。在增值税

方面规定，营改增后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设计服务可享受零税

率，工程项目在境外提供建筑服务、勘

察勘探、监理服务等可享受免征增值税。

在印花税方面规定，总分包合同、贷款

合同、销货合同等即使在境外签订，如

果带入境内使用，仍需要缴纳印花税。

（三）梳理本国和项目所在国税收优

惠政策

截止到2016年11月，我国已对外

正式签署102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

中98个协定已生效，和香港、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与台湾签

署了税收协议。在项目前期考察和成本

核算时，应详细梳理和了解相关税收优

惠，如很多国家规定设备暂时进口（在

当地短期使用后复出口）或租赁可能免

征增值税，东盟国家与中国签订“货物

原产地”关税互惠协议的可以免征进口

关税等。

二、项目商业谈判阶段的税收

筹划

海外工程项目合同形式的确定、合

同方的选择、税收协议和合同条款的审

定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

（一）合同的拆分

目前，多数国家对国外工程项目承

包采取核定利润征税法，即按照相关部

门核定的收益率乘以合同总额后得到的

所得额为纳税基数。从税务筹划的角度

来说，一般会通过合同拆分的方法来达

到平衡税负的效果。以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项目为例，总

合同包括设计、设备采购、施工三部分

内容，如果将其拆分签订合同，设备采

购合同在很多国家被视为贸易合同，可

不在设备购买国征收企业所得税，且部

分国家对于设计合同不征税或适用低税

率征税。此外，拆分合同不仅可以降低

在项目所在国的税负，在国内也可以获

得相应抵免。除了按照合同功能拆分，

还可以将合同拆分为离岸合同和在岸合

同，前者以国际通用货币支付，以降低

外汇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单个公司进行合同

拆分也存在一定风险，税务部门会对同

一工程项目、同一合同方的合同进行合

并纳税，此时可以采用联合体签约，由

各个分包商组成联合体与项目委托单位

联合签订合同。联合体本身不是纳税主

体，联合体各方作为独立纳税人各自纳

税，联合纳税额往往要低于单一体的合

并纳税额。

（二）合同方的确定

无论合同拆分与否，总包、分包合

同签约方的选择都会对项目总体税负

产生重大影响。通常可以采取以中国

公司、项目地分/子公司或者第三地的

中间控股公司为签约方等形式，具体可

根据当地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选择合同

签订方，以降低项目整体税负水平。实

践中，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在低税率国家

或者与项目所在地关系良好的国家成

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再与项目委

托方签订项目合同，以实现税收筹划的

目的。

（三）税收协议和合同条款的审定

对于免税或者包税协议要予以充

分的审核，并提前做好税收筹划。一般

政府项目会有免税、退税协议，但范围

通常只仅指在项目所在国免征所得税

等。如果项目所在国和中国间没有饶让

协议，项目利润回到中国后依然要缴纳

25%的所得税。另外，有的企业会跟项

目委托方签订包税合同，由其代缴税收。

这一类合同的风险在于：如果委托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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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预先做好税收相关事项的沟通和

确认，充分享受税收协定等相关优惠，

降低税负成本。在当地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时遵守税务申报的规定，减少税务合

规风险。

二是加强专业人员配备。针对企业

普遍存在的海外财税人员及相关专业知

识不足问题，采用外聘、外包等多种方

式加强财税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健全

培训体系、更新培训内容。

三是拓宽税收合作渠道。积极参与

BEPS听证等多边税收合作谈判活动，维

护和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建立税收争议

响应机制，及时上报税收争议和纠纷，

推动双边磋商协商解决。

责任编辑 刘良伟

有为承包商准确纳税，承包商仍然存在

补缴和罚款风险；如果委托方没有以承

包商的名义缴税，不能提供完税证明，

承包商回到中国后依然不能抵扣；如果

委托方代缴，其一般不会为承包商做税

务筹划，税负总额通常较高。

所以在进行合同谈判时，要重视合

同中的纳税相关条款，了解税法规定、

匡算税金影响，根据合同类型选择对承

包商最有利的方案。如对于成本加酬金

的开口合同，应在合同中明确一切与工

程有关的税金负担对象；对于固定总价

合同，因涉及到的税种较多，应要求委

托方承担所在国的税收，承包商仅承担

中国部分税金；对于合同金额较大而且

复杂的跨境工程项目，应聘请专业机构

做好项目税收筹划。

三、项目启动实施阶段的税收

筹划

在海外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分包

商通常是以总包商的名义在当地进行

工程施工，不会体现为独立的施工分包

方，而总包商也不会为分包商代扣代缴

当地税收。问题在于：一方面，分包商

以总包商名义缴税，无法在中国进行相

应的所得税抵免；另一方面，如果当地

税务部门发现分包商为独立于总包商

的单位，可能会向分包商补征税收；此

外，总包商的分包成本也无法税前列

支，流转税进项不真实，面临税务合规

风险。

目前通用的办法有如下两种：一是

项目委托方与各分包方组成联合体签订

总包合同。这种方法收入成本划分最合

规，采购利润通常可以免于缴纳当地所

得税；缺点是分包商各自对项目委托方

负责，增加了运营风险，且分包商均需

在项目所在国设立常设机构，成本较高。

二是劳务派遣方案。总包商与分包商签

定采购合同，并支付采购款和派遣服务

费；分包商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向项目所

在地输送劳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避免

分包商对应的预提所得税，且分包商不

需要在当地设常设机构；缺点是派遣人

员过多，会增加总包方的管理成本。但

是，向分包商支付的采购款需要合理的

商业实质，这涉及到转让定价问题。

四、员工个人所得税筹划 

随着海外项目增多，企业常驻海外

人员在不断增加。目前，很多企业因项

目所在国所得税较高，以及缴纳海外常

驻人员“五险二金”的需要，仍然在国

内以驻外补贴的方式发放驻外人员的

境外所得，这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隐患。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国内税务机关认定

驻外补贴是境外收入，可能需要补征税

收，而国外税务机关也可能会让驻外人

员按照核定的工资标准缴纳所得税。对

于企业来说，个人应缴纳的所得税部分

不能扣除，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基

数。为此，一般建议在境外为驻外人员

发放大部分工资，在国内缴纳“五险二

金”。这不仅有利于规范公司税务管理，

也能在项目所得汇回国内时少缴纳所

得税。

五、启示与建议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由重数量

进入重质量的阶段，税制、法律相关的

操作实务正在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

的关键环节，国际税收制度也正在进入

快速变迁的时期，BEPS行动计划催生了

国际税收征管新态势。2013年8月，中

国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近年

在国际税收征管协作方面也取得快速进

展。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抓

住战略机遇，做好税务风险防范和管理，

力争走得稳、走得远。

一是强化税收风险意识。依托专业

机构或与项目所在国税务机关沟通，提

前了解和评估项目存在的税务风险，做

好应对准备。针对项目所在国税收优惠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丽娟. 关于服务“一带一

路”战略的税收思考[J]. 税收经济

研究， 2015，（5）.

[2] 曹明星， 刘奇超. “走出去”

企业三种跨境所得的国际税收筹划

方式——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地区）的观察[J]. 经济体制改革， 

2016，（1）.

[3] 王素荣， 付博.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公司所得税政策及税务筹

划[J]. 财经问题研究，2017，（1）.

[4] 赵连志. 税收筹划操作实务

[M].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1.

[5] 刘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公司税制比较[J]. 上海经济研究， 

2016，（1）.

[6] 易祥大， 李燕峰. 海外投资

项目税收筹划与税收风险防范对

策—— 以在尼泊尔投资项目为例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6，（7）.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纳税与筹划
	中国企业海外工程项目税收筹划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