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通知 

 

国税函〔2009〕60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税收安排，以下

统称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现就缔约对方居民申请享受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条款规定的税收协

定待遇时，如何认定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受益所有人”是指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受益所有人”

一般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可以是个人、公司或其他任何团体。代理人、导管公司等不属于“受益所有

人”。 

导管公司是指通常以逃避或减少税收、转移或累积利润等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这类公司仅在所在国

登记注册，以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组织形式，而不从事制造、经销、管理等实质性经营活动。 

 

二、在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时，不能仅从技术层面或国内法的角度理解，还应该从税收协定的目

的（即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出发，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结合具体案例的实际情况进行

分析和判定。一般来说，下列因素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 

（一）申请人有义务在规定时间（比如在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将所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比如 60%

以上）支付或派发给第三国（地区）居民。 

（二）除持有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外，申请人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 

（三）在申请人是公司等实体的情况下，申请人的资产、规模和人员配置较小（或少），与所得数额难

以匹配。 

（四）对于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申请人没有或几乎没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

很少承担风险。 

（五）缔约对方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 

（六）在利息据以产生和支付的贷款合同之外，存在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在数额、利率和签订时间等

方面相近的其他贷款或存款合同。 

（七）在特许权使用费据以产生和支付的版权、专利、技术等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外，存在申请人与第

三人之间在有关版权、专利、技术等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方面的转让合同。 

针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通过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不应将

申请人认定为“受益所有人”。 

 

三、纳税人在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时，应提供能证明其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的与本通知第三条

所列因素相关的资料。 

各地在审批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有关条款待遇的申请时，要按照上述规定处理“受益所有人”的身份

认定问题，必要时可通过信息交换机制确认相关资料。各地在具体执行中应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对

于疑难案例可层报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解决。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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