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评论 
 

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相互协商程序
（MAP）案件统计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于近期发布了 2017年度相互协
商程序（MAP）案件的统计数据，相关数据信息涉及 85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
团的成员国家和地区。统计结果显示，尽管税务部门已办结案件的数量有所增
长，但尚未结案的案件总数仍持续上升。 
 
背景 
 
BEPS第 14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的最终报告包括各参与国
或地区执行最低标准的承诺，确保以及时和高效的方式解决协定相关的争议。
BEPS包容性框架内所有 115个成员都承诺执行第 14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
其中包括按照商定的报告框架及时、完整地报告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统计数据。
2017年度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数据统计即在此新框架下进行，其涵盖了 2018
年之前加入包容性框架的所有成员。 
 
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总体规模 
 
对于承诺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执行第 14项行动计划最低报告标准的国家和地
区，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统计报告框架对 2016年 1月 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进
行了区分；对于 2016年 12月 31日之后加入包容性框架的国家和地区，统计报
告对其加入包容性框架当年 1月 1日之前和之后收到的案件进行了区分。同时，
统计报告也对转让定价案件和其他案件作了细分。 
 
综上所述，2017年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总数如下: 
 

所有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2016年 1月 1日
之前，或在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
当年 1月 1日之前
收到的案件 

6,313 0 1,764 4,549 

 
作者： 
 
北京 
黄晓里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707 
电子邮件：xiaolihuang@deloitte.com.cn 
 
上海 
程丹 
总监 
电话：+86 21 2316 6902 
电子邮件：daicheng@deloitte.com.cn 
 
北京 
高依凡  
经理 
电话：+86 10 8512 4039 
电子邮件：yvagao@deloitte.com.cn 
 
 
 
 
 
 
 
 
 
 
 
 
 
 
 
 
 
 
 
 
 

   

税务 
期数 P284/2018 – 2018年 11月 20日 

mailto:xiaolihuang@deloitte.com.cn
mailto:daicheng@deloitte.com.cn
mailto:yvagao@deloitte.com.cn


 
所有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2016年 1月 1日
及之后，或在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
当年 1月 1日及之
后收到的案件 
 

1,187 2,076 981 2,282 

 
其中，转让定价事项的磋商案件数量如下: 
 

转让定价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2016年 1月 1日
之前，或在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
当年 1月 1日之前
收到的案件 
 

3,561 0 984 2,577 

2016年 1月 1日
及之后，或在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
当年 1月 1日及之
后收到的案件 
 

576 779 251 1,104 

 
在所有 6,831例未结案件中，转让定价案件的比例略高于一半，共计 3,681
例。截至 2017年年底，在所有 3,681例转让定价未结案件中，676例为美国案
件， 印度（646例）、德国（542例）、法国（474例）紧随其后。 
 
总体统计数据表明，尚未结案的相互协商程序案件总数有所减少——从 2016年
的 7,500例减少至 2017年的 6,831例。但是，经合组织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对 2016年以后的新增案件使用了不同的计数方法。 
 
分国数据显示，参与统计的各国或地区中，约一半的国家或地区的未结案件数量
有所减少，另一半则有所增加。与 2016年相比，新的转让定价案件增加了
25%，其他案件增加了 50%。因此，即使结案案件数量增加了 35%，全球范围
内的未结案件总量仍在上升。 
 
下表列出了 2017年度新增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或地区： 
 

 2017年新案件数量 
德国 582 
比利时 502 

英国 344 
法国 336 

美国 299 

卢森堡 250 
荷兰 223 

意大利 206 
瑞士 169 

印度 136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转让定价服务 
全国领导人 
北京 
贺连堂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666 
电子邮件：lhe@deloitte.com.cn 
 
华北区 
北京 
黄晓里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707 
电子邮件：xiaolihua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梁晴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59 
电子邮件：mliang@deloitte.com.cn 
 
华南区 
深圳 
李旭升  
合伙人 
电话：+86 755 3353 8113 
电子邮件：vicli@deloitte.com.cn 
 
华西区 
重庆 
汤卫东   
合伙人 
电话：+86 23 8823 1208 
电子邮件：ftang@deloitte.com.cn 
 
 

mailto:lhe@deloitte.com.cn
mailto:xiaolihuang@deloitte.com.cn
mailto:mliang@deloitte.com.cn
mailto:vicli@deloitte.com.cn
mailto:ftang@deloitte.com.cn


 
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 2017年度相互协商程序的开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6年 1月 1日之前开始的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转让定价案件 53 0 14 39 

其他案件 24 0 3 21 

2016年 1月 1日及之后开始的案件 年初案件数 新增案件数 结案数 年末案件数 

转让定价案件 22 25 2 45 

其他案件 12 16 2 26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相互协商程序案件中，转让定价案件占 60%以上。截至 2017年年底，尚未结案的相互协商程序
转让定价案件（2016年 1月 1日及之后开始的案件）中，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协商案件最多，共 17例；其后依次为印度
（6例）、韩国（5例）、美国（4例）。 
 
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 
 
第 14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要求各参与国家或地区争取在平均 24个月内解决相互协商程序案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
据，对于在 2016年 1月 1日或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当年 1月 1日之前开始的案件，转让定价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为
40.9个月。相比之下，对于在 2016年 1月 1日或加入 BEPS包容性框架当年 1月 1日之后开始的案件，转让定价案件
的平均结案时间仅为 7.8个月，但这一统计数字可能受到案件样本量较少的影响。2017年转让定价案件（包括 2016年
之前和之后开始的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为 30个月（与 2016年相同），而其他案件为 17个月。 
 
从各国或地区的情况来看，案件解决的平均时间各不相同，从 3个月到 59个月不等，大约 60%的国家或地区在所有案件
中都达到了 24个月内结案的目标。  
 
根据统计数据，对于 2016年 1月 1日之前的案件，中国税务机关处理相关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31.86个月，显著低于 BEPS包容性框架内全部成员的平均结案时间 40.9个月；对于 2016年 1月 1日及之后的案件，
中国税务机关处理相关转让定价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3.51个月，亦显著低于 BEPS包容性框架内 7.8个月的
平均时间（尽管这一统计数字可能受到样本量较少的影响）。 
 
相互协商程序成果 
 
在 2017年结案的案件中，59%的案件达成了完全避免双重征税或完全解决不符合税收协定的征税事项的协议，19%的
案件获得了单边减免，4%的案件通过国内法救济方式获得解决。只有 1%的案件达成协议认为不存在不符合税收协定征
税的情况。 
 
从中国的相关数据上看，2017年结案的 21例案件中，双边税务机关达成一致并完全消除双重征税影响的案件有 10例，
部分消除双重征税影响的案件有 3例，获得单边税务机关减免的案件有 4例。 
 
相互协商程序申请的提交时限 
 
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条款对主管当局提供的有关消除双重征税方面的协助进行了规定。为消除双重征税，纳税人须
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时限内将拟定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案告知主管税务机关，或者提交相互协商程序协助的申请。如果纳税人
未适时提交申请，税务机关可以拒绝受理纳税人所提出的消除双重征税的请求。 
 
 
德勤观察 
 
BEPS第 14项行动计划采用了最低标准的方式对包容性框架内各成员税务机关提出了解决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时间要求
（24个月内），有利于提高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的效率，这对于拟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纳税人而言是一项
利好。 
 
 
 



中国目前已经与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安排，并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协定相
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56号，简称“56号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6号，简称“6号公告”）等文
件，具备了良好的相互协商程序法律基础和协定网络。BEPS第 14项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中国修订了相互协商程序申请
流程与要求，例如修改预约定价安排的流程、增加税务机关的协商次数等，为纳税人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的同时也利于切
实解决纳税人的诉求。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增加了相互协商程序的力度，中国税务机关解决相关案件的效率明显提高，
处理单个相互协商案件花费的时间较以往年度明显缩短。 
 
对于已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双重征税影响的跨国企业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安排及需求，考虑及时向税务机关提出相
互协商程序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所需的资料，以便顺利推进相互协商程序，尽早消除或减轻双重征税的影响。 
 
纳税人在申请相互协商程序时需注意以下要点： 
 

 除特别纳税调整以外的相互协商案件 
（56号公告） 

 

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案件 
（6号公告） 

相互协商 
事项 

• 对居民身份的认定存有异议，特别是相关税收协定规定双
重居民身份情况下需要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最终确认
的； 

• 对常设机构的判定，或者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和费用扣除
存有异议的； 

• 对各项所得或财产的征免税或适用税率存有异议的； 
• 违反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可

能或已经形成税收歧视的； 
• 对税收协定其他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出现争议而不能自行解

决的； 
• 其他可能或已经形成不同税收管辖权之间重复征税的。 

 

• 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 
• 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引起另

一方相应调整的协商谈判。 

申请期限 税收协定规定的时限内（一般为三年） 
 

需要提交的
资料 

《启动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纸质版和电子版——因
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全等原因导致申请不具备启动相互协商程
序条件的，省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和特别纳
税调整事项的有关说明——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上述资
料后，认为资料不全的，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供资料 
 

拒绝受理相
互协商程序
情形 

申请人补充材料后仍不具备启动相互协商程序条件的，省税务
机关可以拒绝受理，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 

• 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属于税收协定任一缔约方的
税收居民； 

• 申请或者请求不属于特别纳税调整事项； 
• 申请或者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或者法律依据； 
• 申请不符合税收协定有关规定； 
• 特别纳税调整案件尚未结案或者虽然已经结案但

是企业尚未缴纳应纳税款。 
 

暂停相互协
商程序情形 

未提及 • 企业申请暂停相互协商程序； 
• 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暂停相互协

商程序； 
• 申请必须以另一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调整结果为依

据，而另一被调查企业尚未结束调查调整程序； 
• 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暂停的情形。 

 
终止相互协
商程序情形 

• 申请人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在提交的资料中弄虚作假； 
• 申请人拒绝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

料； 
• 因各种原因，申请人与税务机关均无法取得必要的证据，

导致相关事实或申请人立场无法被证明，相互协商程序无
法继续进行的； 

•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单方拒绝或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 
• 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进行、或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达

到预期目标的。 
 

• 企业或者其关联方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
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或者存在其他
不配合的情形； 

• 企业申请撤回或者终止相互协商程序； 
• 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撤回或者终止相

互协商程序； 
• 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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