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评论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居民纳税人 

享受协定待遇新规 – 由“备案制” 

改为“留存备查” 

 
2019 年 10 月 14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以下简称“35 号公告”或“新办法”），新办

法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并将原《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以下简称“60 号公告”或“原办法”）废止。新

办法旨在规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并简化流程。以下，我们将阐述新办法出台

背景、新办法的主要变化并总结我们的观察。 

 

1、新办法出台背景 

 

2019 年 6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19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

点任务分工方案》，确保深化“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新办法的出台正是认真贯彻落

实这一政策的重要举措。 

 

2、新办法的主要变化 

 

新办法最显著的变化就在于简化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的程序，即由“备案制”改为

“留存备查”（“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同时，新办法亦明确非居

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责任和规定税务机关加强后续管理。 

 

简化程序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程序的简化，一方面体现在非居民享受协定待遇的办理方式上，

即“备案制”改为“留存备查”；另一方面体现在申报时提交的资料简化，具体请参见以下

对比表： 

 

 

作者： 

 

北京 

     
马骋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2 5659  

电子邮件：roma@qinlile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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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 

电话：+86 10 8520 7603 

电子邮件：aptang@deloitte.com.cn 

 

刘晓劼  

高级经理 

电话：+86 10 8512 5239 

电子邮件：rogeliu@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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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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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期数 P303/2019 – 2019 年 11 月 6 日 



60 号公告 –“备案制” 35 号公告 –“留存备查” 

申报时需提交的资料（①+②） 申报时需提交的资料（只有①） 

① 报告表 ①       报告表 

 《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      

（以下简称“《信息报告表》”）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              

②      备案资料 留存备查资料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除 60 号公告中的“备案资料”外，另明确享受股

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协定待遇的，应留

存证明“受益所有人”身份的相关资料1 
 享受税收协定国际运输条款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提供法人证明或护照复印件 

 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

会决议、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资料 

 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提交的证明资料 

 

通过上述表格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 60 号公告下，非居民纳税人在进行协定待遇备案

时，需要提交两张“报告表”和一系列“备案资料”。上述资料需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后，非居民纳税人方可享受协定待遇。在 60 号公告的“备案制”下，两张“报告表”中需

填写的信息相对详细，能够帮助税务机关判断非居民纳税人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的条件，

但是，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申报和报送资料方面负担较重，实践中主管税务机关对

上述资料的审核也可能造成实际上的“审批”。 

 

在 35 号公告下，非居民纳税人在自行申报或由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时只需报送一张《信息

报告表》，并且其内容显著简化——只要求填写非居民纳税人的基本信息，如名称、联系方

式等，并对以下四方面作出声明即可： 

（i） 税收居民身份； 

（ii） 相关安排和交易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税收协定待遇； 

（iii） 自行判断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iv） 按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接受税务机关后续管理。 

 

这不仅大大减轻了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申报负担，也使得主管税务机关无法事先凭

借《信息报告表》中披露的少量信息做出实体上是否适用协定待遇的判断，客观上避免了主

管税务机关在此环节变相“审批”的情况。 

 

明确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责任 

 

与 60 号公告相比，35 号公告的规定更加明确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应承担的责任。 

 

非居民纳税人的责任具体如下： 

 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自行判断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

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如实填写《信息报告表》，主动交由扣缴义务人； 

 如果非居民纳税人判断有误，不符合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且未缴或少

缴税款的，应当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补税； 

 非居民纳税人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且未缴或少缴税款的，

除因扣缴义务人未按 35 号公告规定的扣缴申报外，视为非居民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申报缴纳税款，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追究其延迟纳税责任； 

 非居民纳税人应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并按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期限保存，当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交备查资料时，应在限期内提交。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国际税收及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 

全国领导人 

上海  

王鲲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35 

电子邮件：vicwang@deloitte.com.cn 

 

华北区 

北京  

张慧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638 

电子邮件：jenzha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叶红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171 

电子邮件：hoye@deloitte.com.cn 

 
华南区 

香港 

林嘉雪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536 

电子邮件：shalam@deloitte.com.hk 

 

华西区 

成都 

张书 

合伙人 

电话：+86 28 6789 8008 

电子邮件：tonzhang@deloitte.com.cn 

 

                                                
1该项资料已在 60 号公告“其他税收规范文件规定的应当提交的证明资料” 中涵盖，35 号公告予以明确。 



 

 

 

 

扣缴义务人的责任具体如下： 

 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扣缴义务人需确认《信息报告表》填报信息完整性，并按照非居民纳税人要求

享受的协定待遇进行扣缴申报； 

 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扣缴申报或提供相关资料，而发生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

且未缴或少缴税款情形时，税务机关依法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 

 在税务机关后续管理阶段，在特定情况下，扣缴义务人可被税务机关要求限期内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和调查。 

 

35 号公告比较明确的将适用协定待遇的判断权和法律责任归集于非居民纳税人一方，这有助于涉及跨境支付的交易双方

厘清责任，避免在交易谈判阶段因法定责任划分不明确而可能造成的许多争执。 

 

税务机关后续管理 

 

35 号公告赋予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环节要求非居民纳税人在限期内提供留存备查资料的权力。除明确规定的留存备查资

料之外，税务机关还有可能索取其他相关资料。因此，35 号公告实质上是将证明资料提交的时间点从申报环节延迟到了

后续管理环节，从而尽可能消除了非居民纳税人自主享受协定待遇、完成纳税申报、进而完成对外支付款项过程中的征

管限制。 

 

可以预计，在取消了享受协定待遇的备案要求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可能将进一步加大对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后

续管理的工作力度。因此，非居民纳税人需要注意及时做好相关资料的留存备查工作，有效降低享受协定待遇的税收风

险。 

 

3、德勤观察 

 

在 35 号公告下，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由“备案制”改为“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虽然从程序上看更为快

捷简便，但是，并没有降低对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的实质性要求。 

 

非居民纳税人只需在《信息报告表》中填写客观的基本信息，不再需要填写比较详细且带有实质性内容的信息，虽然减

轻了非居民纳税人申报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其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协定待遇条件的风险，这无疑会对非居民

纳税人的专业判断能力提出挑战。一旦判断失误，非居民纳税人将会独自承担未来被税务机关质疑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

的潜在后果（如利息、滞纳金和罚款）。 

 

另外，35 号公告对税务机关要求非居民纳税人提供留存备查资料的期限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非居民纳税人在中国境

内无办公地点或人员、无关联方或代理机构，基层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会进一步增加。如果非居民纳税人在实现所得并

享受协定待遇后在中国境内无其它财产或后续所得，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环节发现不恰当享受协定待遇后，如何追及税

款？这既是各基层税务机关需要思考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对 35 号公告落地后各地具体征管执行情况进行持续观察。 

 

 

 

 

 

 

 

 

 

 

 

 

 

 

 

 

 

 

 

 



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本文由德勤中国为本行中国内地及香港之客户及员工编制，内容只供一般参考之用。我们建议读者就有关资料作出行动

前咨询税务顾问的专业意见。如欲垂询有关本文的资料或其它税务分析及意见，请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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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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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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