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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 
论文比赛 

 

主题及解析 
 

一. 中国大陆转让定价税制的完善 
主题解析：伴随着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深入，转让定价成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各国

税务机关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企业来说，转让定价可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集

团总体税负的工具。而对于税务机关来说，转让定价则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

因此各国税务机关都纷纷通过制定相关法规以及进行转让定价调查等方式来对转让定

价问题进行监管。目前，美国以及发达国家为主体的 OECD在转让定价税制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则还处于探索阶

段。中国在 2009年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这是转让定价的一
个原则性规定，也是转让定价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此规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

细化。此外，近年来大量中国企业到海外进行投资，这使得转让定价立法实践远远落

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请结合国内外案例及立法修订的经验，从经济学或者法

学的角度阐述其对中国转让定价税制的完善有哪些启示。 
 

二. 中国大陆《税收征管法》的新一轮修订 
主题解析：《税收征管法》的新一轮修订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工作日程，应该如何修

订使其适应快速变化经济形势下的税务管理实践？这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争论的重

点。另外，可执行性是法律应具有的基本特质；当一部法律的可执行性在实践变化中

下降，将会促进该部法律的修订。我国《税收征管法》上一次修订是在 2001年；在
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其可执行性正经受严峻考验。我国应该如何立足本土国

情，借鉴各国征管实践，确保修订后新征管法的可执行性得到较大提高？换句话说，

新征管法在实现宏观公平目标的前提下，如何适应中国税务管理的实际？请针对征管

法的修订原则或者具体条款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三. 国际税收协调与情报交换的思考 
主题解析：随着企业跨国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跨国经营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相

关国家在跨国所得征税权划分上的冲突也日益增加。这种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愈显重要，否则纳税人和国家的税收利益都无从保障。对于中国来说，随着“走出

去”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急速增长，和东道国税务部门的争议也将越来越多。在争

议无法按东道国国内法解决的时候，两国间的税收协调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渠道。另

外，随着国际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经济交易的复杂化，各国的税收征管越来越需要

外国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因此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建立及有效运转显得尤为重

要。请从法学（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如何解决各国税务机关间交流、合作中存在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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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税务思考 
主题解析：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如何通过完善税收政策，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税

收制度环境；如何通过改进税收服务，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纳税服务环

境，是实现“税收”这一宏观调控工具在鼓励“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须

思考的问题。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如何避免双重征税，如何通过合理的安排降低

跨境交易的税务成本，也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时面临的崭新挑战。 
 

五. 思辨中国大陆增值税“扩围” 
主题解析：增值税一直是中国大陆税制改革的重点领域。自 2009年 1月 1日成功转
型为消费型增值税后，“扩围”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热点。所谓增值税“扩围”，就是

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应调减甚至取代营业税。目前中国大陆流转税税制实行增

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主要为货物，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主要为劳

务。增值税“扩围”将使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从货物领域延伸到劳务领域。中国大陆税

收管理权限实行分税制，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由国家税务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征管。

增值税“扩围”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增值税税制设计本身的复杂

性，以及现实利益格局的冲突，增值税“扩围”可能难以一蹴而就。深入讨论中国大

陆增值税“扩围”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潜在的可行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六. 中国大陆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所得征税权的思考 
主题解析：外国企业通过转让境外中间控股公司的方式间接转让中国大陆境内企业的

股权的所得（即间接转让股权所得），是否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从而需要在

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通常情况下，权益性投资转让所得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划分

所得来源地。由于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在中国境外，中国政府似乎对该所得无征税

权。但是，国税函【2009】698号文规定，中国税务机关有权按照经济实质对前述股
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尽管其可能有法

人资格），从而有权对这部分间接转让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国税函【2009】698号
文在理论界以及跨国企业间引起热烈讨论。请从税收以及法律等角度分析你对此问题

的看法。 
 

七. 中国大陆非居民税收管理的现状与挑战 
主题解析：由于非居民企业具有临时性、流动性和隐蔽性等特征，非居民税收属于国

际上征管难度较大的零散税源，另外跨国税务筹划通常涉及非居民企业。从 2009年
起，中国国家税务总局逐步加强对非居民企业的税收征管，旨在打击避税、滥用税收

协定等行为，以保护国家税基不受侵蚀，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陆续出台的一系列针

对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文件，明确了非居民企业的征税方式、专项检查的重点、以

及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相关的审批申请和备案报告的程序及要求等具体征管措施，表明

了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继续强化非居民税收征管的政策动向，并可以据此预见在未来将

会出台更多针对非居民企业的税收法规。因此，对中国大陆非居民税收管理的现状与

挑战进行深入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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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国大陆大企业税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主题解析：关于这个议题可以分别从两个视角去研究。从国家税收管理的角度看，

2008年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备受各界瞩目。
区分不同纳税人的规模，实行分类管理，并着重加强对大企业的税收服务，不仅符合

目前国际上税务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也是中国税务机关贯彻落实税收专业化管理和服

务重要理念的具体体现。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大企业的税务问题通常相当复杂，如何

管理好税务风险以满足税务合规性的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税务安排，争取

合法的税收利益，也是大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探索中国大陆大企业税务

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除以上主题外，参赛同学也可选择其他中国大陆税收热点问题撰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