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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国际税收与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 | 2025年 3月 7日 

 

2025年 2月 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备忘录。其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就是指示财政部长审查是否暂停或终止 1984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税收协定”或“协定”）。备忘

录中没有指出审查的时间表或截止日期。相比之下，2025年 1月 20日发布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指示财政

部长调查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境外国家”是否遵守了与美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并要求在 60天内提交

调查结果。 

 

从本期税务快讯开始，我们将对于暂停或终止中美税收协定可能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投资者以及

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投资者产生的税务影响进行探讨。本期快讯我们简要梳理了中美税收协定暂停或

终止可能产生的公司税影响。后续我们还将探讨其可能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1. 对于从美国向中国投资的影响 

 

1.1 常设机构风险（协定第 5条） 

 

如果没有协定下“常设机构”条款的保护，美国公司的经营是否会在中国构成纳税义务将适用中国国内

法下关于“机构、场所”的规定，这一门槛将比协定的规定低得多。例如，如果美国公司来华提供咨

询、建筑、安装等劳务，由于中国国内法下没有类似协定下 183天或六个月的门槛，相关活动很有可能

被认为在中国构成应税的机构场所。类似的，委托他人在中国经常性签订采购合同、在中国储存或交付

产品等许多原本有可能被“常设机构”条款豁免的活动也有可能被视为在中国构成应税机构场所。因

此，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来说，其在中国构成应税机构场所的风险将显著增加。 

 

1.2 对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协定第 9-11条） 

 

通常情况下，对于股息、利息以及与使用无形资产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国预提所得税没有影

响，仍然为 10%。但对于租赁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中美税收协定下的实际税

率是 7%，而根据中国国内法的规定，适用税率将提高至 10%。 

 

税务快讯 

如果中美税收协定暂停或终止 

会对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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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股权转让收益的预提所得税（协定第 12条） 

 

尽管协定第十二条第五款的表述不够明确并经常引起争议，但实践中普遍认为该条款可以解读为：如果

美国公司持有中国公司股权且该中国公司财产又不是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所组成的，

假设美国公司在转让这家中国公司股权之前的持股比例低于 25%，则该股权转让收益通常不需要在中国

缴纳预提所得税。如果没有协定，美国公司直接转让上述在中国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所取得的转让收

益，将需要在中国缴纳 10%的预提所得税。 

 

1.4 针对资本利得消除双重征税（协定第 22条） 

 

在美国国内法下，美国公司转让中国公司股权所取得的收益通常被视为是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因此，相

关收益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不符合美国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条件。然而，通过适用协定第 22条，美国

纳税人可以主张因转让中国公司股权而取得的并已在中国缴税的收益应被视为发生于中国，从而适用美

国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反之，如果没有协定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就股权转让的收益所缴纳的预提

所得税有可能不再被允许在美国进行税收抵免。 

 

2. 对于从中国向美国投资的影响 

 

2.1 双重税收居民风险（协定第 4条） 

 

在中美税收协定暂停或终止后，中国投资者将无法通过其设立在中国境外但被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的公

司享受中美税收协定下的优惠待遇。根据我们的观察，一些中国投资者可能出于非税务的原因设立了

“中国-香港-美国”的投资架构，并认定香港公司为中国税收居民。中国投资者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类

投资架构。 

 

2.2 常设机构风险（协定第 5条） 

 

如果没有协定下“常设机构”条款的保护，对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来说，其被认定为在美国从

事贸易或经营（“U.S.TOB”）的风险将显著增加，一旦中国公司被认定为构成 U.S.TOB，其取得的任何

与美国贸易或经营活动实际联系的所得（“ECI”）都需要根据美国国内法的规定在美国缴纳所得税。因

此这类公司应当复核其在美国的活动（例如，派遣人员、运输存货、使用代理人等）。这对于中国电商

企业以及直接在美国提供服务从事分销的企业可能尤为重要。 

 

2.3 对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协定第 9-11条） 

 

一般情况下，根据美国国内法，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美国预提所得税税率将从 10%的协定税率

大幅提高到 30%。但美国国内法对于特定情形豁免预提所得税1（例如，对美国投资组合的贷款以及来自

国有企业的某些特定投资）。 

 
 
 
 

 
1 这一税务处理一般适用于股息、利息以及特定的资本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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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国分支机构（协定第 23条） 

 

有些中国公司可能通过分支机构在美国从事经营，其分支机构分回的款项可以有机会被认为不适用于

“美国分支机构利润税”，而这一税务处理部分依赖于协定下的“无差别待遇”条款。在暂停或终止中

美税收协定后，分支机构分回的款项可能因此重新适用“美国分支机构利润税”。 

 

3. 观察与建议 

 
 

针对当前背景下相关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我们建议企业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常见的场景，考

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3.1 中国企业向美国销售商品 

 

对于直接向美国市场销售商品的中国企业，应当尽快复核当前的业务模式以及实际在美国开展的经营

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构成 U.S.TOB的风险。 

 

3.2 规划知识产权 

 

为减轻对于特许权使用费的 30%的预提所得税成本，中国企业需要重新规划其知识产权的持有和许可

安排，以及评估对现有安排的变更可能会产生的税务成本。  

 

3.3 复核投资架构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我们建议可以考虑复核其现有的海外投资架构，判断在中美税收协定暂

停或终止的情形下海外投资架构是否仍具有税收有效性。在综合考虑中国、美国及中间控股公司所在

税收管辖区的协定网络和当地税务影响后，提前规划海外投资架构重组的可能性。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中美税收协定的后续发展，并及时分享洞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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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为德勤的客户和专业人士编制，内容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建议读者在根据本通讯中包含的任何信息采取行动之

前咨询其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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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

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

国 31个城市，现有超过 2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与鉴证，税务与商务咨

询，战略、风险与企业交易，技术与转型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

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

业精于勤”。德勤全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

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

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开拓

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

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

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

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

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

种形式，成员以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

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

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

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

的关联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

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

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

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