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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拟议针对被动收入适用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

根据香港的拟议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离岸被动收入将被视为来自于香港，且（如符合某些规
定）须缴纳香港税金。香港政府计划于2022年10月引入有关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的修
订条例草案，以便于2023年1月1日将该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生效启用。

香港位列欧盟「观察名单」

2017年12月5日，欧洲联盟理事会为税收目的制定了欧盟不合作司法管辖区名单。1 其将一个管辖区
列入该名单所采用的标准是基于欧盟认为属公认的国际税收标准，且重点在于透明度、税收公平以
及实施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最低标准。该清单包括两份附录，其中附录一包括未能在规定
期限内达到欧盟标准的司法管辖区，附件二（通常称为观察名单）包括尚未符合所有国际税收标准
但承诺实施改革的司法管辖区。一旦一个司法管辖区履行了所有承诺，它的名字就会被从该附录中
移除。

2021年10月5日，鉴于香港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欧盟将香港列入其观察名单。2 作为对欧盟关
注的回应，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已发出一份立法会文件3，文件中向立法委员简要介绍香港拟议的针对
被动收入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拟议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立法会会议于2022年7月4日召
开（香港立法会会议）4。

香港政府已承诺修订或废除其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香港政府已批准于2022年12月31日前调整其
法例。若届时尚未实施或未能充分解决欧盟的担忧，欧盟或可将香港列入附录I及/或对香港的商业
实体采取防守性措施（例如征收更高的预扣税）。

香港的地域来源原则

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list-of-non-cooperative-jurisdictions/
2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2519-2021-INIT/en/pdf
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220704cb1-411-2-c.pdf
4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a/agenda/fa20220704.htm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list-of-non-cooperative-jurisdictions/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2519-2021-INIT/en/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220704cb1-411-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a/agenda/fa20220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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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采用地域来源征税原则。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5（香港《税务条例》）第14(1)条，仅
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应征收利得税。因此，源自香港以外的被动收入（即利息、知识产权
收入、股息、以及与股份或者股权权益相关的处置收益）一般无需在香港缴纳税金。另外，根据香
港《税务条例》第26条及第14(1)条，应在香港征收利得税的从法团收取的股息获豁免课税，而且本
质上属资本的与在香港股份或者股权权益相关的处置收益无需在香港课税。

如对在香港有实质经济业务的收款方公司没有任何规定，那么采用地域来源征税原则或可导致对被
动收入的「双重不征税情况」（即同时应用两个国家的征税规则结果导致在两个国家均不征税的情
况）。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

根据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离岸被动收入将被视为来自于香港，且（如符合某些规
定）须缴纳香港税金。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纳税人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将仅适用于由跨国企业集团的成员实体在香港收取的被动收入（
受涵盖的收入）。跨国企业集团及相关词汇的定义见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颁发的《全球反税基侵蚀规
则》6第1.2.1条，这指的是包括至少一家不在最终母公司实体管辖范围内的实体或者常设机构的任何
集团。

香港的投资基金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并未具体涉及香港的投资基金是否被排除在受涵盖的范围之外。
根据《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7第1.5.1条，被排除在外的实体包括养老基金及投资基金或房地产投资
工具。被排除实体还包括由被排除实体所拥有的一些实体，这些实体持有资产或投资资金，且仅从
事辅助活动，或大部分取得的收入不属于《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第1.5.2条中规定的全球反税基侵
蚀税基8。因此，香港的大部分资金应从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中剥离出来。不过，香港
某些类型的基金可能是不可分割的。例如，根据《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一只基金若不是为汇集
若干投资者的资产而设计，则可能不会被视为投资基金。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征税范围

根据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受涵盖的收入如是由在香港的跨国企业实体成员收取，且
该成员未能符合经济实质要求（就非知识产权被动收入而言），关连方法（就知识产权收入而言）
或者持股豁免（就股息以及股权处置收益而言），或可被视为来源于香港且须缴纳香港利得税。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经济实质要求

假如以下经济实质要求获满足，则非知识产权的受涵盖收入或可获豁免缴付利得税：

1. 纳税人在香港从事与有关被动收入相关的实质经济活动（有关活动）包括：

a. 就非纯股权持有公司而言，有关活动包括就其取得、持有或处置的任何资产作出所需的策略
决定，以及管理及承担主要风险；及

5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12!zh-Hant-HK?INDEX_CS=N
6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

two.pdf
7 同上
8 同上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12!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two.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global-anti-base-erosion-model-rules-pillar-tw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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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纯股权持有公司而言，有关活动包括持有和管理其股权参与，以及遵守香港公司法例中的
存档规定。

2. 足够水平测试包括：

a. 雇佣足够数量的合资格员工；及

b. 为进行有关活动而在香港招致足够的营运开支总额。

在该场香港立法会会议期间，关于如何通过足够水平测试的若干问题有被提出，例如须雇佣多少名
合资格员工以及应招致多少营运开支总额。香港政府已表示难以为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
制设置确定数字，原因在于其包含来自不同行业及具不同性质的公司。将发出指引对足够水平测试
进行说明（例如应根据不同行业从事的商业活动的性质雇佣平均员工数），这一点将与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及欧盟采用的国际标准相符合。在厘定某一公司是否能够通过足够水平测试之前，纳入考
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公司经营，性质，规模及营业额）。香港政府已表示其将会总体考量各类因
素。

如对在香港进行的有关活动进行足够的监管，那么外判有关活动将被准许。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关连法

在厘定离岸知识产权收入于何种程度获豁免时将应用关连法。该方法的目的旨在确保有关收入与有
助取得该收入的开支两者之间有直接关联。关连法的主要特征包括：

• 只有来自专利及功能上等同于专利的其他知识产权资产（例如带版权的软件）的收入，才符合资
格享有税务优惠待遇。与营销相关的知识产权资产（例如商标及版权）的收入被排除在外； 

• 离岸知识产权收入获豁免的程度根据关连比例而定。根据定义，关连比例指合资格开支在纳税人
开发相关知识产权资产所产生的整体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及

• 根据纳税人已招致的非合资格开支的程度，合资格开支增长30%。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股息及处置收益持股免税安排

如满足以下标准，离岸股息及处置收益将获豁免缴纳税金：

• 该投资公司属香港居民（即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如在香港以外地方注册成立，通常由
在香港的相关方管理或者控制），或在香港设有的常设机构的非香港居民；

• 该投资公司在该获投资公司中持有不少于5%的股份或者股权权益；及

• 该获投资公司收取的收入中不超过50%为被动收入。

以上持股免税安排受以下反滥用规则制约：

a. 切换规则：如获投资公司的有关收入或者利润须缴纳税金的一般税率低于15%，则税务宽免会由
持股免税安排切换至外地税收抵免（即该投资公司仍须缴纳香港利得税，但是能够就相关收入扣
减已缴纳的外地税项）；

b. 主要目的规则：如作出的任何安排或系列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取得税务利益（与该项豁免的目的不
符），或者该项安排或该系列安排非属真实的，则持股免税安排将不适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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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反混合错配规则：倘若该获投资公司可扣除有关股息款项，则以该项扣除为限，持股免税安排将
不适用。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下的单边税收抵免

根据现有的税收制度，税收抵免仅给予已与香港签订全面性双重课税安排的管辖区。

为避免对在香港及尚未与香港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安排的管辖区应课缴利得税的范围内的离岸
被动收入进行双重征税（即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税务管辖区重叠课税，以致每项收入或者利润的相同
项目均须课税），拟议了一项单边税收抵免。

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的时间表及实施

香港政府计划于2022年10月引入一项关于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的修订条例草案，以将
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于2023年1月1日生效启用。税务局将发出指引对有关变更进行说明。
政府将在实施香港拟议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后设立专责小组处理有关该等变更的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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