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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來，大陸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的徵稅日趨嚴

格，有些台商對於在大陸課稅查核上的要求一無所

知；稅務查核案例頻傳，不少台商仍採取錯誤的作法

而不自知，常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此因應後患無

窮！以下就最新稅務查核案例為大家解析。

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之規定

雖說國稅發〔2003〕17號未再強調國稅發

〔1995〕15號第二條有關付款後抵扣的規定，然

而，收款/付款對象仍是大陸稅務機關在對增值稅能

否抵扣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據大陸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強增值稅徵收管

理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5〕192號規定，購進

貨物或應稅勞務支付貨款、勞務費用的對象。納稅人

購進貨物或應稅勞務，支付運輸費用，所支付款項的

單位，必須與開具抵扣憑證的銷貨單位、提供勞務的

單位一致，才能夠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否則不予抵扣。

通報個案：曾有廣州市一空壓氣動供應站，在物

流、票流一致的情形下，僅因支票存根（收款方A與

發票的開票方A一致）與支票支付的貨款實際收取方

（實際上是直接支付給了非開票方B）不一致，廣州

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認為不符合「直接支付」的認定

標準（指支票「收款人」欄所填寫的名稱即是收款方

名稱，支票未經背書），補稅且處以少繳稅款1倍的

罰款。雖該站辨稱，交付支票時，應開票方的要求，

支票沒有填寫「收款人」欄，並提起稅務行政復議，

最後仍被以「非善意接受虛開發票」的行為，屬於偷

稅行為認定而遭致處罰。依據大陸《票據法》規定，

支票上未記載收款人名稱的，經出票人授權，可以補

記。然而，在本案中，稅務機關及上一級稅務行政復

議機關，仍將納稅人作為偷稅並給予處罰，令不少旁

觀者皮皮挫。

供應商的外包廠商實質供貨，

進項可抵扣嗎？

台商個案：曾有一台商財務經理因臨時出差赴大

實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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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稅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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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來函希望進一步給些書面資料作為他的武功秘笈。

該公司具體情況說明如下：

● 背景說明：

(一) 我司位於GD省DG市X鎮，於2009年-2012年陸

續向HN省L縣A公司進貨##一批，該產品連同我

司生產之產品，經我司組裝後成品出口，所取得

之增值稅發票皆已申報並取得出口退稅。

(二) 我司向A公司採購進貨之##，進貨單、驗收入

庫單、對帳單、增值稅發票以及付款記錄皆有

單據且保存，惟在與A公司之對帳單之聯絡人為

A公司在DG市D鎮之業務B小姐（p.s.當初推斷

是的A公司在DG市D鎮外包廠商或外地發貨倉

庫）。

(三) 實際情況：A公司接到我司之訂單後，將其##運

至DG市D鎮之C公司經過最後一道加工後再運至

我司。

● 問題描述：

(一) 我司所屬之X鎮國稅日前收到HN省L縣國稅之委

託函查我司於2009年某張與A公司往來之小額發

票，貨款金額RMB18,477元（含稅金 2,684.69

元），根據X國稅局所述，我司之採購，依常理

不可能由HN省運至我司，此行為屬於三角貿易

交易，我司接受A公司虛開發票，要求我司將該

進項稅額轉出，並依法加徵滯納金，我司因：

1.不敢得罪地方稅局，且2.該金額不大，因此同

意將稅額轉出並繳納稅金。

(二) 該函查結束後，我司所屬之X國稅局再度要求

我司將2009年∼2012年與A公司往來之交易

明細清單呈至稅局備查在取得資料後，現要求

我司將2009年∼2012年與該公司之進項稅額

（約RMB###萬）全數轉出並加徵滯納金（約

##萬），雖我司一再提出與A公司之交易並無不

法，但地方稅局卻語帶威脅表示：若我司認為

該交易完全合法，他們將對我司進行歷年度稅

務稽查，這令我司飽受其擾，並不知該如何是

好？”

本案中，若該台商能進一步找到供應商HN省L縣

A公司與其外包廠商GD省DG市D鎮之C公司之間的加

工合約 及 加工費給付憑證，對他們向稅局反駁虛開

發票問題，會有很大助益；至少可因著善意虛開增值

稅專用發票的認定，依以下規定可免掉數十萬元的徵

滯納金。

根據國稅函〔2007〕1240號規定，納稅人善意

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被依法追繳已抵扣稅款

的，不屬於稅收徵收管理法32條「納稅人未按照規

定期限繳納稅款」的情形，不適用該條「稅務機關除

責令限期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

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的規定。

債權轉讓作為違規抵扣認定？

吉林省大安市國稅局稽查局發現：大安市A公司

作為購買者，2012年從大安市B公司購進風電葉片

後，只將貨款的一小部分直接支付給開票方B公司，

而其餘款項未支付，應付帳款卻掛在非開票單位天津

C公司帳上。

原來，2012年2月27日，大安市A公司、大安

市B公司和天津C公司3家企業簽訂了《三方抵款協

議》。根據《三方抵款協議》內容，大安市A公司

向天津C公司支付風電葉片貨款2,376.03萬元。其餘

款項450.75萬元直接支付給大安B公司。依據《合同

法》第80條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

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本

協議的內容是符合《合同法》規定的。

然而，大安市國稅局根據國稅發〔1995〕192號

第1條第3款規定，決定追繳了大安市A公司少繳的稅

款及滯納金。

票流、貨流、款流三者一致之查核個案

上海市國稅局稽查局在對2014年上海C科技有限

公司在收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中發現：1.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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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稅款抵扣的慣用手法，而是

通過虛構業務、虛增環節構建出一個看似合理的業

務模式，構建起一個環環相扣，相當複雜的虛開增

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鏈。2.作案方式隱蔽：如C科技有

限公司為了掩人耳目，專門成立了一家公司從中周

轉；同時，為了達到票流、貨流、款流三者之間相

符的效果，體現業務的「真實性」，偽造了大量配

套的單據，資金支付方式也從以往的票據背書轉為

更為規範的銀行轉帳支付。C科技有限公司除接受稅

務處理外，也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而遭致

公訴。

此案已作為大陸國稅局稽查人員警惕「合理」

虛開增值稅發票通報個案，稅局會更關注業務本身

的真實性和合理性，通過涉稅指標分析等方法查找

案件突破口，通過週邊延伸檢查等手段尋找關鍵線

索。

大陸反避稅查核已成

為新常態，因依法可

以追溯調整，台商應

積極準備因應。

©法新社

有關隱匿銷售收入之查核個案

案例1：上海市國稅局檢查人員收到一封舉報信

後（含涉嫌收取貨款的個人銀行帳戶及其他相關資

料），迅速分頭對N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財務室的多台

電腦開展檢查，採用技術手段從電腦中找到多個電子

財務帳套，其中一個帳套與N公司名稱完全一致（下

稱帳套1）。逐一查看了其餘幾個帳套後，檢查人員

對另一個相似帳套產生了懷疑（下稱帳套2）。⋯一

家公司，兩套帳，隱匿銷售收入2,900萬餘元在2014

年9月該案通報爆光及結案。

案例2：深圳市地稅局稽查局稽查人員在被查核

公司電腦的一個被隱藏的資料夾中發現了一個名為

「2012年公司租金收入統計表」表格。該表由租金

收入、管理費收入和私人存摺收入三部分組成;再對

租戶逐一進行走訪調查; 最後，該公司依法需接受補

繳稅款、滯納金以及罰款458萬元的處罰。

案例3：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國稅局對某鑄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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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隱藏在QQ裡的業務資訊，並最終查實企業隱匿收

入的事實。

案例4：不少稅務機關在查核往來帳戶，重點審

核單筆業務或餘額很大、及多筆業務重複規律發生等

情形，多有斬獲。若台商公司帳列其他應付款的債權

人為台籍個人，依據匯綜發〔2011〕38號文規定，

原則上按現行外債管理規定操作，且外債不再限於

以外幣表示。部份地區已要求執行外債登記。因而，

若有此情形 ，除稅務問題外 ，亦要注意外債管制要

求。

有關費用不實案例之稅務查核

江蘇省溧水縣地稅局稅務人員對某公司2009年

度納稅情況進行評估，對企業提供的財務報表和企業

所得稅申報表進行比對時發現，該公司2009年「管

理費用」支出比2008年增加近15萬元。經對企業原

始憑證核實，發現「管理費用—辦公用品」中有3份

發票是同一商家開出，發票合計金額為11.5萬元，未

附詳細的銷售清單。辦公用品是企業購買筆、墨、紙

張等支出，經仔細詢問該公司經理最終承認，所謂的

「辦公用品」其實是過節時員工的「福利物品」，並

拿出了當時發放物品的清單。

據此，稅務機關依法對該公司補徵企業所得稅

28,750元，對滯納的企業所得稅從滯納之日起加收

滯納金287.5元，並補繳個人所得稅15,805.12元。

反避稅查核成為新常態

如2013年底，北京市國稅局順利完成對某電子

產品生產企業2003年∼2009年的轉讓定價調查調整

工作。此案件從開始調查到最終結案歷時5年多，補

徵企業所得稅4.25億元，加收利息7,000萬元。

又如地處偏遠的青海2014年查結首例非居民企

業利用稅收協定鉅額避稅案、外商較多的江蘇省江陰

入庫單筆最大金額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預提所得稅、

福建省福清成功入庫一筆「好又多」股權轉讓非居民

企業所得稅⋯⋯。

依據2014年7月30日《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關於

對外支付大額費用反避稅調查的通知》（稅總辦發

〔2014〕146號）規定，針對2004-2013年企業向境

外關聯方支付大額服務費和特許權使用費的情況開

展一次摸底排查。各地稅局通過分析交易是否具有

合理商業目的和經濟實質，來確定費用支付的合理

性。

2015年2月1日起施行之《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

（試行）》，進一步規範和明確稅務機關採取一般反

避稅措施的適用範圍、判斷標準、調整方法、工作程

式、爭議處理等相關問題。

無庸置疑，大陸反避稅查核成為新常態，因依法

可以追溯調整，台商應積極準備因應。

海關查進口貨物之特許權使用費和

軟體申報

依據大陸《海關審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

對特許權使用費和軟體進行了定義：「特許權使用

費」，指進口貨物的買方為取得智慧財產權權利人及

權利人有效授權人關於專利權、商標權、專有技術、

著作權、分銷權或者銷售權的許可或者轉讓而支付的

費用。「軟體」，指《電腦軟體保護條例》規定的用

於資料處理設備的程式和文檔。

很多台商以為 特許權使用費和軟體只要在稅局

申報繳納了增值稅/營業稅 及企業所得稅即可。其實

並非如此，現有海關針對台商二年前進口設備後支

付的、與該設備有關的智慧財產權費用要求進一步

說明。台商應據實合理區分勞務費或特許權使用費

等。

小結

面對大陸稅務局追徵稅款及查稅壓力，台商企業

更應審慎因應，提早防範可能的稅務風險。

（本文作者為海峽兩岸企管顧問公司首席顧問、海基

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