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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学》

内容概要

《国际税收学》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税收的起源、国际税收的史前期、国际税收的酝酿期、国际税收的
形成期、国际税收的概念、税收的基本特征、国际税收与国家税收的联系与区别、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收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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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国际税收的起源
一、国际税收的史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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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税权主体
二、课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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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性质的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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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双重征税的概念
第二节 税收管辖权重叠与对同一跨国纳税人的国际双重征税
一、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
二、地域管辖权和居民（公民）管辖权
三、同一跨国纳税人国际双重征税的发生
第三节 经济渊源同一与对不同跨国纳税人的国际双重征税
一、征自同一经济渊源的税收
二、不同跨国纳税人国际双重征税的发生
第四节 国际双重征税的扩大
一、国际双重征税的外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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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情况下的跨国自然人和跨国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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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劳动所得
三、跨国财产收益或利得
四、跨国营业所得
五、跨国一般财产价值
思考题
第五章 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的免除规范
第一节 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免除的概念和范围
一、什么是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的免除
二、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免除的意义
三、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免除的范围
第二节 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外延扩大免除的方法
一、免税方法
二、扣除方法
三、抵免方法
第三节 直接抵免方法和间接抵免方法
一、直接抵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计算
二、间接抵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计算
三、税收饶让抵免
思考题
第三篇 国际避税与逃税
第六章 国际避税、逃税与国际避税地
第一节 国际避税与国际逃税
一、国际避税与国际逃税
二、国际避税国际逃税与非税动机的客体国际转移
第二节 国际避税地
一、什么是国际避税地
二、国际避税地的类型
三、国际避税地的特点
四、国际避税地概况
第三节 国际避税地的产生及其作用与评价
一、国际避税地产生的原因
二、国际避税地产生的条件
三、国际避税地的积极作用
四、国际避税地的消极作用
五、对国际避税地的评价
思考题
第七章 国际节税
第一节 国际税收筹划与国际节税
一、节税与避税、逃税
二、税收屏蔽
三、税收筹划
四、国际税收筹划与国际节税
第二节 国际节税的基本技术与原理
一、国际节税的基本技术
二、国际节税的基本原理
思考题
第八章 常用避税方式――课税主体转移
第一节 课税主体转移的避税效应
一、居住国（国籍国）的完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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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国（国籍国）的避免
三、不完全转移与变相转移
第二节 课税主体转移的常见方式
一、在适用法律标准的国家
二、在适用户籍标准的国家
三、课税主体的变相转移
第三节 滥用税收协定
一、课税主体变相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滥用税收协定的常见方式
三、滥用税收协定的影响
思考题
第九章 常用避税方式――课税客体转移
第一节 课税客体转移的避税效应
一、从高税居住国（国籍国）向低税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转移 二、从高税非居住国（非国籍国）
向低税居住国（国籍国）或低税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转移
第二节 课税客体转移避税的方式
一、避免成为常设机构
二、利用常设机构转移收入与费用
三、利用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转移收入和费用
四、利用避税地
第三节 课税客体非移动性避税
一、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
二、精心选择国外经营方式
三、利用税收优惠和选择投资经营中的低税点
思考题
第十章 常用避税方式――转让定价
第一节 关联企业与转让定价
一、联属企业与关联企业
二、两种不同的销售与定价
三、转让定价与正常交易价格
第二节 转让定价的形式与动机
一、转让定价的常见表现形式
二、转让定价的动机
三、对转让定价的限制因素
第三节 转让定价同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
一、跨国所得同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
二、转让定价影响多方面分配关系
三、确定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原则
思考题
第十一章 常用避税方式――避税地避税模式
第一节 虚构避税地营业
一、基本途径
二、不同类型的受控公司
第二节 虚构避税地信托财产
一、信托简介
二、 虚构避税地信托财产的基本方法
思考题
第十二章 反国际避税的方法与措施（上）
第一节 反国际避税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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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单边反避税立法
二、加强单边税务行政管理
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第二节 反国际避税的具体措施
一、对跨国自然人国际避税的制约措施
二、对跨国法人国际避税的制约措施
三、反税收协定滥用的措施
第三节 转让定价税制
一、转让定价税制的建立和发展
二、转让定价税制的特点适用范围及实施程序
思考题
第十三章 反国际避税的方法与措施（下）
第一节 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传统交易法
一、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二、转售价格法
三、成本加价法
第二节 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交易利润法
一、利润分割法
二、交易净利润率法
三、交易利润法的结论
第三节 转让定价的分类调整
一、货物交易
二、贷款
三、劳务
四、无形财产
第四节 转让定价调整的其他问题
一、对正常交易原则的新认识
二、转让定价调整方法的发展
三、事后调整与事先确认相结合
四、调整转让定价的追溯期
五、相应调整
思考题
第四篇 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与国际税收协定
第十四章 涉外税收的负担原则
第一节 涉外税收负担原则的分类和意义
一、涉外税收负担原则的分类
二、涉外税收负担原则的意义
第二节 优惠原则
一、全面优惠原则
二、特定优惠原则
三、优惠原则的选择与实现
第三节 最大负担原则
一、全面最大负担原则
二、特定最大负担原则
三、最大负担原则与税收歧视
第四节 平等原则
一、平等原则的选择依据
二、 平等原则的实践效应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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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国际税收协定
第一节 国际税收协定的历史和作用
一、国际税收协定的历史
二、国际税收协定的分类
三、国际税收协定的作用
第二节 国际税收协定的内容
一、协定适用的范围
二、协定基本用语的定义
三、各类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征税的规定
四、国际双重征税免除的规定
五、特别规定
第三节 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
一、协定签订前的准备
二、协定签订的程序
思考题
第十六章 税收协定范本比较与国外税收协定简介
第一节 税收协定范本比较
一、关于税收协定范本结构的比较
二、关于居民定义的比较
三、关于常设机构判定的比较
四、关于营业利润征税权的比较
五、关于船运所得和空运所得征税的比较
六、关于股息征税的比较
七、关于利息征税的比较
八、关于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比较
九、关于财产收益征税的比较
十、关于独立个人劳动所得征税的比较
十一、关于董事费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征税的比较
十二、关于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征税的比较
十三、关于财产征税的比较
十四、关于相互协商程序的比较
十五、关于情报交换的比较
第二节 外国税收协定简介
一、日本国对外税收协定简介
二、国外税收协定一般简介
思考题
第十七章 中国对外税收协定
第一节 中国对外税收协定概述
一、中国对外税收协定的历史回顾
二、中国对外税收协定工作文本
三、谈判原则
第二节 中国对外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
一、协定的适用范围
二、协定的有关用语定义
三、对营业利润的征税
四、对权益所得的征税
五、对财产利得和收益的征税
六、对个人劳动所得的征税
七、消除双重征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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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有关规定
思考题
附篇 国际税务协调
第十八章 欧共体――欧盟税务协调
第一节 欧共体――欧盟的沿革及其税务协调的性质和内容
一、欧共体欧盟的沿革
二、欧共体――欧盟税务协调的内容和性质
第二节 关税协调
一、对内关税协调
二、对外关税协调
第三节 非关税协调
一、增值税协调
二、消费税协调
思考题
第十九章 世界贸易组织税务协调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和沿革
一、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
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与国际税收的区别和联系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沿革
第二节 关税约束和减让
一、协定有关关税的规定
二、关税约束和减让的方法
三、关税谈判的评估标准和成果
第三节 非关税措施限制
一、协定有关非关税措施限制的规定
二、非关税的税收措施及其限制规定
第四节 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一、权利与义务
二、适应性对策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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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将就税收协定中对各类不同性质的所得如何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作一扼要介绍。　　
（一）营业所得的征税　　1.常设机构。根据经合发组织和联合国两个协定范本第七条的规定：“缔
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的除外。
如果该企业通过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另一国征税，但其利润应仅以属
于该常设机构的为限。”据此，常设机构的范围限定得宽些，非居住国的征税权就大一些；相反，非
居住国的征税权也就小一些。与常设机构这一专门用语同时被采用的还有“固定基地”。它们的区别
在于，常设机构的概念适用于跨国工商企业的营业所得，而固定基地的概念则适用于跨国独立个人的
劳动所得。《经合发组织范本》对常设机构的概念列有专门条款解释，提供各国参考采纳。条款指出
，常设机构是指任何常设活动点，而企业的所有活动或部分活动是通过该活动点来进行的。由于在协
定签订和执行过程中，对常设机构的解释，往往容易发生争议，因此，在协定的有关条款中，通常还
要对常设机构作出具体正列举和反列举的示范性解释。　　从税法角度看，常设机构的物质形式主要
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1）有一定的资产或财产被运用于所在国的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这
里可包括生产性资产、建筑物、设备和建筑安装设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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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货拿到手拆开时发现不是我订的书,但是收货栏写的是我的名字,想定的教材自然没有,发错货了.后
来客服打电话跟我讲,只能重新下定单才可以.想想又要等七八天,索性就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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