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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预约定价安排机制 
 

 

香港税务局2012年3月29日发布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8号（简称"DIPN 

48"）标志着香港预约定价安排机制将于2012年4月2日正式启动。在之前于2011年

2月24日出版的税务评论（期数H43/2012）中，我们参考其他已实施预约定价机制

国家的情况对预约定价安排进行了概述，并根据案例探讨了跨国集团可能利用即将

发布的香港预约定价的情形。在本期税务评论中，我们将对DIPN 48中提及的香港

预约定价安排的特点进行详细阐述，并为有意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纳税人介绍在申

请过程中的潜在机遇和挑战。 

 

香港预约定价安排机制的范围 

 

香港预约定价安排机制为纳税人提供了向香港税务局提出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定价协议机会，是香港税务局与一个或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安排（“税收协定或

安排”）缔约国（地区）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签订的，在既定期间内针对一系列关联

交易适用转让定价方法的约定，通常这种约定是适用于以后年度的相关交易。香港

税务局与其他缔约国税务机关签订预约定价安排协议的权利源于香港与缔约国签订

的税收协定或安排中的协商程序。因此，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已签署税收协定或安

排的香港纳税人与协定国（地区）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并且根据协商程序进行。

香港纳税人包括应缴纳利得税的位于香港的居民企业1 和在香港拥有常设机构（例

如分支机构）的非居民企业。 

 

香港预约定价安排主要包括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与一个其他国外税务机关签署）和

多边预约定价安排（与两个或以上国外税务机关签署）。DIPN 48指出仅在协商程

序中与国外税务机关协商失败时，香港税务局才会考虑接受香港纳税人申请单边预

约定价安排。虽然预约定价安排机制是一个由香港纳税人主动提出并申请的程序，

通常认为预约定价安排更适合于转让定价风险较高的关联交易（例如在香港纳税人

和关联方的利润分配方面存在重大争议的交易）或交易实质相当复杂的关联交易

（例如涉及无形资产或适用剩余利润分割法分析的关联交易）。此外，DIPN 48对

预约定价申请的关联交易金额作出了不同的最低限定，具体如下： 

 

 - 每年关联购销交易金额为8,000万港币 

 - 每年服务提供交易金额为4,000万港币 

 - 每年无形资产（例如特许权使用费）交易金额为2,000万港币 

 

 

 

 

                                                 
1
 香港居民企业在税收协定或安排中通常被定义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在香港以外地区注册成立，但是实际管理和控制机构于香港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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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在预约定价申请期间每年的关联交易金额需根据以上分类标准达到最低限定才有资格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同

时，香港税务局可能考虑针对高转让定价风险且交易性质复杂的申请个案设定一个更低关联交易金额的限定。 

 

香港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期一般为3至5年，而纳税人需在原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前6个月提出续签申请，才可在预约

定价期满以后续签3至5个纳税年度。虽然DIPN 48预计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谈签时间约为18个月，但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果双方的谈判过程延长，达成安排的过程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2年或以上）。DIPN 48规定预约定价安排通常从

达成协议的年度开始生效，而不是递交申请的年度。但是，如果与其他税务机关的多次双边磋商导致预约定价安排申请

时间持续时间过长，香港税务局则会考虑将预约定价安排追溯适用至在原有申请中涵盖的以前年度。 

 

DIPN 48指出香港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有7个不同的步骤2 ，具体如下图所示： 

 

 

 

 

 

 

 

 

 

 

 

 

 

 

 

 

 

 

 

 

 

 

 

 

 

 

 

 

 

 

 

 

 

 

 

 

 

 

 

 

 

 

 

 

 

 

以上，除步骤1要求纳税人与预备会议前提交预约定价意向书外，其他6个步骤均大致与其他国家预约定价申请步骤一

致。香港税务局亦接受纳税人以匿名形式参加预备会议。为了给申请人在资料准备和提交上相应的指引，DIPN 48提供

了与预备会议日程、预约定价意向书、预约定价个案筹划和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相关的样本。与其他国家的

税务机关，例如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等不同的是香港税务局将不会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收费。 

                                                 
2
 在 DIPN 48 中，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过程主要总结为 5 个阶段，而“预约定价意向书”和“预备会议”合并为第 1 阶段，相应地，“起草/执

行”和“监控/续签”也同样合并为最后阶段。 



 

附属事项及解决方案 

 

在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初期，香港税务局可能将指出与申请相关的附属事项，并要求纳税人在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同

时解决附属事项中的相关问题。附属事项在DIPN 48中广泛地被定义为在关联交易中同时存在的其他实质性法律及税务

问题。对于附属事项，例如香港税务条例（“条例”）61及61A中的反避税规定以及条例20中与非居民企业相关的交易不

符合公平交易原则的规定所涉及的事项，纳税人应先通过向香港税务局申请事先裁定的方式进行解决。香港税务局设定

该点显然是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预约定价安排来进行相关避税安排。因此，如果香港税务局对附属事项存在质疑或不接

受时，则可能会终止该预约定价的申请。这一要求表明在实践中香港税务局会在预约定价申请的受理过程中对关联交易

外的税务安排进行仔细核查，以防止纳税人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 

 

纳税人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上述有关预约定价安排的各种说明外，我们同时总结了以下与考虑申请预约定价的纳税人相关的潜在机遇和挑战。 

 

机遇 

 

 税务风险管理的确定性。随着全球化及跨境交易的持续增长，转让定价已经成为当今公司管理和税务风险控制

的重要议题。由于香港具有更为靠近亚太区主要市场的地域优势，众多跨国集团均把自己的地区总部设在香

港，由此，与不同地区的关联方进行的频繁的跨境交易使得转让定价管理迫在眉睫。鉴于香港税务局签订的税

收协定或安排数目的持续增长3，香港发布预约定价安排机制将使跨国集团在预约定价安排期间，其在港机构与

协定国（地区）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管理更为便利，以此达到有效管理税务风险的目的，并且增加跨国集团

在实质性课税项目管理上的确定性。 

 

 减低税务调查和双重征税的风险。通常当跨国集团需要和中国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时，或出于经营和税务

方面的效益考虑需设立一个亚洲中心（例如主体运营公司）时，香港被认为是一个优先考虑的区域。过去由于

缺少税收协定或安排和相应的预约定价机制使得跨国集团在海外国家受到转让定价调查后，在香港却没有任何

能够通过诉求反对或相互协商来避免或减轻双重征税问题的程序和途径。香港启动预约定价安排机制后，使跨

国集团有机会与香港税务局以及国外税务机关进行磋商并通过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共同监管未来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以及按照独立交易原则来进行利润分配。因此通过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在跨境交易中跨

国集团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与香港关联公司有关的税务调查或发生双重征税的可能。 

 

 利用预约定价解决以后及以前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根据DIPN 48，正在接受转让定价调查的纳税人也可针对

以后年度提出预约定价申请。如果香港税务局认为纳税人的预约定价申请与其当前所进行的转让定价调查有关

（例如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结果将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转让定价调查案件），则香港税务局将暂停转让定价调查

直到预约定价达成为止。纳税人也可采用与香港税务局协商达成一致的预约定价安排方法来解决当前未定的转

让定价调查。但请注意，如果香港税务局有理由认为预约定价安排将无助于转让定价调查的结案工作，香港税

务局有权重新启动暂停的调查案件，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纳税人。 

 

 预约定价起始年度的灵活性。在香港税务局接受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当年，可能考虑在协商过程持续时间过长

（因双边互动磋商程序延长导致）的情况下将最终签署的谈签结果追溯至纳税人此前申请中已经涵盖的以前年

度。这也就意味着，在协商过程延长期间，相关年度内纳税人的转让定价问题因商业环境变化影响而受到质疑

可能性将下降，否则相应年度的环境变化往往会导致原有的重大假设或转让定价方法不再适用。 

 

 纳税人能够以匿名形式参加预备会议。与多数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及中国）税务机关的实践一致，香港税务局

允许纳税人在预备会议期间保持匿名形式。纳税人可将预备会议作为一个试探性讨论过程，然后决定是否提交

正式的预约定价申请。由于香港税务局即使选择在预备会议后不再接受预约定申请，也可以在纳税人申请过程

中收集其他相关资料并用以复核纳税人的税务安排，因此在预约定价申请初期，保持匿名形式对纳税人更为有

利。 

 

挑战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将不予受理。香港税务局仅接受纳税人的双边及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仅在互动磋商

中与税收协定国（地区）税务机关无法协商一致时，香港税务局才有可能接受单边预约定价申请。以前年度也

有纳税人与税收协定非缔约国（地区）的关联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并向香港税务局申请事先裁定的情况。然

而，我们一般认为现行的事先裁定仅适用于相对简单且直接的关联交易（例如关联方间通过成本加成的方式进

行支付的服务费交易）。因此，关联交易相对较复杂且与税收协定非缔约国（地区）企业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

纳税人，目前尚无法在新规下申请预约定价安排。 

 

 附属事项可能影响预约定价的谈签结果。如果香港税务局过于关注附属事项，例如条例61及61A涉及的内容，

将易影响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过程，甚至导致最终谈签终止。此外，与条例20有关附属事项，其内容也与DI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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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香港已签订 23 个税收协定或安排。 



48存在立法思想上的冲突。DIPN 48发布的目的主要在于为纳税人提供与税务机关一同审核其关联交易，并就

公平交易价格达成一致的机会。而这一内容通常也是条例20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如果纳税人需在预约定价谈

签成功前首先获得与条例20这一附属事项相关的事先裁定，则类似于需要在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前首先取得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如果纳税人需在转让定价和附属事项上同时与香港税务局达成一致，我们认为可能会导致预约

定价安排的申请过程更为复杂和冗长。 

 

 以前年度转让定价问题同样可能存在被调查风险。DIPN 48明确指出香港税务局不会因与纳税人签署预约定价

安排而放弃对纳税人以前年度同样的关联交易转让定价问题进行调查。因此，如果在预约定价申请过程中，纳

税人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已被认定存在转让定价风险，则香港税务局可能将预约定价的谈签结果追溯至以前年

度，并对以前年度的纳税申报进行转让定价调整。在上述情况中，香港税务局将视纳税人为主动披露与以前年

度的转让定价问题相关的资料，则产生的补税金额可免除相关罚金。 

 

 香港税务局可能面临资源及监管经验短缺问题。根据我们对其他国家预约定价机制的了解，信息资源的分配和

共享对预约定价申请进程和双边互动磋商的顺利开展均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目前预约定价安排对香港而言是

一个全新机制的启动，因此香港税务局在接受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前期将可能面临来自资源分配和双边及时磋

商中的问题。 

 

结语 

 

由于香港在国际税收协定和全球商业环境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对香港税务局启动预约定价安排机制表示欣

喜。这也将有助于纳税人管理和优化其转让定价安排，同时预约定价安排机制使得纳税人在税收协定下的境内外投资过

程中获得最大收益。为受惠于香港预约定价安排机制，我们建议纳税人审核自身的关联交易情况及转让定价安排，如有

需要，可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考虑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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