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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等４家企业二级分支机构名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３〕１６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１０〕１８４号）规
定，现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二级分支机构名单予

以公布。上述４家企业新成立的二级分支机构自成立之日起纳
入所属企业的二级分支机构管理，相关涉及企业所得税事宜按

国税函〔２０１０〕１８４号文件规定办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二级分支机构名单（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
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３〕１４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议定书已于２０１２
年６月１６日在哥本哈根正式签署，双方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３
日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相互通知已完成该协定及议定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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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根据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

协定及议定书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起生效，并适用于２０１３年１
月１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愿意缔结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

所得征收的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

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

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丹麦王国：

１．国家所得税；
２．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丹麦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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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新增加

的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

主管当局应在合理期限内将各自税法发生的重要变动通知

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外：

（一）“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根据上下

文的要求，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丹麦王国；

（二）“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

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

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

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三）“丹麦”一语是指丹麦王国，包括根据国际法已经在丹

麦法律中标明或今后可能标明的，为勘探和开发海底或其底土

以及海底以上水域的自然资源和从事其他经济性勘探开发活

动，丹麦可以行使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该用语不包括法

罗群岛和格陵兰；

（四）“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五）“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

体的实体；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

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

企业；

（七）“国民”一语是指任何拥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任

何按照缔约国一方法律成立的法人以及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法

律成立、不具有法人地位但在税收上视同法人的组织；

（八）“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实际管理机

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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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九）“主管当局”一语是指：

１．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２．在丹麦，税务部长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的任何时候，对于未经本协定

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应当具有协定实施

时该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此用语在该

国有效适用的税法上的含义优先于在该国其他法律上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

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地、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

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并且包括该缔约国及

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但是，这一用语不包括仅因来源于该缔

约国的所得或财产收益而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

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仅是其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

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

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

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其习惯性居处所在国

家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

认为仅是其国籍所属国家的居民；

（四）如果发生双重国籍问题，或者其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

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

民的人，应认为仅是其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家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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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

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以及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

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

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超过十二个月的

为限；

（二）为勘探或开采自然资源而使用的装置、钻机或船只，

但仅以使用期超过十二个月的为限；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

国另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但仅以该性质的活动（为同

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１２
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１８３天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

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

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由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

商品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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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

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

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任意结合所设

的固定营业场所，条件是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

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

规定的独立地位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

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经常行使这

种权力，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

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

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

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

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

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

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且代理人和该

企业之间的交易不符合独立企业原则，则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

的独立地位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

的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

通过常设机构），仅凭此项事实不能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

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

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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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

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

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

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

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以任何其

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

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

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

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

另一方进行营业，则其利润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

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

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

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

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

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双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为常设机构营

业目的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

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还是其他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

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

不妨碍该缔约国一方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税利润。但

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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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而将利

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执行上述各款时，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

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

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应仅在企业实

际管理机构所在的缔约国征税。

二、在本条中，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利润

包括：

（一）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飞机取得的利润；以及

（二）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装箱（包

括拖车和运输集装箱相关的设备）取得的利润；

上述出租、使用、保存或出租，应为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国

际运输业务的附属活动。

三、如果船运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船舶上，应以船舶母

港所在缔约国为所在国；没有母港的，应以船舶经营者为其居民

的缔约国为所在国。

四、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国

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关联企业
一、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

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相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

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两个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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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

致其中一个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可以将这部分

利润计入该企业的所得，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在

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这部分利

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

的利润内征税时，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

加以调整。在确定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注意。如

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

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

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

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一）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

付股息的公司至少 ２５％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
的５％；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１０％。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征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

的其他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

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

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

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

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

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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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

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税，也不得对该公

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润全部或部

分是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但是，支付给缔约国

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

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

六、如果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或其他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

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

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一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

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

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

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１０％。缔约国双方主管当
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由缔约国另一

方政府、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该政府的任何机构

取得的利息；或者由该缔约国另一方任何其他居民取得的利息，

但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中央

银行或者该政府的任何机构提供资金、担保或保险的，应在首先

提及的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

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

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

由于延期支付而产生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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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

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

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

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

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

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区或地方

当局或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利

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

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

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

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

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

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

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

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

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八、如果据以支付利息的债权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

利用本条内容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

定不适用。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

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上述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一

方，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

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

（一）第三款第（一）项所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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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款第（二）项所指特许权使用费调整数额的１０％。
该项“调整数额”是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７０％。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上述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

（一）为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

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任何专利、

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

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为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专有

技术）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二）为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

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

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

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

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

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

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

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

区或地方当局或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

然而，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

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

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

负担该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

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

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信息所支付的特

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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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

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

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七、如果特许权使用费据以支付的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

任何人以利用本条内容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

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

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

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

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

（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

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者国

际运输中使用的集装箱，或者转让与上述船舶、飞机或集装箱的

运营或使用相关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实际管理机

构所在的缔约国征税。

四、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股份价值

的５０％（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
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股

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的收款人在转让行为前的１２个月
内，曾经直接或间接拥有该公司至少２５％的股份，可以在该缔
约国另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

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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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

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

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

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归属于该固定

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１２个月内在缔约
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１８３天。在这种情况下，
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

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

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外，缔约

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

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

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

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

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１２个月内
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１８３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

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

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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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受

雇而取得的报酬，可以在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

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或音乐家，或作为运动

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缔约国另

一方征税。

二、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未归属于表

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归属于其他人时，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

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所得仍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

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

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

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

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

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区或地方

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

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三、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发生

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

报酬，无论是否与以前的雇佣关系有关，可以在首先提及的缔约

国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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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受

益人向退休金计划缴纳的费用已经从其应税所得中扣除；或者

（二）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雇

主向退休金计划缴纳的费用未被视为受益人的应税所得。

四、本条中，“受益人”一语指的是有权从退休金计划取得

款项的个人。

第十九条　为政府服务的报酬和退休金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

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

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

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

民的，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

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

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

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

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

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学生
如果学生是缔约国一方居民，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另一

方之前曾是缔约国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的目的停留在该

缔约国另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的目的而收到的来

６１



源于该缔约国另一方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免予征税。

第二十一条　其他所得
一、由缔约国一方居民受益所有的各项所得，不论发生于何

地，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

所得受益所有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

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缔约国另

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

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

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

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由于第一款所指居民与其他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第三

方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一款所指所得数额超出在没有上述关系

时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

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该所得的超出部分仍应

按缔约国各方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

注意。

四、如果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

利用本条内容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

定不适用。

第二十二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丹麦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丹麦

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

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

数额。

（二）从丹麦取得的所得是丹麦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

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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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
丹麦税收。

二、在丹麦，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除适用本款第三项的规定以外，丹麦居民取得的所

得，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的，丹麦应允许从对该居

民的所得征收的税额中扣除等于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的数额；

（二）但是，该项扣除应不超过可以在中国征税的所得在扣

除前计算的那部分丹麦所得税数额；

（三）如果丹麦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应仅在中

国征税，丹麦可以在税基中包括该项所得，但应允许从所得税额

中扣除来源于中国的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额。

第二十三条　其他规则
本协定不应妨碍缔约国双方行使其关于防止逃税和避税

（不论是否称为逃税和避税）的国内法律及措施的权利，但以不

导致税收与本协定冲突为限。

第二十四条　非歧视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

关要求，在相同情况下，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负担或可

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

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

不应高于缔约国另一方对从事同样活动的本国企业征收的税

收。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责任而

给予本国居民的任何税收上的个人补贴、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

予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第十一条第八

款、第十二条第六款、第十二条第七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或第

二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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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

利润时，应像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一样，在相同情况下予

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

国另一方一个或多个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

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

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应适用于所有种类的

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如有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

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时，可以不考虑各缔

约国国内法律的救济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

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该

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

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

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

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

国国内法律规定的期限的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相互协商设法解决在解释

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

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

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

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信息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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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

局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特别是防止欺诈和有助于实施防

止合法避税的法律相关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

不相抵触为限。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

二、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应和根据该

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

指税收有关的评估、征收、执行、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

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及其监督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

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

法庭判决中披露有关信息。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

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

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或正

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

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的信息。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本条请求信息，缔约国另一方应使

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取得所请求的信息，即使缔约国另一方可能

并不因其税务目的需要该信息。前句所确定的义务受第三款的

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

方仅因该信息没有国内利益而拒绝提供。

五、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款的规定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

一方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被指定人、代理人或受托

人所持有，或者因信息与人的所有权权益有关，而拒绝提供。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原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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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效
一、缔约国双方政府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已完成本协

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

二、本协定自第一款提及的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第３０天
生效。本协定的规定在缔约国双方对下列税收有效：

（一）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１月１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
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１月１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
纳税年度对所得征收的其他税收。

三、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丹麦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应对本协定按本条第二款规定生效之日起适用的税收停

止有效。

第二十九条　终止
本协定在缔约国一方终止以前应继续有效。但缔约国任何

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５年后六个月以前的任何时
间，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停止有效：

（一）在终止通知中明确的终止之日后次年１月１日或以
后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终止通知中明确的终止之日后次年１月１日或以
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征收的其他税收。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

信守。

本协定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６日在哥本哈根签订，一式两份，每
份均用中文、丹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有疑

义，应以英文本为准。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丹麦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瑞宇　　　　　　托尔·默格·彼得森

议 定 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时，双方同

意下列规定应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在对空运联合体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ＳＡＳ）适用本
协定时，第八条第一款和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仅适用于斯

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ＳＡＳ）中的丹麦合伙人拥有的相应股份取
得的利润或财产收益。

二、关于第十一条，“中央银行”一语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和

丹麦国家银行，“政府的任何机构”一语是指：

（一）在中国：

１．国家开发银行；
２．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３．中国进出口银行；
４．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中国政府全资拥

有的任何机构。

（二）在丹麦：

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ＩＦＵ）；
２．丹麦出口信用基金（ＥＫ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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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丹麦成长基金；和
４．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丹麦政府全资拥

有的任何机构。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

信守。

本议定书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６日在哥本哈根签订，一式两份，
每份均用中文、丹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有疑

义，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丹麦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瑞宇　　　　　　托尔·默格·彼得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
关于下发１３家名称变更后继续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名单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１７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

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委宣传部：

鉴于财税〔２０１０〕２９号和财税〔２０１１〕２７号文件已公布的部
分转制文化企业的名称发生变更，考虑其主营业务并未发生变

化，同意名称变更后的企业继续按照财税〔２００９〕３４号文件的规
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名单附后）。同时，将名称变更前的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中国美术出版

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东方出版中

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现代教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从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名单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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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名称变更后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

名单（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
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２３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

促进环境保护，现对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

人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纳税人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退税、免税

政策的，其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退税、免税政策，是指《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
税〔２００８〕５６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
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５６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５号）规定的退税、免税政策。
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污染物排放地的环境保护部

门根据纳税人排放污染物的类型，所确定的应予执行的国家或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符合污染物

排放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二、纳税人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退税、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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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事宜时，应同时提交污染物排放地环境保护部门确定的该纳

税人应予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排放地环境保护

部门在此前６个月以内出具的该纳税人的污染物排放符合上述
标准的证明材料。已开展环保核查的行业，应以环境保护部门

发布的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的企业名单公告作为证明材料。

三、对未达到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纳税人，自发生违规

排放行为之日起，取消其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

退税、免税政策的资格，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纳税人自发生

违规排放行为之日起已申请并办理退税、免税的，应予追缴。

发生违规排放行为之日，是指已经污染物排放地环境保护

部门查证确认的，纳税人发生未达到应予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行为的当日。

四、《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５６号）第二条所述的污水
处理修改为：污水处理是指将污水（包括城镇污水和工业废水）

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
２００２），或达到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直接
排放限值的业务。

“城镇污水”是指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医院、商

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

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

“工业废水”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允许排入城镇

污水收集系统的废水和废液。

本条所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
－２００２）如在执行过程中有更新、替换，按最新标准执行。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５号）第九条第（三）项相应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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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５号）第四条、第五
条第（一）项的规定在本通知生效之前的执行过程中涉及污染

物排放的，按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税务系统
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要点》的通知

税总函〔２０１３〕１５８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国

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深
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一年。各级税务部门要认真

贯彻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以及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的部署，紧紧围绕税收工作大局，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和效能监

察，加强对中央、税务总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监督检

查，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努力取得税务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

现将《２０１３年税务系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要点》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前，
各单位将２０１３年度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报告及《２０１３年
税务执法监察情况统计表》通过税务纪检监察管理信息系统报

表管理模块上报驻税务总局监察局（监督检查室）。

在执行中若有问题或建议及时报驻税务总局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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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税务系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要点

一、加强对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的监督检查

１．围绕中央、中央纪委和税务总局党组的要求，加强对税务
系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２．围绕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加强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支持小微企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结构性减税政策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

３．围绕提高税收收入增长质量，加强对防止收过头税、制止
空转虚收、落实组织收入原则情况的监督检查。

４．围绕税务总局党组重要工作部署，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
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全面强化税收征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

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对税收执法权、行政管理权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

监督检查

５．加强对涉税审批、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征收管理等税收
执法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

重点加强对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后征收与管理情况的执法监察，加强对“重大税务案件集体

审理”、“一案双查”等制度落实情况的执法监察，加强对规范行

政裁量权情况的执法监察。

６．加强对预算管理、经费使用、基建工程、政府采购招投标
等行政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

重点加强对规避公开招标、以不合理条件和不规范的资格

审查办法限制、排斥投标人等行为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标后履约

情况、基建工程预决算情况的监督检查。

７．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分权制衡、轮岗交流等重点环节的
７２



监督检查。

重点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案拟定、考试、测评、考察

等过程监督情况，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和领导干部轮岗交流

情况的监督检查。

８．加强对信息化建设以及金税工程的监督检查。
重点加强对工程立项、招标采购、资金使用等管理情况的监

督检查。

９．加强对推进内控机制信息化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重点加强对内控机制信息化建设推进力度、有机融合、防控

效果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加强对专项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１０．继续加强对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治理公务用车、庆典研讨会论坛过

多过滥和小金库等专项工作的监督检查。

１１．继续加强对利用中介机构谋取不正当利益、在信息技术
运维和服务中增加纳税人不合理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
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

财关税〔２０１３〕１４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海关总署广

东分署、各直属海关，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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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２００９］５５号）规定，根据国内相关产业
发展情况，在广泛听取有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意见的基

础上，经研究决定，对集成电路设备等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原

材料进口税收政策予以调整，现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
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直流场设备、高速铁路信号系统、生活垃圾

精分选成套系统装备、举高消防车、染色机、新型农业机械、太阳

能电池设备、集成电路关键设备、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生产设备、

锂离子动力电池设备、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装备（见附件１）
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见附件２），免征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取消液压支架等装备进口关键零部
件及原材料免税政策；调整直流输变电设备、交流输变电设备等

装备的技术规格要求（见附件１）；调整六氟化硫断路器、串联补
偿装置、ＰＴＡ工艺空气压缩机组、大型空分设备、刮板输送机、刮
板转载机、混凝土泵车、等离子刻蚀机等装备的进口零部件清单

（见附件２）。
二、国内企业申请享受本通知附件１中新增装备或技术规

格提高的装备有关进口零部件及原材料免税政策的，具体申请

要求和程序应按照财关税［２００９］５５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企业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期间进口规定范围内
的零部件、原材料申请享受本进口税收政策的，应在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日至４月３０日期间按照财关税［２００９］５５号文件规定的程
序提交申请文件。申请企业凭受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可向

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予办理有关零部件及原材料放行手续。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至４月３０日期
间受理的申请文件，应在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前一并将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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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初审意见汇总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附件：１．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２０１３
年调整）。（略）

２．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清单
（２０１３年调整）。（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２０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

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

为支持城乡道路客运行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１］６３号）精神，现将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的运营用地，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

城市公交站场运营用地包括城市公交首末车站、停车场、保

养场、站场办公用地、生产辅助用地，道路客运站场运营用地包

括站前广场、停车场、发车位、站务用地、站场办公用地、生产辅

助用地。

二、上述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是指由县级以上（含

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等批准，按《汽车客运站级别

划分和建设要求》等标准建设的，为公众及旅客、运输经营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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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站务服务的场所。

三、符合上述免税条件的企业须持相关文件及站场用地情

况等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本通知执行期限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销售
贵金属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３〕１３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

　　现将金融机构销售贵金属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金融机构从事经其行业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或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金、银、铂等贵金属交易业

务，可比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开展个人实物黄金交

易业务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５〕１７８号）规定，
实行金融机构各省级分行和直属一级分行所在地市级分行、支

行按照规定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省级分行和直属一级分行统

一清算缴纳的办法。

经其行业主管部门允许，是指金融机构能够提供行业主管

部门批准其从事贵金属交易业务的批复文件，或向行业主管部

门报备的备案文件，或行业主管部门未限制其经营贵金属业务

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已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金融机构，开展经其行业

主管部门允许的贵金属交易业务时，可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

使用规定》（国税发〔２００６〕１５６号）及相关规定领购、使用增值
税专用发票。

本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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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原产于
欧盟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
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

税委会〔２０１３〕９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商务部、海关总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国务院令第３２８号）
的有关规定，依据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

酯征收反倾销税的请示》（商公平发〔２０１３〕５５号），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征收反倾

销税。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二异
氰酸酯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开始征税之日起５年。

二、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为甲苯二异氰酸酯，英文名称为

Ｔｏｌｕ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简称ＴＤＩ，规格型号为ＴＤＩ８０／２０，分子式为
Ｃ９Ｈ６Ｎ２Ｏ２。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则
号：２９２９１０１０（仅限于该税则号下型号为ＴＤＩ８０／２０的产品）。

三、各公司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

１．德国拜耳材料科技公司
（Ｂａｙ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Ｇ）　１９．２％
２．匈牙利博苏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ＢｏｒｓｏｄｃｈｅｍＺｒｔ．）　６．６％
３．波兰扎克姆化工股份公司
（ＺａｋｌａｄｙＣｈｅｍｉｃｚｎｅＺＡＣＨＥＭＳ．Ａ．）　３７．７％
４．法国柏斯托公司
（ＰｅｒｓｔｏｒｐＦｒａｎｃｅ）　３７．７％
５．陶氏西班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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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ｗ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ａｒｒａｇｏｎａ）　３７．７％
６．其他欧盟公司
（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ｓ）　３７．７％
四、反倾销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

征；进口环节增值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加上关税和反倾销

税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

五、对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起至本决定公告执行之日止，
有关进口经营者按初裁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所提交的保

证金，按终裁决定所确定的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范围和反倾销

税税率计征并转为反倾销税，并按相应的增值税税率计征进口

环节增值税。对在此期间有关进口经营者所提交的保证金超出

反倾销税和与之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部分，海关予以退还，

不足部分不再补征。

对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之日前进口的原产于欧盟

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不再追溯征收反倾销税。

六、本决定由商务部对外公告；由海关总署通知各地海关

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
关于下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等１１家中央所属
转制文化企业名单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１６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党委宣传部：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转制文化企业
名单及认定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９〕１０５号）的规定，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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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１１家中央所属文化企业已被认
定为转制文化企业，现将名单发给你们。名单所列转制文化企

业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３４号）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
起始期限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下发红旗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名单的通知》（财

税〔２０１１〕３号）的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名单

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名单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视剧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英语角》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测绘出版社

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时事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教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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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执行国家
发改委第２１号令有关问题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２０１３〕１８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第２１号令公布了《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详见附件），并规定
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现就海关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公告
如下：

一、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对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年本）（修正）》鼓励类范围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
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

录》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所列商品

外，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

〔１９９７〕３７号）、海关总署公告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３号及其他相关规定
免征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实施后，
《项目确认书》中的“项目产业政策审批条目”编码为“Ｎ”，例
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中鼓励类的
第一类第１项应填写为：中低产田综合治理与稳产高产基本农
田建设（Ｎ０１０１）；第七类第４项应填写为：油气伴生资源综合利
用（Ｎ０７０４）。

三、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以前（不含
５月１日，下同）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国内投资项目（以项目的审
批、核准或备案日期为准，下同），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年本）》鼓励类范围的，可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免征进
口关税手续。但有关项目单位须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以前，持投
资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其中“项目产业政策审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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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仍按原审批条目及编码填写）等有关资料向海关申请办理

减免税备案手续。逾期，海关不再受理上述减免税备案申请。

对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以前审批、核准或备案，同时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鼓励类范围的国内
投资项目，投资主管部门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
本）（修正）》的产业政策条目出具《项目确认书》的（其中“项目

产业政策审批条目”以“Ｎ”为编码），海关可予受理减免税备案
申请。

四、对于未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的
国内投资在建项目，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
本）（修正）》鼓励类范围的，可按有关规定向投资主管部门申请

补办《项目确认书》。在取得《项目确认书》之后，在建项目进口

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可

参照本公告第一条的规定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但进口设备

已经征税的，税款不予退还。

特此公告。

附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略）

财政部关于申报２０１３年度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财办文资〔２０１３〕４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

　　根据《财政部关于重新修订印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文资〔２０１２〕４号）有关要求，现就
２０１３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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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支持内容

１．继续支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构建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促进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源对接、推进文化科技

创新和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等六大

方向。

２．鼓励企业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利用金融机构融资，不断扩
大资金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在一般项目继续保留贴息政策的基

础上，对于获得有关银行基准利率或低于基准利率贷款的文化

产业项目给予优先考虑，纳入重大项目管理。

３．鼓励企业加快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
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增强核心竞争力，对环保印刷设备购置或改

造、仓储物流设备更新升级、重点新闻网站软硬件技术平台建设

等给予重点支持，纳入重大项目管理。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

１．申报专项资金的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

用和纳税信用良好；三是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其中净

资产一般不低于５００万元。
２．企业申请项目补助的，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申请金

额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额的３０％；企业集团最
多可同时申报两个项目，合计申请金额不得超过企业集团上年

末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２０％。
３．除贷款贴息、出口奖励项目外，企业不得就往年已获支持

项目或类似项目再行申报。

４．企业集团下属单位，通过企业集团统一进行申报。
（二）其他申报单位。

１．申报专项资金的其他申报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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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从事文化产业相关工作的职能或资质；二是已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

２．其他申报单位的申报项目应当体现国家文化产业政策，
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服务或示范作用，重点是国家或地方文化

改革发展规划所确定的产业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应按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其中：

１．申请资产评估、审计、政策法律咨询等费用补助的，需提
供清产核资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付款原始凭证及发票复印件。

２．申请项目补助的，需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
合同等复印件。

３．申请贷款贴息的，需提供相关银行贷款合同、利用贷款实
施重点发展项目情况说明、已支付贷款利息凭证等复印件。

４．申报保险费补助的，需提供保险合同、已支付保险费凭证
等复印件。

５．申请境外投资项目补助的，需提供境外企业注册文件、商
务主管部门核准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资金汇出证明、项目

合同、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资金审计报告和项目补助

资金申请报告。

申报专项资金的企业，还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经审计的最近两年企业财务报告等复印件。

（二）申报方式。

专项资金申报采取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同时上报方式。申

报单位从财政部政府网站司局频道（ｈｔｔｐ：／／ｗｚｂ．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下载“２０１３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和使用说明，
按要求填写和提供有关资料。申报项目涉及的可行性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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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关合同文本、付款凭证等，应按要求上传扫描件。每个项

目的电子文件应做到数据准确、资料齐全、扫描图像清晰。

（三）申报程序。

中央各部门（单位）、各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下同）财政厅（局）、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的中央企业负责组

织本部门、地区或单位申报工作，并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前正式
向财政部报送申请文件，逾期不受理。

四、工作要求

中央各部门（单位）、各省级财政厅（局）、财务关系在财政

部单列的中央企业应高度重视２０１３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申报组织工作，不断提高申报工作质量，按时完成申报工作任

务。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一）督促申报单位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包括纸质文件与

电子文件），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

（二）进一步加大审核力度，重点审核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

资格、申报程序是否符合要求、申请项目数量及金额是否超出有

关限制条件、有关申报文件材料是否真实有效等。

（三）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认真开展项目初审工作，有条件

的可尝试组织社会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初审报告应包括初审工

作组织情况、申报项目情况、初审意见等内容。初审报告加盖单

位公章后一并报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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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电信集团
公司及所属网络分公司资产重组
有关增值税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税总函〔２０１３〕１２４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现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总部及所

属３０省网络资产分公司（以下简称“网分公司”）向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转让 ＣＤＭＡ网络资产有关
增值税和营业税问题明确如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１３号）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５１号）的有关规定，集团公司总部及所属３０
省网分公司将与 ＣＤＭＡ网络相关实物资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
债权、债务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股份公司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

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其

中涉及的不动产和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的转让，不征收营

业税。

附件：集团公司总部及３０省网分公司具体名单（略）

海关总署关于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
电容器纸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２０１３〕２０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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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征税时间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８日起，
期限为５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期终复审调查
结果，决定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８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
器纸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５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８日起，海关对申报进口原产于日本的电
解电容器纸（税则号列为 ４８０５９１１０），继续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０７年第１７号的相关规定征收反倾销税。

特此公告。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石脑油
燃料油　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
产品消费税退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２号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

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市中心支行，海关总署广东

分署、各直属海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规范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政策，现将《财政部　中
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部分石脑油　燃料油
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８７号）中的成品油消费税退
税政策调整如下：

一、我国境内使用石脑油、燃料油（以下简称油品）生产乙

烯、芳烃类化工产品（以下简称化工产品）的企业（以下简称使

用企业），仅以自营或委托方式进口油品生产化工产品，向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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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纳税地海关（以下简称海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消费税

（以下简称退税）。

办理退税时，海关根据使用企业生产化工产品实际耗用的

油品数量核定应退税金额，开具收入退还书，使用“进口成品油

消费税退税”科目（１０１０２０２２１）退税。
二、使用企业仅以国产油品生产化工产品，向主管税务机关

（以下简称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办理退税时，税务机关根据使用企业生产化工产品实际耗

用的油品数量核定应退税金额，开具收入退还书，使用“成品油

消费税退税”科目（１０１０２０１２１）退税。
三、使用企业既购进国产油品又购进进口油品生产化工产

品的，应分别核算国产与进口油品的购进量及其用于生产化工

产品的实际耗用量，向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税务机关负责对企业退税资料进行审核。对国产油品退

税，按照本通知第二条第二款办理。对进口油品退税，税务机关

出具初审意见，连同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专用缴款书和自动进

口许可证等材料，送交海关复审。海关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二

款办理。

使用企业未分别核算国产与进口油品的购进量和实际耗用

量的，不予办理退税。

四、税务机关和海关应向相关国库部门提供收入退还书，后

附退税审批表、退税申请书等相关资料；国库部门经审核无误

后，从相应预算科目中退付税款给申请企业。

五、税务机关和海关应加强合作，及时交换与退税相关的

信息。

六、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财税〔２０１１〕８７号文件与本
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税务机关此前已办理退税的，不

予调整。未办理退税的，按照本通知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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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新版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样式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会〔２０１３〕９号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部队后勤部：

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令第７３号，以下简称７３号令）将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施行。
为做好新旧制度衔接，根据７３号令“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样式和编号规则”的规定，我们统一设计了新版“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样式。现印发给你们。为了规范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印制和管理工作，现将资格证书

印制和填制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资格证书印制材料和技术要求

（一）资格证书由会计人员从业基本信息、换证记录、变更

记录和备注页组成，共８页。其中，封２为“基本信息”页，第１
－２页为“换证记录”页，第３－７页为“变更记录”页，第８页为
“备注”页。资格证书成品规格为１２５ｍｍ×８８ｍｍ。封面（封１）
标志中ＫＪ字母是“会计”的拼音缩写，钱币图案代表会计工作
的核算和理财职能。标志规格为３６ｍｍ×３６ｍｍ。中文“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分别为 ７ｍｍ和
５ｍｍ楷体字；英文字母为书宋二３．５８ｍｍ字体。中英文字样统
一采用电化铝平烫硬印字（金色）。

（二）资格证书封套采用透明膜，厚度１８丝。成品规格为
１３２ｍｍ×１８４ｍｍ，两侧内折部分规格１３２ｍｍ×７５ｍｍ。

（三）资格证书封皮采用柔纹皮（深蓝色），厚度２０丝。
３４



（四）资格证书封２、封３材料采用１５０克双胶纸。
（五）资格证书封 ２塑封膜厚度为 ２２丝，规格为 １２５ｍｍ

×６６ｍｍ．
（六）资格证书内芯（１～８页）材料为８５克水印纸，采用彩

虹印刷技术，单双页印制图案分别为“资格证书”的拼音字母

“ＺＩＧ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Ｕ”和牡丹花。纸张防伪水印图案统一使用资
格证书徽章（见封面）。

（七）资格证书封２“发证机关”处可套印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以及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

司、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武警部队后勤部财务部会计管理机

构（以下简称各省级会计管理机构）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用

章”。印章统一为直径为２０ｍｍ的红色圆章，内嵌“ＸＸＸ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专用章”字样。

（八）资格证书封２设有“团花”防伪，位于底纹右侧中，印
制图案采用多色变线造型印制工艺。图案规格为 ４９ｍｍ
×４９ｍｍ。
（九）资格证书封２设有“温变油墨”防伪，位于左下侧空白

处，图案为资格证书徽章，常温下显示颜色，加温后颜色会渐变。

图案规格为１３ｍｍ×１３ｍｍ。
（十）资格证书封２设有“微文字安全线”防伪，位于底纹与

空白处，印有胶印缩微文字，在放大镜下可看到“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微小文字样。

（十一）资格证书封３印有“二维码”，印制采取可变式数据
数码喷印，预留未来与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直接接入功能，由

校验加密码、省市行政区划编码、印制年份和顺序号组成，共１８
位。编码规则为：第１－２位和１７－１８位是校验加密码，印制时
随机生成；第３－４位是按照国家标准的省级行政区划编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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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５－８位是证书印制年份，如２０１３年，表述为“２０１３”；第９
－１６位是资格证书印制顺序号，印刷时自动顺序生成。每个资
格证书的二维码不得重复。

二、关于资格证书的填写要求

（一）资格证书“证书档案号”栏。内地居民原则上统一采

用身份证号作为其证书档案号，部队和武警的现役人员可根据

管理需要，采用军人或武警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号作为其证书档

案号；在中国内地从事会计工作的香港居民采用“ＨＫ＋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证号”作为其证书档案号，澳门居民采用“ＭＯ＋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作为其证书档案号，台

湾居民采用“ＴＷ＋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作为其证书档
案号，外国公民采用“ＷＪ＋６位发证机关所在县（区）行政区划
码＋４位办理年份码＋３位顺序号”作为其证书档案号。

（二）资格证书“首次发证机关”栏记载会计从业人员通过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或审核，首次获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核发

机关；“首次发证日期”栏记载会计从业人员首次获得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的时间。

（三）资格证书“发证机关”栏记载实际发放该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的发证机关所属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并加盖各省级会计

管理机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用章”（可在印刷时套印）。

（四）资格证书“换证记录”页。该页记载持证人员６年换
证信息，换证时应加盖换证审核机关专用章，同时应注明换证时

间及有效截止日期。

（五）资格证书“变更记录”页。该页按照 ７３号令有关要
求，记载持证人员基础信息的变动、工作单位调转、档案转移等

内容的变动情况及变更登记日期。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奖惩记

录、职称、学历等其他信息变更，在本级会计管理机构会计从业

资格信息管理系统中予以记载，并及时上传至全国会计从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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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信息管理平台，不再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中予以登记。

（六）“备注”页。该页记载各省级会计管理机构规定的需

记载的其他信息。

（七）证书照片采用“粘贴”方式的，首页需要压塑；证书照

片采用“打印”方式的，首页可不压塑。

三、关于资格证书的日常管理

（一）为规范资格证书样式，方便资格证书的使用和认定，

资格证书样式由财政部统一发布，各省级会计管理机构不得随

意变更资格证书样式。

（二）为便于实现会计从业人员信息化管理，各省级会计管

理机构应依据新版资格证书样式及要求，及时升级本级会计从

业资格信息管理系统，在人员基本信息中增加“证书二维码”信

息项，并通过信息更新方式，及时上传至全国统一平台。

（三）新版资格证书的换发时间及方式由各省级会计管理

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统筹予以确定，并应及时将相关信息告知会

计从业人员。新版资格证书的换发时间最晚不得晚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日。

（四）新版资格证书样式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生效，旧版资
格证书样式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作废。

附件：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样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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