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優化香港就被動收入適用離岸豁免制度的提案

如先前《稅務通訊》中所提到的，歐盟已將香港列入其稅務合作事宜的觀察名單，原因在於，歐盟認為根據香港現

行的離岸機制，在未規定收取離岸被動收入的公司需在香港擁有實質性經濟存在的情況下，豁免離岸被動收入有可

能會帶來雙重不徵稅的風險1。

經過數月的期盼，就香港的離岸收入豁免（FSIE）制度進行修訂的諮詢文件終於發佈，旨在使香港從觀察名單中剔

除。

根據該提案，香港將繼續遵循地域來源徵稅原則，但對於跨國企業集團的香港成員實體，無論其總部設在何處、集

團資產規模和收入情況如何，該實體在香港收取的範圍內離岸被動收入均需遵循優化後的FSIE制度。

如果有關實體滿足經濟實質或關聯法要求，則該等被動收入將繼續根據FSIE制度在香港豁免利得稅。針對純控股公

司則可放寬經濟實質要求。

另外，香港將對與股份或股權相關的離岸股息和處置收益實施參股免稅優惠，使有關收入在滿足參股免稅條件的情

況下，不論其是否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均可繼續在香港豁免稅款。

此外，考慮到未與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安排（「全面性協定/安排」）的稅收管轄區就收取範圍內離

岸被動收入繳納的境外稅款，香港還將引入單邊稅收抵免制度，可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就該同一筆收入抵免香港

應納稅款。

特區政府表示其計劃於 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提出修訂法案來實施擬議的新規，以使優化後的FSIE制度自2023年1

月1日起生效。

本《稅務通訊》匯總了優化後的FSIE制度的主要特點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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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多詳情，請參見《香港稅務簡報——2021年10月6日》（2021年 第7期）。



背景

2021年10月，鑒於香港針對離岸被動收入的FSIE制度

可能導致雙重不徵稅的風險，歐盟將香港列入其稅務合

作事宜稅收管轄區名單的附件二（「觀察名單」）。歐

盟主要關注的是設立於香港，以謀求稅務利益的空殼公

司。

為了對香港的FSIE制度作出必要修訂，以減輕歐盟的擔

憂，過去數月以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與歐盟（商業稅

務）行為守則小組（「行為守則小組」）進行溝通。

香港特區政府和行為守則小組近來就香港FSIE制度在被

動收入方面的修訂達成共識。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

庫局」）發佈的諮詢文件中，概述了優化後的FSIE制度

的主要特徵，並就擬議實施和行政安排徵詢利益相關方

的意見。

優化後的FSIE制度

誰將受到優化後的FSIE制度的影響?

優化後的FSIE制度將僅適用於跨國企業集團的香港成員

實體，即受涵蓋納稅人。在這方面，將採用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發佈的《全球反稅基侵蝕規

則》中使用的「跨國企業集團」定義和其他相關術語。

根據《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跨國企業集團」指任

何擁有至少一個不在最終母公司所在轄區的實體或常設

機構的集團。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被稱為「成員實體」，

可以是公司或是如合夥企業、信託或常設機構的安排。

通過所有權或控制權相互關聯，且其財務結果逐項納入

最終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的實體，構成跨國企業集團

的成員實體。因此，不受最終母公司控制的關聯公司通

常不會被視作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實體（需適用合資企

業的一些特殊規則）。

然而，與僅適用於合併集團年收入達到7.5億歐元門檻

的跨國企業集團的《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不同，優化

後的FSIE制度下將不設定資產規模和收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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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構成「跨國企業集團」的定義寬泛且不受規模限制，

不論跨國企業集團的總部設在何處，優化後的FSIE制度

均可能產生廣泛影響，並影響該集團在香港的所有成員

實體。

換言之，只有（i）個人納稅人；（ii）在香港以外沒有

以常設機構形式開展業務的香港本地獨立公司；以及

（iii）沒有海外成員實體或常設機構的香港本地集團，

不會列入優化後的FSIE制度涵蓋範圍內。

範圍內的被動收入類型有哪些?

優化後的FSIE制度將適用於以下被動收入類型，即受涵

蓋收入為：

► 利息；

► 知識產權收入（IP 收入）；

► 股息；及

► 處置股份或股權權益的收益（處置收益）。

一般而言，香港不會就處置收益徵稅，除非該收益屬於
收益性質且源自香港，但歐盟並未區分與股份或股本權
益相關的收益性質處置收益和資本性質處置收益。因此，
無論處置收益是否能根據現有判例法原則歸屬於資本性
質，均會落入優化後FSIE制度的適用範圍內。

由於主動收入（如貿易利潤、服務收入等）不屬於受涵
蓋收入，如果根據香港現行的收入來源規則，該收入若
被視為離岸來源，將繼續豁免利得稅。

在優化後的FSIE制度下，豁免條件是什麼?

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只有在受涵蓋納稅人符合相關

經濟實質或關聯法要求時，其在香港收取的受涵蓋離岸

收入才可繼續豁免利得稅。如不符合相關規定，該等受

涵蓋收入將被視為香港來源收入，並須在香港繳納利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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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涵蓋收入 合资格要求

利息、股息和處

置收益

經濟實質要求：

► 如受涵蓋納稅人不是純控股公司2，納稅人需要就在香港的相關被動收入開展實質性經濟活

動，包括作出必要的戰略決策，並管理和承擔其收購、持有或處置任何有關資產的主要風險。

► 如受涵蓋納稅人是純控股公司，可適用放寬的實質性活動測試，即其在香港進行的相關活動

僅包括持股和管理持股，並遵循香港公司法的申報規定。

► 為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受涵蓋納稅人須滿足「適當性測試」，就相關活動在香港僱用適當數

量的合資格員工並發生適當金額的運營開支。可以理解為，適當性測試將基於個案的整體事

實來確定，即在優化後的FSIE制度中不會就合資格僱員數目和運營開支金額規定硬性客觀門

檻。

► 允許外包相關活動，前提是受涵蓋納稅人能證明其對外包活動能進行適當監察，且相關活動

是在香港進行。

來自專利和同等

權利（即合資格

知識產權資產）

的IP收入

關聯法要求3

► 根據關聯法，只有來自合資格知識產權資產的收入，才符合資格按關聯比例享有稅務優惠待

遇。根據定義，關聯比例是指合資格開支在受涵蓋納稅人開發知識產權資產所招致的整體開

支中所佔的比例。研究和發展（「研發」）開支比例是一項實質經濟活動的替代指標。

以下公式將適用於優化後的FSIE制度確定有資格豁免利得稅的收入金額：

► 合資格開支僅包括與知識產權資產直接相關的研發開支。知識產權資產的購置成本不包

括在內4。

► 然而，納稅人可將其合資格開支上調30%，但以納稅人的總開支為上限。上調的目的是

確保納稅人不會因為適用關聯法在購入知識產權或將研發活動外包給關聯方（此等開支

不被視為合資格開支）處於過度不利的情況。

► 利得稅豁免不適用於（i）來自不合資格的知識產權資產（例如與行銷相關的知識產權資產，

如商標和版權）的IP收入；和（ii）來自超過關聯比例的合資格知識產權資產的IP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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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匯總了不同類型受涵蓋收入的適用要求：

為開發合資格智慧財產權資產
而發生的合資格開支

為開發合資格智慧財產權資產

而發生的總開支

X   合資格智慧財產權資產產生的IP收入

2. 「純控股公司」是指那些主要功能為收購和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股本權益，並只賺取與股份或股本權益相關的股息和處置收益的公司。

3. 根據經合組織頒佈的關聯法，納稅人僅在其獲得智慧財產權收入而產生合資格研發開支的情況下，才可就智慧財產權收入享受任何稅務優惠或免稅。此外，唯一有
資格享受稅務優惠待遇的智慧財產權資產是專利和其他在功能上等同於專利的智慧財產權資產，惟該等智慧財產權資產受法律保護，並通過類似的審批和註冊程式
（例如受版權保護的軟件）。因此，與行銷相關的智慧財產權資產（例如商標和版權）不會享有稅務優惠待遇。

4. 根據經合組織對智慧財產權稅制的關聯法，合資格開支涵蓋下列研發活動的開支：(a)由納稅人在實施智慧財產權稅制的稅務管轄區（「知識產權稅制地區」）內進
行的研發活動；(b)外判予非關聯方在智慧財產權稅制地區內外進行的研發活動；及(c)外判予屬智慧財產權稅制地區稅務居民的關聯方在該地區內進行的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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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和處置收益的參股免稅

為避免雙重徵稅情況發生，並減輕合規負擔，優化後的

FSIE制度將出台離岸股息和處置收益的持股免稅機制。

換言之，若符合以下條件，有關收入將繼續豁免徵稅：

a) 投資公司是香港居民人士，或是在香港有常設機構

的非香港居民人士；

b) 投資公司持有被投資公司至少5%的股份或股權；且

c) 被投資公司獲得的收入中，被動收入不超過50%。

但是，擬議的持股免稅須遵循以下反濫用規則：

a) 切換規則：如有關收入或被投資公司的利潤（如有

關收入是股息）是在某法定稅率低於15%的境外稅

收管轄區應稅，則投資公司可適用的稅務減免機制，

將從擬議的持股免稅切換為境外稅收抵免。

b) 主要目的規則：如投資公司從事的任何安排或一系

列安排的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是在違反持股免

稅的宗旨或目的的情況下取得稅務利益，則將不應

提供擬議的持股免稅優惠。

c) 反混合錯配規則：如有關收入為股息，則擬議的持

股免稅將不適用於被投資公司可稅前扣除的股息款

項。

本《稅務通訊》附錄中的圖表說明了優化後的FSIE制度

在實踐中將如何運作。

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對視同應稅的
受涵蓋收入，出台擬議單邊稅收抵免

考慮到受涵蓋納稅人如不符合優化後的FSIE制度下的豁

免條件（例如，經濟實質不足，或從非專利知識產權收

取香港離岸收入），將遭受雙重徵稅，諮詢文件提議對

在非全面性協定/安排稅收管轄區繳納的稅款，提供單

邊稅收抵免，以抵免同一筆收入的香港應納稅款。

然而，擬議的單邊稅收抵免將僅適用於根據優化後的

FSIE制度被視同應稅的受涵蓋收入。換言之，根據優化

後的FSIE制度豁免利得稅的受涵蓋收入，或在非全面性

協定/安排稅收管轄區就非受涵蓋收入繳納的稅款，將

不能獲得稅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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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及生效日期

特區政府表示計劃於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提出法案，

實施上述對《香港稅務條例》的擬議修正案，以使優化

後的FSIE制度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且不會設立過

渡期。

行政指引

諮詢文件指出，稅務局將公佈行政指引，協助納稅人評

估其是否符合優化後的FSIE制度下的各項要求。

安永評論

諮詢文件中所概述的優化後的FSIE制度，是香港特區政

府與歐盟行為守則小組達成共識的結果。因此，諮詢文

件僅徵詢利益相關方對實施及行政安排的意見，而非對

優化後的FSIE制度的主要特徵或更廣泛政策考量徵求意

見。

因此，儘管在其他一些稅收管轄區為回應歐盟對被動收

入可能出現雙重不徵稅情況的擔憂，而視相關集團或實

體的特定資產規模或收入門檻來適用優化後的FSIE制度，

但優化後的FSIE制度不受任何此類門檻限制，這一事實

顯然不可再次進行談判。

擬在香港出台的（i）股息和處置收益的持股免稅規定，

與（ii）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對在香港收取被視同

應稅的所有類型的被動收入提供單邊稅收抵免，都將是

香港稅制的重大發展。

持股免稅

除經濟實質要求外，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香港擬出

台持股免稅，以全面免除在香港收取的股息和處置收益

的雙重徵稅，也是一項值得歡迎的舉措。

然而，僅當被投資公司獲得收入中被動收入不超過50%

時，才能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享受擬議的持股免稅優

惠。

因此，目前還不清楚擬議參股免稅優惠是否能適用於香

港控股公司和相關活躍被投資公司之間有某境外中間控

股公司介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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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在於，儘管相關活躍被投資公司的收入可能不含任

何被動收入，但中間控股公司的收入可能僅包含從相關活

躍被投資公司收取的被動股息收入。

因此，若該中間控股公司被視為香港控股公司的被投資公

司，則香港控股公司從該中間控股公司收取的股息將不得

享受擬議的香港持股免稅優惠。

所以，香港特區政府可能需要與歐盟進一步厘清，當香港

施行擬議的持股免稅制度時，香港能否採用「看穿」法來

確定收入來源的積極或消極性質。

單邊稅收抵免

如在香港收取的股息不符合參股免稅的條件，且不能滿足

經濟實質要求，而需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在香港徵稅時，

則香港將提供單邊或雙邊稅收抵免。

然而，根據香港的全面性協定/安排，通常只有在有關境

外稅收管轄區徵收的股息預提稅，才可在香港獲得抵免，

而不包含從中支付股息的利潤有關的相關收入稅。

諮詢文件並未說明擬議的單邊稅收抵免，是僅涵蓋股息預

提稅，還是也包括與從中支付股息的利潤有關的相關收入

稅。

以新加坡為例，在新加坡收取而徵稅的股息所適用的單邊

和雙邊稅收抵免，通常是既包括股息預提稅，也包含從中

支付股息的利潤有關的相關收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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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區政府在根據優化後的FSIE制度，針對在香港從

非全面性協定/安排稅收管轄區收取的股息制定擬議的單

邊稅收抵免機制時，可能需要考慮採用類似的方法。

這也可能意味著，如果擬議的單邊稅收抵免比雙邊稅收抵

免更有利，也需要採用更有利的單邊稅收抵免來補足香港

全面性協定/安排下的雙邊稅收抵免。

在香港收取

只有當離岸被動收入「在香港收取」時，才需要根據優化

後的FSIE制度考慮相關收入的應稅問題。

因此，如何定義「在香港收取」一詞，將決定受涵蓋納稅

人在香港的優化後FSIE制度下，能否推遲對相關收入的潛

在徵稅。

眾所期望的是，當受涵蓋納稅人為離岸被動收入申請離岸

待遇時，所有將被納入「在香港收取」一詞的定義範圍內

的香港離岸被動收入的視同推定收入，其定義不會比新加

坡對「在新加坡收取」這一相應術語的定義更加寬泛。

客戶如對實施及行政安排有任何觀點或意見，可與其稅務

顧問聯繫，他們將以適當方式向財庫局轉達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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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 1：優化後的離岸收入豁免（FSIE）制度——利息、股息和處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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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優化後的FSIE制度——知識產權（IP）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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