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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馬來西亞內地稅務局(Inland Revenue Board of Malaysia,下稱 IRBM)與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

稱 OECD)於今(2019)年 3月 11日至 15日共同舉辦「移 轉 訂 價 文 據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及 國 別 報 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下稱 CbCR)」研討會，

主要內容係探討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稱 

BEPS)行動計畫 13 中移轉訂價文據訂定之發展，分析如何從移轉訂價文據中進行風

險評估及重新審查移轉訂價文件。本次研討會邀請 OECD 移轉訂價專家日本籍 Mr. 

Takahiro Hitakatsu、英國籍 Mr. Simon Kimber 及英國籍 Ms.Debra Evans 擔任相關

議題之主講人，各國與會人員分別就前述議題進行小組討論，並就移轉訂價案件查核

實務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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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及目的 

      OECD 和 G20 國家在 2013 年通過的 BEPS 行動計畫明確指出，提高稅收

管理的透明度是解決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問題之關鍵，BEPS 行動計畫 13 旨

在改進和規範移轉訂價文件，以提高租稅管轄區所獲取之資訊品質，而移轉

訂價三層文據之標準化內容，包括導入「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本

國事業報告」(Local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 下

稱 CbCR)。 

      為防止雙重課稅及解決雙重不課稅問題，OECD所主導之國際稅務改革，

歷經兩年多的研究與討論，於 2015年 10月 5 日公布 BEPS全部 15 項行動計

畫。BEPS行動計畫，在過去兩年中，租稅管轄區已進入實施階段，參與 BEPS

計畫大多數租稅管轄區在 2017年底之前從跨國企業集團取得國別報告，這些

國家/地區之國別報告將在 2018 年中進行交換。在此背景下，負責審核之官

員必須更進一步瞭解移轉訂價文件新規則，及如何以有效和適當的方式使用

這些文件。 

      本次研討會旨在探討 BEPS 行動計畫 13 制定的移轉訂價文件，以及如何

對移轉訂價文件進行風險評估和查核，其不僅適用於甫接觸移轉訂價審核

員，也適用於需瞭解新審查標準之有經驗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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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程及與會代表 

    本次研討會由 IRBM與 OECD共同舉辦，研討會期間為今(2019)年 3月 11

日至 15日，主要討論議題包括： 

一、 BEPS及移轉訂價介紹。 

二、 移轉訂價文據新全球標準-「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本國事業報

告」(Local File)。 

三、 移轉訂價文據的新全球標準-「國別報告」(CbCR)。 

四、 關於國別報告之保密。 

五、 實施 CbCR的進一步指導(解釋性問題)。 

六、 CbCR移轉訂價風險評估。 

七、 移轉訂價風險分析。 

八、 BEPS行動計畫 13同儕檢視(三階段)。 

    本次研討會邀請日本籍 Mr. Takahiro Hitakatsu、英國籍 Mr. Simon 

Kimber及英國籍 Ms.Debra Evans等 3位 OECD移轉訂價專家共同與會討論，

加上 32位來自 16個國家或地區之與會代表共計 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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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討論議題 

一、 BEPS 及移轉訂價介紹 

(一) BEPS之定義 

BEPS 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根據現行規則，跨國企業常以人為方式將其應

稅利潤的分配與產生這些利潤的租稅管轄區分開，導致跨國企業集團之

收入在任何地方都能免稅，顯著降低跨國企業集團在其經營所在地區支

付的企業所得稅，從而影響企業競爭，扭曲投資決策，並降低對稅務體

系的整體信任。 

 

 

 

 

                 圖 1：逃稅、避稅及節稅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1 

 

 

 

 

 

 

 

 

 

 

 

 

 

圖 2：消除雙重徵稅  &  防止雙重課稅;解決雙重不課稅問題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1 



- 6 - 

 

(二) BEPS行動計畫項目 

OECD於 2015 年 10月 5日公布 BEPS全部 15項行動計畫如下： 

1、 行動計畫 1：因應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之租稅挑戰。 

2、 行動計畫 2：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影響(Neutralise the effects of 

hybrid mismatch arrangements)。 

3、 行動計畫 3：加強受控外國公司(CFC)規則(Strengthen CFC rules)。 

4、 行動計畫 4：限制利息扣除(Limit interest deductibility)。 

5、 行動計畫 5：打擊有害租稅慣例(Counter harmful tax practices)。 

6、 行動計畫 6：防杜租稅協定濫用(Prevent treaty abuse)。 

7、 行動計畫 7：防止人為規避常設機構之構成(Prevent the artificial 

avoidance of PE status)。 

8、 行動計畫 8：使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保持一致~無形資產之移轉訂

價(Intangibles)。 

9、 行動計畫 9：使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保持一致~移轉訂價高風險與

資本(Risk and capital)。 

10、 行動計畫 10：使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保持一致~其他高風險交易

(Other high-risk transactions)。 

11、 行動計畫 11：數據分析(Data analysis)。 

12、 行動計畫 12：強制揭露規則(Mandatory disclosure rules)。 

13、 行動計畫 13：重新審查移轉訂價文件(Re-examine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14、 行動計畫 14：爭端解決(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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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 動 計 畫 15 ：制定 多 邊 協 議 工具 (Develop a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一致性         實質性         透明度 

 

 

 

 

 

 

 

 

 

 

 

 

圖 3：BEPS行動計畫概述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1 

(三) 移轉訂價 

     為避免相關企業的稅務負擔透過關係人交易遭到扭曲，許多國家訂有移

轉訂價規則，俾稅務機關能依法調整應稅利潤。OECD 提出常規交易原則

(Arm's Length Principle,下稱 ALP），對評估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勞

務及資本等常規交易價格的方式與方法作出明確規定，ALP應用的兩個關

鍵如下： 

1、 透過以下方式描述交易： 

(1) 確認相關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商業或財務關係。 

(2) 與上開商業或財務關係相關的經濟情況(交易的相關特徵是什

麼)：要求對該部門有廣泛的瞭解、影響績效的因素有哪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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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國企業集團概況；○2 商業策略、市場、產品、供應鏈、執行

的關鍵職能及使用的資產和承擔的風險；○3 每個成員做什麼？)。 

2、 可比較分析(典型的 9步驟) 

(1) 確定交易涵蓋的年份。 

(2) 對納稅義務人各項情況的廣泛分析。 

(3) 瞭解受控交易，特別是功能分析，俾據以選擇受測個體；根據案

件情況選擇最合適的移轉訂價方法，選擇將要測試的財務指標，

確定應考慮的重要可比較因素。 

(4) 審查內部可比較對象(如果有的話)。 

(5) 確定外部可比較對象數據的可用資訊來源及數據來源的可靠性。 

(6) 選擇最合適的移轉訂價方法，並根據方法確定相關財務指標。 

(7) 確定潛在的可比較對象：根據步驟 3 中辨認出可比較因素，確定

任何未受控交易需符合的關鍵特徵，以便被檢視為具有潛在可比

較性。 

(8) 決定適當之可比較性調整。 

(9) 解釋和運用所蒐集的數據，決定常規交易的報酬。 

(注意：該過程未必是逐一按照順序進行，可能必須返回並重複之前

的步驟) 

二、 移轉訂價文據的新全球標準-「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本國事業

報告」(Local File) 

(一) 新全球標準背景及 BEPS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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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EPS 行動計畫之前，不同的租稅管轄區文據規範給納稅義務人帶

來沉重的負擔，行動計畫 13提出了對移轉訂價文據的全面性和一致性的

方法，制定有關移轉訂價文據的規則，要求跨國企業根據共同規則向相

關政府提供有關集團於該等國家間收入、經濟活動和稅收全球分配的必

要資訊，以提高稅務資訊的透明度。 

1、 確保納稅義務人決定受控交易時，適當考慮移轉訂價問題。 

2、 為稅務機關提供必要的資訊，俾利風險評估。 

3、 為稅務機關提供有用之資訊，以便進行適當的全面查核。 

(二) 「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應揭露的資訊 

集團主檔報告係揭露與所有跨國企業集團成員相關的一般標準化資訊，

其內容屬跨國企業集團全球業務的高階藍圖，包括其全球業務營運的性

質、整體移轉訂價政策及其全球收入和經濟活動分配，主要內容如下： 

1、 組織結構：跨國企業集團之法律組織型態與從屬或控制關係結構圖及其

成員營運地理位置。 

2、 經營狀況概述： 

(1) 影響營業利潤之重要因素。 

(2) 銷售額為該集團前五大或占該集團銷售額超過百分之五之產品或

服務，其供應鏈及主要市場說明。 

(3) 成員相互間研究與發展以外之重要服務安排清單及簡要說明，包

括提供重要服務據點之提供服務能力說明、服務成本分攤及決定

集團內部服務價格之移轉訂價政策。 

(4) 各成員對創造該集團價值之主要貢獻分析，包括主要執行之功

能、承擔之風險與使用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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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年度之重要業務重組交易、併購及分割情形。 

3、 跨國企業集團之無形資產： 

(1) 無形資產之開發、所有權歸屬及利用之整體策略概述，包括主要

研究與發展機構及管理研究與發展活動之所在地。 

(2) 集團所擁有且對其移轉訂價有重要影響之無形資產及其法律所有

權人清單。 

(3) 無形資產相關成員間之重要協議或合約清單，包括成本貢獻協

議、主要研究與發展服務及授權合約。 

(4) 研究與發展及無形資產之集團移轉訂價政策概述。 

(5) 當年度成員間之無形資產重要權益移轉交易概述，包括參與交易

之成員、其所在國家或地區及所涉轉讓報酬。 

4、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間之融資活動： 

(1) 集團融資活動概述，包括與非集團成員之重要融資安排。 

(2) 執行集團核心融資功能之成員資料，包括其依法成立及實際管理

處所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 

(3) 集團成員間融資安排之移轉訂價政策概述。 

5、 跨國企業集團之財務及稅務情形： 

(1) 集團基於財務報導、監督、內部管理、稅務或其他目的所編製之

當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2) 集團現行單邊預先訂價協議及其他涉跨國所得分配之預先核釋清

單及概述。 

(三) 「本國事業報告」(Local File)有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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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於辦理交易年度之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

時，應備妥移轉訂價報告，至少包括該營利事業之下列內容： 

1、 企業綜覽：包括營運歷史、商業活動及所採行商業策略之詳細說明、產

業及經濟情況分析、主要競爭對手、影響移轉訂價之經濟、法律及其他

因素之分析，並說明當年度或上年度是否參與企業重組或無形資產移轉

交易及所受影響。 

2、 企業集團組織及管理結構：包括管理架構及組織結構圖、管理報告呈交

之個人及其主要辦公處所所在地國或地區、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名冊

及查核年度前後一年異動資料等。 

3、 受控交易之彙整資料： 

(1) 主要交易類型之說明及背景介紹，包括交易流程、日期、標的、數量、

價格、契約條款及交易標的資產或服務之用途。所稱用途，內容包括

供銷售或使用及其效益敘述。 

(2) 各類型受控交易之參與人及相互間關係。 

(3) 按各類型受控交易之他方交易人所屬國家或地區，分別列示交易金

額。 

(4) 所簽訂之集團內部重要協議影本或主要節本。 

4、 受控交易分析：包含受控交易各參與人之功能及風險分析、最適常規交

易方法選擇及評估結果等。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就前述受控交易簽署之單

邊預先訂價協議及其他涉跨國所得分配之預先核釋影本。 

三、 移轉訂價文據的新全球標準-CbCR「國別報告」 

實施 CbCR要件包括國內法律規範、國際法律規範、CbCR交換、保密、適

當使用及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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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實施 CbCR建築模塊 

      

 

 

 

 

 

 

 

 

 

圖 4：實施 CbCR模塊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一) 國內法律規範 

OECD BEPS行動計畫 13有關國內法之規範內容主要包含下列事項： 

1、 跨國企業集團及最終母公司(Ultimate Parent Entity，下稱 UPE)

之定義： 

(1) 跨國企業集團： 

 指因從屬或控制關係，依編製財務報導目的依循之一般會計原

則規定，或其中任一企業股權如於公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

依該公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應遵循之財務報告編製規定，應

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範圍之企業集合體，且其成員包括二

個以上不同居住地國或地區之企業，或包括企業與其於另一

居住地國或地區設立、從事商業活動且負納稅義務之常設機

構。 

(2) 最終母公司，指跨國企業集團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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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集團其他成員之一定股權，致依其居住地

國或地區編製財務報導目的依循之一般會計原則規定，或其

股權如於居住地國或地區公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依該公開

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應遵循之財務報告編製規定，應編製合併

財務報表者。 

II. 未被該集團其他成員直接或間接持有符合前項規定之股權

者。 

2、 另國別報告涵蓋之成員，係指集團成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依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或地區之法規或基於編製財務報導目

的依循之一般會計原則規定，應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範圍

之企業。 

(2) 未納入前款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範圍，但最終母公司之股權如

於居住地國或地區公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依該公開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應遵循之財務報告編製規定，應納入編製合併財

務報表標準之企業。 

(3) 僅因規模或重要性因素考量而未納入前二項編製合併財務報

表範圍之企業。 

(4) 符合前三項規定之企業，基於編製財務報導、法規、稅務申

報或內部管理控制目的，應單獨編製財務報表之常設機構。 

3、 國別報告內容： 

(1) 按跨國企業集團營運所在各國家或地區之收入、所得稅前損

益、已納所得稅及當期應付所得稅、實收資本額、累積盈餘、

員工人數及有形資產(現金及約當現金除外)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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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前目國家或地區，列示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居住地或設立

地國或地區，及其主要活動情形，主要活動包括：研究與發

展；持有或管理智慧財產權；採購；製造或生產；銷售、行

銷或配銷；行政、管理或支援服務；對非關係人提供服務；

集團內部融資；受規範金融服務；保險；持有股份或其他權

益工具；停業。 

(3)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如從事前開所列以外之活動，應說明其活

動性質。 

4、 國內法律規定門檻：上一財務年度的集團合併收入低於 7.5 億歐

元(或截至 2015年 1月接近等值的本地貨幣)的跨國企業集團得予

豁免適用。該國別報告避風港標準，排除將近 80％～90％的跨國

集團，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豁免適用規定。 

5、 國內法律規定時間安排：例如，○1 CbCR預計於 2016年 1 月 1日或

之後開始的所有會計年度開始適用；○2 某些租稅管轄區需要時間

來遵循立法程序並對其法律進行調整；○3一旦 CbCR開始運作，UPE

應在報告會計年度結束後的 12個月內提交其 CbCR；○4可以更早送

交 CbCR (例如配合 UPE結算申報截止日期)。 

6、 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律規範問題：例如，○1行動計畫 13 報告中的

立法範本；○2 是否需要制定詳細的母法，或者在現行法律架構是

否可授權稅務行政機關制定相關子法規規範；○3 此外，亦可透過

不同的方式取得 CbCR 資訊(例如將國別報告作為納稅申報書表的

附件）。 

(二) 國際法律規範 

CbCR 國際法律規範，包含資訊自動交換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下 稱 AEOI) 國 際 文 書 、 有 效 的 主 管 機 關 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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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AA(Qualifying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交換時間、當地

申報機制、代理母公司實體備案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1、 最終母公司提交 CbCR： 

集團的最終母公司應為集團準備 CbCR，並提供給其所在國家的稅務機

關。該稅務機關將根據雙邊或多邊條約中的自動交換資訊權力，與其他

國家的稅務機關交換 CbCR。 

 

 

 

 

 

 

 

 

 

 

 

 

 

 

 

 

 

 

 

 

 

圖 5：最終母公司提交 CbCR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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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換的法律依據 

 

條 約 或 文 書 為

AEOI 提供法律依

據及法律保障 

  

多邊公約  
包含第 26條的 

雙邊租稅協定 
 

包含 AEOI 

規範的稅務

資訊交換協

議 TIEAs 

+ 
  

+ 

主管機關協議規

定了要交換的內

容，交換時間和

資訊使用限制 

  

多邊主管機關協議  雙邊主管機關協議 

 

 

 

 

 

 

 

 

 

 

 

圖 6：交換的法律依據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註：稅務資訊交換協定 TIEAs(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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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和交換的時間 

 (此示例假定 CbCR於 2016年 1月 1日開始，且為日曆會計年度) 

(1) 2016 年 1月 1日：CbCR的第一個財務年度開始 

2016 年 12月 31日：CbCR第一個財務年度結束 

(2) 2017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2016 年 CbCR 的截止日期(財務年度結

束後 12個月） 

(3) 2018 年 6月 30日：交換 2016年 CbCR的截止日期(財務年度結束

後 18個月-僅限第一年) 

2018 年 12月 31日：提交 2017年 CbCR的截止日期 

(4) 2019 年 3月 31日：交換 2017年 CbCR的截止日期(財務年度結束

後 15個月-後續年份) 

 

 

 

 

 

 

 

 

 

圖 7：提交和交換的時間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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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地申報機制(Local Filing) 

(1) 跨國企業集團子公司所在國政府可採行次要申報機制，要求該子

公司申報國別報告，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 最終母公司依其居

住地國或地區法令規定不須申報國別報告；○2 最終母公司居住地

國與子公司所在國已簽署租稅協定，惟未簽署有效的主管機關協

定 QCAA；○3 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發生系統性失敗 (system 

failure)。 

(2) 如果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有申報國別報告之規定，但跨國集團未依

規定申報，則子公司所在國政府不可要求該子公司向其申報國別報

告。 

(3) 情況分析：○1 所有三個國家都適用行動計畫 13最低標準，但在主

管轄區和 B國之間沒有主管機關協議；○2 B國可能要求 B Co直接

向其稅務機關提交 CbCR的本地備案(但是，B Co可能無法提供完

整的 CbCR，或者提供的資訊與母公司提供的 CbCR 中的資訊不

同)；○3 這應該只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盼各國將努力建立交換

關係。 

 

 

 

 

 

 

圖 8：本地提交 CbCR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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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方案 

(1) 在這種情況下，母公司限不適用行動計畫 13最低標準。 

(2) 為了使該集團能夠僅向一個稅務機關提供 CbCR，A 國允許該集團

提名 A Co作為“代理母公司成員”向 C國的稅務機關提供 CbCR。 

(3) A 國稅務機關與 C 國稅務機關交換 CbCR，B 國可能不適用當地備

案，母公司管轄範圍內的稅務機關未收到 CbCR。 

 

 

 

 

 

 

 

 

 

 

圖 9：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方案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6、 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交流架構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即透過資訊交換

接收 CbCR，多邊公約是開發廣泛交換網絡最直接的方式，但如果稅務資

訊交換協定 TIEAs(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存在且可以

自動交換資訊，則可以使用它們。多邊主管機關協議 (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MCAA)避免了談判雙邊合規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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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QCAA 的必要性，如果多邊公約尚未生效，建議單方面聲明，以確

保盡快開始交流(受保障措施限制)。 

(三) CbCR之交換步驟 

步驟1： 應申報CbCR之跨國企業備妥含括集團成員之CbCR。 

步驟2： 該跨國企業向其所在國 A 之主管機關申報CbCR。 

步驟3： 應申報CbCR之跨國企業所在國主管機關，將CbCR交換予該跨

國企業集團成員所在國 B 之主管機關。 

步驟4：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所在國 B 之主管機關比對所轄集團成員， 並

將CbCR分送稅務機關。 

步驟5： 稅務機關使用CbCR資訊以評估高度稅務風險案件。 

 

 

 

 

 

 

 

 

圖 10：傳輸機制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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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密：各國應關注資訊交換(Exchange Of Information)機制中的保護、

國內規則/程序、對未經授權的使用或披露進行有效處罰、管轄區確保實

務執行的機密性。 

(五) 適當使用 

1、 適當使用 CbCR 數據：資訊可能會被使用於高階移轉訂價風險評估、評

估其他與 BEPS相關的風險及適當時用於經濟和統計分析。 

2、 在同儕檢視過程中，將要求一個國家證明其製定了政策和程序以確保適

當使用(預計租稅管轄區將對以下六個關鍵問題回答“是”：○1 您所在

租稅管轄區簽署的 QCAA 是否包含適當的使用條件；○2 您的稅務機關是

否有適當使用的明確書面政策；○3 該政策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可取得接觸

CbCR資訊的員工；○4 是否控制或監控 CbCR的使用以確保適當使用；○5 是

否提供了指導或培訓；○6 是否根據需要審查和更新控制)。  

 

 

 

 

 

 

圖 11：適當使用的問題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 2.2 

(六) 有效使用 

1、 有效用於稅務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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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稅務機關進行風險評估時，CbCR中包含的數據將成為稅務管理

的重要評估工具，使他們能夠確定移轉訂價和 BEPS 相關風險的

領域及更有效地為這些風險區域分配資源。 

(2) 與其他風險評估數據結合使用時，CbCR數據可能為最有效偵測稅

務風險工具，例如納稅申報書表、裁決資訊及合於常規之合作計

畫。 

(3) 無論採用何種風險評估方法，CbCR都可納入稅務機關的風險評估

框架。 

2、 發展中國家可能需要協助引入有效的風險評估實務或將 CbCR 納入現有

的風險評估實務，手冊和工具包結合在一起將提供有用的工具，但該等

國家可能需要更為直接的幫助。 

3、 關於有效稅務風險評估的 CbCR手冊： 

(1) 稅務機關必須能夠有效利用 CbCR 來評估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的風

險。 

(2) 稅務機關使用 CbCR進行稅務風險評估，包括○1 有效風險評估的核

心特徵；○2  CbCR 優於其他資訊來源的優勢；○3 可識別的關鍵稅

務風險指標；○4 稅務機關可能面臨的挑戰；○5 可能補充 CbCR的其

他數據；○6 應如何使用評估結果；○7 將定期修訂手冊，以反映稅

務機關使用 CbCR的經驗。 

四、 關於保密 

(一) 保密的重要性：需使納稅義務人確信，敏感的金融和商業資訊不會被不

當地揭露。 

(二) BEPS行動計畫 13和 CbCR的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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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轉訂價文據的機密性：稅務機關應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沒有公開

揭露機密資訊(商業秘密，科學機密等)和文件包中包含的其他商業敏感

資訊。稅務機關還應向納稅人保證，移轉訂價文件中提供的資訊將獲得

保密。如果在公共法庭訴訟程序或司法判決中需要揭露，則應盡一切努

力確保機密性。 

2、 確保 CbCR 機密性所必需的因素：申請並採行法律保護，以保證 CbCR的

機密性，國內法和交換 CbCR之國際協議，至少相當於國際公認的 AEOI

標準(即在實務中有效實施的系統和程序、稅務管理部門的“關懷文

化”及將保密政策和措施納入稅務管理的所有業務)。 

(三) 法律架構 

1、 健全的法律規定：條約規定和國內法可同時適用以保護機密性，這可

能需要對國內法進行審查，以確保履行條約義務，即確保國內法不要

求或允許發布根據資訊交換協議獲得的資訊。 

2、 國內法律規範範圍：保護 AEOI 數據和限制使用的國內法、規範僱員/

前僱員的義務、承包商/服務提供商及其員工的義務。 

3、 國際協議保密和數據保障：所有交換的資訊均受[公約] / [文書]規定

的保密規則和其他保障措施的約束，包括限制交換資訊使用的規定；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每個主管當局應立即通知另一主管當局關

於不遵守規定的情況，包括任何補救措施，以及就不遵守上述規定而

採取的任何措施。 

4、 國際標準：收到與資訊交換有關的資訊，○1 只能在稅務程序中揭露；○2

必須僅用於特定目的；○3 保密措施保護機密性；○4 機密性擴展到請求

中包含的所有相關文檔，通信和背景資訊，響應請求而收到的資訊以

及主管當局之間的其他對應關係。 

5、 國際標準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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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揭露僅限於以下人員或當局(包括法院和行政機構)：評估、採集、

執法、起訴和確定上訴者。 

(2) 根據條約可以交換的稅務資訊。 

(3) 法院和行政機構可以在法庭會議或法院判決中揭露資訊。 

(4) 一旦資訊公開，該資訊就可以用於其他目的。 

(5) 其他當局(例如反洗錢但只能通過相互協議)。 

(四) IT和程序 

1、 資訊交換政策和實務：包含○1 高層認可之全面的 EOI 政策；○2 指定一

個人來實施該政策；○3 政策必須包括[就業，培訓和離職政策]、[訪問

場所，電子/物理記錄和數據庫]、[傳輸資訊，安全和加密]、[電子/

物理記錄的資訊處理政策]及[管理未經授權的披露]。 

2、 資訊安全管理：包含○1 全面風險管理和安全戰略；○2 控制；○3 審計/

監督；○4 營運安全。 

(五) 未經授權的揭露(防止未經授權的揭露)：包含○1 培訓；○2 有效的處罰；○3

立即進行補救和風險管理，以防止重複揭露；○4 考慮可能的刑事指控。 

(六) 交換合作夥伴(機密性和數據保護)：評估潛在交換夥伴的機密性，包含○1

每個最終負責的租稅管轄區都需要充分保證；○2 交換工具的規定；○3 根

據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法案)，標準中包含保密性問卷；○4

MCAA以多邊公約的一部分所載程序為基礎。 

 

法律框架 IT和程序 違反處置 交換夥伴 

國內法律限制

使用之規定 
關於員工的政策 通知交換夥伴 

符合要求的標

準 

限制使用工具 
限制對資訊的取

得及傳輸 

中止主管機關

協議 

標準中的問卷

調查 

對不當披露的

處罰 
保護資訊系統 處罰和制裁  



- 25 - 

 

 傳輸數據的限制 調查程序  

 資訊處理政策   

 風險評估   

 政策/處罰   

 

 

 

 

 

 

 

 

 

 

 

 

 

圖 12：符合保密條件的基本原則(與法律/ IT /營運等所有領域相關)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7.1 

五、 實施 CbCR的進一步指導(解釋性問題) 

            隨著租稅管轄區進入實施階段，產生一些解釋問題。為了稅務機關和

納稅義務人實施之一致性和確定性，由來自 36 個租稅管轄區的 WP6(第 6

工作小組)及 WP10(負責資訊交換與稅務遵循之第 10 工作小組)代表組成

CbCR小組，聽取企業對某些主題的看法以制定實施 CbCR的指南。BEPS的

包容性架構已經發布解決某些關鍵問題的指南，該指南除定期更新，提供

靈活性的指導外，還彙編各租稅管轄區採用的方法。 

(一) 報告項目的定義：包括，○1 收入的定義(如何對待特別收入和從投資活動

中獲益之數據來源報告)；○2 關係企業的定義(組成實體/關聯企業)；○3 每

個管轄區報告的匯總數據或綜合數據；○4 應計所得稅和所得稅(如何提前

或退款納稅)；○5 公允價值；○6 累計收益的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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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R書表範本： 

     ○1 表 1-跨國企業集團於各租稅管轄區之收入、稅負及業務活動分配概況 

 

 

 

 

 

 

 

○2 表 2-跨國企業集團於各租稅管轄區之成員集合名單 

 

 

 

 

 

 

   

       ○3 表 3-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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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涵蓋成員範圍 

1、 投資基金和合夥。 

2、 確定集團成員資格和視為上市規定的會計原則/標準： 

(1) “集團”一詞是指通過所有權或控制權相關的企業集合，要求根

據適用的會計原則編制合併財務報表以用於財務報告目的，或者

在公共證券交易所的任何企業股權。 

(2) 應該採用哪種會計原則/標準來確定一個群體的存在和成員資

格：○1 如果 UPE 的股權在證券公開交易市場進行交易，則為本集

團已使用的會計準則；○2 如果 UPE 的股權未在證券公開交易市場

交易(有某些條件)，則為當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或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IFRS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3) 部分被合併之成員或聯合擁有/營運成員。 

(三) 提交義務之疑義 

1、 匯率波動對於避風港門檻之影響(貨幣波動對 7.5 億歐元避風港門檻

的影響)。 

2、 合併集團總收入的定義：如何處理投資活動的特殊收入和收益(每個轄

區的銷售收入加上投資收益/非常收入的靈活性)和拆分情況(例如，A

國僅根據其法律計算銷售收入的總合併收入總額，不超過 7.5 億歐

元；但是，B 國根據銷售收入，投資收益和非常收入計算合併後的集

團總收入超過 7.5億歐元)。 

3、 如何處理會計期間較短問題(當 UPE 的上一個會計年度短於 12 個月

時，如何確定本集團為可豁免提交 CbCR之跨國公司集團)：○1 使用本

集團在短會計期間獲得的實際合併集團總收入；○2 調整短會計期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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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集團總收入，以反映與 12個月會計期間相對應的合併集團收入；

○3 按比例計算與短會計期間相對應的 7.5億歐元門檻。 

(四) 分享機制：過渡措施(母公司代理人備案，CbCR 通知)及保密問題(暫停

資訊交流)。 

六、 CbCR 移轉訂價風險評估 

OECD 稅務管理論壇於 2017 年 9 月發布有效稅務風險評估手冊，該手冊探

討 CbCR 提供其他風險評估數據來源的優點，以及稅務機關如何使用 CbCR

評估跨國企業的風險，包括一些可能確定的稅務風險指標、稅務機關在使

用 CbCR時可能面臨的一些挑戰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其他數據來源應

與 CbCR一起使用(如果可用的話)。 

(一) 可以使用 CbCR 中所包含的資訊檢測到的稅務風險指標 

1、 集團在租稅管轄區僅從事風險較小的活動。 

2、 特定租稅管轄區的關係企業收入源自高價值交易或占集團收入相對較

高的比例：可能意味著即使很小的移轉訂價錯誤也會對稅收產生重大影

響。 

3、 在特定管轄區的商業活動產生之結果無法反映市場趨勢：活動可能會扭

曲結果(結果可能受到商業考慮的影響)。 

4、 有些租稅管轄區的利潤很大但活動很少：利潤可能已從基礎經濟活動發

生的管轄區轉移。 

5、 有些租稅管轄區的利潤很高但稅收規模很低。 

6、 有些租稅管轄區有重大活動但利潤規模低(或虧損)：歸屬於租稅管轄區

的利潤可能會轉移到對其課稅更為有利的租稅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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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團的結構發生變化，包括資產的位置：集團結構的變化可能是集團從

事 BEPS的機會，可能意味著需要重新審視現有的移轉訂價政策和方法，

並重新考慮關係企業交易的識別和訂價。 

8、 集團的行銷實體位於其主要市場以外的租稅管轄區：行銷實體可能賺取

的利潤不屬於其居住的租稅管轄區。 

9、 集團的採購實體位於其主要製造地點以外的租稅管轄區：採購實體可能

獲得的利潤不屬於其居住的租稅管轄區。 

10、 支付的所得稅一直低於應計的所得稅：一個集團可能會對不確定的稅

務狀況進行高額應計，這可能係與 BEPS相關的行為。 

11、 如果在任何租稅管轄區對該收入均不課稅，該無國籍收入可能存在

BEPS風險。 

(二) 有效使用 CbCR 進行稅務風險評估的挑戰：例如，○1 要處理的 CbCR 資訊

量；○2 在引入 CbCR 後，需要製訂或修訂系統和培訓；○3 有關 CbCR 資訊

一致性的問題；○4 包含非合併實體的利潤；○5 在報告會計年度內加入或

離開集團的組成實體；○6 可能不恰當地使用 CbCR資訊的風險；○7 缺乏有

關集團部門的資訊；○8 缺乏關於集團進行的具體交易資訊；○9 關於揭露

實體主要業務活動的問題；○10司法管轄區的稅務風險評估週期與 CbCR的

時間安排間的差異；○11稅務風險評估程序的差異取決於轄區內納稅義務

人的規模；○12管轄區內的組成實體與當地稅務組織中的組成實體間的差

異；○13引入 CbCR後的過渡性問題。 

(三) 使用 CbCR 以及來自其他來源的數據：稅務機關可以單獨使用 CbCR 資訊

進行過濾，但在得出結論之前還應考慮其他數據，例如稅務機關持有的

資訊(例如納稅申報書表，其他國內稅務申報要求，主文件和本地文件)、

其他政府提供的來源資訊、公開資訊及商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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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移轉訂價風險分析 

對政府而言，用於稅務管理的資源十分有限，選擇正確的審查案例至關重

要，徹底的移轉訂價查核是一項嚴肅的承諾，且有助於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一) 稅務風險評估在稅務管理中的任務 

1、 稅務風險評估工具應客觀運作。 

2、 參與風險評估的官員應在關鍵領域經驗豐富並接受充分培訓。 

3、 應使用風險評估程序來作為選擇和取消對納稅義務人的進一步調查。 

4、 風險評估過程應該是動態的，並響應稅務機關的反饋，以確保持續改進。 

5、 風險評估策略應結合不同的工具。 

6、 應建立管理流程，以確保充分監測風險評估職能。 

7、 稅務機關使用的風險評估框架各不相同。 

(二) 量化和評估移轉訂價風險 

1、 使用之財務比率：例如，○1 毛利潤與淨銷售額(以營業毛利為分子，銷

貨淨額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2 營業利潤與淨銷售額(以營業淨利為分

子，銷貨淨額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3 營業利潤占總成本(以營業淨利

為分子，銷貨成本或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4 營

業費用占淨銷售額；○5 毛利潤與營業費用(貝里比率；以營業毛利為分

子，營業費用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6 營業利潤與平均總資產(以營業

淨利為分子，營業資產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 

2、 風險標的特徵：例如，○1 低稅負管轄區的交易；○2 集團內部服務交易；

○3 特許權使用費、管理費、保險費，特別是給付對象位於低稅負地區；

○4 過多的債務和/或利息費用；○5 在關係企業之間轉讓或使用無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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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6 成本貢獻安排；○7 企業重組；○8 非稅收因素(定制估價、反傾銷

稅、貨幣兌換及價格控制等)。 

(三) 低移轉訂價風險的特徵：例如，○1 顯著不相關的少數股東；○2 與稅率較

高的租稅管轄區關係人的交易；○3 在類似條件下與非關係企業進行類似

交易；○4 具有一致移轉訂價策略，符合公平交易原則；○5 高質量的資訊，

強有力的合於常規特性，高透明度以及與稅務機關的公開參與。 

(四) 風險評估程序和步驟：彙總納稅義務人提供的納稅申報書表，移轉訂價

書表和同期移轉訂價文件的定量數據→通過分析處理過的定量數據，高

度識別可能的移轉訂價風險→對潛在風險進行高水平量化→審查同期移

轉訂價文件中的定性資訊，並從公共來源蒐集更多情報→是否繼續進行

的初步決定→更深入的風險評估，包括分析同期移轉訂價文件中的功能

和可比性描述→更詳細的潛在風險量化→與納稅義務人的初步互動→編

寫風險評估報告草案→關於是否進行審查的決定，包括有關審查中目標

問題的決定→內部審查和質量控製程序，包括中央委員會審查(如果使用

這樣一個委員會)→準備最終風險評估報告。 

(五) 風險指標： 

 

特徵 簡要描述 來源 

與低租稅管轄區內

的關係企業進行重

大交易 

如果與低稅率之關係企業進

行交易，將存在非常規訂價

之超額利潤誤歸於低租稅管

轄區的風險。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無形資產轉讓給關

係企業 

這種交易將引發難以評價的

問題，特別是在無形資產是

獨特的、缺乏可比性的情況

下。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財務帳目 

專利主管機關 

企業重組 

企業重組是OECD移轉訂價特

定研究的主題，該研究納入

2010年7月出版的移轉訂價

指導原則第9章。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納稅人的網站 

財務帳目 

新聞報導/貿易雜誌 

證券分析師的報告 



- 32 - 

 

特徵 簡要描述 來源 

特定付款方式 

向關係企業支付利息、保險

費和特許權使用費，因為相

關權利具有高度流動性，因

此存在支付卻不能反映關係

企業增加的真實價值的風

險。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財務帳目 

虧損 

在沒有嘗試改變業務營運或

財務的情況下持續虧損，可

能是報告結果，不能反映企

業真實價值的證據。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財務帳目 

營運效果不佳 

與同業正常營運結果不符，

或營運功能與企業所在國家

不符，顯示可能有非常規之

受控交易。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財務帳目 

商業數據庫 

新聞報導/貿易雜誌 

證券分析師的報告 

有效稅率 

集團層面報告的有效稅率與

名義稅率之間的顯著差異，

可能是移轉訂價導致低租稅

管轄區分配過多利潤的結

果。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合併財務帳目 

欠缺/不存在的文檔 

移轉價格和用於計算它們的

方法記錄不充分，使人們對

價格本身的可靠性產生懷

疑。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債務過多 

如果它是獨立實體，債務似

乎超過企業可以借入的金

額，或者利率似乎超過市場

利率。 

稅務申報書表 

同期移轉訂價文件 

財務帳目 

八、 BEPS 行動計畫 13同儕檢視(三階段) 

(一) 第一階段的成果 

1、 第一份同儕檢視報告於 2018年 5月 23日出版(包括對 95名包容性架構

成員的全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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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實施方面基本上與標準一致，提出了一些改進建議(28個租稅管轄區

收到了有關具體領域的建議；33 個租稅管轄區收到實施法律的一般性

建議)。 

3、 同儕檢視中發現的最常見問題涉及○1 當地申報機制；○2 定義(例如提交

CbCR所需的 UPE的定義）；○3 豁免(例如某些群體、實體或收入類型）；

○4 與 OECD 指導的一致性；○5 OECD指導意見缺乏關於適當使用措施的資

訊。 

(二) 第二階段之時間表 

 

 

 

 

 

 

 

 

 

 

 

圖 13：第二階段的時間表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11 

(三) 第三階段的計劃：第三階段將涵蓋包容性架構的所有 128 個現有成員，

超過 2,000 個交換關係，超過 50,000個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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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行動計畫 13三階段同儕檢視 

      OECD/TP Documentation and CbCR Workshop 11-15 March 2019 /Session11 

肆、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從企業跨國投資經營關注的稅務議題觀點，國際租稅是企業經營全球化過

程中無可迴避的問題，BEPS行動計畫13將在2020年對CbCR進行全面審查，

審查將涵蓋所有內容，並擬將技術調整和立法等問題合併考量，以改變最

低標準，並隨時諮詢業務，提供有價值的意見。本次研討會探討議題為「移 

轉 訂 價 文 據及 國 別 報 告」，與會的OECD移轉訂價專家精闢介紹BEPS行動計畫

13制定的移轉訂價文件，以及如何對移轉訂價文件進行風險評估和查核，

並以實務案例解析國際租稅重要議題，各國與會人員分別就前述議題進行

小組討論，就移轉訂價案件查核實務進行經驗分享，以期減少將來移轉訂

價案件實務審核時之資訊不對稱，達成共同維護租稅公平之理念。此活動

不僅適用於經驗不足的移轉訂價審核員，也適用於需要更進一步瞭解新的

審查標準之有經驗的審核員。 

二、 建議 



- 35 - 

 

(一) 持續積極派員參與OECD每年於各國舉辦之各類國際租稅研討會，聽取移 

轉 訂價專家針對案例研究和實例討論所做之一系列精闢演講，並吸收與會

各國代表對相關議題之獨到見解，以利提高我國稅務人員對移轉訂價文

件和國際新標準的認識，這將有助於未來移轉訂價租稅政策之規劃，並

可大幅降低稅務案件審核時稅捐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對跨國企業

所得調整之歧見。 

(二) 全球資訊交換的進一步透明化，使稅捐稽徵機關更能掌握跨國企業集團

之實質營運、利潤配置及納稅情況，稅務官員們應持續關注BEPS各項行

動計畫之即時動態，據以評估我國對移轉訂價文據規定之可行性，避免

影響企業競爭及扭曲投資決策，並降低納稅義務人對稅務體系的整體信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