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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1991年开启预约定价以来，美国国税局不断更新自己的预约定价税收程序，最终形成2004-

40税收程序，为理论和实务界人士看好。仅过两年，国税局又更新了2004一40税收程序，出台了2006一税收

程序。此次预约定价对美国十几年来的诸多预约定价理念进行了娇正，与纳税人息息相关。代表世界预约

定价法发展趋势的美国2006一税收程序对我国也有不小的冲击，我们应理性看待美国此次预约定价的革新

运动，并着手我国的预约定价立法和实践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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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国内税务局(以下

简称国税局)就积极进行有关预约定价的探索①。尽

管有丰富的预约定价实践，但真正的预约定价立法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并没有在美国出现。九十年代初，美
国开启了预约定价，并一直引领着世界预约定价的发

展。十几年过去了，美国不断更新预约定价税收程

序。正当诸多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和实务者陶醉于

2仪捧40税收程序，认为这将是美国预约定价的“终
极范本”时，2(X巧年美国国税局又一次公布、更新

2(X又一40税收程序，并且更新的幅度可谓不小。

    一、1991一佗以”年的预约定价
    1991年的《税收程序》(简称91一 税收程序，

      收稿日期:2佣7一04一0

      作者简介:叶金育(1979一 )，男，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教师，中山大学从学院，20(抖级经济法学硕士，从事

                财税法以及国际税法等相关学科研究。

    ① 1986年，美国国税局在与外国税务官员的会议上，探讨了如何减少转让定价争议的预先解决方案。1989年4月，国税

局又在与税务执行机构的会议上宣布正在考虑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转让定价预先决定规则，此后，国税局依据草拟的预先决定
规则，开始和纳税人进行试验性谈判，该规则也成为现行预约定价规则的雏形等，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美国国税局对于预约定价进

行的有益的探索，为九十年代的真正的预约定价的出台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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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RevenueProceduregl一2)开启了美国预约定价的

新时代，也预示着世界预约定价的新纪元。19%年
的税收程序对预约定价所作的修改被认为对预约

定价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使整个协商程序向合
作、效率迈进了一大步。1998年小企业纳税人预约

定价的确立，简化了小企业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的
程序和手续，降低了申请预约定价的费用，吸引了

诸多小企业签订预约定价合同。2004年《税收程
序》则将预约定价进一步体系化，被认为是世界预

约定价不可多得的范本。

    美国20()4年以前的预约定价是一个很复杂的

体系，就连美国的预约定价Director估计也难以确

切地知道美国预约定价究竟有多少份文本。总体

来看，美国的预约定价以四种立法形式存在，即税收

程序(RevenuepIDCedure)、通知(九叨。朋cemen t)、通知

(Notice)以及公告(Bulletin)。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
91一税收程序(RevenueProcedure gl一);95一49通知

(为叨。tmcement95一49);%一3税收程序(Revenue
R说ed。 %一3)以及%一124通知(Amlouncemeni%-

1解);00一公告(BulletinZ仪X)一);以明 税收程序

(Revenuep攻沁edureZ以又一40，26C皿 1.铭2)①。另外，
还包括95一8税收程序(Revenue prOCedure95一8);%-

13税收程序(RevenuePrDCed峨 %一13);98一10/98扔通

知州btice98一10洲陌tice98钻);贝一40通知(Notice男一’

40)②以及其他一些通知和国税局颁布的相关文件。③

    总体而言，美国的预约定价主要以91一2税收
程序 (RevenueProcedure gl22)，95一49通知

(Armouncement95一49)，96一3税收程序(Revenue

P舰edure96一3)以及以一40税收程序(Revenue

Procedure20(科一40，26CFR I.482)为主，后来的几

个文本基本上是在91一2税收程序基础上进行的修

改。其主要内容大同小异，以04一40税收程序为说

明。04一04税收程序分为巧条，分别为:第1条:目

的;第2条:预约定价程序的原则;第3条:预前会

议/预备会谈;第4条:预约定价申请的内容;第5

条:预约定价申请的处理;第6条:主管当局考虑;第

7条:TPM的追溯;第8条:小企业纳税人的预约定

价;第9条:预约定价的法律效力;第ro条:预约定
价管理;第11条:预约定价的续签;第12条:预约定

价的公布;第13条:其他文本的效力;第14条:生效

日期;第15条:书面工作减少法。

    2004年以前的美国预约定价经过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预约定价实践经验的积累，九十年代立法

体系基本成型。可以说美国的预约定价立法基本

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开创出来的，所以美国

的预约定价体系十分庞杂，但近些年美国国税局已

经有意识地精简其预约定价的体系。另外一方面，

预约定价内容的详尽又保证其处理实践的能力，其

优异的配套机制④保证了其高效运作，而这恰恰是

预约定价后起国家的致命缺陷。美国的预约定价

的先进并不只是其预约定价立法的先进，更重要的

是其预约定价运转机制的先进。

    二、2004年后预约定价的新发展

    04一40税收程序基本上涵盖了预约定价的内

容，但随着美国预约定价实践的发展，04一40程序再

一次受到挑战，国税局不得不对此进行修订。2006

年.，美国国税局在04一40税收程序的基础上，公布了

2006一税收程序(RevenueProcedure2006一，以下简

称为06一税收程序)，作为美国最新的预约定价法

典。相比20(科年以前的预约定价法典，06一税收程

序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1)修订纳税人申请和续

签预约定价的费用表;(2)增加纳税人相关资料的

披露义务;(3)将预约定价的修订、可撤销和无效进

    ① 91一税收程序(RevenuePr印司眼91之)，95一49通知(为阴。吟 此m另一49)，%巧3税收程序(几卿ueROC曰峨肠一)，
供一40税收程序(R四enue Proc曰此加以月旧，26C几1.铭2)。上述四个立法文件是美国预约定价的核心，其中9549通知，肠一3税收

程序以及体奶税收程序又是以91刀税收程序为蓝本的，是对其的增补。侧)2公告(Bulletil口以刀2)主要是对91公税收程序，%一49
通知以及冤一税收程序在预约定价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立法缺陷进行的补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且绝大部分补充建

议都被以一们税收程序所吸收。

    ② 95一8税收程序(瓜venueR优曰ure95一)及凭一13税收程序(Revenue巧oc曰峨蛤13)主要是关于多边协议程序;呢一10/98-

6通知(Notice兜一10，Notice98一65)是小企业纳税人的预约定价;外40通知(Notice外40)是全球商贸的预约定价。

    ③ 为行文研究方便，本文以下的预约定价的分析将以91刀税收程序(凡即enuePr叱记帅91公)，%一49通知(九阴。~ 此nt95-
49)，肠一 税收程序(斑venueProoed峨 9乐53)以及阵 40税收程序(取卿ueR伙曰ure Z(X抖明，肠CFRI闷欲)为柳合而展开。

    ④ 比如美国有专门的ApA团队，专门负责APA的起草、签订以及后续检查等跟踪任务，但是他们也负责为意欲签订

ApA的纳税人提供相关的建议，并可以安排专门的讨论会用以商讨订约的可行性，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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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明确。①
    (一)条文变化:巧条到16条

    06一税收程序一改%一3税收程序以及04一40

税收程序确立15条②的法律模式，在原有15条的
基础上，增加第5条(纳税人披露义务)，其他未作

根本性改动。

    (二)内容的新发展

    相比较预约定价程序条文的变动而言，预约定价

程序内容的变动更为明显，06一税收程序对以一40税

收程序以及以前的税收程序进行了多处修订，其中最

主要的改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这也是美国预约定

价乃至世界预约定价未来发展的方向，值得关注。

    1.纳税人彼露义务的确立

    06习税收程序在以往预约定价税收程序的基
础上，增加了第5条，即纳税人披露义务，该条用5

个条款来规制纳税人的披露义务。内容如下:(1)

纳税人用以申请预约定价的任何信息、资料必须是
真实，正确且确凿无疑的。如果预约定价审核者认

为纳税人的申请需要额外的信息、资料时，其可以

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应的信息、资料;(2)纳税人应当
    (1)04一40税收程序

及时更新用以申请预约定价的信息和相关材料。

当预约定价申请悬而未决或者被执行以后，纳税人

发现其提供的信息、材料是错误的、不正确的或者

不完整时，应当及时补充。预约定价被执行以后，

纳税人发现错误或遗漏时，应当在下一年度的预约

定价年度报告中披露此种错误或遗漏;(3)当预约

定价悬而未决时，纳税人应当更新经济等相关数

据、材料，以便审核者认定;(4)如果一个纳税年度

结束，预约定价申请依旧悬而未决时，纳税人应当
依据刚结束的纳税年度的实际数据确定可适用的

转让定价方法，更新相应的信息、资料;(5)纳税人
提供的所有材料没有达到税收程序的要求，或者预

约定价的申请悬而未决以致迟延时，可能致使预约

定价申请的失败。
    2.APA使用费的奴升

    预约定价使用费的修订为美国众多国际税法

学者所关注，被冠为此次新预约定价税收程序最敏

感的条款，对于纳税人而言，预约定价的各项费用

不再廉价，预约定价的昂贵本性在新税收程序中暴
露无遗。

纳税人的总收人或

总交易额

首次申请APA或

非常规续签APA

每项附加的单

独请求
常规续签APA

大于10亿 25，《洲X) 7，5的 7，500

2一10亿 巧，(洲刀 7，500 7，500

小于2亿 5，《洲X】 5，以又) 5，{洲洲)

小额交易 5，(洲X】 5，(】】) 5，以X)

单位:美元

(2)06一税收程序

纳税人的总收人或总交易额 A卫A申请 APA续签 A以 修订

一般纳税人 SOJX洲) 35，(众) 10，以叉)

小企业纳税人

总收人小于2亿，或累计年交易额不超过5，

砚洲X，万和无形资产年交易不超过1，《兀旧万

22，500 未明确规定 未明确规定

单位:美元

    ① 庄aneM.形ng，Ins记e马e漏tedstates ApA阮9旧m，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
(ZIX巧)，第570页。

    ② 美国预约定价税收程序并非一开始就是15条的模式，最开始的91一 税收程序只有13条，13条的立法模式一直维

持到%一3税收程序的出台。91一 税收程序的内容分别为:第1条:预约定价的目的;第2条:预约定价概述;第3条:预约定

价的原则;第4条:预前会议;第5条:预约定价申请的内容;第6条:预约定价申请的处理;第7条:主管当局考虑;第8条:独
立专家意见;第9条:预约定价的法律效力;第10条:预约定价管理;第n条:披露;第12条:其他文本的效力;第13条:生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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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PA修仃、撤梢和无效的娇正

    相对于04一40税收程序，06一税收程序主要对

“关键性假设不成立”和“预约定价法、条约等发生

变动下的预约定价的法律地位”进行修订。

    三、对预约定价新发展的评述

    从文本上看，06一税收程序对04一40税收程序

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但多数属于法律逻辑术语上的

处理，并无实质上的改动，但有所变动的均是与纳

税人息息相关的条文，引起美国研究者和实务者的

空前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能否认的是，06一税

收程序矫正了04一40税收程序乃至以前税收程序确

立的某些预约定价理念，正是这些理念的突破，使

预约定价的“协商”精神得以升华。

    1.披露义务的确立:不愿意接受的必然现实

    纳税人披露义务的规定并非06一税收程序首

创，但作为一个条文明确，则是这次预约定价立法
最显著的特征，足以反映预约定价立法的趋势所

在。披露义务的增加，意味着以往预约定价立法

“重权利，轻义务”的立法思路不再适合如今的预约

定价实践，那只是特殊时期的对策，并不具有恒定

的法律意义。可以说，纳税人披露义务的确立，只

不过是预约定价税收程序进一步接近法律内核的
必然，也将引导世界预约定价立法的转型。因为根

本而言，披露义务本为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的应有

之义，否则预约定价难以展开，04一40税收程序以及

以前的税收程序均在不断的强化纳税人披露义务，
只是等待一个集中规定的时机而已。
    2.预约定价不是穷人的游戏

    新预约定价税收程序最刺激纳税人神经的也
许就是预约定价使用费的飘升，这多少转移了人们

审视新预约定价税收程序对预约定价使用费条款

的视线。其实，国税局在决定增加预约定价使用费
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好如何去落实这些决

定，最起码很难得出06一税收程序中的“预约定价

使用费”条款是一个经典的法律条文。

    形式而言，06一税收程序将预约定价使用费类
型明晰为:“申请、续签和修订”三种，较04一40税收

程序中的“首次申请、非常规续签、附加的单独请求

和常规续签”，容易操作也容易为纳税人理解，无疑

具有重大的进步。但06一税收程序仅将预约定价

的使用费规定在一款中，且并没有附加列表，容易

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再者，通过第4条第12款“使

用费”的解析，不能肯定小企业纳税人续签预约定

价和修订预约定价的费用标准究竟是多少。若采

取和一般纳税人同样的费用标准逻辑上不成立，也

与事实不符。依据法律适用原则，可以适用04一40

税收程序确立的费用标准，但5赵刃元显然不符06-

9税收程序加大预约定价使用费的原则精神，况且

04一40税收程序并未对预约定价的修订的费用标准

进行明定。这无疑也是这次预约定价立法的倒退。

    3.不再清晰的修仃、撤梢和无效

    相对于以一40税收程序，06一税收程序主要对

关键性假设不成立和预约定价法的变动下的预约

定价的法律地位进行修订，其他并无实质上的变

更，但值得注意的是06一税收程序将预约定价可撤

销和无效的情形归人一个条文，这与以往的税收程

序分开规定的立法类相左，容易造成混乱，不能不

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倒退。

    4.06一6税收程序:国税局蓄谋已久的革新

    预约定价作为一种新型的税务方式，开始并不

为纳税人所熟悉，多数纳税人采取观望的态势。为

此，国税局不得不采取非常举措，以便鼓励纳税人

选用预约定价程序。最显著的结果便是:(1)纳税

人申请以及续签预约定价的费用极低，最昂贵的申

请也不过25苏Xx)美元。国税局的意图很明显，不计

成本，尽可能调动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的积极性。

(2)尽量弱化纳税人的义务，突出预约定价的优势

以及签订预约定价所可能获得好处。目标依然是

吸引众多的纳税人进人预约定价中来。

    十几年过去了，参与到预约定价中的纳税人从

零一路攀升，截至20(科年，美国申请的预约定价已

经有846份，已经执行的预约定价有557份，续签的

有129份，仅2以”年一年对预约定价进行修订的就

有29份。①可以看出，美国预约定价已经具备一定

的规模了，纳税人进人预约定价已不再需要税务局

鼓动，采取廉价和弱化义务的非常规举措，预约定

价的制度优势足以吸纳众多的纳税人参与进去。

在此大背景下，国税局回归本色，突出纳税人披露

义务和提高预约定价的费用也就水到渠成了。

    四、美国预约定价革新对我国的启示

    预约定价的革新在美国已经启动，必将影响到

世界诸多国家，我国也不例外。透过美国预约定价

的历史演进和预约定价实践，我们应理性地对待美

① A刀nouncementandReportConce而ngAdvance PricingAg吧ementa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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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育:美国预约定价的新发展

国此次预约定价法的改革。循序渐进地步人预约

定价的法制轨道，当前而言，可考虑的措施有如下

几种。

    1.充实我国的预约定价税收程序

    20(抖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联企业间

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这是中国第

一次以法律(实为规章)的形式对预约定价的一系

列相关事项所作的全面规定，标志着中国预约定价

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也为中国的预约定价

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不难看出，预

约定价很多重要的内容该实施规则并未规定，应适

合时机地充实我国的预约定价税收程序。下一步

的重点可以考虑增加预约定价使用费的规定，小企

业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的规定以及双边、多边预约

定价的规定等。

    2.逐步渗透纳税人义务理念

    作为预约定价的重要一方，纳税人在享受预约

定价所获致的便利时，理应向税务机关披露自己相

应的信息、材料，这是预约定价能够签订的根本。

虽如此，但在我国现在的预约定价税收程序中不宜

过多地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否则会挫伤纳税人订立

预约定价的积极性。纳税人在我国对于预约定价

多数还处于观望的态势，税务机关应通过非常规的

措施将纳税人吸引到预约定价中去。等待时机成

熟，方可明确规定纳税人披露义务。

    3.预约定价费用不宜过高

    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预约定价的使用费一
直偏低，也只是在06习税收程序中进行大幅度的提

高，我国预约定价的立法就更应如此，在预约定价
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切不可将使用费定得过

高，否则，纳税人将远离预约定价，后果必将使预约

定价更难以推行。

    4.确立小企业预约定价制度

    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拥有大量的小企业，小
企业参与预约定价容易推广预约定价，也可提高税

务机关的征管效率。但小企业毕竟不可与大企业

同日而语，应确立专属小企业的预约定价制度。美

国早在1998年就专门针对小企业制定了相应的预

约定价程序。相比照一般预约定价程序，小企业预

约定价程序主要集中在使用费用和申请、续签程序
等上的不同。可以考虑在未来的预约定价税收程

序中用一个条文对小企业预约定价进行规定。

    5.不可盲目追求多边预约定价

    国内的预约定价研究者有些过于追求多边预

约定价，认为只有多边预约定价才能真正体现预约

定价的制度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单边和双边预

约定价才是预约定价规模发展、壮大的根本。以美

国为例，美国截止到2以)4年，执行的557份预约定

价中，单边和多边的占有549份，多边预约定价仅有

8份①。多边预约定价虽然能解决更多的跨国税务

争议，但其复杂性也成倍增长。因此，我国当前应

该立足于单边和双边，尤其是单边预约定价的培育。

    五、结语

    美国预约定价立法走过了十几个春秋，期间国

税局不断更新预约定价税收程序，最终才有经典的

04一40税收程序的出现，却不知仅仅过去两年，20()6

年国税局又在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的纳税人披露义

务和预约定价费用等敏感问题上对04一40税收程序

做出了重大变革，这必将影响到世界诸多国家的预

约定价立法。对此，我国应鉴别采纳，切不可全盘

接受，毕竟美国的预约定价实践已足够支持美国此

次预约定价的革新。对于纳税人披露义务和预约

定价费用，我国尤其需要鉴别采纳，可考虑逐步确
立纳税人披露义务和提高预约定价的使用费。此

外，当前我国的预约定价立法，也应积极充实我国

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

行)》，适合时宜地确立小企业预约定价制度和双边

乃至多边预约定价制度。至于实践而言，我们应摆

脱唯多边预约定价的思路，应该立足于单边和双
边，尤其是单边预约定价的培育。

(贵任编校:周祖德)

① 人刀nouncemeniandRepo竹Conce而ngAdy助cePricingAgreements(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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