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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跨国电子商务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跨国

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问题也日益凸显，给各国税收征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旨在探讨跨国电子

商务的税收法律问题，并分析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应对策略。文章首先概述了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

的背景及现状，详细分析了交易所得来源地识别困难、数字产品税收征管存在滞后性以及国际避税现象

严重等关键问题。最后，文章探讨了中国在应对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方面的策略，包括完善交易

所的来源地判定规则、完善数字产品税收征管机制和增强跨国电子商务企业税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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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ransnational e-com-
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However, the tax legal problems of trans-
national e-commer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
lenges to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tax legal issues of transnational e-commerce, and analyze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on this issue.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ax legal issues in transnational 
e-commerce,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key issu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the sour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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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income, the lag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products and the serious phe-
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the legal issues of transnational e-commerce, including perfecting the rules of origin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s, perfecting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digital products and strength-
ening the tax supervision of transnational e-commerc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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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跨国电子商务正蓬勃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物流设施的日益完善，跨国

电子商务平台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1]。与此同时，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增长与政府监管体制的不断优

化，共同为跨国电子商务的强劲增长势头提供了坚实保障。由此可见，跨国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对外贸

易增长的新引擎，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相较于传统国际交易方式，跨国电子商务展现出一系列独特特征，如交易空间的虚拟性、交

易信息的数字化以及交易方式的隐蔽性[2]。加之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跨国电子商务

领域的税收法律问题，主要包括交易所得来源地识别困难、数字产品税收征管存在滞后性以及跨国电子

商务企业国际避税现象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侵蚀了国际税收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也严重阻碍了跨

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因此，探索并完善跨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路径，坚定不移地贯彻税收公平理念，

切实维护国家利益，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税收政策作为保障跨国电商蓬勃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目前，各国政府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正积极研究并拟定应对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的策

略。 
本文旨在从中国视角出发，深入分析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可能对中国现行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带来

的冲击与影响。结合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文将探讨中国政府在跨国电子商务国际

税收问题上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 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2.1. 跨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已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跨国电子

商务凭借其便捷性、高效性和低成本等优势，吸引了大量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据统计和预测，2025 年

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突破 7 万亿美元大关，并持续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3]。跨国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不仅为各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深刻变革。 
在我国，数字经济、跨国电商与数字贸易已成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以跨国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新经

济形态，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飞跃式发展。特别是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跨国电商发展的

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从产品出海到精品出海，再到 2022 年的品牌出海，我国跨国电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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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见证了外贸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步伐。 
目前，跨国电商品牌培育已呈现全阵营、全渠道、全市场的发展趋势。主要跨国电商平台积极拓展

全球布局，在稳固欧美主流市场的同时，加速在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业务拓展，实现了全球化

发展的战略目标。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跨国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2.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出口额为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进口额为 0.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4]。这些

数据充分展示了我国跨国电商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2.2. 税收法律问题的凸显 

随着跨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与迅猛发展，税收法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

重大议题。跨国电子商务所固有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特征，无疑给传统税收征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
同时，其跨国性质导致了交易所得来源地识别困难，以及数字产品税收征管的步伐滞后于市场发展的实

际需求。数字产品的无形性和及时交付性使得传统基于地理交易地点的税收征管模式难以有效适用，进

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形成了显著空白地带。此外，部分企业利用跨国电子商务的便捷性和监管漏洞，进行

税收逃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税基，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鉴于此，跨国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税收机构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组织高度关注

的焦点。面对这一新兴且复杂的挑战，要求必须在深化对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理解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税收征管手段，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3. 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分析 

3.1. 交易所得来源地识别困难 

来源地的准确识别对于征税国能否有效行使对非居民跨国所得的税收管辖权至关重要[6]。传统上，

各国所得税法针对不同类型的所得，均设定了特定的来源地判定规则。这些规则，历经所得税法的长期

实践，大多依赖于纳税人经济活动的某种客观地域特征作为识别所得来源的依据。例如，营业利润的来

源地可通过营业机构所在地、交货地或合同签订地等地域标志来确定；而劳务报酬的来源地，则通常以

劳务履行地或报酬支付地为识别标志。 
然而，在跨国电子商务交易的背景下，所得的定性识别变得尤为复杂，交易可能完全在线上进行，

使得物理存在和交易地点的概念变得模糊，进而引发了适用何种来源地识别规则的难题[7]。即便能够明

确所得的定性归类，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在虚拟电子空间中进行的特点，也使得传统客观地域标志的应用

面临挑战。举例来说，随着电子传感器和视频会议技术的普及，一个位于 A 国的医生能够轻松通过互联

网为 B 国的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实际履行地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准确界定。 
与此同时，还会导致各国在行使税收管辖权时产生冲突和争议。例如，一些国家可能主张对在其境

内注册的企业或在其境内进行的交易征税，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主张对从其境内发出的数字产品或服务

征税。这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不仅影响了国际税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也阻碍了跨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

展。 

3.2. 数字产品税收征管存在滞后性 

各类数字产品所得(如销售利润、劳务报酬及特许权使用费)的界限显得较为模糊。随着现代信息通讯

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商品与服务，无论是有形的如书籍、报刊、音像制品，还是无形的如计算机软件、

专有技术，乃至各类咨询服务，均可通过数据化处理并直接在互联网上传输。这一变革使得传统的税法

规则——依据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活动形式来区分交易所得的性质——在应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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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时显得力不从心。 
以计算机软件交易为例，当前众多软件公司频繁通过互联网与客户进行交易。在此类交易中，客户

支付的软件费用对于软件公司而言，其性质究竟应归为货物销售利润，还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两者之

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同样，当 B 国某出版商以计算机在线服务的形式向 A 国的客户提供电子书刊或

音乐产品时，客户能够随时通过计算机浏览或下载所需内容。在此情境下，出版商因此获得的收入，既

可被视为销货收入，也可被理解为劳务报酬，进一步模糊了所得性质的界限。 
与此同时，数字产品的纳税主体难以确定。在传统贸易中纳税义务人通常是实名的、确定的。然而，

跨国电商交易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实现了全程数字化交易，没有纸质合同和纸质单据。网络的虚拟性

和交易主体的匿名性给纳税主体的确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为跨国电商企业通过网络技术或漏洞

逃税、避税提供了空间。 

3.3. 跨国电子商务企业国际避税现象严重 

国际避税主要是指利用国家在税法上的漏洞进行避税的一种社会经济行为[8]。跨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使得国际避税有了新的形式，企业利用国际间跨国电子商务税收的漏洞，大规模地进行避税行为，违规

进行数字产品避税、利用双重税务居民身份进行避税等。转移定价成为了一种日益严重的国际避税手段

[9]。由于跨国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隐蔽性，监管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一些企业利用这种特性，通过转移

定价的方式来逃避税负。例如，数字产品的卖方会根据子公司所在国家的税收高低来选择交易地点，从

而降低自身的税负，获取更高的利益[10]。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国际税收的公平性，也破坏了税收的有效

性。 
此外，税负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也在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跨国电子商务

平台选择低税国家的商品进行购买，因为当商品数量未达到一定标准时，可以免除关税义务。这种行为

在为消费者带来价格优势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消费者所在国家的税收损失。这种税收流失不仅减少了

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国际税收的公平分配。 

4. 中国在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上的应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应激励民营企业积极拓宽海外市

场，特别是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有条不紊地涉足境外项目合作。在此背景下，跨国电子商

务作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桥梁，在当前的国际贸易风云变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推动跨

国电子商务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顺应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针对当前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上的诸多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1. 完善交易所得来源地判定规则 

在研究和制定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税收政策时，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全面审视电子商

务在国内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在国际

层面上达成关于电子商务税收的共识与协调至关重要[11]。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多重政策关系，

包括维护国家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税收权益、确保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平竞争，以及扶持和鼓励国内

信息产业的稳健发展[12]。当前，由于国内信息产业和技术基础相对滞后，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仍将主要作为电子商务的净进口国。 
因此，在制定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税收政策时，应坚持强调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

辖权，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这一立场不仅顺应了数字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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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国际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追求。为此，对现有国内所得税法体系及双边税收

协定中那些与电子商务实践脱节的原则与概念进行必要的修订或创新性解释，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目

标是探索新的法律依据，以有效解除电子商务净进口国在对非居民跨国电子商务所得征税时所面临的法

律束缚，确保税收管辖权行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此进程中，摒弃对传统法律概念，尤其是“有形的

物理存在”这一狭隘理解的依赖。电子商务的本质在于其无形性、虚拟性及跨地域性，这些特性要求我

们超越物质界限，发掘能够真实反映电子商务交易本质与来源地关联的新连结因素。换言之，需构建一

套能够精准捕捉信息流动与价值创造地点的税收规则，而非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的界定。 

4.2. 完善数字产品税收征管机制 

优化并完善数字化商品的税收征管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从长远来看，数字化商品交易

应该征税[13]。鉴于此，首要任务在于为跨国电子商务中的数字产品构建一套全面且细致的规章制度框架。

此框架应明确将跨国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纳入税收监管的视野之内，确保无一遗漏。同时，依据当前跨国

电子商务物品税收征管的有效做法，为数字化商品量身定制一套合理的税率体系。这一体系需细致区分

数字化产品的价值差异，针对不同价值区间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以体现税收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成为应对跨国电子商务数字产品税收法律挑战的关键一环。中国

需加速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强化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的

动态监控与深入分析。通过构建智能化的税收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显著提升税收征管的效率与精确度，

还能实现对税收逃避与避税行为的快速识别与有效打击，从而维护税收秩序的公正性。此外，税收信息

化建设还能够为纳税人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与高效。借助信息化手段，纳税人可以更加轻松地完成税务

申报、缴纳等流程，享受更加个性化的税收服务体验。这不仅能够提升纳税人的满意度与遵从度，还能

进一步促进税收征管工作的现代化与智能化发展。 

4.3. 增强跨国电子商务企业税务监管 

为了有效遏制通过隐蔽交易逃避税收缴纳的行为，必须实施保障与处罚并重的策略，切实增强对跨

国电子商务企业的税务监管[14]。一方面，通过完善税收征管机制，提高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

跨国电商企业能够便捷、准确地履行纳税义务。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价值、来源地以及交易模

式等因素，确保每一笔交易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妥善处理[15]。同时，加强各项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

调，消除法律空白与冲突，为跨国电商税收征管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加大对偷税漏税行为

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的威慑效应。这包括提高罚款金额、实施更为严格的行政处罚措

施，甚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以彰显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此外，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跨国电商税收挑战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应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法律合作，共同建立跨国电商税收惩戒制度。通过加强税务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先进技术手段，实现跨国交易税收的精准监管。同时，将跨国电商偷税漏税行为纳

入征信体系，形成跨国界的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机制，以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促进各国税收制度的稳健

运行。 

5. 结论与展望 

跨国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问题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议题。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以及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和深化，跨国电子商务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跨国电子商务的税

收法律问题也将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本文从中国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跨国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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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中国现行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结合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探讨

了中国政府在跨国电子商务国际税收问题上相应的应对策略。 
然而，本文虽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合作机制、合作方式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和探讨。因为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各国政府和税收机构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的建设，才能有效解决跨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因

此，各国政府和税收机构需要保持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和精神，加强沟通和交流，共同推动跨国电

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的解决和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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