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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邢建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日前在巴黎宣布，136个国家和司
法管辖区已同意进行国际税收制度
改革，将从 2023 年起向大型跨国企
业征收至少15%的企业税，以应对经
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际税收制
度改革有助于规避大型跨国互联网
企业逃税和避税，但也可能影响一些
发展中国家和较小发达国家吸引外
资的经济策略，引发外资投资降低，
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

经合组织此次推出的方案是重
新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和设立
全球有效最低税率的双支柱包容性
框架。该组织说，这一方案的支柱一
将确保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跨国
企业利润和征税权在各国之间更公
平地分配。新规则要求跨国企业在其

经营活动所在国纳税，而不仅仅是在
其总部所在地。支柱二是将全球最低
企业税率设为 15%。从 2023年起，年
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约合 8.7 亿美
元）的公司都将适用这一税率。

经合组织表示，该方案实施后，
超过 1250亿美元来自全球约 100家
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将被重新分配
给各国。

分析人士指出，实施全球最低企
业税率规则后，跨国企业将其利润转
移到低税区或“避税天堂”的动力将
会明显下降。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税收的教授迈
克尔·德弗罗曾测算，《财富》世界500
强企业中有 78家会受到支柱一规则
影响，其中美国、欧洲企业各37家。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
究员雷米·布尔若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在一个国家产生营业额后开始对
利润征税，以及最低15%的企业税都

将促使大型跨国企业重新定向它们
的投资。

近年来，跨国互联网公司在全球
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被指责利用现
行国际税务体系漏洞进行避税。

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发明了一种业内俗称

“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的避税策
略，即将其在欧洲的部分营业收入先
转移到爱尔兰或荷兰等低税率国家
的分支机构再进行纳税。长期以来，
法国等欧洲国家对互联网巨头利用
欧盟税法漏洞避税心存不满。

布尔若认为，新税收制度会使像
爱尔兰这样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国
家不能继续以较低的税率吸引跨国
企业。

爱尔兰企业税率为 12.5%，是一
些互联网巨头欧洲总部所在地。爱
尔兰财政、公共支出与改革部长帕
斯卡尔·多诺霍此前表示，推行国际

税改可致爱尔兰损失 20%的跨国企
业税收。

此外，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也对
新方案中规定的 15%最低企业税率
表示不满。阿根廷经济部长马丁·古
斯曼日前表示，发展中国家被迫在

“糟糕和更糟糕的（方案）”中选择。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税收政策

负责人苏珊娜·鲁伊斯说：“发展中
国家的合理担忧被忽视。15%税率
的提议将使富裕国家受益并加剧不
平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加里·赫夫鲍尔此前表示，设立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剥夺了一些国家
利用低税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政
策空间，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其他手
段吸引外资的经济体不公平，多边开
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应考虑对这
些经济体给予帮助。

（新华社巴黎10月10日电）

经合组织推行国际税改影响几何
国际观察

10月9日，在塞浦路斯圣纳帕，一
名女子盛装参加中世纪节游行。

当日，塞浦路斯度假胜地圣纳帕
举行一年一度的中世纪节，以游行、歌
舞、中世纪集市、情景表演等方式再现
中世纪场景。

新华社发（乔治·克里斯托弗鲁摄）

塞浦路斯圣纳帕
庆祝中世纪节

新华社记者乔继红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一些华尔
街知名投资机构说，中国的投资前
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观”。这些
华尔街机构认为，中国市场“大到
无法忽视”，中国股市“低估到不应
错过”。如何读懂中国经济，准确研
判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界和政治
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回顾中国经济腾飞的进程，不
难发现，唱衰中国的杂音从未消
停。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成就举世瞩目，“看空”中国者被中
国经济的实际表现一再“打脸”。事
实证明，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有
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西方
经济学界和政界如果不破除陈旧
的思维桎梏、不放下傲慢和偏见，
很难读懂中国经济。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既有战略
定力，又善于应变求变。今年是“十
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面对百年
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带来的风险挑
战，中国既保持了宏观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又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
去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12.7%，彰显强大韧性，为全球经济
复苏注入动力和信心。柬埔寨参议
院主席赛冲认为，中国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将促进中国进一步加快
发展步伐，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实现
更可持续、更有韧性的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既有政策
工具，又有创新活力。为催生新发
展动能，中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深化“放管服”推动企业创业创
新，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优化
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多措并举依
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激发新发展活力，中国深化东西
部扶贫协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深入实施，注册制改
革稳步推进部署，不断将改革向更
深层次推进。为打造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中国同步实施《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资法，持续
减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推进金融业对
外开放，一系列真招实策彰显决心
和定力，赢得国际高度认可。新加
坡《联合早报》评价说，中国把主要
精力放在苦练内功上。“这既是中
国的正确选择，也是中国能持续抗
压的力量源泉。”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既有合
作之诚，又有共赢之实。中国始终
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
系中，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
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
自身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面对
逆全球化思潮，中国坚定不移奉
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广交会、服贸
会、进博会、消博会成为与世界共
享机遇的新平台，中非合作论坛、
中阿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走深走
实，“一带一路”更是成为繁荣之
路、创新之路、健康之路、绿色之
路，串起沿线国家的发展梦想。中
国以实际行动和世界共创机遇、
共享机遇，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
最大同心圆。全球范围内，很多有
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中国经济的
蓬勃发展对全球经济具有积极意
义，渲染“脱钩论”“中国威胁论”
之类声音不得人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
美国媒体感慨：“中国过去一直
无视看跌预测，保持经济强劲增
长。”这背后体现出，“看空”中国
的论调已越来越没有市场，那些
执迷于此的人，其所谓预测注定

“落空”。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看空”中国经济者
何以频频“落空”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