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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视角下的“避税天堂”
今贺长年；安晓红

（石家庄任济4优，河A石家庄050031)

【摘要］“避税天堂”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19世
纪末兴起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20-纪50年代末期欧洲
美元市场的形成及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二十多年的资本自
由流动是其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和“避税天堂”有着联系；西方国家政
府和其它左翼等社会力量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提出对“避税
天堂”加以限制的要求，特别是G2 0峰会作出的承诺使我
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一重大问题应该引起中国社会的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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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避税天堂”的由来及其现状
    据西方的记载，“避税天堂”的雏形早在公
元前2 0 0 0年就存在。希腊为了不支付港口税，派
出专员在海上的某个相约地点负责买、卖方的交

易以避关税。到公元前2世纪，一个叫得劳的地
中海小岛在近一个世纪期间成了不缴纳任何税赋

的自由贸易区。但真正意义上的“避税天堂”是

在十九世纪晚期出现的。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的特

点是：所谓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形成。在经济上的

特点是：大规模的资本国际流动。从1 8 6 0年开
始，大型的跨国公司就开始形成。到1 9 1 3年，对
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当年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9 %。直到2 0世纪9 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才恢复到
同一水平。当时的新兴国家，如澳大利亚、阿根

廷等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是外资生产的。

    现代意义上的“避税天堂”是在2 0世纪初出
现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和主权国家的矛盾的产物。

如在2 0世纪2 0年代的瑞士、卢森堡和巴哈马群
岛。二战后，欧洲的一些小国由于没有获得马歇

尔计划的资助，有的专门提供“方便旗”，有的
则以放低限制，为银行账户完全保密的制度等求

发展。但起初它们的作用只限于为富人和为数不

多的外国大企业逃税提供服务。

    2 0世纪6 0年代，在欧洲产生了被认为是自银
行票据产生以来最重要的货币“创新”：欧洲美元

市场。所谓欧洲美元是指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
泛指所有在发行国之外借贷和储存的外汇。尽管

这种形式的货币流通早在5 0年代以前就存在，但
到5 0年代末的发展由于英格兰银行允许两种外币
在英国流通并不受限制而加速了。事实＿＿上，正因

为变成了欧洲美元的交易中心，加之固定汇率向

浮动汇率的过渡的促进P] ,    “避税天堂”才能在
今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避税天堂”的性质决定了很难给出有关它的
精确的数据。如果从资产和负债的情况看，2 0 0 5
年“避税天堂”占国际银行业业务的5 0 %，国际
贷款的一半来自那儿，国际储蓄的一半流向那里。

也就是说，从整体上讲，国际金融的一半业务发
生在“避税天堂”。

      一种比较普遍的分析认为，如果从来自“避
税天堂”的资本流动的地理分布来看，这些境外

金融中心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伦敦；奥地利，

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其它发达国家；其它地

区，它们所占的比例大致为40%,  30%,  30%0
    人们习J质于把“避税天堂”首先看成是从事
金融活动的。现有数据一致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跨

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投向这些境外金融中心。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UNCTAD, 2005] 121
表明从上个世纪的9 0年代起，这个比例在上升。
对美国跨国乏护司对外投资的研究表明，其对英属

群岛加上牙买加的投资，或对百慕大群岛单独的

投资均超过其对中国的投资。其实这些投资只有

很少部分留在这些岛上，绝大部分都通过这里再

投向其它地区。欧洲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30％流向“避税天堂”0 2005年占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来源国家和地区第一、二位的分别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维尔京群岛，两者都被认为是“避税天

堂”。法国外国直接投资的47％也来自这类地区，
其中三分之一来之荷兰，而邻国英国则占第二位。

所以有人说：欧盟是它自己的“避税天堂”。正如

联合国贸发组织在 2 0 0 5年 ( 界投资报W) 中指
出的，这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大打折扣！

      “避税天堂”也是“洗钱”之地。尽管有不少
人努力作出一些估计，事实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有

多少脏钱在那里流通。否则脏钱也许就不会大量
流向那里了！人们往往只是从那些骇人听闻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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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略知一二，留下的常是不尽的沉思和疑问。

陈水扁和黄光裕案就是具体的例证。

    互联网的出现还使这些“避税天堂”从提供
所谓“方便旗”向电子商务发展，其在低赋税、

保密、匿名、虚拟地址、无限制性约束和特别短

的电话号码等方面的特点显示出竞争优势。

    二、“避税天堂”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
    在这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
蔓延，我国超外向型经济模式经受严峻考验的时

候，商务部对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的裁决引起了

人们的深深思考：可口可乐企图垄断中国饮料市场

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国内各界的担心是完全合

情合理的。然而，汇源管理方对并购所持的暖昧

态度却一直令人不解，这和一个民族品牌应有的
姿态大相径庭。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最开放

的国度，这一点连有点良心的外国人都承认，可

国外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企图以此作为中国排挤

外资的证据，向中国政府施压。不过，如果说这

一切还多少可以理解的话，有关方面最终的一个

解释却使许多坚决捍卫民族品牌的人大为吃惊：

可口可乐和汇源都是外资公司。其实，早些时候，

一位比较权威的人士已经就汇源的企业性质做过

说明。但这一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却十分有限，

这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研究外资进人中国情况的人遇到的第一个问
题，也为国外研究“避税天堂”的机构和学者经

常引用的事实之一是：截至2007年底，在对华投资
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占投资企业总数的45. 19%,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 9 . 0 2 %。以香港的经济实
力，这本身就很蹊跷！但人们对此也似乎已经熟

视无睹了。而几乎不为人知的维尔京群岛竞占

9 . 3 8 %，还有什么开曼群岛和莎摩亚竞占第1 0 ,
第1 1位，和英国、德国在中国的投资相当！这里
面还不包括常被统计放在“其它”一项中的部分。

而 2 0 0 7 年上述三岛在我国的投资则达到了
25 . 5%。它们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大？投资资金在这
些人口往往不上万又毫无工业基础的弹丸之地迁

回的目的是什么？不多的可以查证的官方解释之

一非常简单：台湾的一些企业为了规避地方当局

的限制而通过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对大陆投资。这

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远不能解释如此巨大的

数目，因为台湾在大陆投资从正常渠道进人的数

目就相当可观，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第五位。一

个不争的事实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资

金。国内资金外逃的一个目的就是偷税，之后又

返回国内享受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多年来困扰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是，来中国投资的外资

企业过一半亏损，但仍长期呆在中国。这似乎违

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从国外的报道和研究看，

这种奇怪的现象也可以从“避税天堂”那里找到

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为了

避税在其分公司间进行价格转移，用虚高成本掩

盖利润，以至出现亏损。

    在当今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占
6 0 %。如果说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收的差别，通
过内部价格转移避税还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
其通过在“避税天堂”设立的分公司的价格转移

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因为许多这样的所

谓“境外金融中心”不征税。根据一个国际组织

(McNair, D and A Hogg, 2009 )13]的研究，从2005
到2 0 0 7年的3年中，中国政府因此而遭受的税收
损失达4 0 0多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由国外通过
价格转移进人欧盟和美国的资本达1 1 , 0 0 0亿美
元。这使相对应资本输出国的税收收入的损失高

达3,654亿美元！中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害国。
除了俄罗斯之外，尼日利亚、越南、巴基斯坦和

孟加拉国等则是低收入国家中受损最大的。有关

中国的极端例子是：在2 0 0 5到2 0 0 7的3年中，
欧盟从中国进口了4千万台冰箱冷冻机，每台价
格0 . 2 7欧元，该研究认为中国仅此一项的税收损
失达100亿美元！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最大危
害是巨额外汇储备面临贬值的巨大风险。众所周

知，我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主要是从2 0 0 2年开
始的，尤以2 0 0 5年一2 0 0 8年的增加最快，达
1 1 , 2 7 2亿美元。占外储累计总额的5 8 %。在外汇
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中，贸易顺差从2 0 0 5年到
2008年四牵的总量为8,866亿美元。而2008年当
年的增加值更是高达2,954.6亿美元，占外储累计
总量的1 5 . 2 %。但2 0 0 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却只有
320 . 90亿美元。事实上，这是1994年人民币大幅
度贬值至2 0 0 4年我国贸易顺差最多的三个年份之
一。我们知道，外贸顺差是出口大于进口的部分。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就是新创造的财富。四年内外贸增加值增

加近1 0倍！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这是绝对不可能
的，更何况我国的外贸宏观经济效益是非常差的，

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差的话。这是我国外贸的真正

软肋！事实上，根据张明和徐以升（张明，徐以

升，2008 )(41的测纂，从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
度，累计流人中国的热钱为12,032亿美元，大部
分是通过贸易流人的。加上这些热钱的累计收益
5,510亿美元，共计17,542亿美元，约为2008年
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余额的1 0 4 %。而几乎在
上述研究结果被公布的同一时间，国家外汇管理
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竞说：没有热钱进入

中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张、徐在研究中用到

的一些数据和方法选择不是最理想的，上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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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存在误差，但其得出结果的基本依据是足够

充分的，因而是完全可信的。总而言之，通过贸

易的资本流人只能是高报或虚报出口，而这无疑
和“避税天堂”有联系。

    对张明和徐以升上述测算的另一个佐证是中
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2009) 151在驳斥
所谓中国造成金融危机的论调时指出的下述事实：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

贸易格局的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

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

    过去2 0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低附加
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结果使发达国家

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依靠进口。新兴市场

国家的贸易顺差就是这种新的分工条件所产生的

必然结果。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被动地选

择了这种分工模式。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全球产业

转移的必然结果，具体有以下三种表现：一、从

1 9 9 9年开始，加工贸易顺差均高于当年贸易顺差
总额。2 0 0 8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为1 , 8 0 0亿
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则达到2,100亿美元；二、
从2 0 0 2年到2 0 0 7年，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总顺差
的比例从3 1％提高到51 %0  2 008年前三季度，外
资企业的顺差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 1 %；三、具有
明显的出口转移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发达

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制造业也向中国转移。近年来，中国在对美欧姻
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东亚和一些石油输出

国的逆差却在不断扩大，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贸易

顺差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由此得出

的必然结论是：加工贸易的扩张是中国外汇储备

猛增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地区的

跨国企业为了汇率、利率的特大利好（据估算，

同一时期仅此两项的年收益可达巧％）、疯狂市场

扩张及规避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而将大量资

金通过加工贸易转移到中国。而加工贸易大进大

出的特点及中国经济管理难以置信的漏洞无疑为

跨国公司搞价格转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无疑

也是外资大量涌人中国的原因之一。很显然，这
里存在大量低报进口和高报出口的情况。根据马
骏网的调查，内外资企业在中国搞价格转移主要

发生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区被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指为“避税天堂”不令人惊奇。虽然出于

国家主权等的考虑，在G2 0峰会上中国政府拒绝
了某些外国政府将其列人“避税天堂”正式名单
的要求，港人不应只躺在“一国两制”上，而应

自觉地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漏洞
之大是何等惊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危机已经显

现之后大量炒股浮亏8 0 0亿美元。就在国内外利

差悬殊，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我国对外贸易账

面顺差巨增，危机狂风满楼的背景下，我国有关

人士却沉浸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憧憬之中。直到外

储累计总额快达 2 0 , 0 0 0亿美元时才如梦方醒
(Krugman, 2009)mo
    三、限制“避税天堂”的政策措施和努力
    1 9 2 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金融大会上提
出了双重课税的问题，当时很关心这一问题的首

先是外交官。他们往往不得不交两次税。1 9 2 2年
召开的另一次大会上又提出了资本外逃及逃税的

问题。法国等国要求在双边征税协定的基础＿L制
定最小限度的控制资本的规范，协调各国的税收

政策，但遭到了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和国际企业

联合会的反对。后来的一系列会议都没能取得任
何进展。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总统在1 9 3 7年责成
其财政部长亨利·默经图在经过填密调查之后形

成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谁偷税，如何偷

税，由什么人辅助（律师）等一系列问题，并强

调牵扯到的巨大数额。遗憾的是，这些努力由于

二战及其它原因而中断了。

    从上个世纪的6 0年代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提倡各国税务部门之间的合作，联合国和欧盟

的有关机构也开始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但成果不
大。比较大的努力又一次来之美国。上个世纪7 0
年代末，美国政府发现一些银行通过欧洲美元市

场避开美国政府货币政策的限制，美联储选择对
在境外金融中心有业务的银行进行限制，并要求

其它央行予以合作，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和瑞士的

全力反对下失败了。由于银行利益集团对参议院

的影响，“欧洲外汇市场控制法案”也未能通过。

1 9 8 1年，  由卡特政府任命的高级税务专家理查
德·戈登发布的报告，可谓对“避税天堂”国际影

响的第一次严肃考察。该报告批评美国公司的

“叛国”行为，研究其逃税机制，主张取消境外银

行的帐户信息完全保密，并威胁对其进行惩处。

可惜的是，就在同一年，，美国政府屈服于美国金

融业利益集团，同意在美国国内建立所谓“境外

金融区”，以吸引外资。在这种特区内，实行免

税，取消限制。这种政策遭到了来之英国的强烈

反对！却被日本政府加以复制。此举无疑加快了

资本的国际流动。同一年内发生在美国的这种似

乎戏剧性的变化，将其政策背后的利益博弈暴露

出来了。

    从1 9 9 8年开始，限制“避税天堂”的各种努
力进人了一个所谓的“黑名单时期”。这一时期的

特点是，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特别是欧盟为了在经济一体化

的过程中避免各国之间在吸引投资时的“有害税

收竞争”而试求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在这一过



贺长年，安晓红：国际金融危机视角下的“避税天堂”

  程中，列人“避税天堂”名单的国家和地区往往
  从几十个到几个变化不定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尽管从非官方的角度讲，国际大银行之间迫

  于反恐的压力，在它们之间进行磋商，没有取得
  什么进展。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反之，西方一
  些左派组织［[ s1和宗教团体始终为此进行着不懈的
  努力。由于缺少应有的资源，他们的努力常常只
  不过是一种“呐喊”。但它们采取的所谓“从指名
  到声誉”的运动，也就是通过暴露劣行国家、地
  区和企业的名单，影响舆论对“避税天堂”和不
  法企业施加压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自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要
  求限制“避税天堂”的呼声高涨，一些主要大国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并在所谓G2 0峰会上，
  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妥协之后的“避
  税天堂”名单，并将其按照所谓合作意愿和行动
  分为三类。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发生在西方国家
  的J L个事件：2 0 0 8年，列支敦士登一银行职员将
  一个光盘交给了德国的情报人员，其中存有几乎
  所有德国富人和企业在列国的秘密账户；美国政
  府也从其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查获的
  信息要求瑞士全球最大的私人资产管理银行UBS
  提供美国人的秘密帐户名单。法国政府则成立专
  门机构，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鼓励逃税者将藏在
  “避税天堂”的储蓄和资本转会国内，以应危机。
        四、结束语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
  与“避税天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英国和美国
  对“避税天堂”一直持一种十分暖昧的态度。因
）此，人们对最近取得的表面上的进展不能不产生

1某些疑虑。人们同样对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意愿表

｛示怀疑，特别是考虑到奥巴马政府有关要员的华
！尔街背景。而纽约和伦敦被认为是最大的“避税

  天堂”。那么，如何理解西方表现出来的空前一致
｛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还是危机本身。西方金
：融精英们利用浮动汇率，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控制
：和它们的硬通货和话语权敛财的实践走向了真正
（的物极必反。危机引起的萧条使它们靠高财政支
美 出维持的高消费难以为继，“避税天堂”因此成
馨了财政收人之敌。但可能还有另一深层原因：这
纂次危机受重创的是对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西方
重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和一些开放度很高，外债累
冬累的国家。过去在危机中难逃厄运的国家，象巴

  西，阿根廷及一部分资源出口型国家这次的情况
  却相对较好。西方国家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之外
馥 的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大增。所以，限制“避税天

    堂”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的流动。
        众所周知，由于政治不稳定、腐败、合资条
    件下的内外资勾结、宏观管理漏洞和信息不对称

等，第三世界国家和所谓过渡经济国家是通过境

外金融中心避税的最大受害者。但这些国家对此

好像并不关心。中国就是典型一例。G2 0以后，
世界都在行动。印度反对党认为印度有5 , 0 0 0 -
1 4 , 0 0 0亿美元的资产隐藏在瑞士和其它“避税天
堂”，声称如果执政要将其追回。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从2 0 0 2到2 0 0 6年1 , 3 7 0亿
美元的印度资产逃离到瑞士和其它“避税天堂”。

中国有2 0多万私有企业在境外注册（华夏时报，
2009)  [ 91，但其现状十分模糊。官方和媒体的集体
沉默给人一种极不正常的感觉！而据国外的一些

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的程度远比印度严重。西方

发达国家对其跨国企业通过价格转移避税的情况

是了解的，每年都和这些企业就税收问题讨价还

价，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考虑到其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波音和空中飞船就补贴

的争议中，欧盟国家提出的反驳就是美国政府容忍

其企业在境外的分公司不交税，以提高其竞争力。

    回想起阿根廷在2 0 0 1年出现经济危机后拒绝
一切来之“避税天堂”的外国投资的坚决态度，

看到美国政府对瑞士银行业的咄咄逼人之势，观

察来之德国、法国、印度，特别是欧盟的一致行

动，来之中国这个被认为是最大受害国的沉默确

实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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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focusing on tax havens once
again.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e e-
mergence of the Eurodollar market in the end of 1950'  s and more
than two-decade'  liberal capital flow are the principal steps of the
development. Almost every field of China' s outward-looking economy
has links to the tax haven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ask to regulate them, particularly G20
summit pledged to do it. 'Ihis makes us get a glimmer of hope. Our
country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key words: tax havens; transfer pricing; tax evasion; G20 Summit
                              （责任编辑：张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