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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稅務部門強化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稅務部門強化粵港澳大灣區「「試驗田試驗田」」作用作用
推動粵港澳稅收規則銜接推動粵港澳稅收規則銜接

發揮發揮「「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優勢優勢

【本報訊】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
強的區域之一。在全國兩會期間，如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

充分彰顯 「一國兩制」 的優勢，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稅務合作是
促進市場一體化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廣東稅務部門不斷深化與
港澳的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去年至
今，大灣區稅務合作迎來一系列重大突破升級，粵港澳深四方不
僅簽署了稅收合作備忘錄，還成功召開稅收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第一次四方聯席會議，達成四方稅務合作五項共識，標誌着大
灣區稅收協同發展邁入新階段。

聚焦機制對接，將 「制度之異」 轉化為 「合作之利」 。粵港澳
大灣區具有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稅收管轄區」 的特點，內
地與港澳的稅收制度、稅收征管體制和方式等存在較大差異。為進
一步加強稅收合作，去年9月，粵港澳深四方在香港簽署《稅收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四方合作備忘錄》，重點聚焦跨境稅務政策銜
接、辦稅便利化、信息共享機制等核心領域，為推動四方稅務領域
服務規則銜接、協作機制對接奠定了框架基礎。

根據合作備忘錄，粵港澳深四方稅務部門達成了五項共識，包
括共同深入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稅收服務規則和協作機制對接
融通等問題，更好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特別是着力推進納稅服
務協同，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納稅人提供優質高效智能的辦稅體
驗。此外，粵港澳深四方還將加強稅收征管協調，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納稅人跨境業務涉稅事項辦理更加順暢；加強經驗交流，及時分
享各方重要稅收征管及政策變動信息，持續推動優化稅收管理及服
務舉措。

值得關注的是，《合作備忘錄》簽署後，四方就迅速行動，召
開首次聯席會議並達成五項共識，這是四地稅務部門錨定粵港澳大
灣區 「一點兩地」 全新定位，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大力度、
更實舉措服務大灣區發展的具體實踐，這將為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
協同發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提供更加有力的稅收支持，更好服務我
國高水平對外開放。

廣東省稅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將與港澳稅務當局開展更
緊密的常態化稅收合作，積極尋找合作契機，加強經驗交流，爭取
四方合作進一步取得成果，共同推進區域稅收征管事項和服務的協
調對接，促進各類要素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打
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聚焦民生融合，將 「服務之精」 轉化為 「體驗之優」 。
除了積極加強與港澳合作外，廣東稅務部門近年來持續推動稅

收制度創新，不斷優化納稅服務，助力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例
如，在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落實方面，廣東率先試點跨境稅收服務
「雲端辦理」 ，為港澳企業提供更便捷的線上稅務咨詢與申報渠

道。此外，廣東還積極推進稅收營商環境改革，在簡化稅務流程、
提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在青年交流方面，廣東省稅
務局連續六年舉辦大灣區大學生稅收主題辯論賽，持續吸引全國各
地的青年學子、辯論愛好者相會，投入到這場灣區稅收辯論盛宴
中。在一次次稅收思辨過程中，稅收法治理念在灣區高校學子心中
生根發芽。

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國家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化營商
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等方面的部署備受關注。粵港澳的稅務專業
人士相信，隨着大灣區稅務合作的持續深化，未來將進一步增強大灣
區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邁向更高水平。

【本報訊】成立 「一帶一路」 橫琴校區、
對接澳門率先打造 「社保通」 、實行 「雙
15%」 所得稅、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域通辦
範圍……自2021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總體方案》發布三年多以來，廣東省稅務局圍
繞 「橫琴+澳門」 這篇大文章，在 「着力發展促
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新產業」 「着力建設便利
澳門居民生活就業新家園」 「着力推動琴澳一
體化發展水平加速提升」 等方面下功夫， 高
效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區域性稅收優惠
政策，在興產業、聚人才、惠民生方面持續釋
放政策效應。

在國家稅務總局的指導下，廣東省稅務局
攜手澳門財政局，推動粵澳稅務合作走深走
實。當中備受矚目的就是成立 「一帶一路」 橫
琴校區。廣東省稅務局與澳門財政局共同簽署
《關於設立 「一帶一路」 稅務學院·澳門（橫琴
校區）的合作備忘錄》，在橫琴稅務局成立橫
琴校區，進一步補充和豐富澳門稅務學院面向
葡語國家開展稅收合作與交流內容，推動粵澳
兩地稅收領域交流合作再深化，促進澳門共同
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在社會保障領域，廣東省稅務局還對接澳
門率先打造 「社保通」 ，打造社保領域跨境互
通模式。一方面，創新銜接社保領域勞動關係
規則，實現所有常住橫琴的澳門居民便利參保
全覆蓋。另一方面，讓內地赴澳門務工人員可
在橫琴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企業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滿足境內外繳費人的跨境繳納社保
費便利化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該舉措入選廣
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第一
批典型案例。

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廣東省稅務局搭建了
港澳居民稅惠快享 「規則轉換橋」 。為落實橫
琴、南沙港澳居民享受港澳稅負差免徵個人所
得稅政策，粵港澳三地稅務部門共同對 「香港
稅負」 「澳門稅負」 計算規則進行探討，逐個
突破了規則對接中的技術難點，確保對接規則
的合規性和合理性，並創新推出了面向所有類
型港澳居民的港澳稅負和減免稅款的線上測算
服務，將複雜的港澳與內地稅制規則轉換、稅
負和減免稅額計算等工作，轉換為信息系統
「自動算」 ，確保國家賦予港澳居民的政策紅
利得到充分釋放。該項舉措亦入選2024年廣東
自貿區最佳制度創新案例。

此外，廣東稅務部門還積極拓展粵港澳大
灣區內的跨域通辦服務，在境外部署 「粵智
助」 政務服務自助機，使港澳居民可直接辦理
廣東稅費業務。通過 「跨境通辦」 服務，港澳
企業和居民在香港、澳門即可享受與廣東同步
的稅務服務，極大提升了跨境辦稅便利度。橫
琴、南沙兩地還發布了全新的納稅服務承諾制
度，為港澳企業和居民提供更加透明、高效的
稅務服務。

在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廣東稅務部門成立
全國首個葡語國家及地區稅收合作辦公室，編
撰葡語國家稅收指南，為中國企業 「走出去」
提供具體指引。此外，建設 「 『走出去引進
來』 稅收服務智慧平台」 ，累計為62個國家開
具超2000份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稅收政策的精
準實施，直接促進了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經濟發
展。截至2024年度，橫琴已吸引超過6600家澳
資企業落戶， 「四新」 產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
總值比重提升至55%以上，橫琴澳資企業實現
稅收保持同步較快增長。

【本報訊】為提升 「走出去」 企業的稅務
申報便利度，廣東省稅務局在電子稅務局推出
「境外稅報易」 申報功能，通過智能校驗、自
動填單、風險提示等措施，幫助納稅人簡化填
報流程、減少錯漏，提高跨境稅務合規性。

據瞭解，以往企業在填報外國企業信息
時，需先將企業名稱翻譯為英文再錄入，增加
了翻譯負擔，同時各國納稅人識別號格式不
同，容易填錯甚至與中國企業的識別號混淆。
為解決這一問題，廣東省稅務局在系統中嵌入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供的全球納
稅人識別號規則，並支持多語種錄入，使納稅
人可直接填報原文企業名稱，減少翻譯誤差。
此外，系統還能智能比對註冊地國家與識別號
格式，發現不匹配時即時提醒，確保填報數據
規範、準確。

智能識別校驗 降低申報錯誤
不同國家（地區）的會計制度各異，申報

數據之間的邏輯關係複雜，納稅人可能因理解
偏差導致填報錯誤，如企業經營信息與財務數

據不匹配、誤選稅收選項等。 「境外稅報易」
系統可自動對填報數據進行勾稽比對，識別可
能存在的邏輯錯誤或遺漏，在申報前提前反
饋，讓納稅人及時修正，降低因填報錯誤帶來
的稅務風險和後續更正成本，同時維護企業良
好的納稅信用。

此外，針對手工填寫申報表格容易出錯增
加填報時間的問題，廣東省稅務局在電子稅務
局新增自動填單功能，可從歷史申報記錄、企
業基本信息中提取相關數據，自動填充符合條
件的申報欄次，減少重複輸入，提高填報效
率。這一功能不僅降低了企業的操作負擔，還
能確保數據一致性，幫助企業更快捷、準確地
完成境外稅務申報。

廣東省稅務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境外稅
報易」 功能的推出，是稅務部門深化 「數字稅
務」 改革的重要舉措。未來，廣東稅務將繼續
優化跨境稅收服務，依托智能化技術，為企業
「走出去」 提供更精準、高效的稅務支持，助
力企業在全球市場穩健發展。

▲稅收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主題活動

▶▶港澳青創稅務港澳青創稅務 「「雲驛站雲驛站」」

▲大灣區大學生稅收辯論邀請賽

廣東稅務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貢獻稅務力量

「境外稅報易」上線
助力企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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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發揮「「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優勢優勢

【本報訊】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
強的區域之一。在全國兩會期間，如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

充分彰顯 「一國兩制」 的優勢，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稅務合作是
促進市場一體化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廣東稅務部門不斷深化與
港澳的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去年至
今，大灣區稅務合作迎來一系列重大突破升級，粵港澳深四方不
僅簽署了稅收合作備忘錄，還成功召開稅收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第一次四方聯席會議，達成四方稅務合作五項共識，標誌着大
灣區稅收協同發展邁入新階段。

聚焦機制對接，將 「制度之異」 轉化為 「合作之利」 。粵港澳
大灣區具有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稅收管轄區」 的特點，內
地與港澳的稅收制度、稅收征管體制和方式等存在較大差異。為進
一步加強稅收合作，去年9月，粵港澳深四方在香港簽署《稅收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四方合作備忘錄》，重點聚焦跨境稅務政策銜
接、辦稅便利化、信息共享機制等核心領域，為推動四方稅務領域
服務規則銜接、協作機制對接奠定了框架基礎。

根據合作備忘錄，粵港澳深四方稅務部門達成了五項共識，包
括共同深入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稅收服務規則和協作機制對接
融通等問題，更好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特別是着力推進納稅服
務協同，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納稅人提供優質高效智能的辦稅體
驗。此外，粵港澳深四方還將加強稅收征管協調，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納稅人跨境業務涉稅事項辦理更加順暢；加強經驗交流，及時分
享各方重要稅收征管及政策變動信息，持續推動優化稅收管理及服
務舉措。

值得關注的是，《合作備忘錄》簽署後，四方就迅速行動，召
開首次聯席會議並達成五項共識，這是四地稅務部門錨定粵港澳大
灣區 「一點兩地」 全新定位，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大力度、
更實舉措服務大灣區發展的具體實踐，這將為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
協同發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提供更加有力的稅收支持，更好服務我
國高水平對外開放。

廣東省稅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將與港澳稅務當局開展更
緊密的常態化稅收合作，積極尋找合作契機，加強經驗交流，爭取
四方合作進一步取得成果，共同推進區域稅收征管事項和服務的協
調對接，促進各類要素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打
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聚焦民生融合，將 「服務之精」 轉化為 「體驗之優」 。
除了積極加強與港澳合作外，廣東稅務部門近年來持續推動稅

收制度創新，不斷優化納稅服務，助力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例
如，在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落實方面，廣東率先試點跨境稅收服務
「雲端辦理」 ，為港澳企業提供更便捷的線上稅務咨詢與申報渠

道。此外，廣東還積極推進稅收營商環境改革，在簡化稅務流程、
提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在青年交流方面，廣東省稅
務局連續六年舉辦大灣區大學生稅收主題辯論賽，持續吸引全國各
地的青年學子、辯論愛好者相會，投入到這場灣區稅收辯論盛宴
中。在一次次稅收思辨過程中，稅收法治理念在灣區高校學子心中
生根發芽。

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國家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化營商
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等方面的部署備受關注。粵港澳的稅務專業
人士相信，隨着大灣區稅務合作的持續深化，未來將進一步增強大灣
區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邁向更高水平。

【本報訊】成立 「一帶一路」 橫琴校區、
對接澳門率先打造 「社保通」 、實行 「雙
15%」 所得稅、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域通辦
範圍……自2021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總體方案》發布三年多以來，廣東省稅務局圍
繞 「橫琴+澳門」 這篇大文章，在 「着力發展促
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新產業」 「着力建設便利
澳門居民生活就業新家園」 「着力推動琴澳一
體化發展水平加速提升」 等方面下功夫， 高
效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區域性稅收優惠
政策，在興產業、聚人才、惠民生方面持續釋
放政策效應。

在國家稅務總局的指導下，廣東省稅務局
攜手澳門財政局，推動粵澳稅務合作走深走
實。當中備受矚目的就是成立 「一帶一路」 橫
琴校區。廣東省稅務局與澳門財政局共同簽署
《關於設立 「一帶一路」 稅務學院·澳門（橫琴
校區）的合作備忘錄》，在橫琴稅務局成立橫
琴校區，進一步補充和豐富澳門稅務學院面向
葡語國家開展稅收合作與交流內容，推動粵澳
兩地稅收領域交流合作再深化，促進澳門共同
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在社會保障領域，廣東省稅務局還對接澳
門率先打造 「社保通」 ，打造社保領域跨境互
通模式。一方面，創新銜接社保領域勞動關係
規則，實現所有常住橫琴的澳門居民便利參保
全覆蓋。另一方面，讓內地赴澳門務工人員可
在橫琴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企業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滿足境內外繳費人的跨境繳納社保
費便利化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該舉措入選廣
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第一
批典型案例。

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廣東省稅務局搭建了
港澳居民稅惠快享 「規則轉換橋」 。為落實橫
琴、南沙港澳居民享受港澳稅負差免徵個人所
得稅政策，粵港澳三地稅務部門共同對 「香港
稅負」 「澳門稅負」 計算規則進行探討，逐個
突破了規則對接中的技術難點，確保對接規則
的合規性和合理性，並創新推出了面向所有類
型港澳居民的港澳稅負和減免稅款的線上測算
服務，將複雜的港澳與內地稅制規則轉換、稅
負和減免稅額計算等工作，轉換為信息系統
「自動算」 ，確保國家賦予港澳居民的政策紅
利得到充分釋放。該項舉措亦入選2024年廣東
自貿區最佳制度創新案例。

此外，廣東稅務部門還積極拓展粵港澳大
灣區內的跨域通辦服務，在境外部署 「粵智
助」 政務服務自助機，使港澳居民可直接辦理
廣東稅費業務。通過 「跨境通辦」 服務，港澳
企業和居民在香港、澳門即可享受與廣東同步
的稅務服務，極大提升了跨境辦稅便利度。橫
琴、南沙兩地還發布了全新的納稅服務承諾制
度，為港澳企業和居民提供更加透明、高效的
稅務服務。

在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廣東稅務部門成立
全國首個葡語國家及地區稅收合作辦公室，編
撰葡語國家稅收指南，為中國企業 「走出去」
提供具體指引。此外，建設 「 『走出去引進
來』 稅收服務智慧平台」 ，累計為62個國家開
具超2000份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稅收政策的精
準實施，直接促進了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經濟發
展。截至2024年度，橫琴已吸引超過6600家澳
資企業落戶， 「四新」 產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
總值比重提升至55%以上，橫琴澳資企業實現
稅收保持同步較快增長。

【本報訊】為提升 「走出去」 企業的稅務
申報便利度，廣東省稅務局在電子稅務局推出
「境外稅報易」 申報功能，通過智能校驗、自
動填單、風險提示等措施，幫助納稅人簡化填
報流程、減少錯漏，提高跨境稅務合規性。

據瞭解，以往企業在填報外國企業信息
時，需先將企業名稱翻譯為英文再錄入，增加
了翻譯負擔，同時各國納稅人識別號格式不
同，容易填錯甚至與中國企業的識別號混淆。
為解決這一問題，廣東省稅務局在系統中嵌入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供的全球納
稅人識別號規則，並支持多語種錄入，使納稅
人可直接填報原文企業名稱，減少翻譯誤差。
此外，系統還能智能比對註冊地國家與識別號
格式，發現不匹配時即時提醒，確保填報數據
規範、準確。

智能識別校驗 降低申報錯誤
不同國家（地區）的會計制度各異，申報

數據之間的邏輯關係複雜，納稅人可能因理解
偏差導致填報錯誤，如企業經營信息與財務數

據不匹配、誤選稅收選項等。 「境外稅報易」
系統可自動對填報數據進行勾稽比對，識別可
能存在的邏輯錯誤或遺漏，在申報前提前反
饋，讓納稅人及時修正，降低因填報錯誤帶來
的稅務風險和後續更正成本，同時維護企業良
好的納稅信用。

此外，針對手工填寫申報表格容易出錯增
加填報時間的問題，廣東省稅務局在電子稅務
局新增自動填單功能，可從歷史申報記錄、企
業基本信息中提取相關數據，自動填充符合條
件的申報欄次，減少重複輸入，提高填報效
率。這一功能不僅降低了企業的操作負擔，還
能確保數據一致性，幫助企業更快捷、準確地
完成境外稅務申報。

廣東省稅務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境外稅
報易」 功能的推出，是稅務部門深化 「數字稅
務」 改革的重要舉措。未來，廣東稅務將繼續
優化跨境稅收服務，依托智能化技術，為企業
「走出去」 提供更精準、高效的稅務支持，助
力企業在全球市場穩健發展。

▲稅收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主題活動

▶▶港澳青創稅務港澳青創稅務 「「雲驛站雲驛站」」

▲大灣區大學生稅收辯論邀請賽

廣東稅務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貢獻稅務力量

「境外稅報易」上線
助力企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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