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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非 洲 税法 结 构具有规 范性 ， 但税收 法规 尚 未健 全 。

虽 然每个 国 家的税制 不 同
，
但 大部分非 洲 国 家 实行政府分级税收管

理体制 。 当前 ， 非 洲 多数 国 家 处 于 经济改革阶段 ，
各 国 出 台 的税收

法律往往不成熟 ，
缺乏足够 的稳 定性 。 很 多在 非投资企业 常 常 意 外

违规
，
遭遇 巨 额罚 款等税务 问题 。 我 国 在非投 资企 业 需要及时 跟踪

了 解非 洲各 国税法 动 态 、 通过合理税收筹 划 降低税务成本 ， 我 国 政

府部 门 需要加强 与 非 洲 国 家 的 税务合作 ，

以 为 更 多在 非 投资企业提

供税收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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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和 中非合作论坛 的推动下 ，
近年来 ， 中非产 能

合作快速增长 。 至 ２０ １ ５ 年底 ， 中 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３４６ ．
９ 亿美

元
， 占 中 国对外投资存量的 ３

．
２％ 。 有超过 ３０００ 家 中 国企业在非洲地 区

的 ５ １ 个国家开展 了投资 ， 投资覆盖率为 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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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比较难以解决的就 是税务问题。 目 前在非洲投资的 中国 公司 的一个

普遍现状就是属地化程度不足 ， 由于不了解相关税收法规及其发展 动态 ，

中 国在非企业频繁遭遇恶意征税 、 巨额罚款等税 收问题 ， 影 响 企业在非

洲的长期发展 。 本文通过对非洲 国家税收及税 制改革情况进行分析 ， 为

在非洲进行投资贸易 活动的 中 国企业提供
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

一

非洲税收政策现状

（

一

） 非洲 国家税法的特征

虽然非洲各 国税收的具体立法 、 政策各有 不同 ， 但是也有共性 ， 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 税法结构具有规范性

非洲各个国家的税法具体内 容虽 然千差万别 ， 但各 国税法一般都有

固定的基本要素 ， 如 ： 税收主体 、 征税对象 、 税 目 、 税率等。 税 收要素

的 固定性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税收 固定性 的 实现 ， 便于非 洲国 家税收

法律制度的顺利实施 。 此外 ， 非洲很多 国家一般实行
“
一法一税

”

， 即按

单个税种立法 ， 作为征收税费时具体的 、 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

２
． 税法规范的技术性

一方面 ， 非洲国家税法力求与 司 法秩序保持协调 ，
另 一方面 ， 又要

确保税收征收征管 的实效 ， 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设计 中 就表现出

税法的技术性 。 税法的 技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在非洲国 家的

税收实体法中 ， 在具体税 目 的选择 、 税率的 确定 、 特别是优惠税率的 确

定等方面 ， 都表现 了税法规范 的技术性 。 二是在非洲 国家的税收程序法

中 ， 在税务登记制度 、 发票制度和管辖制度等方面 ， 都体现了 税法规范

的技术性 。

３ ． 税法规范的可操作性 、 预见性不强

目前 ， 非洲很多国家的税收制度 、 税收法规 尚 不健全 ， 非洲各 国政

府时常需要对各类税 收政策进行调 整 ， 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 的需要 。 由

于非洲 国家的税收调整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清晰的解 释 ， 在执行过程 中往

往 出现脱节现象 ， 从 而导致人们对 税收法律 的权利义 务关系难 以预 见 。

这种多变的税收政策令众多国 内外企业无所适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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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非洲国家税法 中的 主要税种

目 前非洲很多国家 的税收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 接税 。 例如 ： 肯尼亚

税收中直接税包括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 间接税包括增值税 、 关税 和 国 内

消费税 ；
坦喿尼亚税收 中直接税指收人所得税和财产税 ， 间接税指消 费

税和国 际贸易税 ； 佛得 角 税收 中 直接税包括 职业税 、 附加税 、 商业税 、

房地产税 、 遗产税 、 不动产交易税 ，
间 接税包括 印花税 、 消 费税 、 旅游

税 、 进 口税 、 石油产品税 。 非洲 国家税法 中涉及 的 税种繁多 ， 普遍征收

的税种 主要有以下几种 。

１ ． 壜值税

增值税是以生产 、 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过程 中 实现 的增值额为征

税对象的一种间接税 ， 它 已经成为非洲 国家中 央政府财政 收人最重要 的

来源 。 但是非洲各 国 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 ， 增值税税率 的确定也存在

—定的差异性 。 除摩洛哥实行收入型增值税 、 塞内 加尔实行生产型 增值

税外 ， 非洲其他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正在进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 。

２ ． 消 费税

消费税是 以特定消 费品 或者消费行 为为征税对象 ， 以销售额或销售

数量为计税依据征收的一种间 接税 。 出于限制消费 、 节约资源 、 增加财

政收入等方面的考虑 ，
非洲 国家普遍开征消费税 ， 其在各 国 的财政收人

中 占有重要地位 。

目前 ， 非洲国家主要是采用有限型 消费税模式 ， 其消费税征税范 围不

是很广 ，
税类和税 目通常在 ２０

—

３０ 种
，
主要集 中在奢侈品 、 髙能耗 消费

品 、 限制消费品 、 不可再生资源和一些有特定财政意义的普通消费品上。

３ ．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 （ 自 然人 ） 取得 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

是非洲 国家现行税收体系 中的主要税种之一 。 个人所得税制 大体上可 以

分为三类 ： 即分类所得税制 、 综合所得税制和分类综合 （ 混合 ） 所得税

制 。 非洲国家大多采用分类所得税制 ， 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 ， 分别

规定不 同的费用 减除标准 、 不同 的税率和不同 的计税方法 。 非洲 国家在

税率上主要采用累进税率 、 比例税率 。 由 于非洲 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不

同
，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

４．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国家参 与企业利润分配 ， 正确处理 国家和企业分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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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个重要税种 ， 是非洲 国家税收收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由 于非洲各

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
一

， 其企业所得税 的立法也存在差异 ， 其 中在企业

所得税率的确定方面表现得尤为 明显 。

目前 ， 非洲各国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表现 出 明 显 的下 降趋势 ， 结果

将会使非洲各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在
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基本趋同 。 降

低税率与拓宽税基往往是同步进行 的 ， 非洲 国 家在 吸引外 资的过程 中也

在拓宽税基 。 同时 ， 为 了消除经济发展 中 的 一些不利 因素 ， 非洲 国家纷

纷借鉴国际经验 ， 努力建立科学 、 公平和富有竞 争力 的企业 所得税制 ，

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

Ｓ． 关税

关税是指 由海关以进出 关境或 国 境的货物或物 品 的流动额为课税对

象征收的一种税 。 非洲许多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
也有少数 国 家采取

较为 自 由 的贸易政策 。 为了维护本 国 的经济利益 ， 加 强经济贸易方面 的

合作与交流 ， 目前非洲很多 国家实行差别税制 ， 其基本原则是基本所需

物 品低关税 ， 奢侈品高关税 ；
中间 产 品和资本物品 低关税 ， 消费 品高 关

税
； 本国不能生产 的产品 低关税 ， 本 国能生产 的产品高关税 。 对 非洲 国

家来说 ， 关税不但是各国 的经济调节工具 ，
也 是国 际经济合作 与交 流的

一个重要手段 。

（ 三 〉 非洲 国家的税收征管

１． 税收征管机构

加强税收征管可使税收实体法的 内容从纸面落实到实际 ， 从而保证

税收法律的贯彻。 为 了防止监控不力 ， 造成税源失控 ，
很多非洲 国 家把

间 接税的征管纳人 同
一个税务管理专业机构 。 坦桑尼 亚 、 尼 日 利亚 、 乌

干达 、 赞 比亚 、 肯尼亚等 国家的税务机关都设立 了增值税 的专 门化征收

机构 。

一些国家加强 了税收机构 的管理和改革 ， 以促进税 收征管工作 的

顺利进行 。 例如 ： 西部非洲的 塞拉利 昂主要设立了隶属于财政部 的境 内财

政收人局 ， 负责征收进 口关税 、 消费税和销售税 、 所得税 。 东部非 洲的

赞 比亚设立了税务局 ， 负 责管理和征 收各类税收 ， 税务局的执事机构是

董事会 ，
下设所得税委员 会 、 关税和 消费税委员 会 、 增值税和直 接税 委

员 会 。 肯尼亚设立了包括所得税部门 、 增值税部 门 以 及关税和国 内 消 费

税部门的税务局 ， 主要 负责估税 、 征 收中央税和执行税法 。 南部非洲的

莱索托成立了职能税务署 ， 专门负责莱索托的税收管理与改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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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税收管理体制

大部分非洲 国家实行政府分级税收管理体制 。 例如 ， 尼 日 利亚制定

了 比较完整规范的税法 ， 并且在全国 实行比较 系统 的税 收征管体 系 ， 为

了与其三级政府管理制度相对应 ， 尼 日 利亚 的 税收管理部门 也是实行联

邦政府 、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级管理 。 南非实行 中 央 、 省和地方三级课

税体制 ，
在南非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都主要集 中在 中 央 ，

税 款也主要 由

中央征收 。 肯尼亚也是实行分税制 ， 其 中 中央政府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 ，

肯尼亚地方政府主要征收房地产 税 、 贸易许可费和服务性 收费 。 另外 ，

坦喿尼亚 、 苏丹 、 埃塞俄 比亚等 国家都 已经建立 了分税制 。 实行分税制

有利于调动非洲国家地方政府开辟税 源 、 增 加收入的 积极性 ， 也便于中

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 。

３． 税率减免和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 非洲 国 家之间 的税收竞争 日 益激烈 。 为发展经

济寻求外资 ，
很多非洲 国家不惜 以牺牲税 收收人 为代价 ， 大幅度降低税

率 ， 推行零关税 。 这些措施 的确使国 家经济有 了较快发展 ， 但它是 一把

双刃剑
，
在取得发展的 同 时也带来了 负 面影 响 。

一是使外来 资金聚积在

高利润行业 ；

二是外国投资者卷走 了大部分的利润 ， 损害 了 国家的税 收 ，

使民族产业发展艰难 ；
三是这种 国家 间的税 收竞争愈演愈烈 ， 使得经济

规模小的非洲 国家明知减税不是最好的选择 ， 仍不得已而为之 。

适度 的税收竞争有利于 国家 降低税负 ， 吸引外来 的 资金 、 技术 ， 促

进国际经济发展及税收 中性原则 的贯彻 。 而过度 的 国际税收竞争是有害

的 、 恶性 的 。 无论是促进和 引导 良性税收竞争 ， 还是抑制和禁止恶性税

收竞争 ，
均需加强 国际税收协调能力 。 为应对 激烈 的 国 际竞争 ， 非 洲 国

家开始重新研讨税收优 惠政策 ， 纷纷加强区 域合作 ，
对税法进行修订和

完善 ，
以避免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 。

２００５—２０ １２ 年 ， 非洲各 国 的 国 内 总收人稳步上 升 ，
２０ １２ 年达到峰值

５６ １５ 亿美元 。 然而 ， 由 于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 （尤其是油价下跌 ） ，
２０ １ ３

年之后 ， 收人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
从 ２０ １２ 年到 ２０ １５ 年

，
非洲各国 的国

内总收人下降了２２ ．２％ 。 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 同期资源收入大幅下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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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 ７％
。 而非洲各 国 的 税收收人水平 则 较平稳 ，

２ ００５

—

２０ １ ２ 年
，
税收 收

人 占 国 内总收人 比重基本保持在 ５０％ 左右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５ 年 ，
税收 占 国 内

总收人的 比重则不断提升 ，

２０ １ ５ 年
，
达到 了６３％ 。 如 图 １ 所示 。

平均

图 １２００ ５
—

２０ １ ５ 年非洲各 国 国 内 总收入

资料来源 ： 根据 《非洲经济展望 ２０１ ７
》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ａｆｒｉｃ ａｎ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 ｏｕｔ
ｌｏｏ ｋ． ｏｒｇ

／
）
研究整理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０ＥＣＤ

） 以 １ ６ 个 主要 的非洲 国 家 （ 佛 得角 、

喀麦 隆 、 科特迪瓦 、 刚 果 民主共和 国 、 加纳 、 肯尼亚 、 毛里求斯 、
摩 洛

哥 、 尼 日 尔 、 卢旺达 、 塞 内 加尔 、 南非 、 斯威士兰 、 多 哥 、 突 尼斯 和乌

干达 ） 为对象 ，
分析 了 这些 国 家 的税收收入和非税 收 收人状况 。

？研究结

果表 明 ，
２０ １ ５ 年 ，

１ ６ 个 非 洲 国 家 的 平均 税 收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达 到 了

１ ９ ． １ ％ 。 税收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范围 ，
从 刚 果 民主共和 国 的 １ ０ ． ８％

，
到突尼

斯 的 ３０
．
３％

。 除 了摩洛哥 、 南 非和 突尼斯外 ， 其余 １ ３ 个非洲 国 家 的 税收

占 ＧＤＰ 比重均低于拉 丁美 洲 和 加 勒 比地 区 （
ｔｈｅ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 ｒｉ ｃ ａｎａｎｄｔ

ｈｅ

Ｃａ ｒ
ｉ
ｂ ｂｅａｎ

，ＬＡＣ
） 的 平 均 数 ２２

．
８％

，
该年 度 ＯＥ ＣＤ 国 家 的平均 水 平 为

３４
．
３％

， 见图
２ 。

２０ １ ５ 年 ， 尽管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下跌 ，
以及 由 于发 达 国家 从金

融危机 中复苏缓慢
，
全球需求 疲软 ， 但非 洲 的 ＧＤ Ｐ 增 长依 然强劲 。 从

２０ １ ４ 年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非洲 １ ６ 国 的平均税收 占 ＧＤ Ｐ 的 比重增加 了０． ３７ 个百

分点 ，
低于 ＬＡＣ 平均 水平 （

０ ． ６３ 个百分 点 ） ， 高 于 ＯＥＣＤ 的 平均 水平

（
０ ． ０９ 个百分点 ） 。 除 了 肯尼亚 、 突 尼斯和 摩洛哥 ， 其余所有国 家在 这段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ＥＣＤｈ＜ 非洲收人统计 ２〇 丨 ７》

，
（ １叩 ：

／／８６ ４？！
｜１

．
＜^ ？１

． 〇＜ １ １？／１＾＜ ：

－

ｎｕ ｅ
－

ｓ ｔａ ｔ ｉ ８ ｔ ｉｃ８
－

ｉｎ
－

ａｆｒ ｉ ｃａ
－

２０ １ ７
－

９７ ８９２６４ ２８０８ ５４
－

ｅ ｎ
－

ｆｒ ． ｈ ｔｍ
， 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７年１ １月１ ０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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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 ＯＥＣＤ 税收统计数据库 （
ｈ ｔｔｐ ： ／／ｃｋｄｏ ｉ． ｏｒ ｇ／

１ ０． １ ７８７／ ｂｅ７５５７ １
１
－

ｅ ｎ
）研究整理 。

时 间 内 的税收 占 ＧＤＰ 之 比都有所上升 。 佛得角在 ２０ １４ 年至 ２０ １ ５ 年间增

长最快 ，
增 长 率 为 １ ． ８０ ％

，
紧 接 其后 的 是 南 非 和 乌 干 达 ， 增 长 率 为

１
．
 １ ４％ 和 １ ． ０９％ 。 佛得角 的增长是 由税收改革和税收管理现代化推动 的 。

在 南非 ，
税收改革之后

，
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增加推动 了这一增 长 。 在 乌

干达 ， 这
一

增长主要来 自 于主要的税种 ， 见 图 ３ 。

２
「

１ ． ８

－

°－ ５９
－

０．６８

－

０ ．９２

图 ３２ 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年非 洲 １ ６ 国 、 ＯＥ ＣＤ 、 ＬＡＣ 税收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资料来源 ：
根据ＯＥＣＤ税收统计数据库 （

ｈＵ ｐ ：／／ｄ ｘ．ｄｏｉ
． ｏｒｇ／

１０ ．

１ ７８ ７／ｂ ｅ７ ５５ ７ １ １
－

ｅｎ
）

研究整理 。

^
０ ．２６

１

０ ． ３４

０

３ ７

门

３０ ．６
【

０ ．７２

ｎ

０． ７５

ｎ

８４

．９８
ｆ

ｏ
．０９

ｎ

１ ４
１

ｎ

变
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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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００ 年以来 ， 非洲 １ ６ 国 的平均税收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增加 了４ ． ９７ 个

百分点 ， 接近于 ＬＡＣ 地区平均水平 ４ ．８８ 个百分点 。 相 比之下
，

ＯＥ ＣＤ 的

平均增长速度要慢得多 （０ ． ３ １ 个百分点 ， 见图 ４ ） 。 ２０ １ ５ 年 ，
所有 非洲 国

家的税收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都髙于 ２００ ０ 年 。 税收 占 ＧＤＰ 之 比增长 的 主要驱

动力 来 自 于商品 和服务 的税 收 收入 ，
特别是增值税 占 总税收 的 ３ １ ． ５％

，

所得税占 总税 收 的 ３２ ． ４％ 。 然 而 ， 社会保障缴纳 、 财产税 和其他消 费税

的增长则要慢得多 。 不包括社会保障金 的 贡献 ，
非洲 １ ６ 国 的税收结构与

ＬＡＣ 很相似 ， 但 ＬＡＣ 社会保障金 占 ＧＤＰ 比重 的平均水平是非洲 平均水平

的两倍多 。

％
４０

「

一＾ 非洲 １ ６国平均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 ５

Ｕ

１
０

？

ＬＡＣ平均

？
３ －９６３３ ．２３３ ３ ．

１ ５３３ ． ５６３３ ． ７ １

—ＡＡＡ
？〇



ｉ

－ ＯＥＣＤ平均

．

３３ ．４ ８ ３３ ． ０８ ３ ３ ．７７
３２ ． ５７３ ３ ． ８ １３４ ． ２７

２〇 ． ９


２ １
． ２６２ １ ．２６

２０７６

＃／＃＼ＯＶＶＶＶ
、

ＡＶＶＶ
４
５
 （年份 ）

图 ４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５ 年非洲 １ ６ 国 、
ＯＥＣＤ 、 ＬＡＣ 总税收 占 ＧＤＰ 比 重

资料来＊ ： 根据ＯＥＣＤ税 收统计数据库 （ ｈｔｔｐＡｄｘ． ｄｏ ｉ ． ｏｉ
＊
／ １０． １ ７８７／ ｂｅ７ ５５７ １ １

－

ｅｎ ）

研究 整理 。

非洲各国 的税收结构各不相 同 。 肯尼亚 、 南非和斯威士兰从所得税

征缴 中 获得 了 大约 一半 的 税 收 收 人 ， 而所 得 税 收人 在 多 哥 的 比 例 为

１ ８ ． ６％
， 卢旺 达为 ３７

．
６％

。 摩洛哥和 突尼斯 的社会保 障金 比例最高 （ 分

别为 ２ ９ ．５％ 和 １ ７ ． ０％ ） ， 而非洲 其他国家 的社会保障金份额仍然很小 ，
在

佛得角 、 加纳 、 肯尼亚 、 南非等 国 的比例还不到 １ ． ５％ 。
？

① 经济合 作与发 展 组织 （
ＯＥＣＤ

） ：
《 非洲 收人 统 计 ２０ １ ７ 》 ， ｈ ｔ ｔｐ ：

／／ｓｅａｒｃｈ ．ｏ ｅｃ ｄ ． ｏｒｇ／ ｔａｘ／

ｒｅｖｅ ｎｕ ｅ
－

ｓ ｔａ ｔ
ｉ ｓｌ

ｉｃｓ
－

ｉ ｎ
－

ａ ｆＶ
ｉｃ ａ

－

２０ １ ７ 
－

９７ ８９２６ ４２８０８ ５４－ ｅｎ
－

ｆｒ ．ｈ ｔｍ
， 访 问时 间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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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非洲税制改革动态

在经济全球化的 时代背景下 ， 非 洲国 家为了 改善投 资环境 、 吸引外

资 、 融人国际市场 ，
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相应 的税制 。 非洲各 国税 制改

革 的主要 趋势 是 ： 简化 税 制 、 拓宽税基 、 加 强稽 征 管 理 、 提 高效率 。

２０ １ ５
－ ２０ １ ６ 年 ， 非洲各地区主要 国家的税制改革动态如下 。

（

―

） 东 部非洲

１． 肯尼亚

为更有效地驱逐市场上的走私品 ， 肯尼亚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起扩大 了消

费税征收范围 ， 消费税货物管理系统使用范围 也从超市和连锁酒店类 的

消费者扩大到生产商 、 进 口商 、 分销商及零售商 。

为保证增值税 （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
，ＶＡＴ ） 收取 ， 肯尼亚税务局发表

新预扣税指南 ，
业主将收取 ６％ 预扣税 ， 供货商将主动上交剩余的 １０％ 。

然而为 了支持发展新能源 ， 肯尼亚对进 口太 阳能 电站设备免征增值税 。

为了保护矿产和石油等资源 ，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 肯尼亚开始对矿产

和石油业征收资本利得税 ， 外 国投资者将被征收处置该行业固 定资产所

得收益的 ３７ ．５％
， 本 国投资者税率为 ３０％ 。 根据税收指南 ， 该所得收益

指交易价格超出经调整后成本 的部分 。 该税率几乎为其他资产 （ 包括土

地 、 建筑等 ） 的资本利得税 （５％ ） 的 ８ 倍 。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 肯尼亚颁发 《旅游税收法令 ２０ １ ５ 》 以取代之前 的 《餐

饮培训及旅游发展税收法令 》 ， 规定所有旅游部门统一收取 ２％ 的税 以减

轻酒店业投资者负担 。 ９ 月 ， 肯尼亚通过经济特区法案 （其中蒙 巴萨 、 拉

穆和基苏木被作为经济特区试点 区域 ） ， 确定 了经济特区 内 企业享有 的优

惠政策 ， 包括免除增值税 、 ２０ 年 内减免公司 所得税 等 ， 并计划在 已有出

口加工区实施经济特 区优惠政策以增强出 口加工 区活力 。

为 了防止纳税人逃税漏税 ，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 肯尼亚将蒙 巴萨港转运货

物从此前的货物运抵最终 目 的地后的 收税程序提前 至转运前 以避免货物

运输商的逃税行为 。 ３ 月 ， 肯尼亚颁布 《税收程序法案 ２０ １ ５ 》 ， 给予其税

务局审査 、 调査及处罚企业以逃税为 目 的的特殊权力 （对违反者可处以 ２

万美元与逃税金额两倍孰高 的罚款 ， 或不超过 ５ 年 的监禁 ， 或两项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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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施 ） 以制止偷税逃税 。

为了理性利用外商投资 ， 肯尼亚计划对外 国公 司 的减免税收政策进

行调整 ， 将终止一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 目 前 ， 肯尼亚 给在本地投资 的外

国公司提供大量优惠政策 ， 包括 １ 〇 年所得税优惠 ，
１ 〇 年返还红利 、 预提

税 的优惠等 。

２． 埃塞俄比亚

为鼓励外国投资 ， 埃塞俄 比亚政府推 出 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 主要体

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
１
） 降低投资限额 ，

最低投资限额从 ５０ 万美元降至

１０ 万美元 ， 与 当地人合资最低投资限额从 ３０ 万美元降至 ６ 万美元 ， 外商

从事咨询行业的最低投资限额从 １０ 万美元降至 ２
．
５ 万美元 ＾（ ２ ） 扩大减

免税优惠范围 。 外 国投资者用于投资项 目 的 资本货物 ， 如机械设备 、 建

筑材料等 ， 以及相 当于资本 货物价值 １５％ 的零配件可免征进 口 关税 ， 并

可免税转让给同等资格的投资者 。
（
３

） 为外 国投资者 提供保护 。 外 国投

资者可按当 日银行 比 ｔ将利润和红利 ， 偿付外部贷款的本 金与利息 ， 外

国投资者将企业 出售 、 清盘或 向 当地投资者转让股份或所有权所得等可

以兑成外汇
，
并 自 由 、 免税汇出境外 。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为鼓励本土企业增加出 口

， 埃塞俄 比亚 出 台 了新关税

政策 ， 规定本土企业 在增加咖啡 、 蜂 蜜和油菜籽等 产品 深加工 附加 值 、

并实现出 口创汇条件下 ， 可以免关税进 口 机械产品 ， 而此前该政策仅面

向外国投资者 。

此外 ， 为了加强税 收征管 ， 规制企业逃税漏税 ， 埃塞俄 比亚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引进先进 的电子税务处理系统以提髙税收征管效率 。

３ ． 乌干达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 乌干达宣布将完善并推出 双重征税协定 （

ＤＴＴ
） 以规

制企业漏税逃税现象 （跨国公司多利用 ＤＴＴ 未覆盖 国家逃避税收 ） 。

为扭转出 口市场恢复和增长缓慢 的颓势 ， 乌干达于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出 台

新的 国家出 口发展战略 ， 对 出 口导向 型的企业 降低公 司税 ， 免收向 贸易

顺差大国 （ ．如印度 、 南非等 ） 出 口 企业的公司 税 ， 并于 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６ 财年

至 ２０ １９／２０２０ 财年实施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 乌干达废除了石油 、 天然气和采矿业增值税和投资阶

段所得税税收 。 ８ 月
， 撤销 了限制矿产原材料出 口 的政策 。

４ ． 卢旺达

与东非国家多趋 向于减税不 同 ，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 卢旺达政府 出 台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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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法 ， 大幅度削减投资减免税优 惠措施
．

， 规定投资者不再享有豁免增

值税的待遇 ， 也不会 因雇用员 工数量众多而 享有收入税减免 ， 只有 国家

战略性领域投资和大型投资的免税期和零关税等优惠措施还将保留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起
， 卢旺达将二手皮革制 品 （如鞋包和皮带 ） 的进 口税

从 ３５％提高至 ７０％
，
而 ７ 月 份后又提髙至 １００％ ， 以 减少皮革产 品 的进

口 、 促进本地皮革产业的发展 。

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 卢旺达政府表示将降低皮革制 品原材料进 口税
， 同 时

将二手皮革制 品的进 口税从以 往的 ３５％ 提髙 到 ７０％
，
而 ７ 月 份后更是提

商到 １ ００％ 。

Ｓ． 其他国家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 坦桑尼亚发布了新 的营业执 照法案 ， 规定任何人或组

织 申 请或更新营业执照都必须提供 由 其税务部门 出具的完税证明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 布隆迪将手工淘金者开采税费 由 以往的 ２ 万美元下调

到 ０ ． ５ 万美元 （但环保税费不变 ） 。

（ 二 ） 南部非洲

１． 南非

２０ １ ５ 年以来 ， 南非为海外投 资企业总部提供 了一些特别 的税收优 惠

政策 。
２０ １５ 年 ３ 月 ， 南非税务局发布公告 ， 规定企业总部不受南非所得

税法中受控外 国公 司规则的 管辖 ， 转让定价规则也相对宽松 ， 并 为企业

总部提供 了特别 的税收减免 ： 企业总部取得 的外 国股息免交企业所得税 ，

同时可以忽略处置外 国公司股权的 资本损益 ， 外籍人士从企业总部 收到

的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在特定情况下免征预提税 。

为 了加强税收征管 ， 南非政府在其 ２０ １５／２０ １ ６ 财年预算中宣布严格税

收合规性审査 ， 并加大力度打击逃税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 南非税务局发布了

对 ２０ １５ 年税收征管法修正案的解释性备忘录 ，
要求南非金融机构基于国

际税收标准对外国居民纳税人持有或控制的 账户进行报告 。 基于 ２０ １７ 年

实现国际税务信息交换的考虑 ， 南非 ２０ １ ６ 年预算案进一步明确 ， 未实行

信息 自 动交换的纳税人 自愿披露其海外资产 和收入的 （ 自 愿信息披露 特

别计划从 ２０ 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到 ２ ０１ ７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 可获得额外 的 税 收

减免 。

面对 国家财政难题 ， 南非宣布加税 。 南非财政部长在 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６ 财年

预算案中提出 ， 在南非经济增长缓慢及存在收益差额情境下 ， 增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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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税等将是政府进行财政稳 固的 主要措施 。 ２０ １ ５ 年 ， 南非个人所得税

最髙阶为 ４３％
， 现 已提髙至 ４５％ 。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 南非贸工部上调钢铁产品 （包括镀锌钢材 、 镀铝锌钢材 ，

以及彩钢 ） 关税 ， 从免关税上调至 １０％ 进 口从价税 ， 同时规定了数项苛刻

条件 （ 如要求生产商不许提髙产品价格 、 并降低部分产品价格等 ） 。

２
． 津 巴布韦

由 于近年来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下滑 ， 当地金矿企业经营 困难 ，

津巴布韦已经表示将考虑小 幅下调金矿业税 收以刺激黄金产量 ， 提振 当

地经济 ，
不过考虑到矿产 收人是许多矿产国 主要 的财政收入来源 ，

预计

下调幅度不会太大 。

为 了刺激钻石 生产 和 吸 引 投 资商
，
津 巴布 韦政府计划 减免铈石商

１５％ 的钻石增值税 ，
并取消 钻石切割和抛光的税收 。

津 巴布韦将于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对进 口糖征收 １０％ 的进 口税 ， 以保护 当地

食糖行业 。

３． 其他国 家

在赞比亚 ，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出 台 的矿业税法规定露天采矿矿产税率从

６％大幅提高至 ２０％
， 引发了采矿业市场的焦虑 （有大型矿业为此取消 了

１５ 亿美元的扩建项 目 ） ，
后经多方权衡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赞内 阁会议批准通

过矿业领域数个法案 ， 确定露天采矿矿产税率为 ９％
，
地下采矿矿产税率

为 ６％
， 矿业开采企业公司税率提髙至 ３０％

， 矿业加工企业公司所得税增

至 ３５％
， 同时引人利润税 ， 最 高不超过 １ ５％ 的税率 。 不过 ， 考虑到资源

矿产的不可再生性 ， 加之非洲资源保护意识趋 于增强 ， 相关税 收会趋于

上升 。

从 ２０ １５ 年起 ，
马达加斯加燃油将会采用新价格 ，

海关总署署长宣布

从 ２０ １ ５ 年起暂停豁免石油进 口关税 ， 关税将接近 ４０％ 。

（ 三 ） 西部非洲

１ ． 尼 日 利 亚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 尼 日 利亚政府把增值税税率从 ５％ 上调为 １０％
，
并将

游艇 、 香槟 、 红酒 、 烈酒等非必需品 的进 口税调增 ５０％ 。

２０ １ ５ 年 以来尼 日 利亚采取稻米进 口 配额 、 髙附加税 以及禁止进 口稻

米 、 官方购 汇 等一 系 列政策 以支 持本 地稻 谷生 产商和加 工稻 米供应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参议院成立专门 委员会重新评估农产品 关税政策 ，

认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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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减免措施导致 巨额 的关税损 失 ， 也对 国 内农产 品 生产体 系 冲击巨 大 ，

结果要求政府停止发放大米及其他农产 品进 口 免税批文 ， 同 时追 回此前

的进 口关税损失 。

２０ １ ５ 年尼 日 利亚对享受税收优惠 的油气企业进行审査 ， 出 台 限制措

施并启 动补税评估工作 ， 同时寻求大幅提髙企业的税务合规率 。

提高税基方面 ，
尼 日利亚计划在 ２０ １６ 年大幅提髙企业纳税人 和个人

纳税人数量 以提髙非石油税收收人 ， 但把相对较 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３０％降至 ２０％ 左右以支持 中小企业的发展 。

２． 加纳

为加 大对油气 行业 等的 税 收征管 力 度 ，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２ 月 加 纳通过 了

《
２０ １ ５ 能源领域征税法案 》 ， 重新调整 了石油产品 部分税项 ， 对油气类产

品征收 １ ７
．
５％ 的特别税 。 若以每桶油 ４８ 美元计价 ， 新法案将使汽油价格

上涨 ５
．
８％

， 液化气价格上涨 ２
．
９％

。

为 了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加纳规定 ， 新成立 的加纳全资

农产品企业若使用当地农产品 作为生产原材料 ， 即可享受五年的免税期 ，

五年免税期过后 ，
企业还可根据所在地区 的 不 同 ， 享受不同 的公 司税税

率优惠等 。 例如 ， 在阿克拉或特马注册 的企业可享受 ２０％ 的 优惠 ，
而除

北部三个省份外的其他企业则可享受 １０％ 的优惠 。

加纳财政部长表示 ， 烟草 的消费税税率预计 ２０ １ ５ 年会提高 １５０％ 至

１７ ５％ 。 相关的烟草消费者不得不因此承受髙 昂 的烟草价格 。

此外 ， 从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起
， 加纳取消智能手机 的进 口关税 ， 对房地产

统一征收 ５％ 的增值税 ， 将代扣所得税税率 由 １０％ 提髙至 ２０％
， 继续对

特定企业征收 ５％ 的 国家财政稳定税 ， 继续征收 １％ 

—２％ 的特别进 口税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加纳称将 限制水泥进 口 量
， 并要求水 泥进 口商 自

３ 月

３ １ 日起至贸工部进行登记 。

３． 其他国 家

多哥政府计划对购置机动车辆和转运货物征收新税 ，
以补足资金缺

口 。 不过 ，
尽管非洲 国家有意提髙税基以增加收入 ， 但鉴于降低 贫困 水

平的政策 目标 ， 大幅度提髙税基的可能性并不大 。

２０ １ ５ 年 ，
毛里塔尼亚提髙增值税税率 ， 由 原先的 １４％ 调髙 至 １ ６％ 。

大众消费品 ， 如小麦 、 食用油 、 奶粉 、 燃气等免征增值税 ， 但是稻米从

２０ １５ 年起开征增值税 ， 以保护本国 稻米的 生产销售 。 此 外 ， 烟草税 税率

也提高 ７％
， 增加的收入用做抗癌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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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北部非洲

１
． 埃及

为 了吸引外资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起 ， 埃及停止对外 国投资者征收资

本收益税 。 ７ 月 ， 埃及颁布最新投资法修改方案 ， 通过 了一系 列简化程序

以及吸引外资的措施 ， 其 中涉及税收的有 ： 减少机械设备进 口税 、 根据

相应法规免除 自 贸 区 内各项贸 易项 目 税收 。 同 时 ， 为 了弥补这些税 收优

惠带来的收入减少 ， 埃及计划在 ２０ １６／２０ １ ７ 财年全面征收增值税 。

为 了减轻 国 民负 担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埃及修订个人所得税 ， 将最 髙边

际税率从 ２５％ 降为 ２２
．５％

， 还取消 了 税率为 ５％ 的富人 （ 指年所得 １００

万埃及镑以上 ） 税 。

２ ． 其他国 家

为了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 阿尔及利亚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成立 了应急部际委

员 会 ， 制定打击非法进 口 行动计划 、 加大缉私工作力 度 。 阿尔及利 亚政

府在 ２０ １ ６／２０ １７ 财年大幅上调钢材进 口关税 以保护国 内钢铁工业 ， 来 自非

欧盟国家的钢材产品进 口关税从 １ ５％提高到 ３０％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 苏丹财政和经济规划部宣布 ，

对包括种子在内 的农业

生产资料实施免关税待遇 。

（ 五 ） 中 部非洲

１
． 喀麦隆

嘻麦隆政府根据在
“

嘻麦隆商务论坛
”

（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Ｆｏ ｒｕｍ ）

上所做 出 的承诺 ，
２０ １ ５ 年起减轻企业税负 ， 主要措施包括 ： 将公 司税税

率由 ３５％ 下调至 ３０％
，
最低包干税率由 １％ 提高到 ２％

，
取消旅行社 国际

航班佣金增值税 ，
不再退还现金交易产生的增值税抵扣 ，

由航空公司 收

取机场印花税 。

自 ２０ １６ 年起 ， 喀麦隆提 出 了
４０ 多项税收新政策 ，

实施电子通信税 、

现金金融交易税和工业用天然气配送税三个新税种 。 其中对我 国企业影

响较大的政策包括 ： 对移动电话运营商和 网络服务运营商征收 ２％ 的通信

特别税 、 对所有进 口 大米征收 ５％ 的进 口税 、 对进 口水泥征收 ２０％ 的进 口

税等 。

２． 刚果 （
金

）

为改善营商环境及投资状况 ， 刚 果 （ 金 ） 自 ２０ １５ 年起将公司 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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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降低至 ３５％ 以吸引外资 ， 同 时设立 了增值税 以弥补企业所得税降低

带来的收人减少 。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起 ， 刚果 （金 ） 首都金沙萨开始对

所有国 内外货运征收航空货运税 ， 其税率为货运成本的 １％ 。

３． 其他国家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赤道几 内亚开始对所有进 口货物收取海关进 口

关税 。 具体价格 因货物品种而定 。

安哥拉从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 在 安哥拉经 营的公司 企业税 负降低

５％ 

—

３０％
， 以促进安哥拉企业的竞争力 。

四 投资非洲的税务风险防范

面对如此多而复杂 的非洲税收政策环境 ， 到非洲投资 的 中 国企业应

该如何应对呢 ？ 当务之急 ， 我 国政府和企业需要树立
“

税收先行
”

的理

念 ， 做好税务风险防范工作 。

（

一

） 及时跟踪了解非洲各 国税法动态

当前 ， 非洲多数国家处于经济改革阶段 ， 各 国 出 台 的税收法律往往

不成熟 ， 缺乏足够的稳定性 。 例如 ， 埃及政府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决定向股市

征收 １０％ 的资本收益税和 １ ０％ 的红利税 ， 结果造成股市震荡 ，
只好决定

２ 年内暂停征收资本收益税 。 赞 比亚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出 台 了新矿业税法 ， 把

露天矿产税率提髙到 ２０％
， 在 引发矿业企业 的恐慌和坚决反对后 ，

２ ０ １ ５

年 ６ 月 又修改为 ９％ 。 在此背景下 ， 中 国企业在对非洲 国家投资过程 中 ，

由 于对投资 目标 国 的税制动态及实 际监管情况缺乏深入 的 了解 ， 很多企

业常常意外违规 ，
遭遇税务问题 ， 面临

“

走得出去
”

却
“

走不下去
”

的

尴尬局面 。

因此 ， 在非投资企业需要对投资 目 标 国进行全面 的税务政 策调査 ，

从而对 目标国 当前的 主要税种 、 税务稽査情况 、 潜在的 税务风 险等有一

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 并在 日 常经 营活动 中采取适 当的 措施 ， 以避免企业

在非投资经营的税务风险 。 然而 ， 目 前在非 投资 的 中 国企业大部分为 中

小企业 ， 单凭一 己 之力 来研究非洲各 国 最新税务政策 ， 常常力不从心 。

建议相关税务部门 和研究机构深入推进 国别税收信息研究工作 ， 做好非

洲税收政策跟踪和更新 ，
配合税务总局陆续发布非洲 国别投资税收指南 ，



非洲税收政策现状及投资非洲的税务风险防范 １ ７ ５

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纳税人可获取的境外税 收信息 。 此外 ， 有条件的地 区

要加强 １２ ３６６ 国际税收服务专线或
“

走出 去
”

服务专线建设 ， 丰富网站 、

微信等税收咨询服务渠道 ， 为在非投资企业提供最新 的税务信息和专业

咨询服务 。

（ 二 ） 通过合理税收筹划 降低税务成本

１ ． 通过转让定价方式降低税务成本

如果所要投资的 非洲 目 标 国税率很高 ， 则企业需要为其经营利润缴

纳高 昂的所得税款 。 此时 ，
可 以寻找一家低税赋 的非洲 国 家企业作 为核

心企业 ， 由 这家核心企业承担尽可能多的职能和风险 ， 而把 目 标国企业

变成一家单纯的受托生产商 ， 进行转移定价降低税收成本 。

在此方式下 ， 低税賦 国家 的核心企业 负 责寻找供货商和顾客 、 研发

生产技术 、 购买机器设备提供 给高税賦 目 标 国 企业使用 ， 聘用管理和营

销人员为 目标国企业提供管理和指导 ， 并且 由 核心企业承担市场价格波

动风险和产品质量风险等 。 而高税赋 目标国企业只管雇用工人组织生产 ，

不管市场波动均
“

旱涝保收
”

。 按照权责对等原则 ，
低税赋 国家的核心企

业取得大部分利润 ， 髙税赋 目 标 国企业取得较低 的稳定加工利润 。 在此

安排下 ， 核心企业和 目标 国企业的整体税赋将大大低 于税务筹划前 目 标

国企业税赋 ， 从而降低税务成本 。

２ ． 通过资本弱化的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资本弱化 （
Ｔｈ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 ｚａ ｔｉｏｎ

） ， 是指企业 在融 资方式 的 选择上 ， 降

低股本 比重 、 提髙负债 比重而造成企业负债与所有 者权益 的 比率超过一

定限额的现象 。 根据经济合作组织解释 ， 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 资本 的 比

例应为 １ ： １
， 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 ，

即为资本弱化。

如果中 国企业想将 自 有资金注入境外项 目公司 ， 有两种选择 ：

一是

以注册资本 的形式注入 ，
二是 以股东贷款 的形式注入 。 非洲各 国税法通

常规定 ， 境外项 目公 司 的利息支 出可 以在 当 地税前扣除 ，
因此通过股东

贷款形式注入资金 ， 可 以节省税务成本 。 但投资东道国通 常会对公 司 的

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 比例进行限 制 ， 如南非税务机关就规定 ， 股东贷款

超过权益性资本的 ３ 倍 ， 超额部分对应的利息便不允许税前扣除 。 因此 ，

在非投资企业可在
“

资本弱化
”

允许 的范围 内 ， 尽可能提高股东贷款 的

比例 ， 以降低税务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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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税务合作

１ ． 充分运用税收协定的相互协商机制

税收协定在协调处理跨境税收问 题 、 为企业避免双重征税 、 保障 中

国
“

走出去
”

企业利益 、 解决涉税争议等方面 ，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

“
一

带一路
”

倡议发起 以来 ， 我国税收协定谈签进程
“

大提速
”

， 协定网络 已

覆盖全球 １０６ 个国家和地区 ， 并与
“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 中的 ５４ 个国 家

签订了税收协定？ ， 其 中 与南非 、 埃塞俄 比亚 、 赞 比亚 、 肯尼亚 、 摩 洛

哥 、 埃及 、 尼 日 利亚 、 苏丹等 １ ５ 个非洲 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国 家税 务总局 印 发 《关于进 一步做好税 收服务

“
一带一路

”

建设工作 的通知 》 ， 要求各级税务机关用足用好 国际税收协

定 ， 跟踪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经 营情况 ， 对于企业在 当地遇到 的 涉税争议

问题 ， 积极运用税收协定项下 的相互协商机制 ， 与对方税务主管当 局进

行协商 ， 保障中国
“

走 出 去
”

企业的 合法税 收权益 。 例如 ， 广东东莞华

坚集团在埃塞俄 比亚投资女鞋制造厂 ， 根据 中埃税 收协定 ， 埃塞俄 比亚

政府应按 ５％ 的税率对其征收股息税 。 但埃塞俄 比亚税务部 门却拟按 １ ０％

税率对其所得股息征税 。 东莞市 国税局知悉情况后 ， 立即 协助华坚集 团

向埃塞俄 比亚财政部门递交 申 诉信 ， 经多番沟通 ， 最终埃塞俄 比亚财政

部回 函承认 中埃协定的有效性 ， 华坚集团减免税款 ３０ 万美元 。

后续
，
我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与我 国有产能合作的 非洲 国 家开展

税收协定谈签工作 。 以为更多在非投资企业提供税收服务 。

２． 开展非洲 国家税务培训帮扶工作

由于非洲国家税收征管能力 弱 、 不 规范 ， 间接造成在非投资贸易企

业常常遭遇税务 问题 。 为此 ， 我 国政府 和企业单位可运用国 内先进 的税

收征管技术为非洲 国家提供税务培训帮 扶 ， 帮助非洲 国家加强税收 征管

能力建设 。
一方面 ，

在我 国
“

走 出去
”

企业与这些 国家税务主管 当局之

间架起一座沟通 的桥梁 ， 另
一方面 ， 帮助

“

走出 去
”

企业防 范税务风 险 ，

使
“

走出去
”

的步伐更加坚实 。

为帮助发展 中国家和低收人国家提髙税收征管能力 ， 税 务总局 可 为

更多非洲 国家税务官员举办研修班 ， 分享我 国税收征管与纳税服务 的经

① 《 １０６ 份双边税 收协 定助力 中 企投 资
“
一带一 路

”

沿 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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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７年 ５月９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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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做法。 鼓励一些优秀的税收软件 和互联 网运营商 ， 向非洲国 家传授

先进的互联 网税收征管技术 。 比 如 ，

２０ １ ６ 年 ， 浪潮集 团与商务部国 际商

务官员研修学院合作举办 了一期非洲国 家税务信息化官员研修班 ，
邀请

到了包括埃塞俄 比亚海关税务总局副局长在内 的 ２６ 位来 自 非洲 ９ 个 国家

的财税髙级官员 和 专家 ， 在浪潮进行 了专业的课程及实践 培训 。 浪潮把

中 国现在的互联网 ＋ 税务模式 、 电子税务局模式介 绍 给非洲 国家 ， 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偷税漏税的问题 ， 受到 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 。

（责任编 辑 ： 孙志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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