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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 12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书面程序正式通过了在欧盟成员国引入支柱二全球最低税指令 1

和理事会声明 2。欧盟成员国必须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指令纳入国内法并生效实施。支柱二指令

是一揽子被通过的决议之一。 

详细内容 

发展回顾 

2021 年 12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最初的指令草案，旨在确保欧盟跨国企业集团按全球最低税率水平

缴税。这为 27 个欧盟成员国执行经合组织（OECD）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发布的包容性框架（IF）中的

支柱二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GloBE）立法模板提供了一套机制。欧盟的提案是在 OECD 规则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具有一些关键差异点，这体现了欧盟法律的兼容性，也使得支柱二规则同时适用于大型本土企业

集团和跨国企业集团。 

欧盟经济财政理事会（ECOFIN）在 2022 年的数次会议上反复争论并否决了最初的指令草案。此后，综合

了不同欧盟成员国的意见，草案被反复修改并体现了折中方案。2022 年 12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书面

程序正式通过了包括该指令在内的一揽子决议。  

欧盟支柱二指令与 OECD 立法模板的关键差异 

欧盟支柱二指令与 OECD 发布的支柱二立法模板的关键差异包括： 

• 欧盟成员国须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指令纳入本国法并生效实施。低税支付规则（UTPR）的生

效日期被推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指令 1(1)(a)条扩大了支柱二的适用范围，不仅适用于跨国企业集团（在一个以上的辖区设有实体或

常设机构），还适用于大型本土企业集团（所有成员实体都位于同一成员国内）。 

• 指令 5(2)条规定，若位于某成员国的最终母公司是一个低税成员实体，则其须与位于同一成员国的

其他低税成员实体一起纳入本土收入纳入规则（IIR）补足税的计算。OECD 立法模板并未要求实

施此类本土 IIR 规则。 

• 指令 50 条规定，若总部位于成员国的跨国企业集团不超过 12 家，则该成员国可以选择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的连续六个财年内不在本国实施 IIR 和 UTPR。 

• 指令 57 条要求委员会“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实施支柱一的情

况……并酌情提交一份立法提案，以在未实施支柱一的情况下应对这些税收挑战。” 

• 指令 52 条提供了条件清单，用于评估非欧盟国家的法律框架是否可被视为等同于欧盟指令的合格

IIR 规则。指令 52 条也规定了欧盟委员会有权通过授权法案来确定实施合格 IIR 规则的非欧盟国家

名单（虽然理事会可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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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还提到了 OECD 包容性框架的补充实施指南可作为成员国制定国内法过程中的有效参考。在实施指令时，成员国应该

将 OECD《立法模板》及其《注释》、《实施框架》中的解释和案例作为说明或解释的来源（包括安全港规则）。但欧盟

成员国暂时并未考虑通过补充指令将 OECD 后续发布的补充指南纳入国内法。 

欧盟理事会声明 

理事会声明重申了欧盟对包容性框架 2021年10月声明的承诺，并邀请包容性框架所有成员国履行其对双支柱方案的承诺。

理事会明确支持包容性框架，承诺将妥善完成进行中的支柱一的各项工作，并将密切关注进行中的支柱一多边公约谈判进展

以确保支柱一的迅速推进。 

时间安排 

欧盟成员国必须在 2023 年底前将指令纳入国内法。IIR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而 UTPR将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起生效。对于大多数大型跨国企业集团，2024 财年将是首个适用 IIR 规则的年度。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就如何妥善地纳入和实施这些规则进行公开意见征询，比如爱尔兰和荷兰。预计 2023 年中，更多欧盟成

员国将就此展开公众意见征询。同时，成员国十分期待 OECD 提供与全球最低税实施框架有关的进一步指南，以纳入其国

内实施规则。 

注意要点 

欧盟正式批准支柱二最低税指令是支柱二在全球落地的重大进展之一。包容性框架倡导的支柱二方案具有国际税收共治的特

点，欧盟成员国在其国内正式实施支柱二方案会引发一系列的多边效应，推动其他国家加快支柱二的国内立法进程。 

聚焦亚太区，韩国和日本已于近期正式批准了支柱二规则的国内立法，分别计划于 2024 年 1 月 1 日（韩国）和 2024 年 4

月 1 日（日本）生效实施。日韩两国或将与欧盟成员国一同成为首批实施支柱二最低税规则的国家。 

在上述欧盟国家和日韩拥有投资或经营等商业活动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或将受到直接的影响，应对支柱二落地的准备工作已

迫在眉睫。普华永道建议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应尽快评估支柱二落地产生的国际税务合规影响和应对方案，包括分析及测算支

柱二相关的税负影响、评估集团现有架构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持续性、评估支柱二年度数据收集及合规申报所须资源的可获

得性和有效性（如专业团队、财务系统与流程等），以及实施必要的财税系统和数字化升级以提升支柱二税务合规遵从的质

量和效率。 

注释 

1. 支柱二全球最低税指令 

2. 理事会声明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3AOJ.L_.2022.328.01.0001.01.ENG&toc=OJ%3AL%3A2022%3A328%3ATOC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5349-2022-INIT/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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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刊物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而不可视为详尽的说明。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影响可能因个案所涉的具体事实而有所不同。在有所举措前，请确保向您

的普华永道客户服务团队或其他税务顾问获取针对您具体情况的专业意见。本刊物中的内容是根据当日有效的法律及可获得的资料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

编制而成的。 

这份中国税务/商务新知由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编制。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是由富经验的税务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团队致力搜集、研究并分析

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现有和演变中的税务及相关商务政策，目的是协助普华永道税务部专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与有关的税务和其它

政策机关、学院、工商业界、专业团体、及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感兴趣的人士分享交流，以保持我们在税务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马龙 

电话: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有关最新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浏览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之网页：http://www.pwccn.com 或 http://www.pw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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