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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稅務信息交換》法律草案主要是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能配合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OECD）“稅務信息透明與交換全球論壇”的“專項稅務信息交換更新標

準”及“金融帳戶自動信息交換通用報送標準” 而制定。法案擴大稅務信息交換

法律的適用範圍，允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由原本只能執行専項信息交換，進而

亦能執行自動及自發信息交換，以配合國際趨勢和要求。 

 

2016年11月22日至12月23日期間，財政局就《稅務信息交換》諮詢項目推行

了為期32天的公眾諮詢。諮詢對象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團體、銀行、保險公司

和公眾。財政局亦於2016年12月14日舉辦了法案的講解會，共有百多名業界人士

參與。 

 

諮詢期內，財政局收到包括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澳門銀

行公會(共有29間會員銀行)、澳門保險公會 (共有21間會員公司)、銀行從業員及學

者的多份回饋意見，反映諮詢項目受各界別人士的關注。意見提供者大多數針對“

自動信息交換”方面給予意見或建議，涉及用詞定義、稅務信息收集的方式（Wider 

Approach）、非報送金融機構、監管法案執行的政府部門、自動信息交換的執行期

間，以及法律的生效期等範疇。 

 

財政局對收集到的寶貴意見及建議進行分析，並擬採納大部份意見及建議；

針對其他的意見及建議，財政局亦作出初步回應。諮詢項目總結報告將收集到的

意見及建議整理歸類，列出擬修改的部份，以及對重點問題作出的初步回應。為

響應環保，《稅務信息交換》諮詢項目總結報告已上載至財政局網頁

(http:/www.dsf.gov.mo)，以供閱覽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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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概要 

1. 標的 《稅務信息交換》法律草案 

2. 諮詢重點 

I. 自動信息交換的規定、範圍、方式及程序 

II. 自發信息交換的範圍及程序 

III. 處罰制度 

IV. 時間上的適用及生效日期 

3. 諮詢期間 2016年11月22日至12月23日 

4. 諮詢對象 

I. 相關政府部門和團體 

II. 銀行 

III. 保險公司 

IV. 公眾 

5. 諮詢形式 

I. 互聯網 

II. 諮詢文本 

III. 講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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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法案的意見概要和初步回應 

序號 意見概要 初步回應 

1.  按照金融行動特別組建議 (FATF 

Recommendations) 及本地監管機

構習慣用語，建議對“實益擁有人”

的定義作出修改，並具體列明持份

比例。 

擬按建議修改“實益擁有人”的定

義。至於持份比例，財政局會待法

律生效後，於“通用報送標準及盡職

調查程序”的指引（下稱“指引”）中

明確作出說明。 

2.  “自發信息交換”中  “自發”的定義

過於寛泛，應按“稅基侵蝕與利潤移

轉(BEPS)”計劃對自發只要求一個

最低標準。 

考慮到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EPS)”共有十五個行動計劃，目前

仍在早期建立階段，將來還會不斷

有新的國際標準設立。因此，財政

局認為在執行上不宜在現階段只局

限於現時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EPS)”標準。 

3.  有關專項信息交換的範圍，建議將

適用於離岸業務的法律制度的十月

十八日第 58/99/M號法令規範的“實

體”俢改為“金融機構”，以剔除沒有

任何金融業務的離岸機構。此外，

自動及自發信息交換要求實體將持

有的須報送金融戶口的信息傳送，

但受第 58/99/M 號離岸法律第六十

五條規管，離岸商業服務或離岸輔

助服務機構不能經營由法律留予信

用機構、金融公司、金融中介人及

保險人之交易活動，亦即是該類型

的離岸機構不會持有金融戶口的信

息。 

由於專項信息交換的信息範圍較為

廣泛，須涵蓋所有離岸業務的實

體，故不宜修改第四條條文以縮窄

範圍。然而，基於自動信息交換只

涉及金融範疇的實體，故擬修改該

部份的適用範圍。 

4.  以下列為非報送的金融機構︰ 

 根據第 6/99/M號法令設立的退

休金計劃； 

 根據第 27/97/M 號法令之規定

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

一般保險之保險公司。 

評估風險因素後，考慮所指的私人

退休基金計劃及經營一般保險之保

險公司屬低逃稅風險性質，且參考

香港的處理，擬將上述退休基金列

為非報送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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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見概要 初步回應 

5.  須報送金融機構可以採用更廣泛方

式（“wider approach”），並明確“居

留管轄區”的定義以識別須報送戶

口及搜集相關信息。 

法案擬於條文明確允許須報送金融

機構使用更廣泛方式（ “wider 

approach”）以識別須報送戶口，並

會明確“居留管轄區”的定義以利識

別。 

6.  加入必須對新客戶取得自證證明文

件作為開戶所需文件，並設定文件

的保存期。 

法案擬增加文件保存期的規定，並

明確新客戶開設戶口時，需提供自

證證明證實其所屬居民管轄區，以

作為新開戶口所需的文件組成部

份。 

7.  由財政局監管金融機構執行法案所

述的規定。 

由於自動信息交換涉及稅務信息的

交換，財政局具權限監管金融機構

實施法案所述的規定。 

8.  自動信息交換要求雙方的信息加密

系統的技術條件成熟，對加密保障

存疑。為此，建議刪除“如國際協定

另有規定並經行政長官的許可，信

息可由有關實體直接傳送締約另一

方。”的規定。 

有關規定是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現時

與美國達成海外帳戶納稅法案協議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 “FATCA”)的執行方式「模式

二」(IGA Model II）而加入，該模

式要求金融機構將信息直接傳送到

美國稅務當局，因此不能刪除；且

法案的條文規定實體及其服務供應

商須遵從保密義務，將蒐集的信息

以電子加密方式傳遞，相信執行方

式可確保整個傳輸過程中信息的保

密性和完整性。 

9.  延遲實體為執行自動信息交換，將

所收集的信息傳送和交予財政局的

期限。 

參考業界意見，擬將盡職調查執行

日期延至法律生效後才進行。 

10.  於法案確定“居民納稅人”及“積極

所得與消極所得”的定義。 

基於“金融帳戶資訊報送和盡職調

查的統一標準”(下稱 CRS)是要金融

機構界定戶口持有人是否屬外地管

轄區的稅務居民，並不涉及單純屬

於本特區的居民。因此，稅務居民

的定義乃按照其外地所屬管轄區的

法律所界定戶口持有人是否屬其稅

務居民，不涉及本特區對稅務居民

的法律定義，故無需引入有關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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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見概要 初步回應 

至於“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方面，

現時國際上的執行仍未清晰。所

以，如法案上明確規定有關定義，

會令金融機構於執行上無所適從。  

11.  “指引”應以法律形式推出。 “指引”並非以法律形式推出，而特

意透過批示方式公佈，是為方便因

應國際變化，在適時修訂時能作更

靈活處理。 

12.  自動信息交換包括自二零一七年一

月一日起的相關信息。 

因應延遲執行盡職調查程序指引的

關係，擬修訂有關日期以配合。 

13.  法案是否會針對客戶提供虛假證明

設定懲處。 

金融機構應設有機制驗證和核對客

戶提交的文件，以及可運用其裁量

權，決定是否接受有關的文件。另

現行的刑法典對使用虛假之文件或

證明的違法行為已訂定懲處，故認

為暫不宜在法案引入針對該等違規

行為的處罰機制。 

14.  明確自動信息交換規定的生效日

期。 

法案會明確自動信息交換規定的生

效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以

配合盡職調查的執行。 

  

除上述的意見概要，意見提供者還建議對信息交換制定報送流程及進行宣傳推

廣，財政局亦會待法案獲通過後進行相關工作。此外，由於《稅務信息交換》諮

詢項目載有盡職調查程序(CRS)作為附件參考資料，意見提供者亦就該部份反映意

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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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盡職調查程序(CRS)的意見概要和初步回應 

序號 意見概要 初步回應 

1. 對報送信息的金融機構，包括:存款

機構、投資實體及特定保險公司，

提供清晰界定。 

會於條文引入適用於澳門特區的機

構且對所指的報送信息的金融機構

作出更明確的定義。 

2. CRS條文所提及的“參與管轄區”應

指明為“澳門”，以避免不必要的困

惑。 

於相應及適用的部份會以“澳門特

區”取代“參與管轄區”用詞，以明確

所指。 

3. 對條文提及的術語，如︰居留管轄

區、客戶經理、控制人、關聯實體

及 TIN等，應提供定義闡述。 

針對條文所提及的常用術語，於第八

節增加釋義和提供明確說明。  

4. 要求對實務上的操作，包括︰關閉

戶口、合理努力及自證證明的“合理

性”等，提供具體說明。 

 

針對意見，於第九節引入適用的註釋

並詳加說明。如須報送信息的金融機

構在執行盡職調查程序時出現理解

上的疑問及困難，亦可參照 OECD

公佈的《通用報送標準及盡職調查程

序》的註釋及實務操作手冊。 

6. 建議列入在澳門特區提供退休基

金的管理公司及經營一般保險的

保險公司為非報送信息的金融機

構。 

考慮有關金融機構的低風險性質，擬

不將其納入法案的自動信息交換範

圍，並按相關法規成立的專門為管理

退休基金而設立的管理公司及經營

一般保險的保險公司列為 CRS 的非

報送信息的金融機構。 

7. 需對“除外帳戶”作進一步的闡釋，

並建議加入“不活躍帳戶”及澳門特

區其他符合規定的金融帳戶。 

參考意見及鄰近地區的處理， CRS

擬將符合相關法規的退休金戶口或

養老金戶口、不活躍戶口、在澳門特

區成立和經營且屬非牟利的社團、財

團、協會及組織所持有的金融戶口等

列為“豁除帳戶”。 

8. 個人或實體新設帳戶時未必可以

立即提供自証證明及相關證明文

件，須統一設定收集期限。 

考慮業界實際執行的處理及 OECD

的釋義，擬修訂相關章節，加入自證

證明的參考收集期限。 

9. 根據 OECD《金融帳戶涉稅資訊自

動交換標準》，金融機構分別有 12

個月和 24 個月的時間審查現有的

高價值及低價值個人帳戶，建議條

文與OECD所規定的審查期限相一

致。 

參考建議擬將現有個人高價值戶口

的審查訂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

成，而現有個人低價值戶口的審查則

必須在 2019年 6月 30日前完成。由

於指引須待法案通過，故擬修訂的期

限只作參考，需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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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見概要 初步回應 

10. 新客戶在開戶期間拒絕提供自我

證明，應明確說明其後果。 

按照法案之規定，新客戶必須在開戶

期間向金融機構提供自證證明。條文

並沒有規範金融機構對拒絕提供自

證證明客戶的處理，是為了其有更大

自由度及靈活性處理客戶關係。 

11. CRS 要求金融機構收集個人客戶

的出生城市和國家作為“出生地”資

料，應參考澳門金管局的《反洗錢

及反恐融資指引》要求，只收集出

生國家資料。 

OECD 的註釋中並未有指出 “出生

地”必須提供國家和城市兩項資料。

而且，根據第一節 E 項規定︰「…

除非報送信息的金融機構所維持的

電子查詢資料中可獲取該信息，否則

無須報送出生地。」，金融機構可因

應內部所擁有的資料而作提供。 

12. 建議清晰列舉需申報及無需申報

的實體帳戶類型。 

CRS 參考 OECD的條文，界定無須

報送和須報送的實體戶口，並說明須

報送的實體戶口的審查程序，而條文

亦已詳細說明符合須報送的實體戶

口的條件(包括︰一個或多個作為須

報送人的實體所持有的戶口；或由一

個消極非金融實體所持有的戶口，且

該實體擁有一個或多個作為須報送

人的控制人) 。由於實體帳戶是需要

金融機構根據盡職調查程序而判斷

是否需作報送，故無針對實體戶口的

類型闡述。 

 

上述意見內容主要涉及條文的細節(如用詞定義、執行範圍及期限等)，其他意

見普遍反映業界要求清晰實際執行上的處理，包括文件的範本、信息報送的架構

、格式及電腦軟件的支援等。為讓公眾了解自動信息交換的要求，以及金融機構

和戶口持有人當中的角色和職責，財政局會待法案落實及公佈後，盡快開展相關

的宣傳和講解工作。至於盡職調查程序指引的定稿，亦會盡快完成以便再次透過

合適渠道轉介予業界參考及發表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