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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译者，首先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我为什么要译这本书。
首先，阿维-约纳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税法学者，他在该领域进行了广泛探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他是我访美时的合作导师，我们之间交流密切，私交甚笃。
我很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
再次，这本书是基于作者2002年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讲课录音，经过整理、修改、增补而成，2007
年6月才正式出版。
它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特别适合中国读者。
最后，这本书浓缩了作者的国际税法观。
它虽然基于美国涉外税法，但一直试图楔人国际法视角。
这是本书与其他同类著作一个很大的不同。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功利的目的。
200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开设国际税法课程，当时就用这本书作为教材。
在讲课过程中我感觉，如果能将其翻译成中文，并与原文对照出版，对初涉税法的学生会有所帮助。
经和法律出版社达成共识后，我便着手进行翻译。
不过，事情并不总是很顺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找到对应的中文词。
加上本书源于讲课录音，口语化表达比较明显，也给翻译带来一些麻烦。
好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了这件事，可以让我松一口气。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除作者本人的鼓励外，我还得到了许多帮助，在此一一致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生陈杰、李颖、孟繁丽、黄颖杰和伍江山。
作为课程作业，他们的译本虽然存在一些错漏，但对我颇具参考价值。
然后，感谢国家税务总局廖体忠副司长，他就几个关键术语给了我重要启发。
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陈琦然也帮我翻译了几个法语姓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视角下的跨国征税>>

内容概要

本书考察了体现于众多税收条约和国内法的连贯一致的国际税收体系，以及其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
分的路径，无论是基于条约还是基于惯例。
其实践性内涵还在于：各国不能任意它们喜欢的国际税收规则，而只能在国际税收体系的背景下运作
。
当国际法随时间的迁移发生变化时，这个体系也会同样发生变化。
因此，单边行动虽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也会受到限制，各国通常都不愿采取违反这个体系基本准则
的单边行动。
本书阐释了国际税收体系的结构，也详尽分析了美国税法如何体现其根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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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鲁文·S.阿维－约纳 (Reuven S.Avi-Yonah) 译者：熊伟鲁文·S.阿维-约纳，密歇根大学法
学院欧文·I.科恩席位的法学教授和国际税法LLM项目主任。
阿维一约纳博士于1983年毕业于希伯来大学，1986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9年获哈佛大学
法学院JD学位。
之后，作为税务律师，他在波士顿和纽约一直执业到1993年。
1994年他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并于2000年转任密歇根大学。
他就国内和国际税法问题发表大量论文，并出版了六本税法著作。
他曾任美国财政部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收竞争事务的顾问，纽约州律师协会税务部执
行委员会委员，是税收管理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
目前，他是OECD税法研究国际网络指导小组成员，也是牛津商事税收中心的国际研究员，还是美国
律师协会税务部增值税委员会主席。
译者简介：熊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
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11月至2005年1月，厦门大学财政系博士后；2005年2
月至2007年1月，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7年4月至6月，台湾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代表性作品有：《税法基础理论》（合著）、《美国联邦税收程序》、《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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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第一章　导论——是否存在国际税收体系？
它是否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章　税收管辖权第三章　所得及扣除的来源地第四章　对非居民的课税：投资所得第五章　对非
居民的课税：营业所得第六章　转让定价第七章　对居民的课税：投资所得第八章　对居民的课税：
营业所得第九章　美国及其税收条约体系    第十章　税收竞争，税收套利及国际税收体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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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税收管辖权一、导论国际法中划分管辖权的传统依据是国籍原则（[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领土
内外的行为、利益、身份或关系）与领土原则（全部或实质性部分发生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行
为）。
 领土原则已经扩大到覆盖发生在一国领土外的行为，只要其在领土范围内具有（或旨在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
我们将会看到，国际税法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这两个概念，主要导致了国籍管辖权的范围扩大。
二、个人：国籍管辖权被重新定义为居民管辖权国籍通常被认为等同于公民身份。
不过，除美国之外，对其永久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来源于外国的所得，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
主张课税。
美国保留对其公民全球所得征税的权力，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联邦税法典》第1条，第2条（d），
第7701条（a）（30）]。
在库克诉泰特一案中，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予以维持。
其理由是，即使美国公民居住在国外，他们也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利益。
然而，这个观点很牵强，鉴于美国给其海外公民提供的利益有限，其内在合理性也很可疑，而且几乎
没有其他国家追随此道。
因此，尽管国际法看上去支持美国的做法，（美国政府还将其写进了它所有的税收条约里），但它遭
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其效果似乎不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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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规视角下的跨国征税:国际税收体系分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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