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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常识

什么是“离岸金融中心”？
离岸金融中心，是指主要依靠低税或者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离岸

金融业来吸引逃避本国税收和其他目的的国外资本，以发展本国经
济的地区。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这些地区后，投资人不用亲临注册
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开展。

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已经
实行300多年，保密法也已实施
70多年，为何此时，瑞士的银行
不再为客户保密，却宣布将会

主动提供外国人的账户资料？
据了解，2001年9·11之后特

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国
因打击逃避税曾对瑞士施加压力，

要求其提供银行账户信息，但均被
其拒绝。“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
任廖燃表示，瑞士此次态度的变
化，和美国的施压有很大关系。

保密制度实施300年 为何瑞士银行此时不再为客户保密？

■解释

反腐败专家、湖南商学院副
院长王明高昨日对记者说，世界
最大离岸金融中心瑞士不再为
外国账户保密，不仅有助于打击
逃税，更将为追逃贪官与遏制贪
官外逃提供有利条件。

“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
任廖燃同样告诉记者，该宣言将
提供更多查处腐败分子的证据，

“它就像房地产登记制度一样，设
立本身不是为了反腐，但在抑制
腐败方面却有强烈震慑作用。”

廖燃说，近十几年来，国有
资产的流失也与离岸中心有很
大关系，很多都是通过离岸中
心来进行，常用的手法是“高买

低卖”或“低买高卖”。比如，在
同某个国家做生意时，从国内
出口的一批货物实际价值为
1000 万美元，对方支付了 1000
万美元，而贪腐官员却报告国
内只得到了500万美元，剩下的
他（她）就截留在国外账号上。
同样，从国外进口价值500万美
元的货物，他（她）可以报 1000
万美元，又截留下500万美元。

“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逃
税和贪污也往往交织在一起，
打击贪腐的意义更为明显。”王
明高对记者说，近年来中国也在
加强惩治外逃贪官，瑞士因其几
十年的银行保密制度被腐败官

员视作“最安全的地方”，此番瑞
士向各国政府主动提供信息，为
追逃贪官提供了有效途径，也将
遏制贪官外逃，“逃去瑞士不再
像过去那样容易了，这对贪官来
说将是一声震雷。”

对于追逃贪腐的实际效
力，廖燃则建议，须尽快解决目
前一个贪官多个身份和账号的
金融监管问题，提升银行和金
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

记者了解到，除了瑞士外，
此前，中国已与巴哈马、英属维
尔京、马恩岛、根西、泽西、百慕
大等 6 个离岸金融中心签署税
收情报交换协定。

对反恐的影响：能切断恐怖分子通过这些银行获得资金资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昨日对
记者说，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链
对于遏制恐怖主义至关重要，但
由于瑞士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金融系统长期处于不开放状态，
各国在倒查恐怖分子资金来源过
程中，瑞士的银行时常以“保密”为

由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使得反恐
遇阻。瑞士此次承诺将自动向其
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
料，能够切断恐怖分子通过这些
银行获得资金资助，同时也能更
利于对恐怖分子进行举证，对于
世界各国是一个普遍利好。

不过，李伟同时表示，瑞士

公布外国人账户资料有利于倒
查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持有人，
但并没有阻断这些资金持有人
获得资金的上游来源，且瑞士也
只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而已。
这些钱还可以放在其他地区。
要彻底打击反恐行为，还需从根
源上切断资金来源。南都供稿

只在国家税务部门间传递
不向公众开放

经合组织一直是国家间税
收信息交换的努力推动者。由
于金融全球化的推动，纳税人
跨国经营的无国界性与税收管
理有国界性开始发生矛盾，各
国都在寻求方式打击由此产生
的国际逃避税。在此背景下，
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于 1988
年共同制定了《多边税收征管
互助公约》以促进各国间税收
相关信息的透明。此后，G20成
员国等多个国家相继加入公
约，中国也于2013年加入。

在去年于俄罗斯举行的年
度会议上，经合组织决定在信
息交换的基础上推进“自动”交
换的新标准。在前日举行的巴
黎会议上，包括经合组织国家、
G20成员国、开曼群岛和泽西岛
等国家和离岸中心签署了一项
名为自动交换税收信息的新宣
言。根据这一新宣言，全球最
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将需要
定期每年自动向40多个签约国
政府传递瑞士银行客户的金融

信息。经合组织税收政策与管
理中心主任帕斯卡·圣·阿曼斯
向记者介绍，这些信息包括银
行账户余额、利息、股息和其他
金融收入等。

阿曼斯表示，宣言要求银
行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给瑞士
政府，再由瑞士政府发送给纳
税人居住国的税务部门。这个
工序每年度将自动完成。不
过，这些信息只针对税务部门
是透明的，对公众并不开放。

目前仅是政治承诺
最快要到2017年才实现

一直以来参与我国这一项
目调研评估的武汉大学教授崔
晓静向记者强调，经合组织推动
下的相关签署文件实际上并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是 1988
年签署的公约也是如此，更不用
说前日签署的这项宣言。

瑞士银行家协会公共关系
经理沃纳也向记者表示，目前
这40多个国家签署的宣言尚只
是一个政治承诺，如果要最终
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措施，则需
要通过国际法再到国内法的一

步步推进。目前来说，宣言对
于瑞士国内银行还没有显著的
影响。

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已有
瑞士银行的客户由于此开始将
账户向迪拜、巴拿马等国转移，
沃纳表示，银行客户对于自己
的账户有自由处置的权力，很
难判断近期的转出行为与此宣
言有关。

中国2013年加入公约
将对反腐败有帮助

作为 G20 国家，中国政府
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正式签署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前
日又签署了在此基础上的税收
信息自动交换宣言。

阿曼斯表示，该宣言对于
中国来说不是大新闻，因为中
国在 G20 中已经表示希望提高
相关信息透明度。宣言将为中
国提供了更多的打击金融犯罪
的工具。税收往往是打击金融
犯罪的一个很好的和有效的方
式，这将有助于找出窝赃于国
外的跨国腐败案件。

瑞士或将在2017年告别“逃税天堂”
签署宣言向包括中国在内40多国定期传递银行客户信息

前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于巴黎举行的年会上，包括瑞士、中国
在内的4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项税收信息自动交换宣言。根据这一宣言，全球最大的离岸
金融中心瑞士或将定期每年自动向40多个签约国政府传递瑞士银行客户的金融信息，这
些信息包括银行账户余额、利息、股息和其他金融收入等。
但同时经合组织和相关专家都向记者强调，这一宣言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因此目前瑞士
银行并不需要立即开始传递客户信息。经合组织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帕斯卡·圣·阿
曼斯昨日向记者表示，将在今年9月细化相关标准，而宣言最终能够正式实施还需要签署
国对国内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因此最早也要到2017年才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