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yers.com | 1 
 
 

 
 

作者: Peter Ch’ng 庄学洋 

      Partner 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居民的私人财富及遗产规划发展—2020年更新

中国亿万富豪的增长动力势不可挡。只消数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首的亚洲总财富便将超越美国，部分原因

是中国企业经营者的业务经历了一段强劲增长的时期。中国工业经过十年迅速发展，高科技制造业现已成为中

国经济的重要一环，信息技术与金融科技领域亦蓬勃发展。地域方面，过往高净值人士集中于上海、北京、广

东、江苏及浙江等省市，现时扩展至

山东、四川、湖北及福建，并将进一

步延伸至辽宁、河南、天津、河北、

安徽及湖南。 

在中国，超过 80% 的家族企业目前仍由

第一代财富创造者掌控，而将巨额财产转

交第二代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身为家族掌

门人，中国富豪不再仅专注于创造财富，

而亦开始筹谋企业的继任计划和财富继承。

许多富豪会首选设立持久稳定的股东架构，

旨在维持对家族的所有权，这通常会涉及

保留权利信托。 

私人财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家族

企业经营的公司及拥有的不动产为主的

“硬资产”，目前是继任计划的最重要资产；另一类是投资及流动资产。两类资产所有权结构的安排各有不同，需视

乎资产的地点、融资能力、交易流程、节税安排、法律保护及个人安全等因素而定。 

 

许多人生大事（如移民、离异、子女教育及结婚）和金融活动（如首次公开招股）亦会引发财富规划的需求。自 2013 年

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放宽及简化相关规定，令中小型企业更易于海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香港联交所明显因此受惠。

离岸信托计划对筹备 IPO 而言亦至关重要，可将家族资产及主要股东的股份重组，并以信托（如 BVI Vista 信托）的形式

加以规范，亦可设立信托持有员工福利计划的股份及购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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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税务因素并非一直是资产保护及重组的主要因由，但近期于 2019 年 1 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已经并将持续对高净值人士的税务及遗产规划有重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永久居民历来就在中国境内赚

取的收入缴付中国所得税。税制的重大改革包括重新定义税务居住地及居籍概念，使其涵盖尽管通常在中国境外居住但在中

国拥有户籍、维持重要经济利益及家庭关系的中国个人，而该等个人须就其全球收入缴纳中国所得税。一些有能力的人正在

积极探索通过移民、双重国籍和护照以及某些外国财产的信托/代理人安排成为“非居民”的途径，以合法降低上述风险。

中国亦颁布了一般反避税条款及受控外国企业规则以堵塞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漏洞，例如赋予税务机关权力，可对参与

非公平资产转移等交易的个人评定税额，一经评税，逾期缴税将征收附加费。条款当中潜藏风险，即当中国委托人将资产转

移或馈赠予信托，或向信托注资及／或借出资产时，均可能构成应课税行为，令委托人及／或受托人或须缴付中国税项。换

言之，信托资产（及受托人）可能遭税务机关征税。基于以上情况，在离岸规划前取得适当的境内税务及法律意见和加强对

受托人的补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由于中国和本所执业的司法管辖区（百慕大、开曼群岛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均为信息自动交换／共同汇报标准的签署国，故

该等协议一直是利用离岸工具的香港／中国公民关注的问题。如何合法避免根据共同汇报标准作出披露以维护家庭隐私一直

是热门议题。 

 

另外，鉴于在岸法院近期针对信托结构作出的不利司法判决（如英国著名的 Pugachev 案）及香港上诉法庭 Zhang Hong Li 

诉香港星展银行（2018）一案中对削弱“anti-Bartlett”条文（受托人免责条文）效力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代价高昂，部分

人士开始对利用百慕大或开曼群岛基金会公司取代信托的方法显示兴趣，但态度谨慎。开曼基金会公司是信托与受托人的法

定混合体，由董事会管理，如同法团，部分法律执业者认为成立基金会公司可避免信托法的欠缺和法律束缚，乃更为妥善的

架构。 

 

因应中国大陆财富日渐国际化，而世界各地制定了日趋复杂的法规促进全球税务透明，有必要以更细致、个人化及先进的方

式管理财富。没有哪种方式可“放之四海而皆准”，通常需要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为不同资产安排不同

的结构，针对各种不同的问题订立专属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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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并非法律意见，其内容亦非详尽无遗，只可作为概览及一般参考资料。感谢您的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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