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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将影子价格引入预约定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举例对影子价格的引入和修正进行了探讨，以期

为预约定价中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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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影子价格视角下的关联交易预约定价

一、影子价格与预约定价

预约定价协议，是指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

间的内部交易与收支往来所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机

关申请报告，经纳税人、关联企业、税务机关的充分磋商，为预

先确定受控交易所适用的标准而共同签署的一项协议。其中，

关联交易价格的具体确定是预约定价中最核心的问题。预约

定价中的关联交易价格应该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做到独立、公

允。但并不是全部的产品或劳务都有市场价格，在没有外部市

场和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影子价格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较好

的标准。

一种中间产品的影子价格就是企业在资源有限的前提条

件下，进行最优生产决策时，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该中间产

品投入所引起的目标值的变化量。将影子价格引入预约定价

具有内在合理性。首先，影子价格是在中间产品投入（资源）有

限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影子价格引入预约定价是在缺乏外

部市场和外部价格时进行的，而缺乏外部市场与中间产品投

入（资源）有限具有一致性；其次，影子价格是在企业的最优经

济决策中得到的，这符合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因为企业的行

为就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再次，影子价格的计算不依赖于

各方的内部所有权结构，避免关联关系的影响；最后，影子价

格以企业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可避免主观臆断。

二、影子价格的引入与修正

影子价格在预约定价中的运用，是以中间产品的投入受

到限制为前提，利用线性规划模型，求出投入产品的影子价

格，综合其他因素，为预约定价中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提供合

理参考标准。

例：某跨国公司总部设在Z国，并分别在X国和Y国设立

了甲、乙两个子公司，甲子公司生产甲产品，乙子公司生产乙

产品，总公司聘请工人将甲、乙两种中间产品加工成最终产

品，最终产品有两种型号，分别记为A和B。生产两种最终产品

的资源耗费见表1。

从跨国公司整体角度理解，如果甲产品的单位成本为5万

元，乙产品的单位成本为3万元，人力耗费的单位成本为1万

元，那么最终产品A的成本越1伊5垣2伊3垣5伊1越16（万元）。由于A

产品的单位利润为6万元，A产品的单位售价应为22万元。同

理，最终产品B的成本越1伊5垣6伊3垣2伊1越25（万元），售价为33

万元。

最优状态下，最终产品A的数量x1与最终产品B的数量x2

满足如下线性规划：

目标函数：maxS=6x1+8x2

将上述数学模型化为满秩标准型：

目标函数：min-S=-（6x1+8x2）

单纯法求得过程如表2所示：

由于S越（6，8，0，0，0）逸0，所以基可行解不是最优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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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变换。

此时，由于Max（6，8）越8，所以x2进基，而Min（90/1，240/

6，490/2）越240/6，所以x5出基，得到表3：

由于S越10/3>0，所以还要进行基变换。

此时x1进基，由于Min（50/2/3，410/3/3）越50/2/3，所以x3

出基，得到表4：

此时所有S臆0，所以（75，15，0，85，0）是最优解。即最优条

件下，最终产品A、B的产量分别为75单位和15单位，最大利润

570万元，需要甲、乙及人力投入分别是90单位、240单位和405

单位，也就是说，甲、乙中间产品使用完全而人力耗费有剩余。

利用对偶关系可以知道，甲中间产品的影子价格为5万元，乙

中间产品的影子价格为0.5万元，人力耗费的影子价格为0万

元（因为人力耗费过剩）。在既定前提下，增加一单位甲中间产

品，利润增加5万元；增加一单位乙中间产品，利润增加0.5万

元；增加一单位人力耗费，对利润没有影响。

利润的恒等关系有：570（利润）越6（A产品利润）伊75（A产

品产量）垣8（B产品利润）伊15（B产品产量）；570（利润）越5（甲

产品影子价格）伊90（甲产品投入）垣0.5（乙产品影子价格）伊

240（乙产品投入）垣0（人力耗费影子价格）伊405（人力耗费投

入）。

那么，甲、乙两种中间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到底应该为多

少呢？我们先看看两种极端的情况：

情况一：将甲、乙中间产品的成本作为关联交易价格：即

甲中间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为5万元，乙中间产品的关联交易

价格为3万元。则：甲车间的利润越（关联交易价格-成本）伊转

移数量越（5-5）伊90越0（万元）；乙车间的利润越（关联交易价

格-成本）伊转移数量越（3-3）伊240越0（万元）；丙车间的利

润越A产品售价伊A产品数量垣B产品售价伊A产品数量-甲的关

联交易价格伊甲的数量-乙的关联交易价格伊乙的数量-人力

耗费价格伊人力数量越22伊75垣33伊15-5伊90-3伊240-1伊405越

570（万元）。

情况二：将甲、乙中间产品的成本与影子价格之和作为关

联交易价格：即甲中间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越5垣5越10（万元）；

乙中间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越3垣0.5越3.5（万元）。则：甲车间的

利润越（关联交易价格-成本）伊转移数量越（10-5）伊90越450（万

元）；乙车间的利润越（关联交易价格-成本）伊转移数量越（3.5-3）

伊240越120（万元）；丙车间的利润越A产品售价伊A产品数量垣B

产品售价伊A产品数量-甲的关联交易价格伊甲的数量-乙的

关联交易价格伊乙的数量-人力耗费价格伊人力数量越22伊75垣

33伊15-10伊90-3.5伊240-1伊405越0（万元）。

因此，如果将中间产品的成本作为关联交易价格，则利润

全部反映在转入中间产品的车间；如果将中间产品的成本加

上影子价格作为关联交易价格，则利润全部反映在转出中间

产品的车间。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成为预约定价中的关联交易

价格。

笔者认为，应该通过确定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将整体利

润570万元在总分公司之间合理分配：子公司之间以影子价格

为分配标准，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以贡献程度为分配标准。比

如，经技术鉴定，总公司对最终产品的贡献率是20豫，则甲、乙

子公司对最终产品的贡献率为80豫。总公司利润越570伊20豫越

114（万元）；甲子公司利润越（570原114）伊（5伊90）衣570越360（万

元）；乙子公司利润越（570原114）伊（0.5伊240）衣570越96（万元）。

则：甲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越360衣90垣5越9（万元）；乙产品的

关联交易价格越96衣240垣3越3.4（万元）。

我们注意到，只有子公司之间的利润分配才能以影子价

格为标准，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润分配需借助于贡献程

度，原因在于只有生产中间产品的子公司之间才具有可比性。

笔者认为，尽管上例描述的情况和模型过于简单，影子价格的

方法也还不够完善，但是在没有外部市场价格可供参考的情

况下，只要拥有充分、真实的数据信息，使用影子价格是能为

预约定价中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提供参考的。

三、影子价格应用的几点说明

1. 影子价格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得到的。同一种资源处

在不同的范围和条件，其影子价格不一定相同。一般而言，在

资源越稀缺的环境下，影子价格越大。由于上例中的人力资源

是不稀缺的，实际使用量远低于限额，增加一单位人力资源不

会改变企业的决策和利润，所以其影子价格为0。因此，只有在

人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影子价格对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如

果要研究人力资源关联交易价格，就需将其限额调整为405单

位或以下。

2. 影子价格为企业的生产决策提供参考。对企业而言，

只有当增加一单位投入引起的产出大于其投入成本时才是可

行的。即只有当一种材料的影子收入大于其材料成本，或者说

一种材料的影子利润大于零时，增加投入才是有利可图的。

3. 最优生产体现平衡关系。如果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能

够通过商品市场自由交换，那么企业就会用丰富的资源（影子

价格较低）去换取稀缺的资源（影子价格较高），在平衡（最优）

状态下，各种资源的影子价格与其成本的比值应该是相等的，

应等于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如果不相等，企业也可以通过替代

达到最优。

主要参考文献

陈戈止.管理运筹学.成都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袁2006

x3

x2

x4

x1

10/3

2/3

1/3

13/3

x2

0

0

1

0

x3

0

1

0

0

x4

0

0

0

1

x5

-4/3

-1/6

1/6

-1/3

-320

50

40

410

表 3

-S

x1

x2

x4

x1

1

x2

1

x3

-5

1.5

-0.5

-6.5

x4

1

x5

-0.5

-0.25

0.25

0.75

-570

75

15

85

表 4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