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经验，中国经济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参与国际贸易

活动的内地客商也越来越多。但内地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又给外贸活动增

加了不少麻烦。于是很多客商选择注册离岸公司，以离岸公司为平台进行对外贸

易。而香港作为距离内地最近的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曾经是很多客商的不二

选择。但随着 CRS 协议和国际“双反”环境的形成，想要在香港开立一个能够收付

外汇的银行账户，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导致部分客商将目光转向同样为亚洲金融

中心的新加坡。但新加坡的公司注册和维护要难于香港公司，造成不少客商对于

新加坡公司注册和维护工作的迷惑。今天，辰信会计就为大家介绍，新加坡公司

的注册和维护要点。

1、新加坡公司注册要点

1.新加坡公司主管机构及公司注册要求：新加坡与香港同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和贸易自由港，但两者之间对于所辖公司的注册要求，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

新加坡公司的注册和维护要求，更偏近美式风格，而香港则更偏近英式风格。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是新加坡公司注册的主要负责机构，同时也

是大部分行业准入牌照的颁发者。依照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对新公司注册的

要求，所有新注册的公司使用的名称，不能与已有的公司名称重复。因此在注册

新加坡公司之前，必须先对拟使用的公司名称进行查册，确保该名称没有被占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公司名称只能使用英文，不接受其他语言注册新加坡公

司。新加坡公司注册还有诸如新加坡境内的公司注册地址、公司法定秘书、最低

注册资本、控制人登记册、股东和董事等合规要求。

2.新加坡挂名董事：新加坡对于私人有限公司的注册限制并不多，只要申请人是

年满 18周岁的自主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申请注册公司。但如果申请人是境外人

士，那么所申请的公司必须指定一名合乎资格的新加坡人士（包括永久居住权或

户籍无不良记录人士）出任该公司的挂名董事，以确保该公司的责任追溯。



3.最低注册资本：对于公司的注册资本，新加坡政府并没有特别规定，也就意味

着新加坡公司的注册资本甚至可以低至 1新币（同时也接受美元、人民币等主流

货币）。

4.控制人登记册：控制人登记册是新加坡政府为适应全新的世界金融环境（CRS

协议的落实和国际“双反”协定）而推出的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信息的控制方案。依

照这一要求，所有（获得豁免的除外）新加坡注册的公司（包括各种组织形式的

大中小微型企业），都需要在公司注册成立后 30天内，将公司最终获益人和控

制人的资料，向公共机构递交并，进行相关信息备案。

5.公司法定秘书：公司法定秘书作为新加坡公司政府相关行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需要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安排公司年检、信息变更、税务申报等工作。新加坡公

司必须在成立后 6个月内，完成该公司法定秘书的指派工作。公司秘书必须为新

加坡当地人士，并拥有相应的执业牌照。

2、新加坡公司维护要点

与香港公司一样，新加坡公司在成立后，也需要进行信息变更申报、公司年检、

税务申报等一系列维护工作，以确保该公司的正常存续。

1.信息变更：在新加坡公司经营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诸如公司股东、董事、注

册资本、注册地址等各种变更情况。当这些公司信息发生变化，就需要及时向新

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进行报备，以确保政府部门留存的是最新的企

业登记信息。当然，这些信息也都由公司法定秘书进行提交。

2.新加坡公司年检：所有的离岸公司中，对该公司进行年检都是不可避免的重要

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所有离岸公司正常存续的最重要程序之一。对于新加坡公司

来说，其年检工作要相对复杂一些。

一家新成立的新加坡公司，必须在成立后18个月内（其后最长不得超过15个月），

召开股东大会（AGM），向所有股东递交公司账目、经营情况的报告文件，并在

股东大会上对公司下一步经营计划进行审议。当股东大会结束后，该公司必须在



1个月内，将股东大会形成的材料，连同公司账目、公司成立文件一并递交企业

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并续签公司注册证书，以完成新加坡公司年检工作。

3.新加坡公司税务申报：依照新加坡税务相关规定，新加坡公司需要在当财务年

度结束后 3个月内进行公司预估应税收入申报（公司会在当财务年度结束前 1

个月收到申报通知）。并在每年的 11 月 30日前（电子报税在 12月 15 日前）将

填写完毕的正式税务申报表递交新加坡税务局，完成税务申报工作。

对于股东人数少于 20人、报税财年营收少于 500万新币、员工人数少于 50

人的小型企业，其公司账目可不经过新加坡执牌会计师（审计师）的审计，而直

接依此账目进行税务申报，反之则需要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

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公司的账务审计工作，也并不是为税务申报服务的，

而是为公司股东及投资人服务。也就是说，新加坡公司的审计报告，应当在上一

财务年度结束后，下一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准备好，以便向所有股东呈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