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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的“封”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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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
全岛封关运作

7月2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海南自

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将于12月18日启动。作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关键一步，这意味着海

南岛全岛将建设成为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

实施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政策制度。

从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到如今“‘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封关模式

进入冲刺阶段，封关运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制度创新？又将给海南乃至全国带来什么？

所谓全岛封关，是要构建“‘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特殊管理模式。

这种有机统一的制度设计，既释放了开放活

力，又兼顾了安全底线，让海南自贸港全岛

封关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

的关键一笔。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正式启航。对标世界高水平的自由

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制度集成创

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战略实施至今，已有200多项配套政策

文件出台，促进了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快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成效显著。开放能级也持续跃升，在海

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58个。这些政策既

为海南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也为全岛封关打

下了坚实的根基，经党中央批准，2025年12

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正式启动封关运作。

多年探索铺就坚实的开放之路。这次发布

的全岛封关政策、措施围绕“‘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岛内自由”这一重点，在吸纳早期实践

经验基础上迭代升级。那么，新的政策调整将

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又会为海南打开哪些发展

新空间？

首先我们来看“‘一线’放开”。当这道连接

海南与世界的开放闸门渐启，贸易管理措施将

进一步放宽。为此，相关部门出台了《海南自由

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在国

家现行的禁止、限制管理措施基础上作出了开

放安排。清单之外的货物与物品，都可以在海

南自贸港与境外间便利进出。这份清单让哪些

商品能进入海南自贸港有了清晰的边界。这项

政策压缩通关流转的时间，让贸易往来更为高

效顺畅。

事实上，在全岛封关政策发布之前，海南

自贸港已出台实施了3项“零关税”政策清单，

并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试行

了部分进口药品和器械“零关税”政策。截至

5月底，乐城已有14家机构通过享惠主体资

格认定，累计进口“零关税”药械37批次，总货

值达7252.52万元，免税金额983.18万元。

乐城医疗产业的成长实践，印证了“零关

税”政策可以发挥巨大动能，来撬动产业链协

同创新。这种先行探索正成为全岛顺利实现

封关的重要基石。此次全岛封关后，享受“零

关税”政策的商品税目数量，将从目前的约

1900个增至约6600个，占所有产品税目的

比例将由21%大幅提升至74%。这一跨越，

意味着“零关税”红利将从细分领域向更广阔

的产业场景渗透，为国内市场注入全球的优

质供给，也为国际经贸合作搭起桥梁。

在“‘一线’放开”释放开放活力的同时，

“‘二线’管住”作为全岛封关政策的另一关键支

柱，也迎来了系统性升级。此次全岛封关政策、

措施，在现有8个对外开放口岸作为“一线”口

岸的基础上，又设置运行海口新海港、南港等

10个“二线”口岸，这将为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

间的货物、商品及人员通行构建起便捷高效的

通道。

海口海关关长、党委书记高瑞峰：“货物过

海必须要安检，海关就是要顺势监管。我们有

大数据池，把企业进口的情况，生产、流通、结

转所有的环节在岛内完全掌握，通过前期大数

据研判，没有风险或者风险极低的货物自动放

行了，高风险的货物才能到这儿来查验，大型

扫描系统对货物进行扫描，集装箱装的货物通

过智能判图之后，能分辨出哪些是高风险货

物，绝不因为海关查验影响通关效率。”

这种“管住”与“放活”的精准平衡，在“‘二

线’管住”制度设计中还有着更丰富的实践。加

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就是其中一项重要

的政策、措施。这项政策是针对海南自贸港内

一些鼓励类企业，其生产的含进口料件又在

海南自贸港进行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

的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时免征进口

关税。这一举措鼓励企业进行原料加工、延

伸产业链，从而助力企业发展，中石化海南

炼化的探索便是生动例证。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深

水良港，一艘满载进口

丙烷原料的货轮正

缓缓驶入港区。

这些液态原料

将在海南炼

化的车间

里 继 续

进行加

工，实

现更

大价值。在这里，丙烷经过精密化学加工后，

成为各类应用广泛的化工原料，不仅实现

30%以上的加工增值，更可凭此享受内销至

国内其他地区的关税减免，大幅降低生产端成

本。而这些增值后的产品最终流向新能源汽

车电池、高端医药新材料、生物可降解材料等

前沿领域，为高新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政策红利催生了发展机遇，让海南炼化不

断拓展合作。眼下，他们正与同园区内的一家

工业气体生产企业商讨。海南炼化依托自身

的原料优势，利用对方在工业气体领域的技术

成果，共同探索实现原料增值的多元路径。

这一合作构想也契合了封关后政策调整

的方向，那就是：保税货物如果经不同的上下

游企业分工加工，产生的增值部分可以累计计

算，只要总共达到30%，就能享受关税免税政

策。这次优化，为企业协同增值模式提供了有

力支撑，也倒逼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引导上下游企业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为市场主体注入活力，

更将红利延伸至寻常生活。新一轮离岛免税政

策调整正在规划。同时，有关部门也在积极研

究岛内居民消费入境商品的相关税收政策。

让每个人都能从新一轮开放政策中找到获得

感，吸引更多的人才、企业来到这片土地。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不是简单的

“把门打开”，而是一场涉及监管、产业、民生

的系统性变革，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试验

田。透过这场变革，能让中国更好融入全球

产业链、价值链，也能为海南的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特色产业注入强劲动能，这

步棋既关乎海南的发展前景，更连着国家开

放的深度；考验着治理能力，也承载着探

索更高水平开放的使命。

（来源：央视《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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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关后到海南出差、旅游等不需要额外办理证件
●封关后“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将提高至74%
●封关后允许岛内居民免税购买一些进口产品

……

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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