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5年7月24日星期四 责编/王渝 美编/何子利

关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关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关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关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接06版）
王昌林:全岛封关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新

的起点。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部署，会同海南

省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与高水平自贸港

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持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主要

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加快构建自由进出、安全便利的

贸易管理制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零

关税”商品范围，推动货物贸易做强做

大。另一方面，适应服务贸易发展要求，

加快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

放，推动“既准入又准营”。

二是着力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

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出

台新一批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深入实

施承诺即入制改革，加快建立以过程监管

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

三是逐步建立与开放发展相适应的金

融政策制度。健全完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

户体系，进一步丰富账户功能和应用场

景。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积极

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等试点探索。

四是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

策。进一步放宽人员自由进出限制。实施

更加宽松的商务人员临时出入境政策、便

利的工作签证政策，进一步完善居留制度。

五是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

加快“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建设，持续优

化船舶检验管理政策，提升航运服务能

级。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和航权限制，积

极推进开放第七航权。

六是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

动机制。我们将推动有序扩大通信资源和

业务开放，调整完善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

单，加快推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和跨

境海底光缆建设，积极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关键词：“零关税”商品
覆盖面显著提高

极目新闻记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

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

能否介绍一下封关后货物税收政策的主要

内容与封关前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廖岷:“零关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

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财政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结合

海南实际，也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原

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等三

项进口“零关税”政策。

为稳步推进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财政

部认真总结前期的相关实践经验，也统筹考

虑自贸港建设进度、产业情况以及监管软硬

件条件等因素，牵头制定了货物进出“一线”

“二线”及在岛内流通的税收政策，以及海南

自由贸易港进口征税商品目录，拟于全岛封

关运作之日起施行，届时现有进口“零关税”

政策将纳入封关后的货物税收政策一并实

施，这样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零关税”制度

体系将基本确立。

封关后，货物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安

排。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企

业，还有自贸港内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及民

办非企业单位，经“一线”进口征税商品目录

外的货物，可免征进口税收。“零关税”货物

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岛内享惠主体之间可在

免进口税收条件下进行流通。对属于海南

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的企业生产的货物，在加

工增值达到或者超过30%时，经“二线”进

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与封关运作前的政

策相比，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零关税”商品覆盖面显著提高。

全岛封关运作以后，进口“零关税”商品将实

行负面清单管理，由进口征税商品目录取代

此前的“零关税”商品正面清单。“零关税”商

品范围将由目前的1900 个税目扩大至约

6600 个税目，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 74%，

这比封关前提高了近 53 个百分点。所以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显著提高了开放的范围

和水平。

二是享惠主体范围也明显扩大。目前，

进口“零关税”政策仅允许在海南自贸港登

记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事业单位作为享惠

主体，全岛封关运作之后，享惠主体将基本

覆盖全岛有实际进口需求的各类企事业单

位还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三是政策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封

关运作以后，进口“零关税”商品及其加工制

成品不再局限于企业自用，可以在享惠主体

间自由流通，免于补缴进口税收，这对于延

伸岛内的产业链条，增强产业竞争力，形成

产业集群效应，具有积极意义。

总的看，上述政策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生

产成本，也将激发市场活力，大幅提升海南

自贸港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后续，

财政部将持续跟踪了解有关政策实施情况，

适时优化调整政策内容。同时我们也将加

强管理，不断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中

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效。

关键词：进一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几年，财政部出

台了一系列税收配套政策，支持海南自贸港

建设。请问全岛封关运作后，将如何进一步

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廖岷:海南自贸港建设肯定会涉及税收

制度改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对税收改革制度的总体要求是分步骤、

分阶段地实施零关税、低税率和简税制安

排，这九字方针最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税收制度，来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后，财政部已经陆续出台了离岛免

税购物、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还有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等多项税收政策。

全岛封关运作后，财政部将结合海南

自贸港建设实际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需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确保政策力度

持续提升，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主要涉及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继续落实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现行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符合自贸港

建设需要的高端人才和优质企业落地海

南。二是不断扩大“零关税”商品范围，

适时调整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三是继续实

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并结合消费者多元

化购物需求，进一步优化调整政策安排，

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四是积

极研究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的相关税收

政策，适时开展对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

品实行正面清单管理，也就是允许岛内居

民能够免税购买一些进口产品。五是稳步

推进销售税改革研究工作。销售税主要涉

及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等多项税费的

合并。我们将按照稳妥有序、分步推进

的原则，推动简化税制研究工作，并根

据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情况适时进行测

试实施。

关键词：大幅提升货物贸易开放度

大象新闻记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提出要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禁

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以下简称

《清单》），关于这张清单，能否介绍一下具

体情况。

袁晓明:贸易自由便利是海南自贸港

政策制度设计的5方面自由便利之一。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去年 12 月又作出重

要部署。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出

台《清单》，作为自贸港核心政策的组

成部分，在我国现行货物贸易管理模

式的基础上，作出了全新探索。可以

说，《清单》是支持海南自贸港进一步

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一项重

要制度安排。

一方面，《清单》大幅提升了货物贸易

管理的透明度。《清单》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首次全面

系统地列明了国家现行实施禁止、限制管

理措施的进出口货物、物品范围，有助于

经营主体清晰便捷地了解管理边界。

另一方面，《清单》大幅提升了货物贸

易的开放度。《清单》在履行国际公约义

务、维护国家安全、守牢生态环保底线等

前提下，结合海南自贸港发展需要，放宽

了对部分进口货物的管理措施，简而言之

就是放宽限制、扩大开放试点。对60个商

品编码的旧机电产品取消了进口许可证管

理，覆盖约80%纳入进口许可证管理的旧

机电产品，基本能够满足海南企业生产自

用需要；在现行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

相关政策基础上，允许38个商品编码的产

品在海南自贸港开展保税维修，实现该领

域全国最高开放水平。

《清单》的出台将助力海南自贸港优化

贸易发展环境，增强贸易发展动能。下一

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方面，认真抓好落

地实施，让政策红利直达经营主体。

关键词：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除了刚才介

绍的货物物品清单，请问下一步商务部在

推动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有哪些

举措？

袁晓明:一直以来，商务部始终坚持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贸易、投资为重

点，支持和推动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取得

新提高、新突破。2020-2024年，海南实

际使用外资超过建省后前32年总和，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超过30%，外向

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商务部将继续全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

设，努力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

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不仅为中国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作出贡献，也努力为世

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将从以

下三方面着力：

一是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支持

海南自贸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开展先行先试。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扩大市场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等

深化制度创新，推动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相通相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持续发挥开放平台叠加优势。商

务部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同时，还推动

设立了全岛自贸试验区、全岛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等开放平台，与海南省共同办好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我们将继续支持海南做强

各类开放平台，持续放大“1+1>2”的叠

加效应，更好释放政策制度红利，形成更

多改革开放成果。

三是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结合海南

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围绕重点产业补链

延链强链，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进

一步促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

创新发展，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加速

吸引产业集聚，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关键词：加工增值货物
内销免关税政策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加工增值货物

内销免关税政策试点已经有4年多时间，请

问此次出台的政策与现行试点政策相比，做

了哪些调整和优化？

王令浚：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

是指对海南自贸港内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

的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达到

或超过30%的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

地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2021年7月，该政策率先在

洋浦保税港区开展试点。4年来，试点政

策进行了多次优化调整，试点范围由仅2.3

平方公里的洋浦保税港区扩大到了海南自

贸港全域。在深入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

上，海关总署会同相关部门和海南省，对

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作了进一步的

优化完善，制定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

税收征管暂行办法》。与现行试点政策相

比，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主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优化。

一是放宽企业享惠门槛，取消对享惠

企业鼓励类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

总额60%以上的限制。

二是扩大进口料件范围。在此前仅允

许保税货物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将“零关

税”进口货物纳入政策适用范围。

三是优化加工增值计算公式，将海南

自贸港自产货物的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企

业就更容易达到30%的增值率。

四是扩大加工增值累计的适用范围，

对于保税货物经过上下游不同企业加工制

造产生增值的，增值部分可以累计计算，

鼓励企业拓展延伸产业链条。

总的来看，封关后的加工增值政策享

惠门槛降低，受益面扩大，能够较好满足

岛内企业生产需要，有利于培育打造产业

链和产业集群。

关键词：实现高效便捷监管

总台央广网记者:为更好落实进口商品

“零关税”、放宽贸易管理等开放政策，海关

将采取哪些措施，实现对海南自贸港的高效

便捷监管？ （下转08版）

封关运作扩大开放加快发展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实录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