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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进口税收政策调整  
我国进口环节税制更加完善
本刊记者｜张蕊

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进境物品包括行李物品、邮递

物品和其他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

为限，将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三税合一，合并征收进境物品进

口税，即通常所称的行邮税。个人自

用、合理数量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

口商品在实际操作中按照邮递物品征

收行邮税。

新政对原来征收行邮税的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征税行为进行了

规范，规定其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购买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为纳税义务人，

实际交易价格（包括货物零售价格、运

费和保险费）为完税价格，电子商务企

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或物流企业

可作为代收代缴义务人。明确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

人民币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

人民币20000元。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

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

设为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

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

收；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年

度限值的单次交易，以及完税价格超过

2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品，均按

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进口商品自海关放行之日起30

日内退货的，可申请退税，并相应调整

个人年度交易总额。与此同时，同步调

整了行邮税税目和税率。税目方面，将

原来四档税目调整为三档，其中，税目

1为最惠国税率为零的商品，税目2为

其他商品，税目3为征收消费税的高档

消费品。税率方面，结合重新划分后的

税目结构，比照归入该税目商品的进口

货物综合税率水平，将原来10%、20%、

30%、50%四档税率调整为15%、30%

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

政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

同步调整了行邮税政策，新政于2016年

4月8日起全面实施。

政策调整以贸易与非贸易属性为标准

目前，我国按照《海关法》将进出

境商品分为货物和物品两类，分别适

用不同的税收制度。其中，进境货物

3 月 18 日，海关关员在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查验出境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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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60%。

“政策的核心是明确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要按照货物征税。”国家

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干部学院教授、长期

从事进出口税收研究的王文清介绍说。

根据《海关法》和《进出口关税条例》的

有关规定，货物是指贸易性的，而物品

则是非贸易性的。近年来，随着居民海

外购物消费以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迅猛发展，大量国外商品通过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口方式进入国内，更多的贸

易属性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非贸易”

属性，例如商品的所有权在交易过程完

成后由经营者转移到最终用户，符合贸

易行为的要件，跨境电子商务具有明晰

的交易记录，网上交易是卖家与买家共

同表达，符合交易合同的要义，等等。

因此，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应该

按照货物征税。另外，进、出境同类商

品在税收政策的设计上应体现一致性

原则。2013年，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

局出台了政策，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

口商品按照货物实行增值税、消费税退

（免）税或免税政策。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商品的税收政策与零售出口商品的

税收政策应该保持一致，即应按照货物

征税。

剑指税负不公

“此次政策的调整主要解决了税负

不公的问题。如果按照征收行邮税，跨

境电子商务进口与一般贸易进口以及国

内生产之间存在显著税负差异，税收就

会成为人们做出生产消费选择时考虑的

重要因素，这违背了税收的中性原则，

是不合理的。”王文清说。

与一般贸易进口同类商品相比，跨

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税负明显

偏低。一般贸易进口商品应缴纳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后

续国内批发零售环节的税费，货物的增

值税税率为13%或17%；而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进口的同时即实现零

售，整个环节只征收行邮税，大部分商

品的行邮税税率为10%。另外，大部分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可以利用行

邮税免征税额合理避税，进一步拉大了

税负差距，加剧了税负不公。根据商务

部和海关总署的统计，2014年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和我国公民海外购物消费规模

达几千亿元，而同期我国对所有行李物

品、邮递物品征收的行邮税不到10亿

元。与此同时，一般贸易进口由于单票

进口量大，税额一般高于50元，利用免

征税额免税进口的比例很低。商务部的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各类跨境平台企业

已超过5000家，2015年我国跨境电子

商务增速高达30%以上，而同期的全国

进出口数据则下降7%。“这不仅造成税

负不公，更形成了严重的税收流失。税

收职能作用的发挥不能适应新经济业态

的发展和挑战，适时调整完善就非常必

要了。”王文清说。

与国内生产销售同类商品相比，跨

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税负也偏

低。国内生产销售商品的税负包括生

产、批发零售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等

税费，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大

调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率表》（2016 年 4月 8日起实施）

税号 物品名称 税率（%）

　　1

书报、刊物、教育专用电影片、幻灯片、原版录音带、录像带、
金、银及其制品、计算机，视频摄录一体机，数字照相机等
信息技术产品、照相机、食品、饮料、本表税号2、3、4税号
及备注不包含的其他商品

　　10

　　2
纺织品及其制成品、电视摄像机及其他电器用具、自行车、
手表、钟表（含配件、附件）

　　20

　　3 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 　　30

　　4 烟、酒、化妆品 　　50

税号 物品名称 税率（%）

1
书报、刊物、教育用影视资料；计算机、视频摄录一体机、数
字照相机等信息技术产品；食品、饮料；金银；家具；玩具，
游戏品、节日或其他娱乐用品

15

2
运动用品（不含高尔夫球及球具）、钓鱼用品；纺织品及其制
成品；电视摄像机及其他电器用具；自行车；税目1、3中未
包含的其他商品

30

3
烟、酒；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
化妆品

60

调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率表》（2011 年 1月 27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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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征收10%的行邮税或免税，因而国

产货物的税负明显高于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以纸尿裤行业为例，据纸尿裤

企业测算，不考虑企业利润等因素，受

税负因素影响，国内生产同类商品的零

售价格比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高17%。税收的差异造成国内商品与国

外商品、新兴业态与传统业态的不公平

竞争，再加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新

兴业态在店面、人工、流通等方面具有

成本优势，对国内消费品产业以及实体

零售行业等都造成较大冲击。另外，税

负不公问题对外商来华投资也产生了负

面影响。有跨国公司表示，目前部分城

市开展的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可将整批

商品运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我

国境内消费者网购商品后只征收行邮

税，成本低又便捷，如果该项政策长期

执行，将考虑将生产功能转移到海外，

减少在我国的直接投资。“税负不公对

传统业态的企业收入和利润产生较大冲

击，不利于传统业态应对新业态挑战进

行调整转型，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再减少，尤其

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增加，相对于非洲、

东南亚等国家成本优势下降的情况下，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更为严重。那么，

就相当于我们白白让渡了自己的消费市

场，同时却损害了生产和国内经济。”在

被问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主要是

个人生活消费品，能否将这部分利益让

渡给消费者时，王文清解释说。“以不规

范、不公平的税制保障一部分消费者高

端的海淘利益是不合理的，但是，对百

姓生活的民生需求也应该充分重视，应

在综合对比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情况的基

础上，及时调整政策。”

新政将促进电商企业健康发展

新政没有覆盖全部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商品。规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

口税收政策适用于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

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

单》范围内的商品,主要包括两类，一是

所有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交易，能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

子信息“三单”比对的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商品；二是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但快递、邮政

企业能够统一提供交易、支付、物流等

电子信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进

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对于

不属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个人物

品以及无法提供交易、支付、物流等电

子信息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按现行规定执行。

“政策的调整对规范交易的电商平

台是利好。”京东集团税务与资金副总

裁蔡磊说，“政策调整将会促使规范交

易的电商平台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经济

都得到长足发展。”此次政策调整虽没

有将全部商品覆盖，但不会导致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都通过行邮渠道

进境。一是与行邮渠道相比，政策范围

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通

关会更加快捷。纳入政策范围的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能够向海关提供

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海关通

过信息系统建设，能够较大幅度地提高

通关效率，使消费者跨境网购收到商品

的时间将由目前动辄1—2个月缩短至

1—2个星期。二是与行邮渠道相比，政

策范围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

品的质量更有保障。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商品具有完整的交易、支付、物流

等电子信息，产品交易有记录可查，可

准确追溯商品来源和责任，国家相关部

门可据此对这些进境商品进行必要的

监管，同时也便于消费者退换货，有利

于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政策同步

调整了行邮税，由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给了一定的优惠，

调整后的行邮税税率总体上高于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税率水平。另

外，海关也会加大对行邮渠道进境物品

的抽检，行邮渠道进境补税的机率也将

增加。

“更为重要的是，政策将有助于鼓

励商业模式创新。”蔡磊说。规范杜绝拆

单等“灰色”操作，为国内跨境电子商务

的发展营造统一的税收政策环境，将引

导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修炼自

身在供应链、物流、用户体验等方面的

“内功”。政策出台还将有利于推广网购

保税进口等试点业务模式，降低跨境电

子商务的物流成本，缩短到货时间，方

便消费者退换货，大幅提升消费者客户

体验，提高跨境电商的竞争优势，使我

国跨境电商经济这种新业态在规范中得

到健康发展。

对消费者总体影响有限

“政策调整后，消费者购买境外商

品税负有升有降，总体而言，影响有

限。”王文清分析道。一方面，对于购买

商品应征税额低于行邮税免征额的消费

者，新政策综合税率水平至少为11.9%，

税收成本有所上升，但电商企业能够化

解部分成本，总体影响有限。另一方面，

对于购买商品应征税额高于行邮税免征

额但价值低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

收政策限额的消费者，税收成本下降。

例如，价值200元的化妆品，按照调整

前的行邮税征税税率为50%，按照新政

策征税综合税率水平为32.9%。

“以上只对比了政策调整前征收行

邮税与调整后征收进口环节综合税，若

再考虑同步调整了行邮税税目税率，将

进口环节综合税与调整后的行邮税进

行对比，可以看出，对消费者的总体影

响有限。”王文清说。新政将促使跨境电

商商品通关更加快捷、通关效率大大提

高、商品质量更有保障，这些都将有助

于提升消费者客户体验，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购

物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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