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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认真开展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分析和借鉴主要

发达国家非税立法经验。

四、深度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

（一）深度参与国际税收协调和规则制定。一是充分发

挥BEPS包容性框架指导委员会和数字经济工作组执行局副
主席地位优势，推动BEPS项目在中国落地。会同税务总局
评估我国加入《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

润转移（BEPS）的多边公约》的可行性及意见，并同 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了多边公约。二是推动数字经济国际

税收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税收治理

中的影响力，维护我国国际税收权益。三是积极应对OECD
有害税收实践论坛对我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制的审议，充

分阐述我税制特征使论坛做出“无害”结论。四是会同税务

总局等部门制定《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

法》，为 2018年自动情报交换做好准备。五是成功应对欧盟

税收不合作辖区名单事宜。

（二）密切跟踪研判全球税改趋势。聚焦美国和主要国

家税改方案，及时跟踪、准确解读、分析影响并提出建议

对策。撰写的近 50篇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和部领导的肯

定和批示，为我国推进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提供重要决策

依据。

（三）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和国际税收交流合作。积

极参与G20、金砖等多边框架和中英、中法高级别财经对话

等双边机制，增进国际税收合作和交流。落实G20杭州峰会

成果，积极设计金砖领导人会晤内容并取得成果。务实推进

投资协定谈判和 IMF、世行等审议磋商工作，促进投资和贸
易便利化。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

财政关税工作

2017年，财政关税工作在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线，有效发挥关税宏观调控作用，深入推进关税制度

建设；紧扣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中心，落实完善“十三五”

进口税收政策，规范促进新业态发展；紧扣健全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目标，稳妥推进多双边关税谈判，提升国际经贸

话语权。

一、完善关税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落实中央决策，及时出台消费品降税方案。根据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6次会议决策部署，研究拟定了进一步

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于 2017

年 12月 1日起实行。新实施的消费品降税方案共涉及 187项

产品，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衣着鞋帽等各

类消费品，平均税率由 17.3%降至 7.7%；与此前两年消费
品降税方案相比，覆盖范围更广、降税力度更大。这一方案

对外释放出我国鼓励消费品进口、自主扩大对外开放、促进

贸易平衡发展的积极信号，践行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目标，有利于引导国内供给体系转型升级，并与国际社会

分享市场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二）把握改革主线，动态调整重点商品进口关税

1. 履行降税义务，继续实施信息技术协定扩围产品降
税。根据协定降税安排，2017年 7月 1日起，对世贸组织信

息技术协定扩围产品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二步降税。这对降

低相关企业进口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

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依照国内外情况变化，适时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一是继续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国

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以进口

暂定税率方式降低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平板探测器、多
臂机或提花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先进医药原料、椰糠等

商品的进口关税。二是适当扩大汽车进口模具暂定税率的

适用范围。三是根据国内外供需情况变化，适当提高镍锭的

进口暂定税率。四是根据国务院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

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的有关精神，与进口废物管理目

录的调整时间相衔接，取消废镁砖、废钢渣、废矿渣等商品

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

（三）适应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目结构。为进一步

规范和完善税目结构，更好地适应产业及贸易发展的实际

需要，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新的税目调

整方案。一是根据国内产业发展需要，新增新型液晶材料

等新材料以及烤紫菜等优势产品税目。二是综合考虑贸易

量、海关操作等因素，删除或调整草菇等部分产品税目。

上述调整后，2018年 1月 1日起我国税则税目总数增至

8549个。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入推进关税制度建设

（一）推进关税法立法工作。关税立法工作经过多次调

研、充分沟通、广泛征求意见，与海关总署等部门就大部分

内容达成共识。其中，在统一物品和货物税制、规范税目税

率调整权限、明确各类别税率性质和实施原则等方面做出

了具体规定，较好地落实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此基础上，初

步完成了《关税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与海关总署联合签

发了征求意见函，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二）提请送审船舶吨税法草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于 2017年 10月、12月两次审议了船舶吨税法（草案），

船舶吨税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

过，2017年 12月 27日，习近平主席签发第八十五号主席令

公布，自 2018年 7月 1日起施行。船舶吨税法是按照税制平

移的思路由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船舶吨税法的出台，提高

了船舶吨税制度的法律效力，进一步保障了税收制度的法

治化、规范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税收遵从度，对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进口税收政策管理机制建设。一是规范政策

管理办法。会同科技部研究出台落实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政策的管理办法，优化政策申请流程，更好发挥政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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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按照全面加强绩效管理的要求，在有关新出台的进口税

收政策中增加审批责任追究条款。二是完善政策动态调整

机制。在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 2016年绩效评估

并确定 2017年免税额度时，针对 2016年下半年以后经济企

稳回升的变化情况，确定 2017年免税规模，支持企业抓住

经济回升的市场发展机会。

三、优化进口税收政策体系，促进提升发展质量
效益

（一）完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社会事业发展

1.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全面落实“十三五”进口税收政
策。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全面落实新型显示器件、科技重大

专项等“十三五”进口税收政策，根据国内产业运行和技术

发展情况，核定企业名单、年度免税额度及免税进口产品清

单等政策内容，制定年度执行方案。二是促进资源开发。落

实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口税收政策，核定煤层

气项目进口物资免税资格、陆上海上石油（天然气）年度免

税额度，及时发布执行文件。三是发展现代农业。落实中央

储备粮油政策，制定 2017年度种子种源免税进口计划。四

是发挥区位优势。落实云南花卉进口税收政策。

2. 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研究制定进口税收支持政策。为
支持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确保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顺利举办，研究出台了相关进口税收政策。

（二）规范优化免税店政策体系。一是加快落实国务院

批复增设的口岸进境免税店。敦促、指导地方财政部门，确

保广州白云等 11个机场按期完成。二是落实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 16次会议决策部署，进一步整合、细化口岸进境免

税店招投标规定。指导相关口岸制定科学严密的评判标准，

选定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经营主体，保障免税店规范健康

发展。三是规范口岸进境免税店管理。规范杭州萧山等 8个

口岸进境免税店规模，研究陆地口岸进境免税店规模标准、

口岸产权和免税店经营权关系、扩大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

境免税店规模等问题。

（三）落实完善区域性税收政策。一是扎实推进自贸试

验区建设，明确可在新设自贸试验区试点的相关进口税收

政策。二是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推进广州等近

3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整合，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和效

益，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三是完善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将

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纳入离岛免税政策适用对象范围。四是

调整平潭和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商品范围，在现行

六大类商品经营范围内适当增加玩具、眼镜、珠宝首饰、日

用化妆品、家用医疗器械等商品种类。

四、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国际经贸合作与
发展

（一）促进对等开放，科学拟定自贸区关税谈判方案

1. 稳步推进自贸协定等关税谈判。研究制定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贸易协定、中日韩、中国—
马尔代夫、中国—斯里兰卡、中国—挪威、中国—巴基斯坦

第二阶段、中国—智利升级、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

等各项自贸谈判关税减让方案，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其

中，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于 2017年 9月顺利结束谈判，

并于 12月签署协定；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于 2017

年 11月签署成果文件。

2. 落实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成果。拟定中国—格鲁吉亚
自贸协定和《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中方关税减让实施方案

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时配合做好协定国内审核工作。

（二）维护多边机制，提升国际经贸话语权。一是参与

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参加 2017年 12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 11

届部长级会议，就各项议题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谈判方

案，做好谈判应对工作。二是做好国际关税协定履行工作。

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相关工作。启动我国向世贸组

织提交第四份中央补贴政策通报工作。会同商务部开展世

贸组织对我国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的应对工作。通报世贸

组织金融危机监督机制下我采取的与贸易有关措施。三是

积极参与其他多双边协定和活动。对G20会议、金砖国家

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关文件、后续事项落实等研究

提出意见。

（三）科学制定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公平市场环境。依法

做出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关税和调整税率的

决定，共涉及 15项产品。一是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干玉米

酒糟等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对原产于日本

的进口偏二氯乙烯—氯乙烯共聚树脂等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三是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等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四是对进口食糖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

形式，即对关税配额外进口的食糖，在现行适用税率的基础

上加征关税。

（四）妥善处理最不发达国家特惠税率相关问题。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对原产于冈比亚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民主共和国的 97%税目产品实施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

财政预算管理

2017年 ,财政部抓好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有效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预算绩效管理、中央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推动落实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等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编制好2018年预算

（一）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确定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和原则。预算编制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二）在总体收支预算安排上牢牢把握党的十九大决策

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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