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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财政关税工作围绕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

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完善关税税收制度，优化进口税收政策体系，推动经

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2015年，受进口需求下降、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全国征收关税和进口

环节税15 072亿元，比上年下降12.7%。其中，征收关税

2 555亿元，同比下降10.2% ；征收进口环节税12 517亿元，

同比下降13.2%。进出口税收约占中央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的21.8%。

一、有效发挥关税调控作用，支持稳增长调结构

（一）着眼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2015年，关

税调整工作继续秉承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坚持鼓励国内

亟需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的政策导

向，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推进国内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016年1月1日起，

对780多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包括

有利于提升装备制造水平的高速电力机车牵引变流器等关

键零部件，有利于促进节能环保的纯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

用电机控制器总成等设备及材料，有利于促进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天然和浓缩铀等能源资源类产品。

（二）助力稳增长，对国内相关产业实施动态保护。一是

对部分商品关税进行反向调整。根据国内产业发展、技术进

步、投资和市场等情况，及时采取税率回调措施，鼓励国内

扩大生产和供给。2016年1月1日起，反向调整40多项产品

的进口税率：对自动络筒机等商品，恢复实施最惠国税率；

对滑动轴承等商品，适当提高暂定税率水平。二是动态调整

重点产业免税商品清单。研究完善促进重大技术装备、集成

电路等重点产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动态调整纳入政策

范畴的免税商品清单，适时增加产业进步所需的先进技术

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原材料等商品，并根据国内生产满

足需求情况，剔除部分商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三是继续调整出口关税政策。为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国内产业结构变化情况，结合我国

入世承诺，自2015年5月1日起，取消了钢铁颗粒粉末、铝

加工材等10项具有一定加工深度商品的出口关税；自2016

年1月1日起，进一步取消了磷酸、氨和氨水等商品的出口

关税，适当降低生铁、钢坯等商品的出口关税。

（三）研究采取有关措施，缓解财政收入压力。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本着符合财政改革长远

目标、以促进口带动增税收的原则，研究可行的增收措施。

一是适度降低龙虾、冻带鱼等水产品的进口关税，规范进口

关税管理工作

秩序，引导有关产品通过正常贸易渠道进境，增加进口数

量。二是配合国内政策调整，自2015年9月1日起恢复征收

化肥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配合消费税改革，2015年1月13

日起提高汽油、柴油、石脑油等成品油的进口环节消费税；

2015年2月11日起对电池、涂料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 

二、加强制度建设，调整完善关税法规政策

（一）规范税收制度，研究调整进境物品税收政策。一

是制订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为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健康发展，在认真

研究、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拉动国内消费、公平

竞争、促进发展和加强进口税收管理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方案并上报国

务院。二是研究调整行邮税政策。为适应我国居民海外购物

消费及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形势要求，本着规范税制、

维护税负公平、堵塞漏洞等原则，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税收政策相协调，研究制定了行邮税调整方案，经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上报国务院。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做好相关立法工作。一是稳

步推进《船舶吨税法》立法工作。按时启动《船舶吨税法》

立法工作，制定立法工作计划，成立立法工作小组，专题

调研了解《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认真听取相关部门、地方及航运企业的建议。二是组织开

展《关税法》立法预研究工作。根据税收法定工作安排，

《关税法》立法工作于2016年启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为夯实立法工作基础，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组织翻译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关

税法律文本，并邀请法学专家加强对国外关税法律和国际

惯例的研究分析；开展基础研究工作，邀请北京大学等院

校的专家就涉及关税的法律理论、基本问题、制度框架等

问题开展研究。

（三）提高政策规范性，研究整合进口税收政策。按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为建立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进口

税收政策体系，更好地发挥关税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职能作用，在对“十二五”末到期进口税收政策及其执行情

况进行全面梳理评估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十三五”进口税

收政策方案，加强进口税收政策的整合优化，提高政策执行

的规范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者
购物选择

（一）牵头制定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策的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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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我国公民境外消费快速增长问题，并报送了相关

研究报告。同时，进一步研究制定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

策、丰富国内消费者购物选择的具体方案，提出降低部分消

费品进口关税水平、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积极稳妥发展免

税业、推进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提高通关便利

化水平、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等政策措施建议，报经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

（二）试点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为扩大国内消

费和满足百姓消费升级需求，自2015年6月1日起，启动了

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试点工作，以暂定税率方式降

低西装、护肤品、纸尿裤等14项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税率，

平均降幅超过50%。为进一步客观分析和评估降税效果，充

分发挥降税的政策信号作用，2016年1月1日起，继续扩大

试点商品范围，对我国居民在境外消费较为集中、进口关税

税率相对较高、进口需求弹性较大，同时对国内相关产业影

响较小的部分商品实施降税，包括箱包、真空保温杯、太阳

镜等16项日用消费品。

（三）研究口岸进境免税店问题。本着既充分发挥口岸

进境免税店扩大国内消费、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作用，又要统

筹平衡我国免税品和有税品2个市场，尽量减少对国内产

业、消费市场和流转税制冲击的原则，研究制定了口岸进境

免税店政策，首次明确了政策涉及的销售对象、免税税种、

经营主体、销售品种和数量、免税购物额、特许经营费、设

店审批等要素，并制定了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的具体方案，

均已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四）研究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为适应商

品贸易经营业态的快速发展变化，在全面总结政策实施效

果的基础上，自2015年3月20日起，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政策，将婴儿配方奶粉等17种消费品纳入免税商品

范围，并适当放宽化妆品、服装服饰等10种热销商品的单

次购物数量限制，以进一步发挥政策效应，促进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

四、充分发挥进口税收政策作用，支持经济社会
发展

（一）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为贯彻创新驱动理念，及时落实重大技术装备、新型显示器

件、进口航材等进口税收政策，鼓励进口先进设备及关键

零部件、原材料，提升国内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修订科教用品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政策，会同有关

部门明确了非医药类院校、专业和非医药类科研机构免税

进口医疗检测分析仪器及其附件的优惠政策。落实民口科

技重大专项免税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科技重大专项

2015-2017年免税进口物资清单，并印发了新一代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网等科技重大专项免税进口物资2015-2017年度实
施方案。

（二）促进节能减排，支持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为促进

清洁能源供应和鼓励能源勘探开发，发挥税收政策对保证

我国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的重要作用，继续实施进口天然

气返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口物资等方面的税

收政策。落实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把APEC 54项环
境产品的实施关税降到5%或以下，包括污泥干燥机等27项

实施税率高于5%的产品，平均降税幅度达42%。

（三）增进国民福利，加大力度支持社会事业发展。为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继续实施残疾人专用品、抗艾滋病

病毒药物、科教图书等进口税收政策。为支持慈善事业，发

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慈善性捐赠

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进一步放宽接收免税进口物

资的受赠人范围，调整免税进口物资范围。为促进国际合作

与交流，积极配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的成功建立，拟定政府间协定、东道国协定涉及的机构

和人员的进口税收豁免政策，参与相关文本磋商，推动上述

多边开发机构顺利运营；拟定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

国 -保加利亚文化中心、大图们倡议等国际组织的进口税收

政策；研究我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离任回国携带自用车

辆进境的税收政策。

（四）支持“三农”发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推

动建设优质高效农业，保障粮食安全，继续实施种子种源、

中央储备粮油、部分饲料及化肥等进口税收政策，加大对农

业领域的支持力度，稳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落实国务院取

消部分非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调整了

进口种子种源政策的执行方式。

（五）发挥关税调节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三五”

期间，将整合中国 -东北亚投资博览会等4项留购展品政策，

对中国 -东北亚投资博览会等7个展会在展期内销售的合理

数量的进口展览品，免征进口关税，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进

出口贸易发展。

五、支持区域协调发展，调整规范区域税收政策

（一）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工作。一是牵头拟

定了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上海自贸

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中的具体税收政策内容。二是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涉及的相关税收政策问题。

三是为鼓励中资“方便旗”船回国登记，提升航运安全，对

完善现有中资“方便旗”船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

（二）研究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健康发展。一是参与

研究起草《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二是密

切跟踪选择性征税关税政策以及苏州、重庆贸易多元化试

点的实施情况。

（三）研究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参与研究起草《关于

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若干意见》。就地方提出的集成电路

“全程保税”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撰写了《关于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保税有关问题的调研报告》。对现行加工贸易限制类

目录及限制措施、钢材等产品的加工贸易政策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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