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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进口税收政策体系 支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樊勇

进口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

重要手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

国进口税收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完善，

在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能源资

源、社会事业、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进口税收政策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

发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职能作用，

主动发挥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聚焦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主动清理规范进口减免税政策，遵

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

（一）三次清理调整，及时废止有

关减免税政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

国减免税规定名目繁多，为了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的需要，在“降低关税水平、

调整关税结构、清理关税减免、扩大

关税税基、实行国民待遇”的关税制

度改革背景下，我国对进口税收政策

进行了三次清理和调整，为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奠定了基础。如 1993 年底，

国务院批准开展第一次政策性关税减

免税文件的清理，清理减免税优惠政

策涉及 157 个文件之多，最终在 1993

年底废止 27 个文件，分步取消 98 个

文件，调整 9 个减免税规定。经过三

次清理和调整，我国取消了明显不公

平的进口税收减免规定，保留了不违

反国际惯例而对经济发展、对外开放

有促进作用的减免税政策，如外国政

府、国际组织无偿捐赠物资免税，特

定地域石油、天然气勘探进口设备

和材料免税，出境口岸免税店以及     

《进出口关税条例》中规定的进口减免

税等。

（二）严格规范管理，积极适应世

贸组织规则。入世前后，为了以更开

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

作，根据国务院部署，财政部会同相

关部门对进口税收政策再次进行了全

面清理和规范，进一步为建立统一、

规范、公平、合理的进口税收政策体

系打下基础。2000 年，财政部牵头对

当年到期的 13 项进口税收政策进行

了清理。2002 年，针对加入世贸组织

后的新要求，财政部又牵头对部分进

口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同时明确今

后一般不再受理和审批个案减免进口

税项目，确需减免进口税的，由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后报国

务院批准。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进口税收政策宏观调控职能作用

（一）配合增值税改革，保障改革

顺利推进。2009 年，我国进行增值税

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改革，将企

业购入固定资产缴纳的增值税纳入

抵扣范围。为配合全国增值税转型改

革，规范税制，经国务院批准，财政

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对部分

进口税收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规定自

2009 年起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

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等进口的自用设

备，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项目进口设备，加工贸易外商提供

的进口设备以及技术及配套件、备件，

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继续免征

关税。后续，针对外资研发中心、国际

金融组织和外国贷款项目进口设备无

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等问题，又相

应出台了一些专项政策，保障增值税

转型改革顺利推进。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帮助产

业渡过难关。2009 年，为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国务院相继出台了装备

制造业、电子信息等十个重点产业调

整和振兴规划，进口税收政策积极进

行配套支持。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装

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财政部

将原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规定

的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这些装备

而进口的部分关键零部件和国内不能

生产的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并转作国

家资本金的方式，调整为直接免征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进一步释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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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力。到 2010 年，先后出台新型纺

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等 10 多个专项

税收政策，200 多家装备制造业企业

获益，对促进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自

主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了

积极有效的作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

中具有核心、基础和战略地位的平板

显示产业，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面临巨大困难，产能下降。根据国务

院发布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财政部将液晶面板生产企业的

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延期至 2011 年底，

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调整了

进口商品免税清单，并将政策的适用

范围扩大至液晶、等离子和有机发光

二极管面板等新型显示器件，给产业

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三）助力新冠疫情防控，及时纾

解社会困难。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暴发，为鼓励境外捐赠进口疫情防

控急需的防护用品、消毒物品、救护

车等，财政部紧急会同有关部门报请

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公告，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的三个月内，扩大原有政策

的免税进口物资范围、免税主体范围

等，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

的用于直接防控疫情物资免征进口关

税。政策的及时出台有力支持了进口

物资捐赠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利用进

口捐赠物资积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此后，针对部分外贸企业出口的

货物因受疫情不可抗力退运复进口面

临征收进口税的情况，经国务院批准

后，财政部出台政策对在 2020 年申

报出口但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

原因，在 1 年内复运进境的货物，不

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积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纾解    

困难。

着力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策，支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为充分发

挥进口税收政策宏观调控作用，助力

企业创新创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统一税制、

公平税负、平等对待市场主体等要求，

整合目标相近的政策，进一步加强政

策统筹，形成了支持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

体系。进口税收政策供给不断增强，

调控作用不断提升，在支持科技自立

自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能

源资源安全、促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事

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

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固本强基，支持科技创新发

展。一是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积极

落实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打造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平

台，对科研机构、学校等进口国内不

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科学研

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在

此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新增国家

产业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等免税主体。二是推动科普工作高

质量发展，对科技馆、天文台等单位

所需进口科普资料等免征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实施民口科技

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对高档数控

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民口专项项目

所需进口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建设现代化强国，提升产业

竞争力。一是为增强农林产品国际竞

争力，引进推广良种，加强物种资源

保护，实施种子种源、野生动植物、饲

料等进口税收政策。对进口种子（苗）、

种畜（禽）、鱼种（苗）、野生动植物种

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外国政府

（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返还

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免征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对鱼粉、花生油渣饼、紫苜

蓿等饲料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有效

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二是支持产业

转型升级，实施重大技术装备、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航空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有关进口税收政策。对国内企业

为开发制造国务院规定的 16 个重点

领域内的重大技术装备而需进口的关

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有效支持了高端数控

机床、集成电路生产设备、风力发电

机组、盾构机、高端医疗设备、飞机等

装备和产品的国产化发展。对集成电

路生产企业、新型显示器件进口国内

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自用

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生产设备增值税准予分期缴纳，

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国内航

空公司、维修单位等进口国内不能生

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维修用航空

器材，免征进口关税，促进我国民用

航空运输、维修等产业发展。三是为

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和设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

进步，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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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 年出台了支持科技馆、天文台等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 来源 ：视觉中国

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在规定

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四是为完善能源

产供储销体系，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支持天然气进口利用，实施能源

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进口税收政策。对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

求的，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

备等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 ；对天然气进口环节增值税按

比例返还。

（三）统筹兼顾，推动社会事业发

展。一是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符合条

件的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

业的有关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对

外国民间团体、企业、友好人士和华

侨、香港居民和台湾、澳门同胞无偿

向我境内受灾地区捐赠的直接用于

救灾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消费税，支持灾区紧急救

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

是对博物馆、纪念馆及美术馆等国

有公益性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

还、追索和购买等方式进口的藏品免

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

税，进一步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三

是对卫生健康委委托进口的抗艾滋

病病毒药物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对进口抗癌药品、罕见病

药品减按 3% 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有效降低进口药物的采购费用，提高

病毒抑制率，支持制药产业发展，保

障人民健康。四是对国际赛事组委会

指定的比赛用消耗品免征进口税收，

积极支持在我国举行北京 2022 冬奥

会等国际赛事。

（四）与时俱进，促进国内消费升

级。一是健全免税店政策体系。研究

完善口岸进境、出境免税店等相关政

策，规范经营秩序。综合考虑近年来

新兴购买力的增加，在新设的大型国

际航空枢纽、大型邮轮港、具有重大

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港珠澳大桥等地

增设口岸进境、出境免税店，推动免

税业有序竞争健康发展，进一步服务

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同时，加强对免

税业的基础调研，开展免税行业国际

比较研究，为我国免税业政策的健全

完善提供参考。二是支持跨境电商健

康发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的决策部署，制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税收政策，并根据业态发展，提高商

品限额，丰富清单商品品类，规范清

单备注和尾注中的监管要求，促进跨

境电商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此外，配

合做好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

围、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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