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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多措并举  谱写关税工作新篇章
江苏省财政厅

近年来，江苏省财政厅积极运用好关税政策，推

动江苏外向型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

落实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开放型经济平稳发展

“十三五”期间，江苏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达 1298 亿

美元，规模保持在全国首位。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外贸

进出口由 2015 年的 3.39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4.45

万亿元，居全国前列。江苏省财政厅严格落实国家出

台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助力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

一是落实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会同省商

务、海关、税务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对外资研

发中心申报的条件、材料、时间和流程做出明确规定，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负责全省外资研发中心的认定和复

核。近年来共认定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81 家，为

进口研发专用设备免税达 1 亿多元。

二是落实支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有关进口税

收政策。2019 年底免税额度管理取消前，江苏共有 6 家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企业和 3 家有机发光二

极管显示面板生产企业先后获批维修进口生产设备用

零部件免税进口额度，2 家企业享受分期纳税政策，有

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三是落实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江苏省财政厅

及时和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沟通协

调，将进口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和进口物资清单多批

次报送海关。据统计，全省共为 1515 万美元货值的进

口物资减免税款 912.2 万元，有效支持疫情防控，助力

企业纾困解难。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健康发展

作为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江苏在财政部等

部门支持帮助下，在全国先行先试建设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江苏有全国首家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昆

山出口加工区（现升级为昆山综合保税区），全国首家

综合保税区——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十三五”期

间，江苏省财政厅积极帮助地方申请并建设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综合保税区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目前，

全省共设立 21 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中，综合保税

区 20 家，保税港区 1 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省财

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政策研究分析工作，支持

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同时主动指导地方准

备申请材料，及时提出完善建议。江苏所有的出口加

工区已整合优化为综合保税区，区内业务也由外向型

加工贸易拓展至国际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销、保税

研发、检测和售后服务维修等，进一步提升了开放质

量与水平。区内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有效助力区

域经济增长，提升市场活力。

二是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兴起。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

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江苏省财政厅配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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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持续推进“五大中心”建设。各综合保税区积

极发掘新增长潜能、探索新发展路径。其中，昆山综合

保税区持续开拓新模式，区内拥有研发机构 12 家，2 家

研发企业拥有保税研发账册 ；推进仓储物流信息化，

建设智慧仓储系统和试验基地 ；积极开展全球维修业

务，延伸服务链条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打造千

亿级咖啡产业。综合保税区特有的创新业态和模式引

导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驱动相关企业向综合保税

区集中，形成并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为地方经济发展

持续注入活力。

三是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根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为进一步推动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建设精而优、好又快的集约型经济形态，江苏省财政

厅一方面会同税务、海关等部门广泛调研，帮助综合

保税区在确保履行功能的前提下，适当合理减少规划

面积，目前已有多个综合保税区申请核减规划面积。

另一方面，对核减申请已获批的综合保税区，积极参

与联合验收，及时反映验收情况，2 个综合保税区核减

申请获批后已成功验收。合理核减规划面积，能够有

效提高资源节约度，增加土地利用率，提升综合保税

区单位面积的效益，从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

高质量发展。

加大政策措施落地力度，助力企业应对复杂的国际

贸易形势

江苏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是经济增长的重

要一环。“十三五”时期，江苏省财政厅密切关注国内

国际形势变化，研判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积极

向上提出应对举措和建议。

一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为配合财政部相关

调研，江苏省财政厅在 2018 年两次召开贸易形势座谈

会，会同税务、海关、商务等部门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对

江苏经济发展的影响。积极走访重点外资外贸企业，

发放调查问卷，搜集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需求。针

对企业出口受困、产业转移压力增大的问题，提出进

一步降本减负，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等一系列应对措施。

二是持续提出关税税目税率调整建议。主动深入

企业走访调研，搜集相关需求，近年来上报 10 多条建

议，支持企业不断发展。例如，星科金朋半导体有限公

司属于集成电路的封测行业，对中高端集成电路测试

设备需求旺盛，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江苏省财政厅

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在沟通过程中了解到集成电路测

试机（HS90318090）属于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产品，

2021 年关税税率为 2%，2022 年降至 1%，2023 年降至

零，及时告知并辅导企业利用政策调整生产计划。2020

年江苏关于降低核反应堆燃料组件的进口关税暂定税

率的建议被采纳，有效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是积极调研外资外贸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情况。及时开展相关调研，分析疫情下全省外资外贸

运行的总体情况，深入企业了解复工复产进度、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等。在采取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严格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应对措施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

大减税力度，强化金融支持，加强国际协调，发展创新

业态，促进出口转内销等一系列政策建议，帮助外贸

企业增强信心，稳住市场份额。

贯彻落实进出境免税店管理办法，推动免税品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

财政部等部委制定出台口岸进出境免税店的管理

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口岸进出境免税店的申报流程、

管理模式以及财政部门的管理内容和要求。江苏省财

政厅严格落实上述规定，帮助和指导免税店规范、健

康运营。

一是按照管理办法指导免税店的设立。“十三五”

期间，先后报送南京禄口机场进境免税店设立规模请

示，上报备案经营面积、经营主体及合同等资料 ；针

对南京禄口机场出境免税店合同到期的情况，报送继

续设立出境免税店请示并获财政部批复 ；报送在苏南

硕放机场设立口岸进境免税店和在徐州观音机场继续

设立出境免税店的请示，帮助有需求的口岸合法合规

开展免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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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落实行政监督职责。在南京禄口机场继续设

立出境免税店的批复下达后，主动对接东部机场集团，

全程对禄口机场出境免税店招标、投标、评标等活动

进行监督，确保招标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

三是做好免税店政策解释工作。针对群众消费需

求日益增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设立免税店的

建议和提案，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回应社会关切。

深入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十三五”期间，随着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许

多创新型产业也逐步成长，江苏省财政厅积极开展前

瞻性研究，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一是开展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调研。按照财政部

要求，指导各市开展业务培训，明确调研范围和数据

填报方式，同时多次实地调研省内重点产品生产企业，

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通过对碳纤维、工业机器人、液

晶显示屏、锂电池等重点产品调研，有效定位江苏重

点新兴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等情况，

结合企业面临的问题和诉求，提出扶持产业纵深发展

的对策和建议，促进新兴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是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提出，在

符合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积极探索货物状态分类

监管试点，在税负公平、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赋予具备

条件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2016 年，江苏昆

山和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在全国首批开展了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江苏省财政厅会同税务、海关

积极调研试点实施效果，逐一摸排其他综合保税区对

试点资格的需求，指导做好试点前准备工作，并及时

向上反映试点扩围的需求，有梯队地将综合保税区纳

入试点范围。目前，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已覆盖全省

全部 20 个综合保税区，试点企业超 130 家，累计实现

销售额突破 2600 亿元，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 130 亿

元。有效帮助企业应对目前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打

通增值税链条，实现区内区外税负公平。试点后，企业

非保税货物进出区和国内采购更加便捷，同时产能得

以释放，活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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