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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关动向，同时，组织召开美资在华企业座谈会，深入了

解美国税改和中美经贸摩擦对美资在华企业运营的影响 ；

紧密跟踪并上报日本、印度、法国、阿根廷、韩国、澳大利

亚等近 10个国家的最新税改动态，为中国税制改革的设计

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广泛搜集G20国家、周边大国和金

砖国家等近 20个国家的税改措施、减税或加税规模、财政

收入等重要信息，得出中国减税规模在世界领先的结论，为

对外宣传中国减税降费力度提供富有说服力的数据。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

财政关税工作

2018年，财政关税工作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和中美经贸博弈两个大局，充分发挥关税统筹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职能作用，既坚定不移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深入推进关税立法，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又坚定捍

卫国家利益，反制美国贸易霸凌，妥善应对经贸摩擦，推动

多双边经贸合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一）有序推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是自主降

低关税总水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开放、主动扩

大进口的决策部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自主降低关税的新

措施。5月 1日全面降低药品关税 ；7月 1日大幅度降低汽车

进口关税和较大范围降低日用消费品关税 ；11月 1日较大

范围降低工业品等商品关税。以上四次自主降税，以及7月

1日实施信息技术协议扩围第三步降税，使我国的关税总水

平由 9.8%降至 7.5%。调整后的关税总水平略高于欧盟，低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是统筹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政策。

随着相关商品进口关税的调整，相应下调进境物品进口税。

11月 1日起，将药品适用税率由 30%调整为 15%，同时，对

国家规定减按 3%税率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进口抗癌药

品，按货物税率征税 ；将主要涉及日用消费品的税目 2、3

的税率分别由 30%、60%调整为 25%、50%。

（二）精准施策，充分落实深化改革重大决策。一是调整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

省 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积

极研究“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工作方案，

自 12月 1日起，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每人每年累计

免税购物限额由 16000元增加到 30000元，在免税商品清单

中增加视力训练仪等部分家用医疗器械商品。同时，为实现

政策对离岛旅客全覆盖，自 12月 28日起，将乘轮船离岛旅

客纳入政策适用范围。二是支持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首届进口博览会的主

场外交做好政策支持和服务工作，及时研究提出进口税收

优惠政策，对展期内销售合理数量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 70%征收。三是

助推自贸试验区等区域深化改革创新。参与研究制定自贸

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方案，提出促进综合保税区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

（三）建章立制，不断加强关税法制建设。一是稳步推进

关税法立法工作，加强重点问题研究协调。二是配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实施，印发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

的船籍国（地区）清单，包括阿尔巴尼亚、利比里亚等 78个

国家（地区），自 2018年 7月 1日起实施。三是促进税则规范

化、法制化，加强关税税率数据库建设，完成税则公告版编

纂工作。四是统筹研究完善进口税收政策，增补审批责任追

究条款，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定期评估机制，加强政策实施的

日常监督。

二、生产与消费并重，不断优化进口税收政策体系

（一）促进新业态发展，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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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和国内

发展需要，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研究提出了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政策调整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一是将年度交易限值由每人每年 20000元

提高至 26000元 ；将单次交易限值提高至 5000元。二是明确

完税价格超过单次交易限值但低于年度交易限值，且订单

下仅一件商品时，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按照货物

税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三是明确已

经购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

售 ；原则上不允许网购保税进口商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外开展“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模式 ；四是扩大清单范围，

增加葡萄汽酒等近年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的 63个税目商品。

（二）促进免税业发展，进一步完善免税店政策。一是为

进一步服务国内消费升级需求，促进口岸出境免税店健康

有序发展，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着力调整完善口岸出境免

税店政策。二是为进一步促进口岸进境免税店健康发展，在

总结评估 2016年公布的《口岸进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实

施情况基础上，研究制定《口岸进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补

充规定》，指导相关口岸制定科学规范的招标评判标准，从

严甄别、选取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营主体。三是按照推

进引导消费回流的政策目标，结合地方申请，重点考虑新兴

的购买力，同时在范围、力度、规模上有所约束，避免盲目

攀比、遍地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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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税店。

（三）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围绕强

国战略，支持关键产品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解决卡脖子问

题，继续完善进口税收政策。二是严格履行世贸组织信息技

术协定扩围产品降税义务。自 7月 1日起，对扩围产品最惠

国税率实施第三次降税，以利于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品进

出口增长，降低进口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积极落实

农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按规定和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年度额

度，保障种子种源等农渔产品的进口和供应。四是鼓励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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