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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师炜 通讯员
彭伟艳）近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
今年 1-2 月，海口海关共为海南外贸
企业办理各类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
2021 份、金额约 11.1 亿元，较去年同
期分别增长 46.66%、21.78%，帮助海
南企业在目的国享受关税优惠超过
5500万元。

据海口海关签证人员介绍，2024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 施 第 三 轮 降 税 安 排 ，中
国-东盟自贸区 3.0 谈判也加快推
进。自贸协定制度红利不断释放，有
助于进一步提升海南出口产品的竞
争力。据统计，2024 年前两个月海
口海关办理 RCEP 原产地证明 195
份、金额 1.7 亿元，分别增长 441.67%、
645.03%；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
332 份、3.2 亿元。海南出口享惠产品
主要为冻水产品、无纺布、五金配
件、机电产品等。

海南宣创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
领证人员赵茂文介绍，今年以来，该
公司已经申领了中国-东盟原产地
证书 46 份，货值 2850 万元，在目的国
可减让税款约 143 万元。“我们的产
品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凭借原产地证
书产品可以享受零关税优惠，让公司
与海外客户建立了更加稳定的供应
关系。”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口海关
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
印、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等一系列便
利化举措，原产地证书审核速度提
升到“秒”级，进一步降低了企业享
惠时间成本和通关成本。接下来，
海口海关将充分挖掘 RCEP 等自贸
协定降本增效潜能，助力更多企业
享惠。

今年前两个月海南外贸企业享受
原产地关税减让超5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林师炜 通讯员 殷
俊 刘俊）近日，洋浦保税港区内企业海
南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下称大庄园公
司）78吨带骨羔羊腹肉顺利通过海口海
关所属洋浦海关查验，直接在洋浦保税
港区内完成“保税状态”到“非保税状态”
的性质转换，这是自海关总署发布《关于
优化综合保税区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
管的公告》后，海南自贸港落地的首单

“区内直转”业务。
据介绍，“区内直转”业务是指对区

内实施分类监管的非保税货物申报转
为保税仓储货物，或保税仓储货物办结
海关手续后申请以分类监管方式继续
在区内存储，允许完成报关手续后，直

接核增核减海关账册，不要求实货进出
卡口的管理模式。海关在企业自行设
立的“待检区”开展拟转换性质货物的
监管，通过数据“跑路”替代货物“跑
腿”，货物不用实际进出卡口，可有效节
省出关转换货物“保税”与“非保税”状
态时间、进出卡口装卸及转存区外冷库
的系列费用，能够有效提升通关效率，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作为首批试点企业之一，大庄园公
司对参与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试点前后
的变化感受颇深。该公司负责人刘超算
了一笔账：公司过去从国外进口冻肉，经
加工办结海关手续后需要送到区外存
储，再分批销往国内华南地区，区外冷库

租赁年租金约360万元，货物从厂区运输
到外租冷库之间的运输和装卸费约300
万元。区内直转政策落地以后，货物在
性质状态完成转换后继续存在区内企业
冷库，预计一年可节约整体运作成本720
万元左右，降幅达12%。“不仅如此，政策
落地后，公司可承接大量小批量订单，经
营灵活性进一步增强，经营效益也将进
一步提升。”刘超说。

保税货物与非保税货物性质不同，
同在企业仓库这一“屋檐”下，对海关监
管是个不小的挑战。自《关于优化综合
保税区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的公
告》发布后，洋浦海关迅速了解掌握区内
企业实际需求，详细制定“区内直转”试

点业务流程和申报步骤，先后6次派员实
地指导企业设置待检区、接入视频监控
和建立计算机仓储管理系统，帮助企业
满足政策适用条件。洋浦海关查验一科
科长殷俊说：“我们重点对园区企业的仓
储管理系统建设提出建议，全流程监控
企业货物进、出、转、存等情况，真正实现
严密监管、便捷追溯。”

据悉，目前洋浦保税港区内已有 6
家企业提出“区内直转”需求，经调研，
每年涉及状态直转的货物约 15 亿元。
下一步，洋浦海关将在优化流程、高效
监管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以智慧化
的监管模式创新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
效。

海南自贸港首单“保税→非保税”
区内直转业务落地

本报讯（记者 林师炜 通讯员 刘
宸 郑欣）日前，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今
年前2个月海口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19.8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9.5%。其
中，出口35.1亿元，增长20.2%；进口84.7
亿元，增长5.6%。

据海关数据分析，今年前两月，海口
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主要呈现以下五
个特点：

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前2个
月，海口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83.8

亿元，增长24%，占同期海口市进出口总
值的（下同）70%。同期，以免税品进出口
14.2 亿元，占 11.9%；以保税物流方式进
出口12.1亿元，占10.1%。

民营企业主力作用发挥明显。前2
个月，海口市民营企业进出口76.8亿元，
增长12%，占64.1%；国有企业进出口24.5
亿元，下降24.9%，占20.4%；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18.5亿元，增长125.2%，占15.4%。

美国、欧盟、东盟为前三大贸易伙
伴。前2个月，海口市对美国进出口14.3

亿元，增长5.2%，占11.9%；对欧盟进出口
12.6亿元，下降16.2%，占10.5%；对东盟进
出口11.8亿元，增长6.7%，占9.8%。同期，
对RCEP其他成员进出口28.2亿元，增长
33.6%，占23.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50.9亿元，增长5.1%，占42.5%。

煤炭、矿砂等大宗商品为拉动进口
的主要动能。前2个月，海口市进口大宗
商品 34.9 亿元，增长 30.7%，占同期海口
市外贸进口总值的（下同）的41.2%，拉动
同期海口市外贸进口增长 10.2 个百分

点。其中，煤炭23.7亿元，增长19.9%；金
属矿及矿砂8.1亿元，增长20.5%。同期，
进口机电产品 12.8 亿元，增长 35.1%，占
15.1%。此外，成品油、医药品进口分别
增长327%、220%。

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前2个
月，海口市出口机电产品13亿元，占同期
海口市外贸出口总值的（下同）37.1%。同
期，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 5.9 亿元，增长
335.1%，占16.8%；出口农产品2.8亿元，增
长96.1%；钢材1.7亿元，增长73.5%。

今年前两月海口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9.8亿元
同比增长9.5%

本报讯（记者 林师炜）近年来，海南
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15%
优惠政策（下称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所
得 税 15% 优 惠 政 策）实 施 效 果 良 好 。
2020-2023年，享受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
所得税15%优惠政策的企业累计减免税
额达236.73亿元。

海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曹
树育介绍，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所得税
15%优惠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增强企业获得感。2020-2023
年，享受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所得税
15% 优 惠 政 策 的 企 业 累 计 减 免 税 额
236.73 亿元（其中 2020 年度减免税额
27.64 亿元，2021 年度减免税额 67.10 亿
元，2022 年度减免税额 75.35 亿元，2023
年度预缴数减免税额 66.64 亿元），减轻
了企业生产经营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

二是做大经济流量。鼓励类产业目
录企业所得税15%优惠政策与其他财税

政策形成合力，“人流”“物流”“资金流”
不断向海南汇聚。全省市场主体从2020
年6月底首次突破100万户，到2022年8
月底突破200万户，再到2023年6月底突
破 300 万户，截至 2023 年底突破 378 万
家，增速不断加快，连续46个月保持全国
第一。同时，新注册有纳税记录的市场
主体不断增多，2023 年将近 23 万户，是
2019年的2.1倍，其中外资企业是2019年
的2.7倍。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类产业目
录企业所得税15%优惠政策有着非常强
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引导市场主体和市
场要素加速向重点产业领域布局，2023
年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和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六成。

曹树育表示，下一步，海南省相关部门
将做好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所得税15%优
惠政策的落实工作，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蹄疾步稳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所得税
累计减免236.7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