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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增值超过30%（含）货物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助企降本增效

税收优惠，企业发展更有干劲

海南自贸港EF账户惠及更多企业

特别账户，让跨境金融更便利

新政实施以来，入境海南的免签外国人超9.32万人次

59国免签，“天涯海角”不再遥远

受惠于加工增值超过
30%（含）货物进入内地免
征进口关税政策，海口一
家企业节省了百万余元；
借助“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政策，一家企业的油品运
输运力规模迈向世界前
十；扩大59国人员免签入
境海南事由新政正式实施
以来，更多外国人欣赏到
海南美景……这一个个案
例是海南自贸港蓬勃发展
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独
特的自然环境比较优势、政
策和开放红利比较优势，传
递出广阔的发展机遇。作
为背靠国内大市场、面向全
球的前沿阵地，海南正在着
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
要交汇点，主动承接国内市
场扩大内需机遇，以此促进
自身的高水平开放。

核心提示

四年来，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逐步构建，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红利添动力 收获增信心

—
—

海
南
自
贸
港
建
设
特
别
报
道
·
切
片
观
察

建行海南省分行工作人员为企业开立EF账户。通讯员 陈方余 摄

在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加工产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5月31日，一架来自新加坡的3K817次航班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旅
客正在办理入境相关手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工作人员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检修一架国外飞机。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张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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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实
施以来，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自贸港
建设的一系列
政策文件落地
实施，以“零关
税、低税率、简
税制”和“五自
由便利一安全
有序流动”为
主要特征的自
贸港政策制度
体 系 逐 步 构
建。

财税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累计减免税额超 170 亿
元。新购置资产一次性扣
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政策
累计加速折旧、摊销金额
28.2亿元。

贸易
积极落实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若干措施、跨境服
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等系
列政策，实施离岛免税购
物新政，购物限额调整至
10万元。

投资
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

鼓励类产业目录，持续优
化新增33条。全面实施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制定出台放宽市
场准入特别措施，从22个
方面放宽市场准入限制。

金融
出台实施金融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意见
等系列政策文件，资金“电
子围网”建设方案获批，印
发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业
务管理办法。

运输
加快“中国洋浦港”船

籍港建设，注册船舶总数
达45艘，国际航行船舶登
记总吨位居全国第二。落
实邮轮海上游航线试点、
外籍邮轮在海南开展多点
挂靠业务等政策。

人才
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

易港高层次人才新版分类
标准，推动国际人才服务管
理改革试点工作，创新推进
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居留许
可“一窗通办、同时发证”。

数据流动
制定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申报工作指引，开通数据
出境安全评估申报通道。
设立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
出入口局，开通覆盖9个重
点园区的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

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逐步构建

本版制图/杨千懿

5月31日上午，在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力医疗）生产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按照作业程序往
来运送着上千斤的模具，奶白色的天然乳胶在经过冷却定型、
切割、清洗消毒等工序后，完成打包。

“这是我们一次性使用乳胶导尿管的生产线，原材料从马
来西亚进口，目前订单比较饱和，车间正按排产计划赶生产。”
维力医疗总经理贺勇慎说。

随后，这一箱箱生产完成的产品将进入海关监管仓库，完
成出关申报手续后发往广州市。

发往内地市场，为何还需要海关监管？这是由于维力医
疗成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政策制度试点扩区试点
企业，其产品可享受加工增值超过30%（含）货物进入内地免
征进口关税政策。

政策红利如何转换为发展优势？贺勇慎指着从地下仓库
被源源不断抽送到生产线上的奶白色天然乳胶说道：“从去年
2月起，我们借助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共进口1200吨

乳胶，节省了100万余元的关税，目前公司每周都会有订单出
区，保持每周发货2—3次。”

于企业而言，政策的顺利落地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
成本，转化为更具有优势的产品竞争力。去年，维力医疗的销
售额同比增长了30%，这也增强了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发展的
信心和活力。

于消费者而言，企业低成本优势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有利
于广大国内消费者能够用上更优惠的高端医疗产品。

在试点的1年半时间内，贺勇慎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报关
流程愈发便利。“在海关、商务、高新区等多部门的联动下，我
们的加工增值系统不断得到优化，报关费用也从每月约2万元
下降到现在的每月3000元。”贺勇慎说。

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4月底，高新区已
获批试点企业6家，占区外试点企业的2/3，加工增值产品累
计“二线”出区850票，货值超3亿元，核销关税160万元。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工位电脑旁，银行工作人员一番操作，最后鼠标轻轻一点
……半小时之后，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的一笔采购浆纸的
资金，便完成了从国内一般账户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
由贸易账户（以下简称EF账户），再到境外账户的转账。

而在之前，这样一番资金转账完成，要历时2天。
“EF账户的便捷性与开放性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5月

29日，海南国贸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前威透露的心声，也
是众多业内人士的感叹。

石前威表示，对于做大宗贸易、跨境投资的海南国贸实业
有限公司来说，快速进行资金划转，不仅有助于开展业务，更
是极大地节省了资金成本。

企业可以享受的这种快捷，得益于海南自贸港正式上线的EF
账户。

据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中国人民
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现行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基础上，
建设EF账户。海南自贸港EF账户于5月6日正式上线运行，

旨在支持海南自贸港实体经济发展，服务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EF账
户仅适用海南、横琴两地。

据介绍，EF账户最大的优势体现在资金“跨一线”可依法自
由划转，“跨二线”同名账户可以在额度内自由划转。“跨一线”资
金可依法自由划转，是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
OSA账户、NRA账户之间，以及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之间“跨
一线”资金可依法自由划转，凭收付款指令办理。同名账户资金

“跨二线”有限渗透，是指允许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同一个经营主
体开立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与自身境内普通账户在额度内自
由划转，满足其资金摆布需求。但是，同名“渗透”的资金不得用
于负面清单内用途。

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路永玲介绍，EF
账户的独特性和便利性，可以拓展银行的跨境业务，吸引更多
有跨境业务的企业落户海南，让海南自贸港成为更多“走出
去”“引进来”企业的“桥头堡”。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5月31日上午10时40分，一架来自新加坡的3K817次航
班缓缓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55名旅客陆续走下飞机。

刚从飞机廊桥下来的新加坡旅客陈士庄对海南并不陌
生，时隔12年，他再次回到海南探亲。

在外国人入境卡填写处，陈士庄刚拿起笔要填写表格，
执勤民警便上前询问：“您用的是59国人员免签入境海南
政策吗？”得到陈士庄肯定的答复后，民警提示道：“那您可
以不用填写入境卡。如果您前往中国内地其他城市，才需
要填卡。”

在民警的指引下，陈士庄来到验证台录入指纹、完成人证
对照，章起章落间，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边防检查手续。陈士
庄感慨：“来往很便利，以后可以带更多亲友常回海南看看。”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至5
月31日15时，扩大59国人员免签入境海南事由新政正式实
施以来，入境海南的免签外国人已超过9.32万人次。

免签政策利好效应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了外国人的来
琼热情。作为边防检查一线工作人员，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美兰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吴大锋对此有着更直观的感
受。他说：“随着新政的影响扩大，因商贸、访问、探亲、医疗、
会展、体育竞技等事由免签入境海南的人数，与之前相比有了
明显的增加。”

时间拨回到2018年5月1日，海南正式实施59国免签政
策；2024年2月9日，海南又收到一份“大礼包”，扩大59国人
员免签入境海南事由……每一次的向前一步，都是海南向世
界张开怀抱的诚挚邀约。

据了解，6年来，已有超94万外国旅客通过免签政策入境
海南，占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82%。通过免签政策来琼已成
为外国旅客的首选方式，以探亲访友、商务洽谈、参加展会、体
育竞技等事由来琼的国际旅客与日俱增。

入境便利的背后，是众多移民管理警察的付出与守护。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检处副处长饶俊说，凭借免

签政策的春风，昔日的“天涯海角”不再遥远，边检机关将继续
以专业、文明、高效的通关服务，书写更多海南联通世界的精
彩故事。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在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全境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放眼全球都是一个创举。”2022年5月
25日，海南省充换电一张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张
网”服务公司）在海口揭牌成立，当天整合后的海南省充换电“一
张网”监管与运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张网”服务平台）也正式
上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综合司专门为此发来贺
信，给予高度评价。

为何海南一家公司成立、一个平台上线，会引起国家部委如此
重视？原来就在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
见》，为海南量身定制全国首个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其中就提出

“支持海南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该政策针对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的特点，支持有实力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组建投资建设运营公

司，牵引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激发市场投资积极性，加快打
造海南全岛“一张网”运营模式。

随着“一张网”服务公司在海口顺利揭牌成立，其在全国率先建
成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一张网”，基本实现“一个App畅行全省”目标，
已覆盖全省100%的公共充电设施，为全国复制推广积累了经验。

截至2024年5月，“一张网”服务平台已累计接入209家充换
电设施运营商、3747座充电站、81座换电站、4.45万枪充电桩，全
省公共充电桩接入率达100%。

成立2年来，“一张网”服务公司不断提升“一个App畅行全
省”服务质量，目前已完成全岛196个乡镇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
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引导农村地区居民绿色出行、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与80多家运营商签订“扫码充电”协
议，省级平台“扫码充电率”超75%，用户注册量超过22万户；建立
起支撑全省充换电行业运营支持机制。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我省率先建成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一张网”

充电便捷，畅游海南说走就走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周洁欣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
地。在1号大修定检机库内，几名机务维修人员正在对一架济州
航空公司波音737-800飞机开展检修工作，这是海南承接的首单
韩国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海南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逐步实施，尤其是免缴保证金、保税
航油和航权的全面开放，极大地促进了飞机维修业的发展。”该基地
有关负责人介绍，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了境外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
会有更多的飞机飞到自贸港来维修。“基地投产以来，共完成1024
架飞机、约3万个航空零部件的维修工作及159架飞机喷涂工作。”

随后，记者来到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内的发动机维修基地2
号大修厂房，这里专为飞机心脏“动手术”。记者在现场看到，海
口美兰空港吉耐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海口吉耐
斯）维修人员拿着专门的仪器对一台波音787飞机GEnx-1B型

发动机叶片进行“孔探”。“‘孔探’类似于人们去医院做胃镜，先精
细检查下有无损伤，有的话要截图作为维修的依据。”技术人员形
象地描述。

海口吉耐斯是具备美国GE公司最高等级授权的GEnx-1B
发动机维修企业，于2023年10月投产。在海口吉耐斯成立前，这
款发动机需要送到中国台湾，甚至国外修理厂进行维修。

“我们填补了中国境内GEnx-1B发动机维修的空白，节省了
运输成本，缩短了维修周期。”海口吉耐斯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公司计划维修8台GEnx-1B发动机，年收入预计3亿元。

随着进境维修免缴保证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免税等
一系列海南自贸港飞机维修优惠政策的落地，让海南成为国内外
航空维修业瞩目的焦点。今年前4个月，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共监
管23架次飞机、4台发动机开展保税维修，保税维修货值179.2亿
元，同比增长9.1倍。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免缴保证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免税等优惠政策落地

保税维修，更多飞机选择海南
■ 本报记者 王赫

首艘 30 万吨级船舶入
列、首艘外资国际船舶入籍、全球首

艘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轮入籍、
首艘香港籍油轮转籍……这是“中国洋浦港”

船籍港政策自2020年6月1日实施以来，在这项海
南自贸港独有的政策红利吸引下，一个个的“首艘”落在

洋浦的名下。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有多好？海南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有限公司在政策落地的当月，在洋浦注册成立，并一口气投
入巨资相继建造了7艘货轮，还把原来注册在香港的货轮转籍
到洋浦。

“光是新造船我们公司就享受到了3.59亿元的退税，大大减
少了公司的经营成本。”该公司财务经理于水胜说，如今，公司注
册在“中国洋浦港”和“洋浦港”运力达25艘，通过100%控股的香
港公司控制运力20艘，总运力规模达1000万载重吨，油品运输运
力规模位列世界前十，航线涵盖中东、西非、美湾、加勒比等区域。

再好的政策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抓好落实。“我们以‘中国洋
浦港’船籍港政策为核心，围绕运输来往自由便利，聚焦国际船舶
注册落地、监管服务等一系列流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联合海关、
税务、交通等多部门，探索形成了十余项制度创新成果。”海南海
事局副局长武骁说，多项制度集成创新使得“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政策、船舶出口退税、保税油加注等一系列航运扩大开放政策快
速落地见效。

据海南海事局统计，得益于“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等系列
航运政策的“虹吸”效应，目前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舶达46
艘，其中新建船舶18艘，转籍船舶28艘；总吨位达531万吨，国际
航行船舶总吨位位于全国第二位。

而自2020年6月1日至今，得益于“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等系
列航运政策的“虹吸”效应，4年时间洋浦的航运企业新增600多
家，新增海事登记船舶超过300艘，总载重吨超千万吨，洋浦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连续6年年均增长率达38.6%。

（本报洋浦5月31日电）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等系列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

运输便利，在洋浦港链接全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 本报记者 郭萃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