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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谈

进口商品——
部分抗癌药物、资源性商

品等暂定税率调为零

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4 年关税调整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1 月 1 日起，中国对
101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
税率。

梳理此次方案，记者发现，一些药品和
原料进口暂定税率直接调整为零，如用于治
疗肝部恶性肿瘤的抗癌药物、治疗特发性肺
动脉高压的罕见病药品原料，还有在临床上
可广泛用于儿童哮喘类疾病治疗的药物吸入
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对部分抗癌药、罕见病药的药品和原料
等实施零关税，有助于降低药品成本，减轻
广大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药费负担并有更多
用药选择，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张建平说，事实上，在近几年的关税调整中，
医药一直是降税的重点领域，不少抗癌药、罕
见病药及相关原料的进口关税已降至零。

2018 年 5 月 1 日，中国对部分药品进口
关税进行调整，取消 28 项药品的进口关
税，其中包括多类进口抗癌药。相关措施很
快见效，当年 10 月，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报销目录，与之前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
幅达56.7%。

此后，中国接连取消多项药品和原料进
口关税：2019年，抗癌药原料奥沙利铂、卡
铂、奈达铂、顺铂等进口暂定税率调为零；
2020年，对治疗哮喘的药品及生产新型糖尿
病药品的原料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维格列
汀实施零关税；2021年，对第二批抗癌药和
罕见病药品原料实行零关税；2022年，对新
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施零关税。

入列“零关税”的不止药品，此次方案
还明确降低氯化锂、碳酸钴、低砷萤石以及
甜玉米、芫荽、牛蒡种子等商品进口关税，
进口暂定税率均达到零。专家分析，氯化
锂、碳酸钴等商品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关键
原材料，萤石是重要的矿产资源，这些产品
进口关税明显下调有助于支持企业在全球范
围内配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此次降关税提到了芫荽，也就是大家常
说的香菜，这对我们企业进口是重大利好。”
山东金种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明
辉说，公司每年进口芫荽种子 300 吨左右，
以往成本大约是一公斤 15 元，降低关税后，
一年仅进口成本就能省下60多万元，将帮助
企业实现更好发展。

自贸伙伴——
相互取消关税的产品逐步

增加

此次关税调整不仅涉及进口暂定税率，还
涉及协定税率，零关税同样是其中一大亮点。

1月2日，湖北迎来全省首份中国—尼加
拉瓜自贸协定“零关税”证书。当天，武汉
海关所属武昌海关为赤壁雅源贸易有限公司
签发一份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书，该企业出口至尼加拉瓜的纺织面料凭证
可享进口国关税减让约1.8万元。

雅源公司负责人余雅雯表示：“我们主要
从事纺织面料贸易，尼加拉瓜是公司出口目
的地之一。在得知2024年出口至尼加拉瓜纺
织面料的关税税率可从原本的 10%降为零
后，我们在海关指导下办理了原产地证书，
第一时间享受到这项关税红利。”

今年1月1日，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
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安排，双方将在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实现高
水平相互开放。货物贸易方面，双方将对各
自超过 95%税目的产品最终实施零关税，其
中立即实施零关税产品占各自总体税目的比
例约为 60%。这意味着，尼加拉瓜产的牛肉、
虾、咖啡、可可、果酱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
关税将逐步降至零；中国产的汽车、摩托车、电
池、光伏组件、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进入尼方
市场时，关税也将逐步削减取消。

尼加拉瓜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部长伊万·阿
科斯塔说：“与中国签署的自贸协定对尼加拉
瓜来说是重大机遇，我们相信进入中国这个
巨大的市场，可以让我们快速发展。”

近年来，中国自由贸易“朋友圈”不断
扩围。在中尼自贸协定签署后不久，中国与
塞尔维亚签署自贸协定，这是中国对外签署
的第22个自贸协定，塞尔维亚成为中国第29
个自贸伙伴。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中塞自贸协

定重点就货物贸易作出相关安排，双方将分
别对 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
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
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
95%左右。塞方将中方重点关注的汽车、光
伏组件、锂电池、通讯设备、机械设备、耐
火材料、部分农水产品等纳入零关税，有关
产品关税将从目前的 5%—20%逐步降至零；
中方将塞方重点关注的发电机、电动机、轮胎、
牛肉、葡萄酒、坚果等纳入零关税，有关产品关
税也将从目前的5%—20%逐步降至零。

新签的加快推进，已经实施的也有新变
化。今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进入生效实施的第 3个年头，15个
RCEP 成员国将根据协定承诺，进一步降低
轻工、汽车、电子、石化等产品关税，纳入
零关税的产品进一步增加。

“RCEP实施两年来，关税减免红利加快
释放，我们利用原产地 （累积规则） 优惠政
策，出口到 RCEP 国家，累计为客户节省了
进口关税 500 余万元，有效提高了我们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东岳集团进出口关务
部长韩洁说。

广 西 社 科 院 副 院 长 范 祚 军 表 示 ， 在
RCEP 协定中，关税减免是关键内容。根据
协定，成员国之间将采用两两制定关税方
式，通过 10年左右时间逐步将 90%以上产品
的关税降为零，并且区域内将实施统一的原
产地规则，规定货物原产地价值可享有在成

员国内累积计算的待遇，这些都将持续促进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自贸区自贸港——
“零关税”清单不断扩容

进一步推进更多“零关税”政策实施落
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走在前列。

2023年12月29日，财政部、商务部等5部
门发布公告，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
由贸易港试点有关进口税收政策措施，其中明
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进出口管理制度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对企业自本公告实施之日起自境外暂时准许
进入试点区域进行修理的货物，复运出境的免
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条措施对目
前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进行修理的货物“一线”进口保税、复运出
境免税，调整为直接免税，突破了现行保税
政策；同时，允许不复运出境的货物转为内
销，将有利于相关维修产业的发展。

包括暂时进境修理货物在内，海南自由
贸易港近年在“零关税”方面不断取得新进
展。海口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海南自贸港原
辅料“零关税”政策实施 3 年来，该关共办
理“零关税”原辅料进口通关手续累计进口

货值超83亿元，减免税款超11亿元，有效降
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2020 年 12 月 1 日，海南自贸港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施。该政策明确在全岛
封关运作前，对在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自
用、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活动
或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服务贸易过程中
所消耗的原辅料，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无需提交担保，内销
时只需补缴其对应原辅料的进口关税、进口
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满足海南自贸港企业
开展业务需求的同时缓解资金压力。

海口海关关税处验估管理科科长许玲玲
介绍，原辅料“零关税”政策实行正面清单
管理，首批清单商品 169 项，2021 年底调整
新增鲜榴莲、氯乙烯、航空发动机零件等
187项商品之后，清单商品达到356项，包括
椰子等农产品、煤炭等资源性产品、氯乙烯
等化工品以及飞机和船舶维修用零部件等。

原辅料“零关税”政策之后，海南自由
贸易港又相继落地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
税”政策、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
今年1月5日，海南对外发布《海南自由贸易
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

（试行）》，提出了50条具体措施。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财

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不久前印发通
知，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

“零关税”政策，新增 22 项商品纳入“零关
税”进口清单。面对新情况、新变化，此次
出台的文件将进一步增强“零关税”进口交
通工具及游艇政策适配性。

1月1日起，部分药品、原材料等商品进出口关税下调——

更 多“ 零 关 税 ”来 了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今年 1 月 1 日起，关税开启新一轮调整，“零关
税”成为高频词——

对部分抗癌药、罕见病药的药品和原料等实施零
关税；氯化锂、碳酸钴、种用甜玉米进口暂定税率降
至零；中国和尼加拉瓜对各自约60%税目的产品立即
实施零关税……

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持续降低，
越来越多商品进出口迈入“零关税时代”，这既有利
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增进民
生福祉、惠及企业发展，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顺畅，也有利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共享更
多中国发展机遇。

程 硕制图 （新华社发）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发布公
告，2024 年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对 101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
暂定税率并对部分产品实施零关税。再一
次减降关税，利于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
的支撑作用，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

这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
互利共赢之举。近年来，中国通过双边及
多边贸易协定持续进行关税减让。《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于 2022年
生效，成员国之间 90%以上货物贸易将最
终实现零关税。在此过程中，即便与部分
RCEP 成员国已有双边关税减让协定，中
国仍积极兑现RCEP减税承诺，履行RCEP
新增降税职责，相关的贸易规则与制度也
对标国际标准和更高要求，推动高水平的
制度型开放。2024 年，根据已签署的自由
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中国将对 20个
协定项下、原产于 30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部
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这些举措有助于提
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双边和多
边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贸易伙伴之

间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推进多
边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
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这是与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大国
担 当 。 2021 年 11 月 29 日 ， 中 国 对 外 宣
布，进一步扩大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
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当年 12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
原产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98%税目产品适用
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2024 年，中国继续
给予 43个已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
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后续中国将继续根
据换文进展，逐步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
不发达国家 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
体现了中国支持和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
展的大国担当，敞开大门让更多国家分享

中国巨大市场机遇，使中国的发展成果惠
及世界。

关税总水平体现一国对外开放程度。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出口，
中国开启了关税减降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度融入全球贸易
体系，开始大幅降低关税，关税总水平从
2001年的 15.3%降至 2010年的 9.8%，兑现了
货物降税入世承诺。之后，中国继续将关税
总水平降至2023年的7.3%，贸易自由化和对
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持续降关税是在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的。近年来，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逆全球化
思潮涌动，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困境。加上
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全球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受阻，价值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
击，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严峻，对外贸易
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国际
上还出现了各种排他性、封闭性“小院高
墙”，以国家安全、本国优先等为由，进行
技术封锁，抬高贸易非贸易壁垒，世界经
济呈现碎片化。一些国家封闭对抗的冷战
思维、零和博弈观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外经济政策
和贸易政策扭曲了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理
念，削弱了共同发展的经济交流共识，冲
击了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分工体系，阻
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中国仍坚持降低
关税总水平，不断扩大市场开放，难能可
贵。中国也用自身的开放历程和发展成就

充分说明，对外开放能够更好整合和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激发国内
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和活力，加
速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
展模式的优化，确保经济行稳致远，也让
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
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融入
了全球贸易体系，也必将继续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
易区网络，与世界携手共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

持续减降关税，让全球分享“中国红利”
金英姬

▲ 2023 年 12 月 29 日拍摄的海南自贸港
重点园区——洋浦经济开发区及岸线景色。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 2023年12月8日，江苏省张家港海关
关员走进加特可 （苏州） 自动变速箱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通过实地调研，为企业建立
RCEP 等自贸协定关税减让对比清单，优化
企业享惠政策选择，帮助企业用足、用好
RCEP政策。

任广真摄 （人民视觉）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对外发布公
告，2024年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我国对1010项商品
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2024年对 20个协定项下、原产于30
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