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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我国免税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国免税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国免税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国免税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免税产业在提升口岸形象、增加外汇收入、服务旅

行游客、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很多国家重点扶

持的目标和对象。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免税产业与国际相比

仍存在差距，本期要报建议通过允许国内居民在市内免税店购物、

扩大经营种类、简化免税监管程序、加快免税新品上市速度、进一

步增加进境店额度、完善离岛免税政策、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免

税企业等举措，增加出入境的购物选择和便利，把海外消费更多引

导至国内，进一步扩大就业和税收，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一、国际免税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全球免税产业自 1970 年开始，以 11%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发

展。2018 年全球免税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国

际免税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随着国际大型免税企业的快

速壮大，以及收购和合并步伐的加快，市场集中度逐年攀升。

小运营商由于规模小、盈利能力低逐步被淘汰，大运营商通过

兼并等市场手段扩大规模，处于主导地位。

（二）各国（地区）对免税企业的管理主要采用国家授权

与招标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地区）免税市场基本上形成了

由一家本地免税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国家授权方式指主

要通过政府指定本国惟一或几个免税经营商，如德国、希腊、

泰国等国家采用这种方式；招标方式则是由经营场地市场招标

确定经营商，如韩国、新加坡，我国香港等采用这种方式。

（三）一些国家为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不断创新完善本国

免税政策，促进该行业发展。如韩国 1979 年开设市内免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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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允许本国人出境前购物，2002 年在济州岛实施离岛免税政

策，2006 年将本国人免税限额由 2000 美元提升至 3000 美元，

2008 年又提至 5000 美元，同年韩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免税品消费市场。

二、我国免税产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免税产业采用有序竞争的方式，对免税经营商的选择

采用国家授权与招标相结合的办法。免税产业具有“政策性垄

断、市场化竞争、国际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特点。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免税产业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产业发展的压力。随着我国对

免税政策的深度调整和普遍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赋予经营权，

对于企业资质和资金实力要求较高，免税企业争取政策支持、

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利益格局的空间都十分有限，同时由于诸

多不确定因素，企业发展难度成倍增加。

（二）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缺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免税企业。我国的免税企业来自国际的竞争压力较大，随

着运营成本不断上升，盈利空间受到挤压。主要表现有：一是

虽然免税店设在国境内，但实际面对的是国际竞争市场。中国

出境旅客是国际免税市场争取的主要群体，游客既可以在出发

地国家免税店购买免税品，也可以在目的地国家免税店购买，

而且旅客一般还会有多个免税店的购物选择机会，免税企业竞

争压力持续加大。二是免税企业要面对全球强势的品牌供应

商，上游议价能力不强，同时还要面对场地资源稀缺、租金高

昂等问题。经营权获取成本的抬升，将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质

量效益和可持续成长。三是虽采用特许经营模式，但市场竞争

充分，消费者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利润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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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态跨界挑战加剧，跨境进口电商和海外代购带来

的冲击越来越大。跨境电商的品类几乎覆盖了免税店经营的全

部品类，由于跨境电商目前管理的规范性和监督检查的覆盖面

问题，大量商品从电商渠道免税流入国内。另外，韩国免税业

以超低价格销售、高额佣金回扣等措施吸引中国游客代购。

2018 年韩国免税市场销售额 1,183 亿元人民币，其中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由我国客人购买，再由客人自带或通过电商渠道流

入国内。目前韩国免税店代购已由个人代购逐渐发展成为企业

化的经营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免税和有税市场的正常商业秩

序。

三、对免税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允许国内居民在市内免税店内购物。在国际上，市

内免税店是第二大免税消费渠道，市内免税店经营面积不受机

场、港口客观条件限制，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商品，更充裕的购

物时间，便利性强，不仅能为入境游客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

同时也有利于消费回流。目前我国市内免税店销售对象还仅限

于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由于入境游客消费力有限，市内免

税店店面冷清，大多处于亏损状态，建议考虑对国内开放，允

许游客在出境前进行选购，通过占用出国消费预算来实现消费

回流，还能改善市内免税店经营状况，形成良性循环。

（二）扩大经营种类。建议改变正面列举经营品类的做法，

采取负面清单（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境物品除外）的方式，放

宽经营品类。

（三）简化免税监管程序，加快免税新品上市速度。借鉴

国外免税品监管经验，进一步简化我国免税品检验检疫和中文

标签等监管程序，大幅缩短免税新品上市时间，增强对消费者

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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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增加进境免税店额度，完善离岛免税政策。

目前进境免税店的额度是 8000 元，导致很多消费发生在境外，

建议适度放宽额度，引导消费回流。同时，在免税额度、经营

品类、行邮税免征额度、购买件数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五）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免税企业。免税企

业走向国际化是旅游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培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要求。建议整合国内免税

产业资源，加快培育我国免税业龙头企业，成为参与国际竞争

的重要力量。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0 年 3 月被《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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