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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降幅 55.9%

价格为何迟迟不动？
——不是降税力度不大，而是

调价有“时差”，企业对关税影响
仍在评估中

关税降了，价格降没降？近几日，记者走
访了北京东城区和朝阳区几家超市和电器商
场，发现进口商品区域的价格和往日并无太多
区别。有消费者表示，“没觉得价格有变化”，
销售人员也称“没接到降价的通知。”

“降关税在我们这个层面影响很小吧。”朝
阳区一家主营食品的进口超市经理助理对本报
记者说。这家超市经营的水和饮料、生鲜肉类
等均在此次降税商品之列。但该超市近来没有
接到供货商关于价格变动的任何消息。他们认
为，区域内有稳定的顾客群体，大家更重视商
品质量，对价格不那么敏感。

价格未变，不是降税力度不大。此次降税
商品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直接需要的各类消费
品，具体来看：服装鞋帽、厨房用品和体育健
身用品等平均税率由 15.9%降至 7.1%；洗衣
机、冰箱等家用电器平均税率由 20.5%降至
8%；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饮料等加工食
品平均税率从 15.2%降至 6.9%；洗涤用品和护
肤、美发等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平均
税率由8.4%降至2.9%。

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中国已4次降低
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主要针对国人境外消费
比较集中、国内一时供给不足的优质产品，包
括毛制服装、部分鞋靴、太阳镜、保温杯、纸
尿裤、部分特色食品和保健品等。而此次降税
涉及税目是前 4 次总数的 7 倍。据财政部关税
司司长冯晋平介绍，这次降税涉及到日用消费
品税目的 70%以上，平均税率由 15.7%降为
6.9%，平均降幅55.9%。涉及一般贸易额约380
亿美元。

但从销售端看，市场为何没有立即响应
呢？武汉一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现在各个渠道商品价格越来越透明了，关税下
调，进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最终肯定会降下
来，但不会立即见效。一方面，各大商超消化
原有库存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普通商
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市场体系成熟，全国统一
零售价是早就定好了的，不会因为个别因素立
马调整。

“时差”因素确实存在。记者了解到，即
便是奶粉、尿布等周转率较高的商品，也有一
个季度左右的库存，因此降价可能要等库存消
化完，新品进来后才可能发生。此外，国内进
口商、经销商与海外的出口商的价格谈判多在
年终时敲定，中途较少发生改变。这也在部分

外资企业的表态中得到验证，例如，雀巢集
团、达能集团、可口可乐公司等均公开或向媒
体表示，对于关税政策的影响，目前仍在内部
讨论和评估中。不过，企业普遍表示欢迎这一
政策，认为它“既有利于行业发展，也有益于
消费者。”

减税全在价格里？
——定价策略、中间环节、供

求关系影响最终价格，但总体上降
价是趋势

降税消息发布后，一些消费者开始算账
了。王女士最近看中一款厨房垃圾处理器，降
税之后能省多少钱呢？她以某品牌进口申报价
格为 1500 元的产品为例，降税前进口关税税
率为20%，需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588元；降税后进口关税税率为8%，需缴纳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79.2 元，比降税前
减少208.8元。“这么看，优惠还不少呀。”

可惜，商品到了市场上，价格账不是这么
简单算的。在上述回应关税政策调整的企业
中，有的给出了这样的表述，“定价策略是在
对各种本地营运成本和市场动态综合评估和考
量后制定的，并不由单一因素决定。”

关键词之一是定价策略。在此前政策吹风
会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举了个例子，
某名牌的香水国内售价700元，进口关税只有
6.2元。“对进口的中高端日用消费品而言，关
税对市场零售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朱光耀
说，抽样调查表明，关税在市场零售价格中占
比仅为0.4%至6.5%之间。关税是根据商品的进
口价格而非国内市场价格征收的，对于以成本
为基础定价的大众消费品降税，能够促进市场
降价。但对于中高端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销售
价格通常是进口价格数倍以上。

那么，降税对于以成本为基础定价的大众
消费品影响几何呢？

关键词之二是中间环节。目前，国内消费
者购买进口商品主要有3种渠道：一是一般贸
易，消费者在实体店，比如商超等买到的多是
这种类型；二是跨境电商；三是直接海淘或海
外代购。此次关税调整，主要影响的是一般贸
易，这也就涉及到从生产商到代理商、分销商
之间的层层议价。“国外商品和国内消费者见
面的中间环节，也可能会让降税最终反映在商
品价格上不那么明显。”跨境电商辣苹果集团
董事长金永建对本报记者说。

关键词之三则是供求关系。在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来，定价策
略和中间分销渠道可能让商品价格下降并不那
么立竿见影，而另一决定因素则是供求关系。

在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短期内价格可能并不
会下调。“大幅调降关税，更多是一种政策引
导，表明中国扩大进口的决心。但是否降价是
市场竞争和自主选择的结果，短期来看并不明
朗。”赵萍对本报记者说。她认为，长期来
看，随着更多企业和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竞争
更加充分和激烈，进口产品的供求结构会发生
改变，降价将是大势所趋。

降税如何利好老百姓？
——扩大进口，利好“润物细

无声”，成本更低、选择更丰富、
流通更便利

因为工作的原因，王女士近两年老往国外
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中国市场上进口产
品更丰富了，很多商品不是非得在国外才能买
到。”她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回
头来看，有些商品价格的确是降了。例如，某
进口品牌矿泉水，以前卖 8-10 元，现在 6-8
元就能买到。

更多数量的商品进口，更丰富的品类选
择，逐渐下调的商品价格，这确实也是关税下
调带来的效应。

“关税下调当然是利好消息，对企业来说
至少意味着降成本。”上述武汉外贸企业负责
人说，关税下降，进口成本降低了，意味着同

样的资金，企业能够进口更多产品。一方面，
原有企业可以扩展业务，增加进口商品品类和
数量；另一方面，在成本下降，利润得到更多
保障的情况下，也有更多企业愿意来经营相关
业务。

“虽然这次降税对我们本身业务影响不太
大，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对跨境电商都是
利好消息。”金永建说，关税下调，进口产品
的流通量必然会增大，国人对海外产品的认知
度将会提高。跨境电商经营的产品一般是比较
前沿或刚出来的产品，降税会让跨境电商商品
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可。在他看来，
这是线上线下一同将进口“蛋糕”做大的契
机，虽然短期部分重叠商品的竞争不可避免，
但是却为进口生意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在赵萍看来，这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大
举措。“意味着国外商品能以更低成本、更便
利的方式进入中国，这本身就是改善。”赵萍
说，降关税是让整体环境更优化，其效应可能
不体现在某个单品上，但是企业竞争多了，消
费者选择更丰富了，整体福利更好了，这是一
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怎么个“润物细无声”法？好几位业内人
士给记者指出一个现象：最近，部分线下进口商
品促销、打折、搭配销售做活动的多起来了，再
过一阵子可能还会更多、更普遍。“你以为咋来
的，还不是关税降了，成本降了？只不过不是以
进口商品公开调价的方式，消费者难以察觉”。

“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
降。”在6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必须多措并举打通中
间环节，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
众有切实获得感。”

抗癌药关乎生命，关税变成零了，相
应药品价格的下调却“慢半拍”，这自然让
广大患者难以接受。在扩大进口背景下，
中国近年来多次调降各类商品关税，如何
让政策红利更好地变现为消费者的获得
感，也就成了一个显性问题。

有时候，这需要相关改革配套而行。
医药行业有其特殊性，患者能否买得到、
买得起药还取决于境外上市新药审批等环
节，这就需要在零关税之外，加快审批流
程、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
应保障等。因此，这件事不仅关乎重点民

生问题，也是医药等相关行业“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说零关税是良好的
起点，那后头还需要各部门抓好落实，打
通从“关税降低”到“百姓好用”的这最
后一公里。

当然，对更多进口消费品来说，价
格、品类如何随关税而变，归根结底是市
场竞争和自主选择的结果。让消费者更有
获得感，这就需要市场主体将消费者福利

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消费者的获得感从哪儿来？来自良好

的消费体验。就普通消费品而言，一个最
明显的感受就是，国内能买的进口商品品
类多了，质量好了，价格低了，再也不必
出国扫货了。因此，对进口品牌生产商、
代理商、经销商来说，一要更多了解中国
消费者的需求，增加经营商品品类；二是
在保证正品好货的前提下，完善售后服

务，避免维修退换等方面的不便；三是适
度让利给消费者。反过来说，关税降了，
若一般贸易还是一成不变，最终大家的选
择仍可能是跨境电商加代购扫货，进口市
场“蛋糕”也很难做大。

提高消费者的获得感，另一种实现途
径则是——国货丰富了、品质提高了。其
实，不论进口市场如何变化，国产品牌始
终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为消费品提供高质量

的商品，打造高品质的生活。在关税调降
背景下，国产品牌也要迎接更多进口商品
以更优价格上市的挑战，一方面，在质
量、设计、研发等方面做足功夫、迎头赶
上；另一方面，做好差异化竞争，打造高
端优质的中国品牌。

自 2015 年起的 5 次关税调降，降低了
贸易门槛，满足了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可
以说，中国既用行动表明了扩大进口、扩
大开放的决心，也为市场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政策利好。下一步，我们期待的是，必
要的改革、政府能配套，必要的行动、市
场主体能跟上来，让政策利好更多变现为
百姓获得感。

让政策利好变现为百姓获得感
李 婕

7月1日起化妆品、加工食品等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正式下调，税率平均降幅达55.9%

关税降了，价格何时降？
本报记者 李 婕

“之前听说有一大波日用消费品降
关税了，挺高兴的，但是从现在市场
价格来看，好像没啥变化。”北京的王
女士经常买进口护肤品和小电器，因
此对这次关税大降尤为关心。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
告，自 2018年 7月 1日起，降低部分
进口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
1449个税目。不光税目数量是前4次
降税总数的7倍，平均税率也由15.7%
降为6.9%，平均降幅达55.9%，降税力
度不可谓不大。但相比之下，目前市
场反应比较平淡。降税效果为什么没
有立刻体现在价格上？政策利好如何

“变现”为消费者福利？为此，记者展
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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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5次降关税

2015 年 6 月 1 日
起，降低护肤品、毛
制服装、鞋靴、纸尿
裤等商品进口关税。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降低部分箱包和
服装、围巾、毯子、
太阳镜等商品进口关
税。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降低金枪鱼、北
极虾、蔓越橘等特色
食品和雕塑品原件等
文化消费品进口关
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降低 187 项日
用消费品进口税率，
涵盖食品、保健品、药
品、日化用品、衣服鞋
帽、家用设备、文化娱
乐、日杂百货等。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降税涉及税目
1449 个 ， 涉 及 服 装
鞋帽、家用电器、食
品饮料、日化用品等
四大类产品。

降

本报记者 李 婕制图▽

6月14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食品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在上海举行。图为参观者在对
接会现场向展商工作人员咨询商品信息。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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