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印发已一月有余，从
国务院到各部委，从海南省到
各重点园区，无不全力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

良好的开局之下，6月底，
海南自贸港收获了一大波税收
优惠及招引人才政策。个税和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大幅放宽……
接踵而至的政策利好，海南能
否掀起自贸港建设留“琼”热？

鼓励境外企业直接投资海南
有效避免双重征税

在此前发布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就明
确提出，在自由贸易、投资便
利、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货物来
往、税收制度、产业体系规划等
多个方面对海南的自由贸易港
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经历一个月的打磨，涉及
企业和人才的税务减免优惠政
策正在加速落地。至此，海南
自贸港“零关税、大开放”的格
局进一步得到完善。

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6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
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1》）、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
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2》），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年12月31日。

《通知1》指出，对注册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
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类
产业企业，是指以海南自由贸
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
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
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实质性运营，
是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对企业生
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
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对
不符合实质性运营的企业，不
得享受优惠。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政策
法规司相关业务人员表示，实
际上强调的是“实质性运营”，如
此一来，既可以吸引真正符合
自贸港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汇
集海南，又能够防止没有实际
经营活动的“空壳企业”浑水摸
鱼，扰乱正常的税收管理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优惠政策
还含括了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
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
得税。《通知1》指出，新增境外
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
的营业利润；或从持股比例超
过20%（含）的境外子公司分回
的、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
应的股息所得。被投资国（地
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
低于5%。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
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此次
针对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的税务优惠措施，不
仅鼓励了境外企业直接投资海
南，还可以有效避免双重征
税。企业在境外进行投资，利
润汇回海南同样可以免税，这
对具有海外业务的企业选择注
册落地海南则是重要利好消
息，也是国家对海南建设自贸
港的政策支持。

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
推动优质企业来琼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
一资源，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实现区域振兴发展归
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才。海南自
贸港蓝图的建设自然离不开高
端人才的贡献与支持。

《通知2》显示，对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
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
征。享受该优惠政策的所得包
括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四项所得）、经营所得以及经
海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
得。纳税人在海南省办理个
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
受上述优惠政策。对享受上
述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

这是否意味着，海南通过
政策优惠以高于其他地区的税

后薪资吸引高端人才？
对此，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
旭红指出，该项优惠政策主要
通过超税率免征的方式实现，
超过15%税率的部分予以免征
个人所得税可以简单理解为，
高端紧缺人才来源于海南自贸
港的以上符合条件的所得，税
负最高为15%。

“高端人才税负大幅降低，
有利于海南自贸港大力吸引人
才。同时，人才的税收优惠还
会产生撬动效应，这些人才联
动着许多优质企业，选择海南
自贸港，有助于海南吸引投资、
增加就业机会并带来经济增
长，是一项双赢的政策。”李旭
红坦言。

数据显示，目前，海南有
900多万人口，市场主体超过
100万户，独特的政策优势必

将会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到海
南来创业。此前，海南省委书
记刘赐贵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指出，近年来，海南招聘的人
才流动性极少，说明“留得住”
人才，正是得益于海南的人才
政策、良好的生态环境。

海南旅业或将迎来最好时代

就在海南两项税收政策发
布的前一天，财政部还发布了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
政策的公告》。根据最新政策，
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

度为10万元，不限次数，并取
消单件8000元消费限额，7月
1日起开始实施。

接连两天的重磅利好消
息，不仅让海南备受关注，也让
海南旅游业同样受到瞩目。

“税收新政策的调整，将充
分释放海南作为中国首个自由
贸易港的政策红利。”原国家旅
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志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围绕游
客体验，海南还将进一步完善
消费与旅游市场，为建设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不断探索。

彭志凯认为，作为中国第
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可以尝
试更大程度的开放，形成高品
质的消费品市场吸引游客来海
南消费。同时，促进旅游业、现
代服务业发展，使之真正成为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当前，海
南文旅产业发展也将迎来最好

的时代，全面推进各项政策举
措的落实，有利于引进国外高
端旅游文化企业，促进行业按
照国际标准提高整体水平。此
外，在布局发力入境旅游方面，
税收新政策将对海南建成世界
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起
到助推作用，使之成为开放之
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
之岛。

该公告发布的同一天，国
内最大免税龙头企业中国国旅
正式更名中国中免，以此凸显
其免税业务，随后其股价更是
连续两日涨停。另有数据显
示，2019年末中国国内免税空
间超500亿元，到2025年预计
免税空间将突破1500亿元，长
期来看或将突破2000亿元。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我国旅游业损失惨重，市场低
迷，免税业务似乎成为眼下一
个迅速回暖的“救命稻草”。
在政策加持下，免税这块蛋糕
或将吸引更多企业。

事实上，不少嗅觉敏锐的
旅企早已嗅到商机，通过与有
免税牌照的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提早布局，如凯撒在去年6月就
通过入股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进
境免税店谋划入局免税市场，
后续又与中出服签订协议深度
捆绑；众信在今年2月份与中免
集团达成合作，双方以资源导
流、共同开发、股权深度合作等
形式展开免税业务合作。

“此次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策的松绑力度十分大，充分体
现了国家要大力发展免税业务
的决心，对于免税市场来说更
是一个积极信号。”景鉴智库创
始人周鸣岐认为，目前，海南更
像一个试验场，经过多年摸索，
离岛免税在海南已经营得越来
越成熟，一旦最终认定该模式
行得通，不排除未来会略加限
制条件，再复制到其他口岸城
市的可能。

此外，该公告也指出，具有
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均
可平等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
营，鼓励适当竞争。这也意味
着，对企业释放出更多机会。

我国自 2011 年 4月开始
试行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以
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促进了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动了
海南旅游消费及相关产业发
展。事实证明，海南这块“免税
蛋糕”的确诱人，但同时彭志凯
也建议巨大红利之下更应冷思
考，需注意以下问题：企业要
“吃透”政策精髓，避免“一哄而
上”；合作共赢，避免价格大战；
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动态退出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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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行新一轮重大调整，在海口、三亚等地的免税店内，电子产

品等新增品类受追捧，腕表、珠宝等奢侈品亦释放较大幅度优惠。图为消费者当日在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体验华为手机。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摄

政策礼包精准加持政策礼包精准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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