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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B_86_E5_88_86_E6_c27_29603.htm 第七章 保税、减免税货

物的报关程序 第一节 保税加工货物的报关 一、保税加工概述

（一）保税加工的概念 保税加工是指拟用于制造、加工的货

物在海关监管下暂缓缴纳进口税，作为原料、半成品临时进

口，经加工后复运出口的一种保税形式。 （二）保税加工的

形式及其特征 1．对外加工装配 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

（主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以

下简称“料件”）和必要的机器设备，委托我方企业按国外

厂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由国外厂商负责销售，我

方按合同收取工缴费。外商提供的作价设备价款，我方用工

缴费偿还的贸易形式。 这种贸易方式有两种基本形式： （1

）来料加工：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我方企业按外商

的要求加工出成品； （2）来件装配：外商提供零部件、元

器件、配套件，我方企业按外商的要求组装出成品。 业务特

征： ① 加工装配业务虽有料件进口和成品出口，但实质上是

一笔交易，故必须同时签订进出口协议。交易对我方来说，

目的在于赚取加工费。同时通过加工装配实践，借以提高生

产技术、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 ② 加工装配业务因系代外商

完成产品的产制，故我方无需具备购买料件的外汇资金，也

不负责料件的采购。 ③ 对料件及加工后的成品并无所有权。

因此，如果管理不善使料件损毁，或在加工装配时超出规定

损耗，都将承担经济责任。 ④ 我方不需负责成品在境外的销

售，只收取约定的加工费，与外商经营盈亏无关。 2．进料



加工 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料、材

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以下简述

料件），加工或装配成成品或半成品后再外销出口的贸易形

式。 业务特征： ① 进料加工的料件多为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

能力有限的品种，动用外汇购买进口的目的是为加工或装配

成适合外销的成品再行出口，并以此创汇。 ② 进料加工业务

从料件采购、生产到产品销售均由我方经营，盈亏自负。 ③ 

进料加工业务的料件是购买进口的，因而经营者拥有所有权

。但实际处置仍受到 进出口国家管制制度及海关通关制度的

限制，原则上在未经批准并办理进口手续的情况必须加工成

品返销出口。 3．出料加工 出料加工是指将我境内企业的原

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或半成品（简称料件），交由

境外厂商按我方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成品复运进口，我

方支付工缴费的贸易形式。 业务特征： 出料加工贸易的业务

特征与前述加工装配贸易的业务特征相似，主要在加工关系

上是反向的，双方的权利、义务颠倒。 （三）保税加工经营

的有关规定 1．保税加工的经营方式 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

境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可以下列方式经营： （1）由经外经

贸主管机关批准，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对外签约，委

托国内有生产加工能力的企业加工或装配； （2）由上述具

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会同国内承接加工、装配的生产企

业联合对外签约，并由生产企业完成复出口成品的产制； 

（3）由经外经贸主管机关批准，具有加工贸易经营权的企业

对外签约并承接加工。 2．保税加工的适用范围 就进口加工

而言，无论是加工装配还是进料加工，其保税业务原则上应

限制在进口料件直接加工有形产品出口。 至于出口加工，按



照现行规定，必须限定在“简单加工”、“有限加工”的范

围内，其加工程度原则上不能改变原出口货物的物理形态。 

超出上述范围均不能视作合法加工，也不能以保税方式通关

。 3．保税加工业务的审批管理 经营企业开展加工贸易，必

须事先报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对能够按规定提交各项证明

文件和材料，且确有加工复出口能力的经营企业，由加工贸

易审批机关在严格审核企业所申报的单耗后签发《加工贸易

业务批准证》，海关凭以备案。 4．保税加工货物的许可证

管理 根据国家规定，属于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当实际发

生进出口时，必须向海关交验进出口商品许可证。目前对保

税加工货物在许可证管理上的实际措施（免领许可证）主要

是： （1）加工装配或进料加工项目中用于加工生产复出口

成品的进口料件可免领许可证； （2）除属国家实行配额招

标管理的出口商品外的加工装配项下出口成品可免领许可证

； （3）在限期内运回境内的条件下，出料加工的出口料件

和复运进口的成品或半成品免领许可证。 二、加工贸易进口

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一）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

金台账制度的概念 它是指加工贸易合同在主管海关登记备案

时，经营单位持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该加工贸易合同的文件

，凭海关核准的手续，按合同备案料件金额，向指定的中国

银行申请设立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待海关核销合

同后，由中国银行核销保证金台账的一种保税业务制度。 

从1999年6月1日开始，海关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分类

管理，根据企业年加工实绩和遵守国家法律的状况，将企业

分为A、B、C、D四类。国家对加工产品分为允许类、限制

类和禁止类。A类企业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B类企业



和C类企业均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对C类企业、加工生

产限制类产品的B类企业和首次开展加工贸易并生产限制类产

品的企业，海关通过银行保证金台账对其加工贸易进口料件

收取应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值的保证金，产品出

口后予以退还。D类企业是发生过走私行为的企业，不得从

事加工贸易，特殊情况下，经海关批准从事加工贸易的，由

海关按进口料件的税款金额征收保证金。 （二）保证金台账

的概念 它是指银行根据海关核准的加工贸易备案进口料件金

额建立的台账记录。 （三）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基本运作

程序 1．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合同 经营加工贸易单位在对外

签订加工贸易合同后，应根据加工产品的类别（如限制、允

许）上报相应级别的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 2．主管海关办

理合同登记备案 加工贸易合同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后，经

营单位须在加工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办理合同登记备案

手续。主管海关按合同备案料件金额签发《开设银行保证金

台账联系单》交经营单位向指定的中国银行办理开设银行保

证金台账手续。对C类企业和从事加工生产限制类产品的企

业，海关核定应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作为保

证金，由企业在办理银行保证金台账手续时存入海关指定账

户。 3．中国银行开设保证金台账 经营单位持主管海关签发

的《开设银行保证金台账联系单》向主管海关所在地指定的

中国银行申请设立保证金台账。中国银行审核后按合同备案

料件金额设立保证金台账或按海关规定收取保证金，并签发

《银行保证金台账登记通知书》和保证金收存凭证，交经营

单位凭以向主管海关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4．主管

海关核发登记手册 主管海关根据中国银行签发的《银行保证



金台账登记通知单或保证金收存凭证及其他有关单证，向经

营单位核发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5．主管海关核销合同 

经营单位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完毕加工贸易合同或最后

一批加工产品出口后，向主管海关办理合同核销手续。经海

关审核确认后，签发《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联系单》以及退

还保证金通知单，交由经营单位到银行办理台账销账手续。

6．台账销账 经营单位持主管海关签发的“银行保证金台账

核销联系单”向原设立台账的银行办理保证金台账的销账手

续，领取应该退还的保证金及按活期存款利率计付的利息。

海关与中国银行按月对保证金台账的设立、核销情况进行对

账。 （四）保证金台账的分类运作 1．不纳入保证金台账制

度管理 1）海关驻厂监管或主管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管理的

保税工厂，或从事飞机、船舶等特殊行业加工贸易的企业，

或年加工出口额在3 000万元（自营生产型企业出口额1,000万

美元）及以上，或年加工出口额1 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开展

的加工贸易，以及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不纳入保证金

台账制度管理，按《企业分类计算机管理程序》，对上述不

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企业，该系统设定的系统代码为AA（

对上述企业亦称作为AA类企业）。AA类企业不纳入保证金

台账制度管理； （2）对金额在10 000美元及以下的加工贸易

合同，如由A类或B类企业经营，不纳入保证金台账制度管理

； （3）对出口企业为履行出口产品合同，由外商免费或有

价提供用于出口产品的辅助材料，在规定的辅料品种范围内

，且每批合同进口辅料金额在10 000美元以下（含10 000美元

），不纳入保证金台账制度管理。 2．保证金台账的空转 所

谓保证金台账的“空转”是指加工企业为开展加工贸易在指



定的中国银行开设保证金台账，但并不向银行交付保证金的

台账运作方式。 （1）按加工贸易企业分类标准已评定为A类

的企业，除前述不纳入保证金台账制定管理的几种情况外，

加工限制类或允许类商品均适用保证金台账“空转”的运作

方式； （2）按加工贸易企业分类标准已评定为B类的企业，

加工非限制类商品的，可适用保证金台账的“空转”运作方

式。 3．保证金台账的实转 所谓保证金台账的“实转”是指

企业在中国银行开设保证金台账后，将保证金存于海关在中

国银行设立的指定账户，企业在加工产品出口并办理核销手

续后，银 行退还保证金及其相当活期存款的利息的台账运作

方式。 （1）按加工贸易企业分类标准已评为B类的企业，加

工限制类商品，应以“实转” 方式运作。 （2）贸易企业分

类标准已评为C类的企业，无论加工限制类还是允许类的商

品，无论合同金额大小，均应以“实转”方式运作。 三、保

税加工货物的通关规则 （一）税收管理 1．全额保税 所谓全

额保税是指进口加工贸易项下的料件，在合同备案的数额内

进口，可先予保税，加工后对实际出口部分耗用的料件予以

免税（核销），不出口部分按一般进口货物规定缴纳税款和

缓税利息。 按现行规定下列几种情况可适用全额保税的税收

征管措施： A．加工装配合同备案数额内的进口料件； B．

进料加工对口合同备案数额内的进口料件； C．在出口合同

中订明由外商提供部分料件条款的进料加工合同备案数额内

的进口料件； D．经海关批准建立的保税工厂； E．外商投

资企业为履行产品出口合同而进口的料件。 2．定额保税 所

谓定额保税是指对不具备上述全额保税条件的进料加工进口

料件，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对



列入该表中的商品在进口时按照95%作为出口部分保税，5%

作为不能出口部分征税；对未列入该表中的商品在进口时按

照85%作为出口部分保税，1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征税。如实

际不出口部分小于已纳税比例的，海关核定后在已征税幅度

内退税；如实际不出口部分大于已征税比例的，应照章补税

。 3．按出口加工增值征税（比照保税加工管理） 所谓按出

口加工增值征税是指经批准对外开展出料加工业务合同备案

数额内的出口料件保税，加工后成品复进口时，海关对其加

工增值部分征税。即以加工后的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与原

出境料件或相同、类似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作

为完税价格征税，如难以确定，则可参考支付境外的加工费

、运费、保险费等予以估价征税。 （二）监管规则 1．事先

备案的规则 办理加工贸易货物的通关必须在货物尚未进出口

前事先凭进出口合同等有效证件向海关申请备案登记，并需

要得到海关核准。事先备案的规则同时适用于料件进出口的

申报，即必须持有加工贸易备案后获取的《登记手册》，海

关才能接受加工贸易货物的进出口报关。 2．监管时间的规

则： 保税加工通关制度中对监管时间上的限制如下： A．加

工返销（或复出进口）的期限 根据现行规定，进口加工贸易

的进口料件应自进口之日起1年内加工成品返销出口（或复出

口）；出口加工贸易的出口料件应自出口之日起6个月内加工

成品复运进口。 B．加工结束后向海关报核的期限 加工贸易

合同到期或执行完毕或最后一批加工成品出口后的1个月内应

向海关申请办理核销手续。 （三）异地或结转加工 1．异地

加工 所谓“异地加工贸易”是指加工贸易经营单位将进口料

件委托另一直属海关关区内加工生产企业开展的加工业务。



但不包括加工出口产品过程中某一加工工序的外发加工业务

。 经营单位开展上述业务，经营单位与加工企业必须鉴定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加工合同”。并

凭其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和加工企业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加工企

业加工能力状况》，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贸易申

请表》，向经营单位主管海关提出异地加工申请。 2．结转

加工 所谓“跨关区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料

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另一直属海关关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深

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未经加工的料件不得结转。 加工

贸易企业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应事先报外经贸主管部门批

准，由转出单位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

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预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

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