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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们认为政策放开的额度将延续目前的出境免税政策。目前出境免税额度并无严格限制

，需要满足到达国家要求;入境免税额总计8.000元。包含在5.000元进境物品以及3.000元口岸入

境免税店购物额度;海南离岛免税为每人每年累计购物限额30.000元.且不限次。我们认为针对

国人的离境市内免税政策的免税额度将参照现行的出境免税政策。国内可能并无严格限制。

以到达国家的要求为准。中国出入境免税政策对比     中国出入境免税政策对比       　-   出境免

税   入境免税   海南离岛免税   离境退税       免征收税种   进口商品免征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

税率为17% )和消费税(税率为15%)   ;免税店销售的国产商品与其他出口商品类似，实行出口退

税政策   退税商店在商品销售环节没有免税，但消费者在离境时可以退增值税。退税物品的退

税率为11% . 扣除2%的退税代理机构手续费。可实际退税9%       商品种类和数量   出境免税店

经营的免税进口产品包括18个类型   进境免税店可以经营的品种包括烟、酒香化等14类商品,

并且购买烟不能超过2条。酒不能超过2瓶，奶粉不能超过4件   海南离岛免税店可以经营的商

品品种包括首饰、工艺品、香水，化妆品等38种进口商品   离境退税商店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

规定， 除了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适用增值税免税的物品外，目前没有限制       购买总

价限制   出境免税额度并无严格限制,需要满足到达国家要求   游客在进境免税店购买免税品

时,连同境外免税购物额总计不能超过8,000元人民币   游客在海南离岛免税店每人每年累计免

税购物限额为30.000元人民币   游客在退税商店购物的最低起退点为500元人民币(同一境外旅

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最高没有限额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互联网+免税市场评估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互联网+免税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互联网+免税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互

联网+免税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互联网+免税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互联

网+免税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互联网+免税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互联网+免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免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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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经济背景分析

 1.2.3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技术背景分析

 

第二章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运行现状及市场前景分析

        政策弹性有望促使品类结构优化，打开增量空间。当前政策规定，国人每人每年离境免

税限额5000元，购买奢侈品额度不足。海南离岛免税限额30000元，但商品单件超过8000元需

补交差额行邮税，价格优势不明显。参考韩国经验，政府为吸引消费回流，持续调升免税限

额。韩国本国居民离境免税限额从1979年的500美元/人，提升至2006年的3000美元/人。未来，

若能提限额及上调行邮税起征点，我国奢侈品销售额有望大幅提升。免税政策的对比     免税

政策的对比       韩国   -   机场免税   市内免税   离岛免税       针对人群   -   全部离岛人员   本国或

外国离境居民   本国或外国离境居民       限额   -   每年限购6次，每次限额600美元，酒不超过1

瓶，烟不超过10包   离境限免额度3000美元，入境限免额度600美元   离境限免额度3000美元，

入境限免额度600美元       品类   -   酒类、烟草、计时表、化妆品、香水、手包、钱包、腰带、

太阳镜、饼干类、人参类、领带、围巾、贴身饰品、文具类、玩具类、打火机等15大类商品

。   所有品类（酒类不超过1瓶，香烟不超过1条，香水不超过60ml）   所有品类（酒类不超过1

瓶，香烟不超过1条，香水不超过60ml）       免除税种   -   增值税、个别消费税、酒税、关税及

烟草消费税   增值税、个别消费税、酒税、关税及烟草消费税   增值税、个别消费税、酒税、

关税及烟草消费税       提货方式   -   机场提货   机场提货   本国品牌可现场提货，国际品牌机场

提货       中国   出境免税   入境免税   海南离岛免税   离境退税       针对人群   已办理出境手续、

即将前往境外的人员（本国+外国）   口岸入境针对入境旅客，市内入境针对持护照入境，自

入境之日起180天内的中国籍旅客   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   准备出境的境外旅客       

限额   出境免税额度并无严格限制，需要满足到达国家要求   游客在进境免税庖贩买免税品时

，连同境外免税贩物额总计不能超过8,000元人民币每次进境限购一次   游客在海南离岛免税

庖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贩物限额为30,000元人民币，不限次。   游客在退税商庖贩物的最低起退

点为500元人民币(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庖贩买的退税物品金额)，最高没有限额  

    品类   出境免税庖经营的免税进口产品包括18个类型   进境免税庖可以经营的品种包括烟、

酒、香化等14类商品，幵丏贩买烟不能超过2条，酒不能超过2瓶，奶粉不能超过4件   海南离



岛免税庖可以经营的商品品种包括首饰、工艺品、香水、化妆品等38种进口商品   离境退税商

庖采取负面清卑的方式规定，除了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适用增值税免税的物品外，

目前没有限制       免除税种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退税商品在商品销售环节没有免税，但消费者在离境时

可以退增值税。       提货方式   口岸点提货   口岸入境在口岸点提货，市内入境在市内店当场

提货   口岸点提货   当场提货，出境时交验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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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商业模式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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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市场投融资机会及投资建议（）

 7.1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

 7.1.1 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7.1.2 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7.1.3 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7.2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融资现状及趋势

 7.2.1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现状及趋势

 7.2.2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融资现状及趋势

 7.3 中国互联网+免税业行业投资机会及投资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4/285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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