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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4 月，党中央郑重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

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是

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在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

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起到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

响进行研究，以期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现有政策对于海

南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精华之处，吸

取经验教训，预判风险漏洞，最终希望得出一套适用

于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自由贸易港税法政策，并为我

国未来发展提出参考。

2 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前后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海南省自 2016 年以来，地区生产总值从 4044.51 亿 

元在五年内增长至 6475.2 亿元，相比 2016 年增长约

60.1%。从 2018 年部署以来，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了 1643.15 亿元。对比全国来看，从 2018 年至 2021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900309 亿元发展至 1143670 亿元， 

增长了 243361 亿元。从中可以看出，自海南开始建

设自由贸易港以来，海南省经济实现正态增长，但对

比全国来看并不突出，分析其原因为：海南省的经济

实力在国内属于中下游，新冠疫情冲击下 GDP 增速有

所回落，但增速排名大幅提升，受影响相对有限。总

的来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国内地区生产

总值的增长仍有不小贡献。

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在近几年内不断提高与 2018

年国务院宣布设立海南自贸港之后所带来的自由贸易

和自由投资密不可分，政策给予这片土地更多的发展

契机，为海南的旅游业带来大量的高消费人群。这类

人群的消费水准和经营模式，将远超现有的底层旅游

队伍，推动产业的收益持续快速增长和进一步发展。

而自由旅游、自由购物等政策，也都极大地推动了海

南旅游的国际化，激发外国游客的消费热情，极大地

助推当地的产业蓬勃发展。

由图 1 可以看出，2016-2018 年海南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与税收收入总体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二者

的增长率也相对比较平缓。自 2018 年海南自贸港设

立以来，海南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值加速提

升，但即便实行了大规模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收入

的变动幅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可以看出的是，撇

开 2020 年的特殊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税收收

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2021 年更是直接跃升至 900

亿历史大关。这两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海南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加快自贸港建设，经济结

构得以不断改善和优化。我们有望看到，借助海南自

由贸易港这个平台，海南将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其

经济的带动效应、辐射效应将在不久的将来惠及整个

中国。

图 1   2016-2021 年海南省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税收收入对比图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行——以服务业为例

海南自由贸易岛的税收优惠政策涵盖了多个税

种，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本

文以服务业为例，研究海南省部署自由贸易港及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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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相关税收政策带给海南省的发展红利。
表 1   近五年海南省服务业各业增加值

年份
批发和
零售业

（亿元）

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亿元）

住宿和
餐饮业

（亿元）

金融业
（亿元）

房地产
业（亿
元）

增长总
和（亿
元）

2017 503.85 233.59 210.66 318.21 437.54 1703.85

2018 523.02 291.73 240.59 309.09 389.66 1754.09

2019 533.03 246.93 269.18 392.23 497.86 1939.23

2020 653.34 244.08 221.81 397.91 526.02 2043.16

2021 955 352.82 256.71 422.79 589.04 2576.36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自提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来，海南省服务业一直呈正增长趋势。但疫情笼罩

下，服务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海南省也不例外。

从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住宿和餐饮业 2020 年增加值

同比前一年减少约 47 亿元，2021 年虽有回暖，但还

是达不到疫情前的发展态势；其次，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增加值也略有下滑，但在 2021 年有所回稳；

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自 2017 年起保持稳健发展，受

疫情影响较小；在海南省的服务业中，发展最为显著

的便是批发和零售业，其发展最快、增速最稳，在

2021 年达到增长总和的 37%，增加值为 955 亿元，分

析原因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来，海南省进、

出口货物数量大幅增长，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多业

并进态势明显，使得批发和零售业成为发展最快的行

业。

3.1 批发和零售业

在岛内居民允许免税购买商品，放宽离岛免税购

物额度，扩大免税商品种类的刺激下，批发和零售行

业销售额实现跨越式增长。[1]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

前来消费，因此海南省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不断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措施，加大促销力度，活跃

离岛免税市场，致力于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目标。

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来岛

工作，享受免税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红利。

3.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自 2020 年起至 2022 年底，对物流企业自有或承

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 50% 计征城镇土地

使用税。并免征 2022 年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

既便利人们出行，加快基础公共设施发展，还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吸引海内外公司企业在海南

购买或承租仓储设施用地，帮助在海南构建国际化产

业集群，壮大我国物流产业的向前发展，现在已卓有

成效，2021 年海南省全年货物运输量达 2.80 亿 t，主

要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1.96 亿 t。

3.3 住宿和餐饮业

海南省以自由贸易为前提，利用地理优势（属热

带季风气候），带动岛内住宿及餐饮业的发展。据统计，

2020 年海南省民宿占据住宿市场体量的近三成，大量

资本投入使得海南民宿经济空间开始聚集，民宿休闲

度假区初现雏形，其文化范围与影响力的扩大引领和

创造了一些新的消费趋势。但目前也存在着从业者文

化水平普遍较低、政府促进民宿发展的经济手段较为

单一等问题。因此，海南省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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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深入挖掘行业特色，进行产业升级换代。

3.4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所涉及得众

多金融领域的开放优惠政策实施以来，海南省取得了

多方面的突破。境内外机构纷纷落地，引进金融中介

服务机构，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取得新成效，完成了我

国首单以旅游度假目的地为标的物的商业房地产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打造自贸港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目标，

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2]

为抑制海南楼市发展过热，2018 年推出全域限购

政策后，海南楼市降温效果明显，商品房价格也基本

稳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后，坚持严格调控房

地产价格走向，为新兴产业的发展蓄能。未来，海南

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更多的贸易往来，使人口流动

呈现净流入状态。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成后预期对未来中国经济的

影响

海南全岛实行自贸港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重，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可以不设壁垒地自由、

有序、安全、便捷地流动。海南自贸港将吸引无数外

商企业来华投资，这不仅是一大批国家企业在未来发

展中的重大机会，而且必将成为各有关国家经济持续

增长的一个稳定的动力来源。

4.1 为海南岛自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得益于海南自贸港更加宽松的政策，其体制环境

更加优化、市场经济更加开放，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企

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是今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过去因地理环境限制，海南岛孤

悬海外与大陆缺少连接，而如今却为建立自贸港孕育

了天然的优势。海南岛的旅游资源具有惟一性、珍稀

性和密集性，建立海南自贸港可以对该地区的人文历

史景观进行进一步开发，在建设领域、服务领域等取

得长足进步。总体方案公布后，“离岛免税”政策将

成为海南发展壮大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在此基础 

上，智能物联、数字贸易、区块链、金融科技等依托

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将逐渐崛起，[3] 甚至健康

产业、教育行业等也将获得大量的发展机会。

4.2 助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实施

海南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的海上交流的前沿阵

地。近年来，海南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与周边地区的贸易、生态等方面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构建起中国与领国更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关系。在

未来的战略规划中，将逐步把海南打造成具有多重功

能属性的综合性平台，促进区域国家和地区在相关领

域的务实合作。换句话说，二者形成了动态的对接关

系，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

要的基础平台支撑，同时也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了指导

方向与支撑。

4.3 中国经济的重心势必继续南移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南北发展的不均衡不

充分的境遇仍存在，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主要是长三角

以及珠三角地区。但随着海南自贸港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将对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

作用，地区协同发展，构建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南海

经济圈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甚至将产生更大范

围的“制度红利”。海南自贸港的建成，也会是中国

对外经贸合作的又一重要公共项目，它将会成为吸引

全球投资者和优秀的人才来海南投资、参与海南自贸

区建设、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的平台。

5 结论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在某

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水平，对于中国乃至

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税收制度优化，一方面要对标世界一流的自由

贸易港，借鉴国际经验，在税制简化上下功夫，提高

税收政策灵活性；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实际和发展

需求，解决实践中发现的问题，预判潜在的风险，走

出一条既具中国特色又富有包容性的有竞争力的中国

自由贸易港税收道路，从而可以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助推国民经济更上一

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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