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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值税 

1.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海关进口增值税抵扣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第 3号 

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增值税管理，打击利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

款书”）骗抵税款犯罪活动，税务总局决定全面提升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级别，强化对海关进口增值税的抵扣管

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口货物时应准确填报企业名称，确保海关缴款书上的企业名称与税务登记的企业名称

一致。税务机关将进口货物取得的属于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海关缴款书信息与海关采集的缴款信息进行稽核比对。

经稽核比对相符后，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作为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稽核比对不相符，所列税

额暂不得抵扣，待核查确认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与纳税人实际进口业务一致后，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

作为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 

  税务部门应加强对纳税人的辅导，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赢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2月 13日 

 

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鉴证咨询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4号 

为保障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方便纳税人发票使用，税务总局决定，将鉴证咨询业纳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点内容 

   （一）全国范围内月销售额超过 3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万元）的鉴证咨询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

下简称“试点纳税人”）提供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务、销售货物或发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

专用发票的，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仍须向地税机关申请代开。 

   （二）试点纳税人所开具的专用发票应缴纳的税款，应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将当期开具专用发票的销售额，按照 3%和 5%的征收率，分别填写在《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2 栏和第 5栏“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的“本

期数”相应栏次中。 

  二、有关要求 

   （一）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对试点纳税人的培训辅导，保障纳税人正确开具专用发票，同时要强化风险

防控，加强数据分析比对，认真总结试点经验。 

   （二）试点纳税人应严格按照专用发票管理有关规定领用、保管、开具专用发票。 

   本公告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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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税〔201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现就《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140 号）第四条规定的“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问题

补充通知如下：  

  2017年 7月 1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

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 2017年 7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

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具体征收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1月 10日 

 

 

 

2. 关税 

2.1. 海关总署公告 2017年第 8号（关于扩大通关作业无纸化适用范围的公告）发布时间：2017-02-17 

 为加快落实外贸稳增长政策措施，进一步深化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工作，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决定

将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企业范围扩大到所有信用等级企业。 

 企业经与直属海关、第三方认证机构（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签订电子数据应用协议后，可在全国海关适

用“通关作业无纸化”通关方式，不再需要重复签约。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7年 2月 3日 

 

2.2. 海关总署公告 2017年第 10号（关于亚太贸易协定项下中韩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运行事宜的公告） 

发布时间：2017-02-17 

   为进一步促进《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通关便利，自 2017年 2月 8 日起“亚太贸易协定项下中韩

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将上线运行，实时传输该协定项下中韩两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的电子信息。现就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以下统称“进口人”）申报进口《亚太贸易协定》项下韩国原产货物时，

应按照海关总署 2016年 51号公告有关规定在“无原产地声明模式”下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

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货物备案清单》（以下统称“进口报关单”）。 

  二、自 2017年 2月 8日（含当日，以下同）起，进口人申报进口《亚太贸易协定》项下韩国原产货物时： 

   （一）如果海关已收到有关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且与进口人申报内容一致，海关不再要求进口人提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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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证书正本。海关认为有必要时，进口人应当补充提交相关原产地证书正本。 

 （二）如果海关已收到有关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但与进口人申报内容不一致，进口报关单将做退单处理。 

 （三）2017年 5月 10日前，如果海关未收到有关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进口人仍可提交原产地证书正本申

报适用协定税率。 

 （四）自 2017年 5月 11日起，如果海关未收到有关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进口人应当按照海关总署令第

181 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原产地补充申报，申明适用协定税率，并可以申请办理有关货物的担保放行手续。 

 三、对于集装箱运输的《亚太贸易协定》项下韩国原产货物，如果海关已收到有关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进

口人能够提交证明相关货物的集装箱箱号、封志号在运输过程中未发生变动的全程运输单证，海关将视为符合直

接运输规则。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7年 2月 4日 

 

2.3. 海关总署令第 231号（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

地管理办法》的令）发布时间：2017-0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已于 2017年 2月 27

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年 4月 1日起施行。对于自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进

口的货物，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原产地标准的，也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海关办理申报进口手续，

申请享受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2010年 6 月 28日海关总署令第 192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2013 年 7月 1日海关总署令第 210号公布的《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的决定》同时废止。 

  署 长 于广洲 

  2017年 3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正确确定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的原产地，促进我国与有关

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的有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以下称受惠国）进口并且享受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货物的原产地管理。 

  第三条 进口货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原产国为受惠国： 

  （一）完全在受惠国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受惠国境内全部使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原产材料生产的； 

  （三）在受惠国境内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但是在该受惠国完成实质性改变的。 

  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实质性改变”，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标准予以确定。 

  原产于受惠国的货物，从受惠国直接运输至中国境内的，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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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中相应的特惠税率。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完全在受惠国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是指： 

  （一）在该受惠国出生并且饲养的活动物； 

  （二）在该受惠国从本条第（一）项所指的动物中获得的货物； 

  （三）在该受惠国收获、采摘或者采集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四）在该受惠国狩猎或者捕捞获得的货物； 

  （五）在该受惠国注册或者登记，并且合法悬挂该受惠国国旗的船只，在该受惠国根据符合其缔结的相

关国际协定可以适用的国内法有权开发的境外水域得到的鱼类、甲壳类动物以及其他海洋生物； 

  （六）在该受惠国注册或者登记，并且合法悬挂该受惠国国旗的加工船上加工本条第（五）项所列货物

获得的货物； 

  （七）在该受惠国开采或者提取的矿产品以及其他天然生成物质，或者从该受惠国根据符合其缔结的相

关国际协定可以适用的国内法有权开采的境外水域、海床或者海床底土得到或者提取的除鱼类、甲壳类动物以及

其他海洋生物以外的货物； 

  （八）在该受惠国消费过程中产生并且收集的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的废旧物品； 

  （九）在该受惠国加工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的废碎料； 

  （十）利用本条第（一）项至第（九）项所列货物在该受惠国加工所得的货物。 

  第五条 除《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另有规定外，在受惠国境内使用非受惠国

原产材料进行制造或者加工，所得货物在《税则》中的四位数级税则归类发生变化的，应当视为原产于该受惠国

的货物。 

  使用非受惠国原产材料制造或者加工的货物，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不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

但是按照《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非原产材料成交价格不超过该货物价格的 10%，并且符合本办法其他适用规定

的，该货物仍然应当视为受惠国原产货物。 

  第六条 除《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另有规定外，在受惠国境内使用非受惠国

原产材料生产的货物，其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所得货物价格 40%的，应当视为原产于该受惠国的货物。 

  本条第一款所称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应当按照下列方法计算比例： 

  货物价格－非原产材料价格 

区域价值成分= ————————————————×100% 

  货物价格 

  其中，“货物价格”是指按照《海关估价协定》，在船上交货价格（FOB）基础上调整的货物价格。“非原

产材料价格”是指按照《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非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费和保险费

（CIF），包括不明原产地材料的价格。非原产材料由生产商在受惠国境内获得时，按照《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

成交价格，不包括将该非原产材料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商所在地过程中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以及其他

任何费用。 

  第七条 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材料在受惠国境内被用于生产另一货物的，该货物或者材料应当视为受惠

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 

  受惠国是特定区域性集团成员国的，该集团内其他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在该受惠国用于生产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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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时，所使用的其他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可以视为该受惠国的原产货物或者材料。 

  第八条 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者储藏期间处于良好状态而进行的处理； 

  （二）把物品零部件装配成完整品，或者将产品拆成零部件的简单装配或者拆卸； 

  （三）更换包装、分拆、组合包装； 

  （四）洗涤、清洁、除尘、除去氧化物、除油、去漆以及去除其他涂层； 

  （五）纺织品的熨烫或者压平； 

  （六）简单的上漆以及磨光工序； 

  （七）谷物以及大米的去壳、部分或者完全的漂白、抛光以及上光； 

  （八）食糖上色或者加味，或者形成糖块的操作；部分或者全部将晶糖磨粉； 

  （九）水果、坚果以及蔬菜的去皮、去核以及去壳； 

  （十）削尖、简单研磨或者简单切割； 

  （十一）过滤、筛选、挑选、分类、分级、匹配（包括成套物品的组合）、纵切、弯曲、卷绕、展开； 

  （十二）简单装瓶、装罐、装壶、装袋、装箱或者装盒、固定于纸板或者木板以及其他简单的包装工序； 

  （十三）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标志、标签、标识以及其他类似的区别标记； 

  （十四）同类或者不同类产品的简单混合；糖与其他材料的混合； 

  （十五）测试或者校准； 

  （十六）仅仅用水或者其他物质稀释，未实质改变货物的性质； 

  （十七）干燥、加盐（或者盐渍）、冷藏、冷冻； 

  （十八）动物屠宰； 

  （十九）第（一）项至第（十八）项中两项或者多项工序的组合。 

  第九条 属于《税则》归类总规则三所规定的成套货物，其中全部货物均原产于某一受惠国的，该成套货

物即为原产于该受惠国；其中部分货物非原产于该受惠国，但是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确定的比例未超过该成套货物

价格 15%的，该成套货物仍应当视为原产于该受惠国。 

  第十条 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本身不构成货物物质成分、也不成为货物组成部

件的下列材料或者物品，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一）燃料、能源、催化剂以及溶剂； 

  （二）用于测试或者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以及用品； 

  （三）手套、眼镜、鞋靴、衣服、安全设备以及用品； 

  （四）工具、模具以及型模； 

  （五）用于维护设备和厂房建筑的备件以及材料； 

  （六）在生产中使用或者用于运行设备和维护厂房建筑的润滑剂、油（滑）脂、合成材料以及其他材料； 

  （七）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未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但是能够合理表明其参与了该货物生产过程的

任何其他货物。 

  第十一条 货物适用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与货物一起申报进口并在《税则》中

与该货物一并归类的包装、包装材料和容器，以及正常配备的附件、备件、工具以及介绍说明性材料，不单独开



 

 6 

具发票的，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货物适用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的，在计算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时，与货物一起申报进口并在《税则》中与

该货物一并归类的包装、包装材料和容器，以及正常配备的附件、备件、工具以及介绍说明性材料的价格应当予

以计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直接运输，是指受惠国原产货物从该受惠国直接运输至我国境内，途中未经过中国

和该受惠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以下简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受惠国原产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不论在运输途中是否转换运输工具或者作临时

储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视为直接运输： 

  （一）未进入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贸易或者消费领域； 

  （二）该货物在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时，未做除装卸或者其他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必需处理以外

的其他处理； 

  （三）处于该国家或者地区海关的监管之下。 

  本条第二款规定情形下，相关货物进入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停留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6个月。 

  第十三条 海关有证据证明进口货物有规避本办法嫌疑的，该进口货物不得享受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第十四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内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

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申明适用特惠税率，并且同时提交下列单证，海关总署另有规定的

除外： 

  （一）符合本办法规定，并且在有效期内的原产地证书（格式见附件 1）或者原产地声明（格式见附件 2）； 

  （二）货物的商业发票； 

  （三）货物的全程运输单证。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中国境内的，还应当提交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或者

海关认可的其他证明文件。 

  海关已经通过相关信息交换系统接收受惠国原产地证书、证明文件电子数据的，对于该受惠国的原产货

物，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无需提交相应的纸本单证。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述运输单证可以满足直接运输相关规定的，

也无需提交本条第二款所述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 除海关总署另有规定外，原产地申报为受惠国的进口货物，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

申报进口时未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或者海关未接收到第十四条第三款所述电子数据的，应当在

货物放行前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受惠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格式见附件 3）。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依照前款规定就进口货物具备受惠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并且依

法提供相应税款担保的，海关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办理担保的情形除外。由于

提前放行等原因已经提交了与货物可能承担的最高税款总额相当的税款担保的，可以不再单独就货物是否具有原

产资格提供担保。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按照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进口的，或者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

货物申报进口时未申明适用《税则》中的特惠税率，也未按照本条规定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受惠国原产资格进

行补充申报的，有关进口货物不适用《税则》中的特惠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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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货物放行后向海关申请适用《税则》中特惠税率的，已征税款不予调整。 

  第十六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的有效原产地证书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由受惠国政府指定的签证机构在货物不晚于出口后 5个工作日内签发； 

  （二）符合本办法附件 1所列格式，以英文填制； 

  （三）符合与受惠国通知中国海关的签证机构印章样本，以及海关或者口岸主管部门印章和签名相符等

安全要求； 

  （四）所列的一项或者多项货物为同一批次的进口货物； 

  （五）具有不重复的有效原产地证书编号； 

  （六）注明确定货物具有原产资格的依据。  

  原产地证书自签发之日起 1年内有效。 

  第十七条 海关已经应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请依法作出原产地裁定，确认进口货物原产地为受

惠国的，如果该裁定处于有效状态，据以作出该裁定的依据和事实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则该裁定项下货物进口时，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向海关提交原产地声明，申明适用《税则》中的特惠税率。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的原产地声明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办法附件 2所列格式，并且以中文填制； 

  （二）由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打印后填写并且正确署名； 

  （三）一份原产地声明只能对应一项裁定。  

  该声明自署名之日起 1年内有效。 

  第十八条 海关对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相关货物是否原产于相关受惠国或者是否符合本办法其他规定产

生怀疑时，海关总署可以直接或者通过中国驻相关受惠国使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室）向受惠国海关或者有效原

产地证书签证机构提出核查要求，并且要求其自收到核查要求之日起 180日内予以答复。必要时，经受惠国相关

主管部门同意，海关总署可以派员访问受惠国的出口商或者生产商所在地，对受惠国主管机构的核查程序进行实

地考察。 

  海关对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原产地声明有疑问的，可以对出具该原产地声明的进口货物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开展核查，被核查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自收到核查要求之日起 180日内向海

关提交书面答复。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收到答复的，该货物不得适用特惠税率。 

  在等待受惠国原产地证书核查结果期间，依照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的申请，海关可以依法选择

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收取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按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

行海关统计。核查完毕后，海关应当根据核查结果，立即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或者办理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

海关统计数据应当作相应修改。 

  对国家限制进口或者有违法嫌疑的进口货物，海关在原产地证书核查完毕前不得放行。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货物进口之日起 1年内，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在海关批准

的担保期限内向海关申请解除税款担保： 

  （一）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已经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并且提交了本办法第十四

条所述有效原产地证书、原产地声明或者证明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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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关收到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所述电子数据的。 

  第二十条 同一批次进口的受惠国原产货物，经海关依法审定的完税价格不超过 6000元人民币的，免予

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 

  为规避本办法规定，一次或者多次进口货物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一条 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者损毁，并且未经使用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要求

该进口货物的出口人向受惠国原签证机构申请在原证书有效期内签发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真实副本。该副本应当

在备注栏以英文注明“原产地证书正本（编号_____日期_____）经核准的真实副本”字样。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

真实副本向海关提交后，原产地证书正本失效。原产地证书正本已经使用的，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无效。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产地证书可以在货物出口之日起 1年内予以补发：  

  （一）由于不可抗力没有在货物不晚于出口后 5 个工作日内签发原产地证书的； 

 （二）授权机构确信已签发原产地证书，但由于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原产地证书未被海关接受的。  

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当以英文注明“补发”字样。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情形下，补发证书自货物实际出口

之日起 1年内有效；在第一款第（二）项情形下，补发证书的有效期应当与原原产地证书的有效期相一致。 

  第二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进口货物不适用特惠税率： 

  （一）进口货物不具备受惠国原产资格； 

  （二）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没有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或

者原产地声明，也未就进口货物是否具备受惠国原产资格进行补充申报的； 

  （三）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 

  （四）原产地证书所列货物与实际进口货物不符的； 

  （五）自受惠国海关或者签证机构收到原产地核查请求之日起 180日内，海关没有收到受惠国海关或者

签证机构答复结果，或者该答复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有效原产地证书真实性或者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的； 

  （六）自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收到原产地核查请求之日起 180日内，海关没有收到进口货物收

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答复结果，或者该答复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有效原产地证书真实性或者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的； 

  （七）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存在其他不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海关对依照本办法规定获得的商业秘密依法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进口货物收货人同意，海关

不得泄露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行为的，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受惠国，是指与中国签有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换文的国家或者地区； 

  材料，是指以物理形式构成另一货物的组成部分或者在生产另一货物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货物，包括任何

组件、零件、部件、成分或者原材料； 

  原产材料，是指根据本办法规定具备原产资格的材料；  

  生产，是指货物获得的方法，包括货物的种植、饲养、提取、采摘、采集、开采、收获、捕捞、诱捕、

狩猎、制造、加工或者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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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估价协定》，是指作为《马拉喀什建立世贸组织协定》一部分的《关于履行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第 7条的协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中《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和区域性集团名单由海关总署

另行公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10年 6月 28日海关总署令第 192号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2013年 7月 1日海关总署令第 210号

公布的《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的

决定》同时废止。 

附件：1.原产地证书.doc                    

                2.原产地声明.doc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进口货物原产资格申明.doc   

 

 

 

2.4. 商务部 海关总署联合公告 2016年第 84号（公布 2017年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 发布时间：2017-03-0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有关规章，现公布《2017 年

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商务部、海关总署 2015 年 12月 10日发布的《2016

年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同时废止。 

  附件：2017 年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pdf 

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16年 12月 10 日 

 

 

3. 综合法规 

3.1.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推行数字证书（CA 证书）全面互认的通告 2017年第 2号 

详细资料请见附件。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通告 2017年第 2 号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7年 2月 4日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1.原产地证书(1).doc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2.原产地声明(1).doc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进口货物原产资格申明.doc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2017年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pdf
http://zh.gdltax.gov.cn/kmresource/publish/002/002006/002006001/002006001001/002006001001002/002006001001002002/IPZXV1ZL3V4SVIUJIUO14NOVA16FNEGU.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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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7〕5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全国性中资

银行： 

为推动外汇市场对外开放，便利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外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现就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具备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以下简称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且符合《中

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 3 号》规定的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以下简称结算代理人），

可以对本机构受托提供代理交易和结算服务的境外投资者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 

本通知所称境外投资者，是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 3号》规定的各类境外投资者。 

二、结算代理人对境外投资者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应遵守实需交易原则。 

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交易，限于对冲以境外汇入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的外汇风险敞口，外汇衍

生品敞口与作为交易基础的债券投资项下外汇风险敞口应具有合理的相关度。当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发生变化而

导致外汇风险敞口变化时，境外投资者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对相应持有的外汇衍生品敞口进行调整，确保符合实需

交易原则。 

三、结算代理人对境外投资者办理的外汇衍生品类型，包括《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

〔2014〕53号）规定的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 

根据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合理需要，结算代理人可以为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业务灵活提供反向平仓、全

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反向平仓和差额结算的币种及结算参考价执行《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汇发〔2014〕53号）规定。 

四、境外投资者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所涉及的外汇收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

行间债券市场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6〕12号）规定的专用外汇账户办理。 

五、结算代理人为境外投资者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应遵守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规定，并按照《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印发<银行结售汇统计制度>的通知》（汇发〔2006〕42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

汇综合头寸统计报表及报送方式的通知》（汇综发〔2012〕129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银行结售

汇统计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17〕4号）等规定履行有关结售汇统计报告义务。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关于银行对客户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

通知为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请及时转发辖内有关金融机构。 

特此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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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2017年）》的通知汇综

发〔2017〕31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全国

性中资银行： 

根据 2015 年 10 月至今的外汇管理规定变化和调整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

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2017 年）》（见附件，以下简称《标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17考核年度（2016 年 10月 1日至 2017年 9 月 30 日，下同）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工作依

照《标准》执行。 

二、自 2017 考核年度起，风险性考核指标分值调整为 15 分[1]；银行总行最终考核得分计算公式[2]调整为：

银行总行最终考核得分=∑银行一般性考核单项指标得分 Ï60%+风险性考核指标得分+总行单独考核指标得分。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相关事宜的通知》（汇发〔2015〕26号）中的

相关条款废止。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立即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并依据《标准》，公平、

公正地对辖内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进行考核。 

四、各全国性中资银行接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所辖分支机构，依法合规办理各项外汇业务。 

五、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

准（2016 年）>的通知》（汇综发〔2016〕31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

办法>相关事宜的通知》（汇发〔2015〕26号）所附的《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废止。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反馈。联系电话：010-68402113（综合司），010-68402593

（国际收支司），010-68402104（经常项目司），010-68402127（资本项目司），010-68402378（管理检查司），

010-68402467（外汇业务数据监测中心）。 

特此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 

2017年 2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