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一夫：政策东风下，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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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2020 年底，北京前门突然多了一家“网红打卡地”。 

这是由中服免税在首都市区里新开设的一家免税店，一栋古色古香的

独栋小楼，而且面向国人开放，只要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有出境记录，拿着

护照就可以过来“买买买”。于是，不少消费者纷纷慕名前来拍照打卡购

物，忙得不亦乐乎。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近期国内免税经济爆火当中的一个缩影。事实

上，自 2020 年起，免税经济的热度一直不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码布

局，这当中不仅有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的出台，还有市内免税店的推进。 

背后的深意，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1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经济社会运行的节奏。

得益于全社会强大的动员力、号召力和执行力，我国率先推动了复工复产，

并以促消费为政策抓手，借助发放消费券、支持夜经济、举办主题购物节

等手段来激发民众消费热情，希望以此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复苏与国民经济

的回暖。 

可是，是否愿意花钱，终归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经历了疫情的冲击，

人们普遍在收入水平、市场预期和消费信心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日益向好，但消费端的复苏进程还是要比生产端慢



 

 - 3 - 

了不少。 

就在这时，近些年我国居民在海外消费的持续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公开数据显示，2012~2019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从 2.1 万亿元

一路增至 10.8 万亿元，年均增速在 25%以上，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居民不

是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

愿意把在国内挣的钱花到国外去，消费外流现象也因此变得颇为严重。 

 

这当中，奢侈品消费占据大头。连续多年，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

品消费国，根据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 2019》，2018 年中国人在境内外

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 7700 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 1/3，

而其中超过 7 成的奢侈品消费是在境外完成的；消费品类主要集中在服饰、

香化、箱包、珠宝、手表等。大量的海外购物不仅造成了每年超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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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还消耗了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 

之所以会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消费市场供给结构不尽合

理，高端商品市场发展不够充分，未能有效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从而导致这部分消费者“舍近求远”地转向国外消费。 

而在奢侈品方面，由于关税率较高等客观因素，国内外价格差异普遍

较大，海外更为友好的价格也就成为了导致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以海蓝

之谜精华面霜为例，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普遍为 2680 元

/60ml，海外官网价格则为 335 美元/2OZ，大约相当于人民币 2290 元

/60ml，差异立显。 

如果能够采取措施来真正改善奢侈品在国内的售价和丰富程度，那么

外流的消费是很容易在国内实现的，这种消费的“转移”势必要比一味地

“挖掘”国内消费更加容易，而回流的消费既能壮大国内消费市场，强化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又能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动力。 

正因如此，决策层对于引导海外消费回流越来越重视。而自 2020 年

以来，海外疫情形势持续严峻，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出入境旅游的门槛大

大提高，国内很多人都不能像以往那样，趁着假期出国游玩一圈顺便买点

东西，而是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国内。不过这些对于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来说，

却一个绝好的时机。 

于是，免税消费的各项支持政策应运而生，整个行业也站上了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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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税，顾名思义，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按照相关法律和规定，向国际

旅客或特定旅客销售免税商品的业务，在免税店里销售的商品主要涵盖免

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进口商品，以及实行退（免）税（增值税、消

费税）进入免税店里销售的国产商品。 

 

为什么要以免税经济为政策发力点呢？ 

一方面，如前文所说，商品价差是海外奢侈品消费规模暴涨的重要原

因，对于免税商品来说，由于免征了进口海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

税等税收，其价格普遍要比市内百货公司专柜售卖的相同商品低 30%左右，

拥有天然的价格优势。同时，免税商品都是从各大国际品牌供应商直接采

购，品牌力强大且具有正品保障。而从门类上看，免税商品主要包括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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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葡萄酒及烈酒、香水化妆品、时尚品及配件、腕表珠宝及高级书写

工具、糖果及食品、旅行用品等等，涉及多项奢侈品类，结构上同外流的

海外消费结构非常接近。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机场/口岸免税店为主流，根据中国报

告网的统计，机场、口岸与机上免税销售规模占据我国整体免税销售额的

3/4。可是受疫情影响，国内航班急剧缩减，机场免税店遭受巨大冲击。为

此，免税行业本身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占比相对较低的离岛免

税和市内免税，自然就被寄予厚望。 

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以免税经济为切入点自然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通过积极布局离岛免税和市内免税的发展，采取增加免税店数量及免税商

品种类、提升免税购物限额等措施，不仅可以缓解整个行业的经营压力，

还能够精准锁定特定的消费人群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选择，而且不

会对全国零售体系及生态造成较大规模的冲击，堪称是承接海外消费回流

的有效抓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以海南为例，自 2020 年 7 月开始，海南离岛免税

新政落地实施，一批又一批旅客纷纷前去海南旅游顺便购物。海口海关数

据显示，海南离岛免税新政一年以来，免税购物金额多达 468 亿元，同比

增长 226%；件数 6072 万件，同比增长 211%；购物旅客 62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2%。这充分反映出，海南免税消费在带动旅游市场复苏与引

导海外消费回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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