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点评：市

内免税店恢复预期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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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描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的意见》。从企业纾困、消费品保供稳价、创新消费业态、提质升级等方

面提出指导意见。其中指出，推进消费平台健康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积极建设一批区域消费中心。鼓励各地区围绕商

业、文化、旅游、体育等主题有序建设一批设施完善、业态丰富、健康绿

色的消费集聚区。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

店。 

事件点评： 

进口税制以及奢侈品定价策略导致境内外价格差明显，免税可以有效

触及行业痛点，成为海外消费回流和境内消费升级的重要渠道。免税作为

疫情期间国人奢侈品主要购买渠道之一，本质是国家财政让利的一种形式。

通过特许经营模式授权免税商，承担引导消费回流重要作用。免税行业深

受高端消费者喜爱，主要系其所售商品价格具有明显优势，尤其体现在精

品、皮具、珠宝、手表等高端奢侈品方面。当前免税品享受的税收优惠，

包括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合计可达商品成本 20%-40%。 

免税行业与相关政策紧密联系。当前我国免税业政策不断放开，助力

行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在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利用严格防疫政策、创造健康

消费环境，积极引导境外高端消费回流。目前市内免税店分为两种，主要

服务中国籍旅客的外汇商品免税店（即归国人员入境市内免税店）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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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的离境市内免税店。自 2020 年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

在《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鼓

励有条件的城市支持建设市内免税店、在机场为其设立提货点”后，各市

政府积极跟进争取开设市内免税店释放消费潜力。 

在丰富免税经济业态中，市内免税店被认为是免税市场下一个突破口。 

市内免税店、机场免税店、离岛免税店是全球常见三种免税业态。相

较于消费者更多接触设立在机场出入境大厅的机场免税店，市内免税店购

物体验、购物时间和购物方式更方便灵活。选址方面，市内免税店主要依

托百货商店，位于城市中心，交通便捷、人流量大，能够有效提振购买人

次和销售额。购物时间方面，市内免税店内客户停留时间更长，不会被航

班起飞时间限制，消费者有充足时间进行挑选、试用、体验，同时可以起

到引流和营销的效果。 

购物体验方面，市内免税店更倾向旅行消费业态，店内空间更大、可

展示产品种类更多。租金成本方面，机场免税店租金成本相对更高。参考

上海机场对日上上海免税店扣点率达到 40%，市内免税店租金成本在

10%-20%之间。 

政策推动下，免税行业企业已逐步形成自身特色的市场竞争优势。中

服免税在开设初期承担服务国人入境后免税品消费需求重任，目前在全国

主要城市开设 12 家免税店，门店拥有超过 150 个品牌、3700 多类商品。

全球免税销售头号公司中国中免已在北京、上海、厦门、大连、青岛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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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免税店，成为单一国家零售网点最多的免税运营商。凯撒旅业与中出

服达成合作，分别参股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进境免税店、南京市内免税店和

北京市内免税店。王府井已取得免税品经营资质，市内免税为公司免税业

务发展方向之一。 

投资建议：目前我国的市内免税店规模较小，尚处于萌芽阶段，发展

空间可观。推动市内免税运营商发展，可以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到中国进

行消费。 

根据国外经验，市内免税店在空间布局、体量、商品品类等方面都优

于机场免税店。此外，市内免税店在选址上有更大的灵活性，由于其土地

稀缺性远低于机场，因此租金等运营成本较低。未来几年，在免税行业中

市内免税和离岛免税的集体发力会再一次塑造中国消费市场的格局。建议

关注：中国中免。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居民消费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免税政

策变化风险；汇率风险；疫情对旅游业影响超出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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