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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2021 年 6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自由贸易港法明确，国家在海南岛全岛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分

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实现贸易、投资、跨

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管理活动适用自由贸易港法。自由贸易港法分为

8章，包括总则、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财政税收制度等，

共 57 条，主要有六方面核心内容。

1.关于管理权限和授权立法：

①明确国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第 6条明确，国

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统筹协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重大政策和重大事项。国务院发展改革、财政、商务等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指导推动相关工作。同时，国家建立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

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监管模式。

②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第 7条明确，海南省依法行使改革自主

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需要，依法授权或

委托省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行使相关权限。这是系统性的放权授权

制度安排，极大拓展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改革空间。

③赋予特别立法权。授权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法，结合实际

需要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涉及法律保留事项或依法应当由国务

院制定行政法规事项的，分别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后生

效。

2.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①货物贸易，确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货物贸易监管模式，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货物、物品实行清单管理，



— 2 —

清单外的货物、物品自由进出；由海南进入内地的货物，原则上按进

口规定办理手续，行邮物品按规定进行监管，运输工具简化进口管理；

货物、物品及运输工具由内地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按国内流通管理。

②服务贸易，规定对于负面清单以外的跨境服务贸易，按照内外

一致的原则管理，并实施相配套的资金支付和转移制度。

③投资准入和市场准入，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适用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推进准入承诺即入制。

3.关于税收制度：

①简税制，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逐步简化税制。

②规定全岛封关运作、简并税制前，对部分商品免征关税、进口

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全岛封关运作、简并税制后，对进口征税商品

目录以外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

③货物、物品进出“二线”的税收管理，规定货物由海南自由贸

易港进入内地，原则上按照进口货物征税；物品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

入内地以及货物、物品由内地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税收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海南省制定。

④低税率，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实行所得税优惠。

4.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①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规定实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②生态空间管控，规定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实行差别化

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③生态风险防控，规定实行严格的进出境环境安全准入管理制

度，提升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能力。

5.关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和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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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确国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

体系，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实行高

度自由便利的运输政策等。

②规定建立市场导向的人才引进、认定和使用机制，在出境入境

管理、停居留政策、外国人工作许可等方面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

③授权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批由国务院审批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和土地征收事项，按规定对土地布局调整进行审批。

④创新闲置土地惩罚机制，并提出建立集约节约用地、存量建设

用地盘活处置等制度。

⑤规定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推动跨境

贸易结算便利化，允许经批准的金融机构经营离岸金融业务。

⑥规定建立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防范、化解贸易、投资等方面

重大风险。

6.关于过渡性措施：自由贸易港法立足于满足全岛封关运作、简

并税制后的立法需求，对主要的制度措施进行规定。对全岛封关运作、

简并税制前的过渡性措施，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可以根据本

法规定的原则，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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