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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我国现行保税监管体制来看，保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税区是指一切具有保税

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狭义的保税区只是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其中一种模式，亦称保税仓

库区，这是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海关批准注册、受海关监督和管理的可以较长时间存储商品

的区域。

保税区具有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功能，享有&ldquo;免证、免税、保

税&rdquo;政策，实行&ldquo;境内关外&rdquo;运作方式，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作机

制最便捷、政策最优惠的经济区域之一。作为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

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区对于2020年我国稳外资、稳外贸的意

义不言而喻。  

综合保税区是我国对外开放高地。截至2022年10月，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共168个，其中，

一般保税区8个、出口加工区1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2个、综合保税区156个。2022

年1-11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为23438864.03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减少了1875157.33万美元

，同比下降7.4%。2022年1-11月，保税区出口额为7165019.87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减少

了883796.48万美元，同比下降10.9%；进口额为16273844.16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减少

了991360.85万美元，同比下降5.7%。  

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9〕3号），提出&ldquo;积极稳妥地在综合保税区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rdquo;。2022年1月1日，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提

出：一是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核心内容；二是固化综合保税

区的政策措施，集成近年来海关总署出台的多个规范性文件中的监管举措；三是体现机构改

革后海关新职能，增加检验检疫相关规定要求；四是预留发展空间，适应综合保税区双循环

发展实际需求；五是强调协同治理，海关在综合保税区依法实施监管不影响地方政府和其他

部门依法履行其相应职责。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保税区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区的概念、分类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保税区的宏观环境

及政策环境，然后分别阐述了中国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状

况及策略。随后，报告对保税区外贸进出口、保税区业务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报告详

细探讨了保税区的转型升级及招商引资战略途径，并解析了保税区招商引资的产业指引。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调查中心、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

想对保税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研究保税区发展战略，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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