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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申报及后续管理

王　 贺, 赵林萍, 王　 芳, 王丽伟, 齐群源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　 进口仪器设备是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基础, 规范进口仪器设备的减免税申报及后续

管理工作对科技资金合理使用、 仪器设备高效运行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该文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为例, 介绍了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现状及减免税申报工作的流程, 分析了减免税仪器设

备后续管理工作的重点, 总结了进口仪器设备管理中的一些体会, 为相关单位的进口仪器设备管理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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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 科研院所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仪器设备作为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物质基

础, 关系着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 近

年来, 我国科研仪器设备国产化、 自主化能力显著

提升, 先进仪器设备的研制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

展, 但由于部分研究领域的仪器设备研制起步较

晚, 基础较差, 还需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来满足科

技创新发展需求[1-3]。
减免税是一项重要的关税制度, 国家通过对某

些进出口货物给予减免税的优惠, 灵活处理一些特

殊问题, 体现国家的政策取向[4]。 科教仪器设备

减免税政策是国家对科学研究给予大力支持的一项

优惠政策, 是鼓励科研人员进行深入研究、 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的激励政策。 2007 年, 海关总署正式

颁布第 45 号令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

收规定》 [5], 200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 规范了

减免税申报的要素、 方式及方法[6]。 2011 年发布

第 63 号令, 对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

收规定》 的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和完善[7]。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进口仪器设备现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是

我国最早开展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的国家级公益性

综合研究机构之一。 根据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

免征进口税收规定》,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 以科

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 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

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

用品,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
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符合规定中减免税范畴, “十
一五” 以前, 资划所进口仪器设备较少, 平均每

年购置的进口仪器设备仅 10 台左右, 2007 年之

后, 随着国家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和投入力度加大,
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数量迅速增加, 平均每年进口

仪器设备购置数量在 60 台以上 (图 1), 90%以上

的仪器设备购置于美国、 日本和德国, 这些仪器主

要用于养分资源高效利用、 农田肥力演变规律、 农

业遥感等方面的研究, 为该所的科技创新工作起到

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2007 年以来, 该所进口仪器

设备共计投入 5 711 万元, 按平均免税 (增值税和

关税) 20%计, 共计节省仪器设备购置经费 1400
余万元, 使更多的科研经费应用到基础及应用基础

等研究上。

2　 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申报程序

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的申报工作影响着仪器设

备使用、 经费结算以及相关课题的执行进度。 规范

减免税申报程序, 提高申报效率对科研及相关管理



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申

报需要经过研究所自审和海关的审核。
研究所自审主要是审核该仪器设备是否符合科

教仪器减免税清单的内容、 是否是研究所必要购置

的仪器设备、 是否对科研创新发展有较大的推进价

值、 是否能够用国产仪器设备所替代、 购置价格是

否合理等内容。 为了规范研究所的内审制度, 研究

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

管理办法》 和工作实际, 制定了 《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申报规范》, 并

指派专人负责, 去海关办理仪器设备减免税。 通过

自审制度的建立, 节约了大量科研资金, 提高了仪

器设备使用效率, 规范了研究所进口仪器海关减免

税申报材料, 极大提高了减免税申报工作效率。
自审后, 根据海关总署 《减免税审批指南》

要求, 科研人员和研究所减免税申报人员共同填

报、 完善以下材料:
(1) 购买该仪器的项目或课题的预算书及任

务书 (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及课题除外); 特殊情

况下, 没有科研预算及任务书的设备, 科研用途证

明可以作为替代材料

(2) 研究所与仪器设备进口代理公司签订的

委托代理进口协议;
(3) 仪器设备公司与国外厂商签订的仪器设

备购置合同, 包括合同附件、 配置清单 (清单 2
份);

(4) 按照商品规范申报要求填写 《进出口货

物征免税申请表》 一份;
(5)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备说明》; 仪器设

备图片、 参数说明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6) 进口货物属 “进口许可证” 控制商品,

还应提供其复印件一份;
(7) 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复印

件一份, 并交验原件;
(8) 减免税申请人出具的 《减免税手续办理

委托书》 (正本);
(9)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核定以上内容无误后, 研究所减免税申报人员

带上述材料去主管海关申报。

图 1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进口仪器设备现状

3　 减免税申报材料的规范填报

减免税申报材料是海关认定该仪器设备是否符

合免税范围的最重要支撑材料, 下面仅就 《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和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

备说明》 中部分内容的注意事项进行简单介绍。
3． 1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是整个申报材料的第

一部分, 也是整个申报内容的凝练和汇总, 该部分

内容与其他材料互为支撑和依托, 规范本部分内容

的写法, 能够使海关对进口仪器的购置信息有一个

基本的、 全方位的了解。 申请表中仪器设备商品编

码是需要最为认真、 最为规范的一个申报部分。 商

品编码是各国海关的通行标准, 不同的国家略有差

异。 商品编码可以方便国家对进出口货物的统计,
是海关初审重点把关和审核的地方, 海关的审核主

要是依据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 功能、 用途等内容

进行判断, 所以在撰写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备

说明》 时, 一定要认真、 详细、 规范, 有时通过

上述 3 项内容仍不能明确该设备的 “商品编码”,
则需要根据仪器的品牌、 型号及技术参数等进一步

明确[8]。 因为不同的编码商品, 有不同的减税额

度, 多交了关税对仪器设备购置人造成了资金损

失, 而少交关税, 需按瞒税漏税来处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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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备说明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备说明》 的规范书写能

够帮助海关对该仪器设备有更为深入地了解, 是整

个申报材料的重要支撑部分。 主要包括: 组成部

分、 工作原理、 主要功能、 用途等。
组成部分主要写明仪器设备的各组成部件, 体

现出配置清单的部件内容, 同时便于海关对照图片

等相关材料有较为系统和直观的了解。 要求配置清

单中的部件必须是仪器设备内置的、 必要的组成部

分, 并且每个部件没有独立的分析测试功能 (主
机除外), 购置数量较多的耗材配件, 需要说明购

置理由及提交申请。
工作原理部分的阐述应具体、 详细、 清晰、 易

懂, 主要写明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仪器的基本工

作原理, 体现该仪器的分类及商品编码的填报依

据。 另一方面是根据仪器的组成部件, 写明仪器的

运行原理, 便于让海关了解各组成部件的功能及其

购置的必要性。
主要功能部分主要阐述仪器的具体功能, 即仪

器的作用, 如需强调仪器的特殊性, 可对该仪器的

关键技术参数进行描述, 来进一步体现仪器的功能

特征。
用途部分的撰写非常重要, 要体现购置该仪器

对本单位科研工作的作用, 通过仪器购置能够解决

哪些问题, 对哪些研究内容有帮助或提升, 另外也

要体现选择购置该仪器原因, 在相关研究领域该仪

器与其他仪器的区别等。

4　 减免税仪器设备的后续监管

进口仪器设备购入后, 海关自货物进口放行之

日起, 对仪器设备有 5 年的监管年限, 海关监管年

限及其后 3 年内, 海关具有稽查权, 并且每年要进

行 1 次年审, 要求每年的第 1 季度向主管海关递交

《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 报告减免税货物

使用状况, 不按时递交报告的, 海关将不予受理其

减免税备案及审批手续。 2011 年底北京市中关村

海关对资划所减免税仪器设备进行了稽查, 重点检

查仪器设备是否与申请时的用途一致, 是否有转让

及移作他用等违规事项, 还详细检查了进口仪器设

备的进口货物报关单、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进

口合同、 配置清单、 外方发票、 装箱单、 运单、 研

究所入账凭证、 银行汇款凭证、 委托进口代理协

议、 课题 (项目) 任务书等档案材料。 针对本次

稽查内容及工作实际, 研究所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管

理。
4． 1　 完善减免税仪器设备的资产管理

进口仪器设备实行所、 室、 使用人三级资产管

理, 仪器设备购入后, 首先需要录入研究所资产管

理系统, 明确该设备使用人及研究室管理人, 明确

仪器设备的共享范围, 按照仪器设备运行使用制度

进行严格考核。 根据海关对减免税仪器设备的年审

要求, 建立进口仪器设备定期资产清查制度, 每年

年底对进口仪器设备的使用人进行一次使用情况调

研, 对于使用人及使用地点有变更的仪器设备及时

更新设备信息, 同时对该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 操

作规范、 培训教材等情况进行考核, 使进口仪器设

备的资产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4． 2　 规范减免税仪器设备的维护使用

认真做好进口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 提高仪器

设备工作效率及使用寿命。 要减免税仪器设备使用

人员, 在仪器设备保修期内有非人为损坏的部件及

故障, 要及时报修, 5 年内不准擅自对仪器设备进

行报废处理。 实际使用中, 要与办理减免税时提交

给海关的教学科研用途相一致, 要按照原定用途、
地区使用减免税货物, 进口仪器设备不得随便拆解

使用。 未经海关许可, 减免税申请人不得擅自将减

免税货物转让、 抵押、 质押、 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

他处置。 海关监管年限内, 需要将减免税仪器设备

移地使用的, 应当事先向海关提出申请。 经海关批

准, 减免税申请人可以按照海关批准的使用地区、
用途将减免税货物移地使用。
4． 3　 加强减免税仪器设备的档案管理

研究所减免税仪器设备的档案分为减免税申报

档案、 进口审批档案、 资产入账档案及仪器设备使

用档案。 减免税申报档案包括项目或课题的预算书

及任务书、 委托进口代理协议、 外贸合同、 《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减免税进口仪器、 设备

说明》 等; 进口审批档案包括 《进出口货物征免

税证明》、 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外放发票、 装箱

单、 运单等; 资产入账档案包括固定资产卡片、 仪

器入账凭证等; 仪器设备使用档案包括仪器设备使

用说明书、 培训材料、 使用登记册等。 研究所进口

仪器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对减免税申报、 进口审批和

资产入账等材料进行整理归档。 研究所在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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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减免税仪器设备前, 告知其进口仪器设备的监

管职责及内容, 要求对仪器使用档案规范整理。

5　 进口仪器设备购置及监管中的思考

5． 1　 进口仪器设备相关政策及法规的学习

采购进口仪器设备的工作人员要对相关的政策

及法规有比较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才能在仪器设备

购置过程中按章执行、 依法行事, 包括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 和 《科
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 等[10]。 如

进口仪器设备减免税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国家

会根据发展需要, 不断修改进口仪器设备的减免税

政策, 对于科研院所, 要求仪器设备采购及管理人

员要根据相关政策规范自身的申报及后续管理工

作, 工作人员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进口仪器都在

免税范围, 要根据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

口税收规定》 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执行。
5． 2　 进口仪器设备购置及管理的制度建设

进口仪器设备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仪器设备采购计划性不够, 缺乏前期的调研工作,
准备时间不充分, 采购工作比较仓促, 造成仪器设

备采购分散及重复购置, 另外, 部分科研人员对需

购仪器的性能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 对部分配

件进行盲目采购, 造成无用配件的配备, 提高了仪

器设备购置成本。 进口仪器设备购置有其特殊性,
过程较为复杂, 涉及的部门、 人员较多, 设备采购

周期也较长。 为此,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进口仪器设

备管理制度, 做好市场调研、 产品调研、 供应商诚

信调研等工作, 合理制定仪器设备的购置方案, 择

商采购,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提高设备采购管理人

员的法律意识, 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 防止盲

目购置, 减少资金浪费。
5． 3　 进口仪器设备利用效率的提高途径

通过对该所进口仪器设备使用率调研来看, 部

分进口仪器设备的利用率还较低, 主要是由于进口

仪器设备大多较为精密和贵重, 配件需要进口, 购

置周期较长, 使用人员视为课题组私有, 不愿意让

其他人员使用, 防止仪器损坏而对自己的科研工作

造成影响, 还有一些进口仪器设备的耗材及日常维

护费用较高, 缺少稳定的经费支持, 造成部分仪器

设备的闲置。 可见, 要提高进口仪器设备使用效

率, 首先要克服仪器设备课题组私有化观点, 要在

海关减免税管理办法的框架内, 最大范围的共用共

享; 其次, 科研院所应设立进口仪器设备考核制

度, 对使用效率高的仪器设备提供维护保养经费;
另外, 需要建立一支知识、 年龄、 结构相对合理的

技术人员队伍, 加强进口仪器监管, 规范进口仪器

设备操作, 提高其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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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相结合的多元化安置方式, 增加农民住房拆迁

收入, 引导镇 (街道) 拆迁补偿标准逐步与市集

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接轨, 切实保障农民利

益。 探索改革安置房产权制度, 逐步放开安置房转

换为大产权房, 促进农民资产大幅增加。 要加大金

融支农力度。 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提高信贷投

放力度, 降低民间融资成本, 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

系, 发挥金融合力, 使广大农民从农业的每个链条

都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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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BLEM OF FARMERS' INCOME DOUBLING-TAKING
JIANGYIN CITY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ong Lifeng
(Party School of Jiangyi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yin　 21443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in Jiangyin cit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ea-
sibility of the farmers' income doubling, pointed out the limited factors such as the single income structure, agricul-
tural materials rising, the policy, and so on, and put forward some method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income doubling
by insisting on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vigorously promoting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improving the
village econom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nd innovating peasants policy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and rapid growth of the farmers' income.
Keywords　 farmers' income; doubling; Jia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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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Y-FREE APPLICATION AND FOLLOW-UP MANAGEMENT
ON IMPORTED EQUI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Wang He, Zhao Linping, Wang Fang, Wang Liwei, Qi Qunyu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mported equipment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ndardizing the duty-free applica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fund use and equipment run efficiently. Taking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
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orted equi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uty-free application, analyzed the focus of
follow-up management work on imported equipment, and summarize som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for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units.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mported equipment; duty-free application; follow-up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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