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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界定和现状分析

（一）产业界定

“游艇”是指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商务等活动且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

置的船舶（含具有机械辅助动力的帆艇），不包括普通客船、摩托艇、皮划艇、

冲锋舟、无机械动力帆船以及长度小于五米船艇等船舶。而游艇旅游是一种以游

艇为基本工具，以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商务等活动为目的而开展的一种旅游体

验活动。游艇租赁是游艇旅游消费的主要方式，指的是以游览观光、休闲娱乐、

商务等活动为目的，由游艇租赁业务经营人以整船租赁方式，向承租人提供游艇，

并配套游艇驾驶和保障服务的一种租赁活动。

（二）现状分析

1、游艇码头建设状况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省已建成运营 13 个游

艇码头（表 1），2289 个泊位。海南省游艇码头大部分属于私人码头，由游艇会

建立，采用会员制模式经营。而游艇会基本都是地产公司面向高端客户所打造的

附属配套，附属配套设施还包含码头、水上泊位、干仓、会所、游艇维修保养车

间等。

表 1 海南游艇码头分布情况

地区 企业（码头）名称 项目是否取得港

口经营许可

码头所有权性质

海口

华彩杰鹏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新埠岛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海口国家帆船帆板基地 否 公共

海南美源国际游艇会 许可收回 私人

三亚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是 私人

三亚星华游艇码头 是 私人

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龙王庙码头 是 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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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艇企业进入状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海南省现有游艇俱乐部及相关企业约 900 家，同比增

长 63%，全省登记游艇保有量超 1200 艘，同比增长 17.86%，其中以三亚游艇行

业最具国际知名度，且经济效益显著。三亚市的游艇业始于 2007 年鸿洲游艇码

头，2021 年三亚全年游艇出海 16 万艘次，同比增长 47.08%，出海 10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44.55%。截至 2022 年 6 月底，三亚市已建成运营 6个游艇码头，共有

953 个水上泊位，游艇保有量达到 1053 艘，游艇注册企业超过 130 家。

3、游艇旅游市场特征

海南省作为中国唯一位处热带且四面环海的省份，在发展游艇行业上具备极

佳的地理优势。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加快建设，极具海南特

色的游艇产业逐渐成为旅游新宠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海南省游艇产业起步较

早，经历了 2008～2012 年的起步和高速增长期，2013～2017 年的稳定发展期以

及 2018 年以来的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2021 年海南

接待出海游客 1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8%，即使在疫情影响之下，游艇产业的

整体发展依然显示出不俗的活力。

现海南游艇行业已涵盖制造、维修保养、培训、销售、金融保险、运营服务

等产业，产业链条基本完善并且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基本实现游艇产业链

上中下游全覆盖，游艇码头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政策创新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二、自贸港相关政策解读

（一）政策梳理

亚龙湾国际游艇会 许可收回 私人

玛瑞纳码头 是 私人

陵水

富力湾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雅居乐清水湾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万宁 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 是 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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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免税类

YT01《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

税〔2020〕54 号）

YT02《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

游艇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琼府〔2020〕60 号）

YT03《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海关实施办法（试行）》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号）

YT04《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21〕7 号）

YT05《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

关税〔2022〕4 号）

2、企业税收类

YT06《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 年 6 月 1

日）

YT07《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0〕31 号）

YT08《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21〕14 号）

3、个人税收类

YT09《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髙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20〕32 号)

YT10《关于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琼财税〔2020〕1019 号）

YT11《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

办法》（琼府〔2022〕31 号）

4、产业监管类

YT12《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 （试行）实施细则》（琼交规字〔2021〕413

号）

YT13《海南省游艇租赁检验暂行规定》（海南省交通运输厅，2021 年 11 月）



4

YT14《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 116 号）

YT15《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操作人员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海南省海事

局，2021 年 10 月 29 日）

5、游艇通行类

YT16《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琼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案》（琼府办

〔2019〕16 号

YT17《关于调整海南进出境游艇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0〕

80 号）

6、游艇奖补类

YT18《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游艇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三商管字〔2021〕

24 号）

YT19《关于加快复工复产振兴旅游业的若干措施》（琼旅文函〔2022〕89 号）

（二）要点解读

1、进口免税类

（1）全岛封关运作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游艇企业可享受游艇进口“零关税”政策，进口游艇包括娱乐或运动用的充气快

艇、划艇、汽艇（装有舷外发动机的除外）等。

（2）“零关税”进口游艇仅限于进口游艇企业营运自用，并接受海口海关及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海南

海事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监管。

（3）“零关税”进口游艇应在海南省管辖水域航行，娱乐或运动用的充气快

艇、划艇等仅限在海南省内使用。

（4）游艇等水上乘骑游乐设施进口可以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

“零关税”政策，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2、企业税收类

（5）游艇企业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对于注册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游艇企业可以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总机构设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符合条件的游艇企业，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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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可以享受 15%税率；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游艇企业，其设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符合条件的分支机构的所得，可以享受 15%税率。

（6）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游艇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①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或从持股比例超过 20%（含）的境

外子公司分回的，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所得。

②被投资国（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 5%。

3、个人税收类

（7）2025 年之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游艇企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可以享受免征优惠政策。享受优惠政策的

所得必须来源于海南的所得，其指的是游艇髙端紧缺人才从海南取得的综合所得

(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经营所得以及经海

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得，相应税款在海南缴纳。

（8）游艇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应满足两大条件：

①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 183 天（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之前执行“连续缴纳社保 6个月以上”的条件；

②属于海南省各级人才管理部门所认定的人才或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收入达到 30 万元人民币以上(海南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施动态

调整)。

（9）2025 年之后，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 183 天的

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人员，其取得来源于海南自贸港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

得，按照 3%、10%和 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4、产业监管类

（10）从事游艇租赁业务经营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具备下列条件：

①有与租赁服务范围相适应的游艇和泊位，自有游艇不少于 5艘（其中 40

英尺以上游艇不少于 2艘），以及满足游艇停泊的泊位（含租赁泊位）；

②游艇应当取得有效的船舶登记证书、游艇适航证书或者适航性证明文件和

符合租赁游艇检验标准的检验证明或者租赁游艇入级证书;

③有与申请的经营服务范围和游艇数量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和持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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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证书的游艇操作人员;

④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以及具备有

关规定要求的安全和防污染能力。

（11）自有游艇是指游艇租赁经营人占有 51%以上所有权份额的游艇。

（12）开展夜航业务的游艇租赁经营人，应当确保租赁游艇满足夜航条件要

求，码头具备夜间靠离泊条件。

（13）租赁游艇的操作人员除持有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

书外，还应当参加海南海事管理机构要求的相应特殊培训，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十

五周岁。

（14）游艇租赁经营人在海南本岛从事租赁业务活动的游艇航行距岸不得超

过 20 海里。

（15）游艇租赁业务经营人应确保配备与租赁游艇航行水域所需的应急人员

和救援船舶，在《艇主手册》中如实记录保存租赁游艇的每次出、返航时间。

（16）海南省租赁游艇检验适用于在海南本岛从事租赁业务活动的游艇，不

包括充气式游艇、赛艇、摩托艇以及发动机类型为 LPG 座舱机艇。

（17）政策支持开展各类游艇赛事活动，开发精品游艇旅游产品，完善配套

服务设施，促进游艇产业与旅游、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游艇旅游目的地。

（18）游艇产业各类人才可以按照相关政策，在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医

疗保障、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方面享受相应的服务保障待遇。

（19）中国公民、法人和组织以及在海南工作并取得居留许可证的境外人员

所有的游艇，可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申请办理游艇登记。

（20）从境外购买或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且拟申请办理登记的游艇，船

龄可以放宽至五年。

（21）政策支持游艇企业与科研院所、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学

校)开展合作办学，共同建设游艇人才培养基地。

（22）政策支持游艇企业依法发行企业债券，优化融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

对游艇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

（23）政策支持举办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国内国际展会、论坛、交易等

活动，建设游艇产业设计、展示、交易、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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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持有认可的境外海事主管当局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游艇驾驶资格证明

的人员，可以免于培训考试，直接申请换发与原适用范围相应的《游艇驾驶证》。

（25）游艇应当按适航证书或者适航性证明文件确定乘员人数。核定的乘员

定额数可以放宽至二十九人。

5、游艇通行类

（26）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自驾游进境游艇，游艇所有人或其委

托的代理人免于为游艇向海关提供担保。

（27）港澳游艇选择海南游艇口岸办理入境手续后，就近停靠游艇开放码头

或沿规定的航行路线到指定的未对外开放的游艇码头停泊。

（28）港澳游艇办理出境手续后须直接出境，除口岸查验机关核准的特殊情

况外，不能再停靠其他码头或泊位。

（29）首批指定的游艇出入境口岸及游艇停泊码头清单如下：

①游艇出入境口岸：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码头口岸、海口港口岸、清澜港口

岸、洋浦港口岸、八所港口岸。

②游艇停泊码头：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码头、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码头、陵

水清水湾游艇会码头、万宁华润石梅湾游艇会码头、海口新埠岛游艇会码头、海

口华彩杰鹏游艇会码头。

（30）港澳游艇先期可在海南对外开放水域和交通运输部批准同意的允许境

外游艇临时进入我省东营、博鳌、石梅湾、海棠湾、南山、龙沐湾、棋子湾和临

高角等 8个海上景区活动。

（31）港澳游艇在办理入境手续后，在航行中需临时停靠的，应在经海事管

理机构公布的码头和停靠点停靠，并向就近的口岸查验单位及边检机关报告。

（32）政策支持港澳居民及法人拥有自用游艇办理船舶登记。

（33）持有港澳海事管理机构颁发相关游艇驾驶证书的港澳居民，在熟悉拟

航行水域环境后，可在无需换领游艇驾驶证书的情况下，驾驶经港澳海事管理机

构登记(注册)的游艇在规定水域行驶 7日。

6、游艇奖补类

全省范围内，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00 万元以上、300 万元至 500 万元、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的游艇旅游企业分别可以享受 5万元、3万元、2 万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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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补贴。

为促进游艇产业发展，海南部分市县出台了游艇产业奖补政策，以三亚出台

的《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游艇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三商管字〔2021〕24

号）最具代表性，其要点包括：

（34）对于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游艇经纪、俱

乐部、游艇租赁、游艇设计、船级社、游艇零部件配套贸易及加工企业等业务），

经园区管理局认定的，根据不同税收贡献情况，可以申请获得奖补资金。

（35）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不

含个人所得税及与土地、海域、房地产相关的财力贡献，下同）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含）的部分，返还 15%给予奖励。

（36）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 元以下（含）的部分，返还 30%给予奖励。

（37）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返还 45%给予奖励。

（38）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或机构可以享受一定入驻办公补助，补助

年限为 3 年。租赁空间超过 100 平方米的，根据租赁合同及实际支付的租金，

每年给予实付租金 50%的补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50 万。

（39）对于游艇帆船公司、游艇会、会展公司、培训公司、船级社等企业或

机构，因在园区开展游艇业务所发生的广告、消费者推广及主题活动等宣传推广、

赛事组织或会议会展费用，方案报园区管理局审批同意的，按照总费用的 50%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50 万元，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含）。

三、基于业务场景的政策综合利好分析

（一）游艇进口“零关税”

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印发的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政策，综合测算

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岛内进口游艇用于旅游业的经济性利好。

以海南首艘享受“零关税”政策购置进口的游艇为例， 2021 年 5 月 8 日三

亚甲公司购置博纳多蒙地卡罗 MC6 游艇，其含税售价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该

公司得益于 2020 年底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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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购置的游艇减免了 38%的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该公司实际购买支付 600 万元左

右，直接节省了近 400 万元的税费。“零关税”政策的实施不仅大幅度降低了企

业进口成本，更有利于引进境外优质游艇，优化游艇旅游产品结构，培育游艇旅

游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促进海南游艇产业发展。

（二）二手进口游艇境内登记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政策，综合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

对二手进口游艇境内登记的实质性利好。

以海南自贸港首艘二手进口游艇为例，2022 年 6 月 9 日，三亚乙公司的二

手进口游艇‘DU’号完成报关并取得船检证、所有权证，并在 2022 年 11 月该公

司取得游艇“DU”号国籍证。该公司能够最终获得二手进口游艇“DU”号国籍证，

得益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政策，

该政策将进口游艇船龄“不能超过一年”的限定调整为“不能超过五年”，这让

更多二手游艇能有机会在海南自贸港落户登记，极大惠及了游艇购买者以及进口

游艇代理商，利于促进海南游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游艇旅游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国家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的通知》政策，综合测算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游艇旅游企业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经济性利好。

以海南与内地游艇公司缴纳 5年企业所得税为例，假如海南省某游艇企业丙

第一年营业收入为 2000 万，营业成本 1000 万。受益于海南自贸港游艇旅游多项

利好政策的影响，游艇市场日益发展，该游艇企业营业收入与成本以 10%的速率

增长。如表 1测算所示，以 5年为发展基数，落户海南的游艇企业较之于内地可

以节省缴纳 610.5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表 1海南与内地游艇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历时比较
时间

要素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营业收入（万） 2000 2200 2420 2662 2928
营业成本（万） 1000 1100 1210 1331 1464
内地公司所得税（万） 250 275 302.5 332.75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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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公司所得税（万） 150 165 181.5 199.65 219.6
内地累计所得税（万） 250 525 827.5 1160.25 1526.25
海南累计所得税（万） 150 315 496.5 696.15 915.75
海南游艇税收节省金额（万） 100 210 331 464.1 610.5

（四）个人所得税优惠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

港髙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

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涉及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综合测算

海南自由贸易港对高端紧缺游艇人才个人所得税的经济性利好。

若游艇企业高端紧缺人才年度工资薪金的税前收入为 100 万元，那么按照现

行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扣除年度费用、五险一金、专项附加等税法允许扣除的项

目，全年应该纳税所得额为 80 万元，全年应纳税金额为 19.4 万元，则税负为

24.25%。如果按照 2025 年之前海南自贸港对于游艇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税

负超过 15%免征的优惠政策计算，那么该游艇高端紧缺人才全年应纳税金额为

80*（0.2425-0.15）=7.4 万元，这意味着该游艇高端紧缺人才可以免征 7.4 万

元的个人所得税金额。经过测算，一般个人年收入超过 47.02 万元（或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1.92 万元）时，可享受实际税负超出 15%部分免征优惠政策。

该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利于海南省吸引游艇行业高端人才，对于海南游艇行业

提质升级具有重要的助推意义。

（五）游艇企业奖补

根据《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游艇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关于加快复工

复产振兴旅游业的若干措施》等涉及游艇企业奖补优惠政策，综合测算海南自由

贸易港对游艇企业奖补的经济性利好。

以三亚新增入园的游艇产业链企业为例，基于海南三亚游艇行业统计状况，

假定游艇企业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公司 A、公司 B、公

司 C的年度营业利润分别为 5838、8964、15804.7（涉及三种不同奖补比例情况）。

如表 2可以发现，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分别按照 15%、30%、45%的三种奖补

退还比例测算，可以分别退还 56.355、103.38、166.815 万元。这项奖励退还的

利好政策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游艇企业的资金压力，助力游艇产业提质升级，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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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进一步加快三亚中央商务区游艇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聚集，提升三亚游艇旅

游品质和国际化水平。

表 2 游艇产业链企业三种返还奖励情况

四、操作指南

（一）企业申报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进口企业主体资格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申报“零

关税”交

通工具及

游艇进口

企业主体

资格

海南省交

通运输

厅；海口

海关

1.系统登录。企业通过中
国（海南）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登录；
2.登陆后，从“海南特色应
用-零关税专区-交通工具
及游艇”菜单进入“企业
主体申报”；
3. 填写申报信息。选择
申报行业类型，填写企业

基本信息，上传营业执

照，完成系统填报；

4.审核与修改。审核通过
则单据信息无法修改，如

若审批不通过可修改并

重新提交。

·营业执照

网址：

www.singlewind
ow.hn.cn

（二）企业进口“零关税”游艇通关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新增入园游艇企业

游艇企业编号 A B C

营业利润收入(万元） 5838 8964 15804.7

企业缴纳所得税 15%（万元） 875.7 1344.6 2370.7

返还比例（%） 15% 30% 45%

返还奖励金额（万元） 56.355 103.38 16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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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关

税”游艇

进口通关

海 口 海

关；

海南海事

部门政务

中心；

中国船级

社海南分

社

首次申报进口游艇

的企业，应登陆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的“海南
零关税进口生产设备、

交通工具平台”完善企
业账户信息。报关申办

流程：

1.收到到货通知。
2.准备进口报关文件 。
3.录入报关单上传随附
单据。

4.单证审核无误且无查
证指令，海关放行。如

征免性质为 494的，企
业缴纳相关进口税款后

放行。

5.至码头提货进口企
业。提货后，需及时办

理游艇证书，包括船舶

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

登记证书以及游艇适航

证书。受理部门为海南

海事部门政务中心、中

国船级社海南分社。

·进口合同;
·建造证明;
·发票;
·产品图片及相关情

况说明;
·进口代理协议书;
·另涉及监管证件管

理的应提交相关监

管证件。

备注：“零关税”游艇
《进口货物检验报

关单》填报要求：

企业申报进口“零关
税”交通工具及游艇
时，进口报关单“申
报地海关”应填报“海
口海关”下设的隶属
海关或业务现场的

关区名称及代码(不
含“三沙海关”)，征免
性质填报为“零关税
交通工具及游艇”(代
码:492)；
自愿缴纳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应当在报关时将征

免性质填报为“零关
税交通工具及游艇

( 缴 纳 进 口 环 节
税)”(代码:494);
监管方式填报为“一
般贸易”(0110)、“租
赁 不 满 1 年 ”( 代
码 :1500)、 “租赁贸
易”(代码:1523);
征减免税方式填报

为“随征免性质”(代
码:5);
消费使用单位填报

企业名称。

1、国际贸易单-
窗口

网址：

http://www.singl
ewindow.hn.cn
电话：

0898-65203029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口海关

电话：

0898-65365739

3、中国船级社
海南分社综合业

务处

电话：

0898-66770036

4、中国船级社海
南分社三亚办事

处

电 话 ：

0898-88657619

（三）企业所得税优惠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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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理

减按 15%
缴纳企业

所得税

海南省税

务局

1. 进入海南省电子税务
局，选择：我要办税-税
费申报及缴纳-常规申

报。

企业申请鼓励类

产业税收优惠采

取 “自行判别、

申报享受、相关资

料留存备查”的方

式，即企业根据自

身情况自行判断

是否符合条件、自

行申报税收优惠

并根据要求留存

备查资料。

网 址 ：

https://etax.haina
n.chinatax.gov.cn

（四）个人所得税优惠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

策

海南省税

务局

可在 WEB 端或个
人所得税 APP 上自行
申报。

1.进入综合所得年度申
报表登录自然人电子税

务局，我要办税-年度汇
算进入填报。

2.选择申报年度和填报
方式等有关信息。

3.确认任职受雇单位及
其主管税务机关。

4.填报申报表（如需查
看明细，点击“详情”进
入查看明细数据。）

5.填报“海南自贸港高
端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

税优惠”及其他优惠事
项。

6.提交申报。此时申报
表已填写完毕，确认无

误后，依次点击主表右

下角的“下一步”-“确
定”完成申报。

7.退（补）税。申报完
成后，如需退税或补税，

无

自然人电子税务

局网站：

https://etax.china
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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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认定

根据页面提示进行“立

即缴款”或“申请退税”。

（可在系统顶部“我要

查询”-“申报查询（更
正/作废申报）”进行查
看申报信息、更正申报、

作废申报等后续操作。）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高端和紧

缺人才认

定

海南省人

才服务中

心或重点

园区人才

服务部门

企业进行员工高层

次人才认定需收集个人

的人才认定申请，开具

推荐意见后，提交人才

服务中心或进行备案。

1.个人向所在用人单位
提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

请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对照 《分类标准》选择

认定类别，填写《海南

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

认定申请表》。

2.用人单位开具推荐意
见。具有认定权限的用

人单位对符合条件的 A、
B、C、D、E类人才作出
认定意见。不具有认定

权限的用人单位，对符

合条件的 A、B、C、D、
E类人才作出推荐意见，
将申请材料报市县或者

重点园区人才服务部

门。

3.提交人才服务中心进
行备案。对符合条件的

A、B、C类人才作出认
定意见后，将认定意见

与申请材料报省人才服

务中心认定备案;对符合
条件的口、E类人才直接
进行认定，将认定名单

·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人护照或国

际旅行证件（扫描

件）

·个人简历最高学

位（学历）证书或

相关职业资格证明

·聘用合同或任职

证明（包括跨国公

司派遺函）

·工作资历证明

·随行家属相关证

明材料（结婚证，

配偶护照，孩子出

生证明）

·健康体检证明

·申请人 6个月内
正面免冠照片（申

请人当前住宿所在

地公安局出具）

·外国人来华工作

申请表

·工作签证（Z 签
或 R签）或有效居
留许可证

网址：

https://wssp.hain
an.gov.cn/hnwt/h
andlingGuideline
?id=1251414&so
urcekey=B60178
807F27411E9F2
435AEBCE031B
4&rowguid=f43a
2bf2b05c474ebb
72cedf6f93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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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申请奖补

方向 责任部门 流程 提交材料 端口

支 持邮 轮

游 艇行 业

复 苏补 贴

项目

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

厅

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须

进入海南省惠企政策兑

现服务平台），注册登录

后进行申报。如未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的，

视为自动放弃。

·资金申请件

·申报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

·申报单位对资金

申请报告内容和附

属文件真实性负责

的声明

·无欠税证明

·营业收入相关证

明

·申报企业认为需

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网 址 ：

https://hqzc.wssp.
hainan.gov.cn/#/h
ome

游 艇产 业

链 企业 或

机 构开 办

补助

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

理局

进入三亚惠企政策兑现

综合服务平台申报页面。

·游艇产业链企业

或机构开办补助申

报表

·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

·承诺书

·完税证明

网 址 ：

https://zwwx.sany
a.gov.cn/zcdx

游 艇产 业

链 企业 或

机 构文 化

补助奖励

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

理局

进入三亚惠企政策兑现

综合服务平台申报页面。

·游艇产业链企业

或机构文化补助奖

励申报表

·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

·承诺书

·推广方案（含会

议、赛事或活动等）

·费用证明（复印

件）

网 址 ：

https://zwwx.sany
a.gov.cn/zcdx

报省人才服务中心备

案，或提交各相关市县

或重点园区人才服务部

门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