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订单、保履约、保市场——

精准帮扶外贸企业扩大出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顾 阳

波音747—8飞机

隔框工作包发货交付

货物即到即检、快速验放

江苏中欧班列重启
本报记者 顾 阳

近期，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国内外市场需求。法士特变速器单日产量节节攀升实现复工
满产，并获得国外1500台变速器订单。 同娟利摄（中经视觉）

关税政策包
让企业轻装上阵
本报记者 顾 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外贸企业
面临着接单难、履约难、国际物流不畅、
贸易壁垒增多等诸多不利因素，为帮助
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商务部、海关总署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应对疫情的系列
政策措施，保订单、保履约、保市场，全
力强化财税、金融、保险领域的稳外贸
举措，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序有
力推动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搭建平台为企业“找订单”

“这次疫情是一次传播速度快、感
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包括外贸产业
链的影响不可避免。”商务部外贸司司
长李兴乾指出，外贸领域复工进展良
好，堵点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供应链企业，特别是中小外
贸企业资金融通不足；二是贸易运输

“大动脉”和“微循环”正在快速恢复畅
通过程中，部分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
产品交付存在延迟现象；三是部分国家
对我采取人员、贸易等限制措施，对双
边贸易开展造成影响。

面对疫情，各级商务部门一方面简
化外贸管理程序，引导企业无纸化申领
进出口许可证件，进一步简化申领所需
材料。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平台为外贸
企业寻找订单，将“面对面”交流改为

“屏对屏”沟通。
在安徽滁州，外贸企业可以通过网

上办理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服务外包
合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业
务，待疫情结束后商务部门再对合同材
料进行补充审核，合同登记证书提供寄
送服务。

在浙江杭州，外贸企业通过杭州
“数字外贸”平台，通过大数据支撑，看
市场、找买家、约买家，让企业不出门
就能拓展海外业务。同时，“数字外
贸”平台还建立了信息披露、数据统计
和外贸出口订单预警监测服务。目前
该平台注册上线了企业2547家，上传
产品20358件，国外客商用户数达25
万，来自 50 多个国家，日均访问
25000人次。

李兴乾表示，商务部正通过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精准帮扶企业，积极优化
完善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强同经贸
伙伴的沟通协调等政策措施，积极把疫
情对外贸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后续
还将有若干政策跟进支持。”

强化企业出口信保支持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
担，这是支持外贸企业恢复生产的一个
重要政策着力点。疫情暴发后，商务部
第一时间摸排外贸企业受困情况，了解
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困难。一项面
向 7000 多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

90%以上企业存在出运和收汇被迫推
迟的情况，面临着较大的买方取消订
单、拒收拒付风险，亟须出口信用保险
支持。

2月20日，商务部、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相关工作 全力支
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通知》，“引导外贸企业用好短期出口信
用保险，有效保障出口收汇风险，同时
通过保单获得银行融资支持。”李兴乾
介绍说。

在山东威海，中国信保山东分公司
驻威海业务处，顺利为威海一家小微企
业赔付15万美元，赔款金额达到了该
企业保单项下的最高赔付上限。该企
业产品主要销往韩国市场，因买方发生
拖欠，迟迟没有收到货款，春节期间，企
业本来资金压力就大，再加上疫情影
响，经营陷入了困境。在商务局的积极
沟通下，中国信保山东分公司驻威海业
务处克服疫情不利因素影响，开辟了定
损核赔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出具赔付通
知书，并支付赔款15万美元。

疫情发生以后，中国信保江西分
公司实行“5+2全天候服务”，不间断
为受疫情困扰的外贸企业提供服务，
全力推动线上业务办理，满足企业需
求。一方面，通过“信保通”“单一窗
口”等网上平台支持出口企业线上办
理出口信用保险保单，审批办理各项
业务；另一方面，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特事特办，切实帮助受疫情影响外贸
企业加快赔款服务。

目前，出口信保将进一步扩大短期
险覆盖面，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
供重点支持服务，做到应保尽保，惠及
更多企业；同时，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做
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特别是针对中
小微外贸企业进一步降低保费费率，允
许合理缓交保费，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此外，出口信保还通过扩大保单融资规
模，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资金
支持。

不断创新外贸政策工具

“在我们企业尚未完全复工的情
况下，没想到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出口
退税款就已经到账了！”浙江凯迪汽车
部件工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张世凤
说，作为一家生产汽车零配件四类出
口企业，在办理出口退税时本应提交
一整套纸质证明材料，但在浙江湖州
市税务局和当地海关的协助下，企业
仅需提交电子数据即轻松办结了73.9
万元退税。

面对疫情，一方面要用足用好出口
退税等现有外贸政策，千方百计帮助企
业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
外贸政策工具，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中
进一步稳存量、促增量。

为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海
关总署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纾解企

业经营困难、加快验放进口生产设备和
原材料、支持企业扩大出口等方面，加
大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同
时，从简化进口特殊医疗物品检疫审
批、简化加工贸易延期办理手续、简化
核销手续减少下厂稽查等方面，进一步
提高通关时效，为稳外贸营造更好的营
商环境。

如何确保疫情期间进出口供应链
和产业链的顺畅运行，对于稳住外贸
基本盘至关重要。为此，海关总署针
对中欧班列和综合保税区发展问题精
准施策，出台了包括允许企业自主选
择通关模式、促进多式联运业务发展
及支持自贸试验区优先设立综合保税
区、加快推进保税港区升级等16条具
体举措。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
表示，上述措施将极大提升中欧班列
跨境运输的便利化水平，释放中欧班
列运能，进一步促进沿线各国的经贸
往来。与此同时，新措施将让全国
110个综保区的11000余家外贸企业
受益，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

“当前，外贸企业主要面临着成本
压力上升、销售渠道受阻、原材料与上
游零部件供应不足、物流渠道不畅等问
题。随着各项政策举措的精准发力，外
贸企业复工复产的进度将进一步加
快。”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
兴国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对外
贸易重要窗口的中欧班列也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影响。江苏是制造业大省，货
物能否安全及时地抵达目的地，备受国
际市场关注。

为此，南京海关积极贯彻落实海关
总署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欧班列发展的

十条措施，协同苏州、南通等多地商务
部门科学应对、精准施策，在较短时间
内助推中欧班列重启引擎。

“早在春节前，我们就和海关预约
了通关值班服务，所以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国际班列的发运都保持了稳定。”
江苏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斌说，口岸采取的“不见面审批”
和通关手续都非常便利，海关铅封核验
也实现了电子化，帮我们节省了成本。

“疫情防控期间，根据班列通关需
要，妥善安排现场关员值班值守，简化
作业流程，并采取了不见面审批办公模
式，利用多式联运辅助系统对进场集装
箱进行电子验封。”连云港海关驻港区
办事处物流管理科科长李海波介绍。

2月14日上午10时，一列满载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压路机、装载机产品的

“徐州号”中欧班列自徐州铜山站鸣笛
启程发往莫斯科，该班列共搭载100个
标箱，货值1300万元，这是企业复工复
产后首列出口中欧班列。

疫情发生后，徐工集团因生产需要
计划开行中欧班列，但整个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希望得到海关便捷通关支持。
南京海关所属徐州海关得知企业需求
后，第一时间与企业沟通并制定了“一
对一”保障计划，支持企业扩大出口。

“徐工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已获评
高级认证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其相关
规定，经系统综合研判，我们对企业申
报的4票报关单实施低风险快速放行。”
徐州海关关员说，从运抵报告生成到报

关单放行平均用时不足1分钟。
为了进一步提高班列验放效率，徐

州海关急企业之所急，派出2名关员到
现场采用单兵设备、转关无纸化审核等
便利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检、快速
验放，确保了中欧班列准点开行。

“‘徐州号’中欧班列恢复运行，不
仅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复
工复产，也有助于提升国际客户信心。”
徐工集团副总裁吴江龙说。

2月16日，满载着92个标箱，货重
588吨，货值419.3万美元的“苏满欧”
班列，由苏州始发开往俄罗斯。据悉，
此次班列出口货物的货源地为苏锡常
地区，主要货物为电子产品、纺织品等。

“疫情期间，铁路运输比海运和空
运来得更为便利，因此我们中欧班列最
先恢复了出口业务。”“苏满欧”运营主
体负责人、苏州市国际班列货运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帆介绍，与海运、空运相比，
铁路货运机械化程度高，且人与人之间
不产生直接接触，疫情期间在出口运输
方面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苏满欧”中
欧班列目前的发运班次还未能恢复到
去年同期水平，但随着各地工厂的陆续
复工复产和疫情期间公路物流通行效
率逐渐回归常态，“苏满欧”班列近期将
恢复到每周4列的出口频次。

“从提交的申报数据看，不少进出
口企业正在积极预订班列货仓，为近期
出口做准备。”南京海关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口岸部门、地方政府的密切配
合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包括“苏满
欧”“徐州号”等在内的中欧班列，将满
载着春天的希望和信心驶向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2月 25
日,航空工业洪都国际转包项目波音
747—8飞机隔框工作包项目完成新年
首次国际发货交付任务。

航空工业洪都是波音747—8飞
机第48段10个隔框工作包的全球唯
一供应商,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
一环,项目团队始终将优质交付放在
工作首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国内各地物流运输不畅,为同时做好
疫情防控和最小化外部环境对项目
交付的影响,航空工业洪都项目团队
提前做好发货准备,利用网络与客

户、货代时刻保持密切联系,做到供
应链状态透明。在得到物流发货可
以放行的第一时间,立即组织做好发
货安排,抢下宝贵的国际货运订舱和
装船时间,顺利从南昌航空城发出了
新年首次20个工作包。随着该批货
物，发出不仅可以有效控制项目风
险，及时交付客户，且能进一步提升
企业的信誉度和美誉度。

据悉,自 2012年进入批产开始,
航空工业洪都波音747国际转包项目
已经连续8年实现按月准时优质交付
客户。

“尽管这笔退税款不是很多，但
对于我们却是久旱逢甘霖，疫情隔绝
了我们的距离，带着无情和寒意，但
是你们的服务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春
天般的温暖！”3月 3日，重庆市四联
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将两封感谢信
分别寄到了重庆市出口退税服务和
管理局以及税源管理部门重庆市渝
中区税务局。

重庆市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出口企业，
年前出口了一批仪器，突然而至的新冠
肺炎疫情致使企业在节后未能按时复
工。雪上加霜的是，2月下旬，公司突
然收到了上游供应商的紧急函件，要求
在月底前支付前期所欠货款50余万
元，如果不能及时支付，上游企业将停
止后续的订单和货物供应。

2月28日，该企业通过电子税务

局申报出口退（免）税。了解到企业急
需资金周转的困难后，重庆市税务部门
主动联系该企业财务负责人，告知最新
退税政策，落实“容缺受理”机制，辅导
企业“非接触式”全程网上办操作流程，
并于当日完成审核。通过及时调配退
税指标，紧急沟通金库、银行等相关部
门，次日40万元的退税款划转到账，化
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抗击疫情期间，重庆市税务部门从
便利出口企业申报、加快出口退税速度
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行出口退税“非接
触式”全流程网上智能办理，同时压缩
审批环节，确保全市出口退税业务办理
速度“只快不慢”。

今年1月份至2月份，重庆税务部
门累计为1850户次外贸企业审批办理
退税18.8亿元，平均办理时限为3个工
作日内，远低于8个工作日的常规时间。

退税提速
重庆出口企业减压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资金周转
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外贸企业的复工
复产。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有关部门推
出一揽子关税政策包，缓解外贸企业资
金压力，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得益于关税优惠政策，公司的生
产逐步恢复，不仅如此，我们还发挥自
身优势，对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总
经理陈弘表示，“海关帮我们联系了报
关企业和保险公司，很快就免费出了保
单，不仅节约了200多万元担保资金，
防疫物资进口也是‘秒’速通关”。

“一般情况下，税款不及时缴纳
系统会自动产生滞纳金。”黄埔海关
关税处负责人表示，了解到疫情对关
区很多企业前期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黄埔海关认真落实海关总署临时延
长企业缴税缴款期限的政策，及时维
护系统，制定操作指引，做好企业纳
税期限，尤其是汇总征税纳税期限的
调整工作。

据统计，黄埔海关辖区内的148家
汇总征税企业可享受到延期缴税政策，
涉及税款达20.42亿元。采用汇总征
税模式叠加延期缴税政策后，企业暂缓
缴税时间最长可达50余天，有效缓解
了疫情防控期间资金紧张的问题，有力
推动了企业复工复产。

近期，我国对第二批600亿美元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进行第一次排除。其
中包括木材、纸浆、印刷品等55项商品
可以接受企业提出退税申请，退还此前
已加征的关税税款。

为了让企业及时享受红利，黄埔海
关迅速摸排关区内符合排除清单的商
品进口情况，逐一通知相关经营单位办
理退税。“为了让这部分企业也能够第
一时间享受到退税政策，及时缓解复工
复产过程中的资金压力，海关从企业

‘申请退’到海关主动‘提醒退、帮忙
办’，确保可享受退税政策的企业‘一户
不漏’，应享受的优惠‘一分不少’。”黄
埔海关关税处负责人说。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在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出口退税政策。为保障
外贸企业加足马力生产、缓解资金紧张状况，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为
企业开辟出口退税“绿色通道”，通过提前对接人民银行，利用退税数据共享平台实
现“当天审、当天批、当天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已为辖区内共计278
户次出口企业办理8025万元出口退税款。 陈惠莉摄（中经视觉）

企业出口退税有“绿色通道”

2月26日，一列装载有50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在南京海关监管下即将启程。
这是春节以后从南京开出的首趟中欧班列。 陈 钢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