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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保税区管理条例

（1994 年 4 月 26 日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5 月 26 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大连保税区的管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

济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连保税区

（以下简称保税区），是海关监管下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的境内关外

特定经济区域。

保税区主要发展对外贸易、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和加工出口服

务，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整理、包装、储存、运输、金融、保险、商

品展销、商品零售等业务。

第三条 中国境内外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经批准均

可在保税区内设立企业和代表机构（ 中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四条 保税区内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代表机构和个人，

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 理 机 构

第五条 保税区设立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税区管委会），

在大连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对保税区的行政事务实施统一管理。

主要职权是：

（一）编制保税区建设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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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二）制定和发布保税区的有关具体管理规定；

（三）按照规定审批保税区内的投资项目；

（四）管理保税区内的财政税收、国有资产、工商行政、劳动人

事、规划建设、土地房产、公用事业、环境保护、治安消防等行政工

作；

（五）负责保税区内各项基础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六）审批保税区中方人员的短期因公出境和派赴境外培训，

邀请境外人员到保税区从事业务活动；

（七）行使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条 在保税区内设立海关和保税区管委会认为必要的其

他行政管理机构，依法行使其职权。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保税区管委会所属

职能机构的业务指导，支持保税区管委会对保税区实施统一管理。

第三章 企 业 管 理

第八条 在保税区兴办企业，应向保税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经

批准后分别办理土地使用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经批准兴办的企业，须按规定的期限注入资本、动工兴建。如

不能按期注入资本、动工兴建的，应申请延期；无故拖延的，缴销营

业执照和土地使用证书。

第九条 保税区内出口加工企业的产品应以外销为主。

第十条 转口贸易的货物在保税区内储存不应超过一年。如

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一年；超

期不运出的，由海关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允许在保税区的仓库内进行货物分级、包装、分

装、挑选、贴商标等商业性简单加工，改造零部件组装或商品展示。

第十二条 保税区内禁止兴办污染环境的项目。

第十三条 保税区内企业对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

可自行定价。

第十四条 保税区内企业必须按国家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帐

册，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会计、统计报表。对进出口免税及保

税的货物，应建立海关认可的专门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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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保税区内企业，可自行确定机构、人员编制、工资

制度和工资分配形式。企业招聘职工不受区界限制，职工一律实

行劳动合同制。

保税区内企业应按大连市有关规定为本企业职工办理养老、

工伤、医疗、待业、生育等各项保险。职工在职期间享受中国政府

规定的各项福利待遇。

第十六条 保税区内企业经营期满或中途歇业，应向原批准

机关申请，经批准，办结海关手续，清理企业的税务、债务和财产，

提出清算报告，缴销营业执照后，投资者的资产可以转让，外商的

资金可以按外汇管理的规定汇出。

第四章 贸 易 管 理

第十七条 保税区内的贸易企业可以从事国际贸易和转口贸

易，可以为区内企业、行政机构代理进口自用物资、生产资料和产

品出口业务。

第十八条 保税区内生产性企业可以对外承揽加工业务，可

以自行进口生产加工用的原材料、零配件、半成品和出口其产品。

第十九条 保税区内企业经海关核准，可以将对外承揽加工

业务委托给境内非保税区企业加工，加工的产品及剩余料、件，应

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全部运回保税区。

第二十条 国家实行出口配额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从

境内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应按国家规定办理出口配额和出口许

可证。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从境外运入

保税区和从保税区运往境外时，免领进出口许可证。如由保税区

运往非保税区使用，应按有关规定向海关交验进口许可证及有关

批准文件。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从境内非保

税区运入保税区仓储然后再出口的，需向海关交验出口许可证及

其他有关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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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 融 管 理

第二十三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国内外金

融机构可在保税区设立营业机构，经营金融、保险业务。

第二十四条 保税区内企业开设外汇现汇帐户、外汇收支、外

币计价和结算，按国家有关保税区外汇管理的办法管理。

第六章 税 收 管 理

第二十五条 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或经保税区转口出

境的货物，免征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

免税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再运往境内非保税区的视同进口，按

规定征收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

第二十六条 从境内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的货物，经检验符

合出口条件的，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产品外，实行零税率征收增值

税、免征或退还已征收的消费税。

第二十七条 保税区内的企业、行政管理机构进口下列货物、

免征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

（一）建设保税区基础设施所需的进口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

及为建设保税区配套的生活设施；

（二）保税区内企业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和管理设备、

生产用燃料、数量合理的生产用车辆、办公用品以及上述机器、设

备、车辆所需的维修零配件；

（三）保税区内行政机构进口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

公用品。

第二十八条 保税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按下列规定免税或征税：

（一）产品运往境外的，免征关税和生产环节的增值税、消费

税；

（二）产品在保税区内销售的，免征生产环节的增值税、消费

税；

（三）产品经批准运往境内非保税区的，应按规定征收关税和

增值税、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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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保税区内的企业享受保税区、经济特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国家、省、市给予保税区外其他区域企业的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

第七章 出 入 管 理

第三十条 货物出入保税区，应在指定的出入通道，接受海关

的检查。

国家规定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不得出入保税区。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工具出入保税区，凭保税区管委会签

发的长期或临时通行证，在指定的进出口出入，并接受海关检查。

从保税区至大窑湾港保税货物的运输，应使用海关认可的专用车

辆，并按规定的路线行驶，途中不得擅自装卸。

第三十二条 进出保税区的人员，须凭保税区管委会签发或

认可的有效证件，在指定的进出口出入。个人携带物品应接受海

关检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禁止利用保税区进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违

者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三十四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保税

区兴办企业或者设立代表机构，以及保税区企业与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五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条例制定单项实施办

法。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

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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