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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上海免税购物的主要瓶颈问题和突破方向1

田志伟 金 圣 卓 庭

（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上海发展免税购物，应根据当前发展状况明确发展定位，找准政策的目标消费者群体，并在后续

政策制定、实施、追踪评估等一系列过程中始终聚焦既定目标。从短期看，上海免税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并不占

优，吸引国外旅客消费难度相对较大，将引导海外消费回流作为主要目标较为合适。从长期看，上海要跻身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之列，应当考虑吸引国外旅客消费，这就需要有强力的消费品牌、强大的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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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发展免税购物的背景与目标

(一)背景

2021年 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培育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明确要求，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 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实施方案》,明确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免税经济。

免税经济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扩大消费、促进旅游、平衡贸易而开展的制定财税减免政策、设立免税商店、促进国产商品

出口等的系列经济活动，免税业减免的是免税商店销售商品在进口环节征收的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适度发展免税经济，对

于引导国内居民旅客海外消费回流、扩大优质进口商品供给和国产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为推动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2020年以来，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旅游业和免税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为上海发展免税经济提供了契机、

创造了条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群体，世界免税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消费者免税消费占全球免税消费规模的

40%,其中境外购买免税品整体规模超 1800亿元，而同年国内免税市场销售额仅约为 501亿元。疫情防控使跨境旅游活动大幅减

少，对全球免税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海外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回流趋势，2020年中国境内市场在中国消费者全球

奢侈品消费中的占比达到 70%～75%,创历史新高。1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到 274.8亿元，同比增幅达

103%。后疫情时代，国内居民海外消费回流的形势依然向好，发展空间仍旧存在。

尽管上海在发展免税经济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韩国首尔、法国巴黎等国际知名的消费中心城市差距仍较大，在服务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导国内居民海外消费回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面的作用仍然

有限，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仍然较大。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分析上海发展免税经济、打造免税“购物天堂”的根本制约及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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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上海打造免税“购物天堂”寻找合适的突破口。

(二)目标

在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上海发展免税购物的关键在于明确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定位具体的消费者目标群体。

通过发展免税购物拉动国内消费规模增长，落到实处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包括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和吸引国外

旅客消费。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规避免税购物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代价与风险。

一是发展免税购物能够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吸引国外旅客消费。从收入效应角度看，发展免税购物使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更大规模的消费，购买免税品以及其他普通商品的意愿通常会增加，进而增加市场总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增长。从替代效应角

度看，发展免税购物会提高免税品的性价比，使消费者更愿意在上海而非境外购买这些商品，进而实现居民海外消费回流。但

国内其他地区居民与境外旅客存在由空间地理距离带来的出行成本差异，因此想要吸引这些旅客到上海消费，除商品价格优势

外，还要依靠更好的产品、强大的旅游产业和雄厚的文化软实力。

二是发展免税购物虽然能够促进消费总量的增长，但同时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和风险。一方面，发展免税购物产生的收入效

应，一定程度上是以相应规模的税收免除为代价的。应充分评估政策方案可能对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当前我国以

及上海面临的财政资金压力，在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支持免税购物发展。另一方面，上海免税购物的发展可能在国内形成价格

洼地，对其他省市的消费以及有税商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上海在实施相关政策鼓励旅客进行免税购物的同时，还应

充分考量其他省市和有税商品经营者的利益，尤其要避免消费者仅仅因为商品的价格差异，特地离境或赶到上海采购免税商品

的情况出现。

二、 上海免税购物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免税购物发展迅速

近年来，上海免税购物规模实现较快增长。2018年上海免税业销售额为 130亿元，较上年增长 44%,约占全国免税业销售额

的 34%,占全球的 3%,在全国各省市中排第 1位(海南为 101亿元)。2019年上海免税业销售额为 155亿元，同比增长 25%,创历史

新高，在全国各省市中继续排第 1位(海南为 136 亿元、北京为 100亿元、广东为 50亿元),占全国免税业销售额的 28%,占全球

的 3%。但受疫情影响，上海 2020年和 2021年免税销售额均出现明显下滑，分别仅为 20亿元和 7.9亿元。

(二)免税购物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不匹配

虽然上海免税购物发展速度较快，但其规模与国际知名消费中心城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表现出商品种类偏少、品牌拉动

能力不足、产业联动水平有限等问题。这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明显短板，与上海在我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地位不匹配。

1.免税购物规模有限

在全球范围内，韩国作为免税经济巨头，其国内免税销售额长期居世界第 1位。海南近些年在离岛免税政策的支持下，免

税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对比两者与上海的免税购物发展现状(表 1),可以看到在营业收入方面，疫情前韩国免税店的营收为 21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71亿元);2022年虽未完全恢复，仍有 13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946亿元),远高于上海和海南的营收规模。

海南得益于国内旅游对国际旅游的替代以及线上免税购物渠道，其免税业的营收在疫情防控期间明显上涨。从相对规模看，2019

年韩国免税业营收约为 GDP的 1.29%,2021年该占比约为 0.86%;2019年和 2021年海南该占比分别为 2.55%和 7.76%;相较之下，

2019年上海该占比仅为 0.41%,2020年起受疫情影响更是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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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店的营业收入可以进一步拆解为客流量、渗透率和客单价 3个指标。其中，渗透率是指实际购买免税品的旅客比例，

客单价则是消费者购买免税品的平均金额。在渗透率方面，上海市内免税店的渗透率不足 10%,浦东机场约为 19.5%;海南的渗透

率约为 7%～20%,韩国则稳定在 30%以上。在客单价方面，上海免税店的客单价不足 1000元，而自 2021年以来海南免税店的客

单价均在 7000元以上，韩国免税店的客单价在 1400美元(约合人民币 9670元)以上。可见，上海免税购物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落

后，将客流量转化为实际销售额的能力较为匮乏。

表 1 上海与韩国、海南免税购物发展情况比较 导出到 EXCEL

指标 年份 上海 韩国 海南

营业收入

2019 155亿元 213亿美元 136亿元

2020
20亿元 132.1亿美元 274.79亿元

2021
7.9亿元 155.7亿美元 504.9亿元

2022
— 137.1亿美元 348.1亿元

GDP

2019 37987.6亿元 16514.2亿美元 5330.8亿元

2020
38963.3亿元 16443.1亿美元 5566.2亿元

2021
43653.2亿元 18109.6亿美元 6504.1亿元

2022
44652.80亿元 16652.5亿美元 6818.2亿元

渗透率

2019

市内不超过 10%

浦东机场约 19.5%
30%以上 7.7%

— —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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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 54.9% 17.39%

2022
— — 7%

客单价

2019 467.5元 — 3541.7元

2020
— — 6128.7元

2021
— 2299.83美元 7518.8元

2022
—

1458.86美元(2022年 4月)

2499美元(2023年 3月)

2022年 1—9月

7723.8元

门店数量
口岸免税店 6家

市内免税店 2家

口岸免税店 3家以上

市内免税店 15家以上

口岸免税店 2家

市内免税店 7家以上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商品种类偏少

从免税店提供的商品种类看，当前上海免税店的商品品类主要集中在香水与化妆品，百货、电子产品品类相对较少。上海

机场免税销售额中百货类销售额仅占 4.2%。2例如，中免集团上海市内免税店共有两层，其中第 1层主要销售香水和护肤品，

香水品类约十余种，而护肤品主要是兰蔻、雅诗兰黛等常见国际品牌的产品，售价比起其他购买渠道有优势；第 2层主要销售

箱包、配饰及少量电子产品，选择范围较窄。

3.品牌拉动能力不足

从商品品牌看，免税店供应的商品以进口商品为主，且主要是香水、化妆品等国际品牌；国产品牌仅限于部分烟酒类商品，

缺乏具有本土特色的国产品牌。我国免税店销售额中的 95%以上来自进口商品。3相较之下，许多国际知名消费中心城市的免税

店会更多地销售本土产品，如首尔免税店的销售额中，本土化妆品、旅游食品以及保健品的销售额占比达到 41%,远高于上海免

税店。当前，我国免税店对于国内传统品牌、老字号的拉动能力十分有限，这不利于国产品牌走向国际市场。由于缺乏强大的

本土品牌，我国免税店很难拿到最优惠的成本价格，使其很难取得最大的价格优势，难以吸引海外旅客消费。因此，上海短期

只能以吸引海外消费回流为主，长期可通过培育本土品牌吸引更多海外旅客。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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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联动水平较低

当前，上海免税店中商品的竞争力基本来自价格优势，上海免税经济与旅游业、文化娱乐产业缺乏有效联动。上海每年有

不少文化艺术活动，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 GDP 的 6%,4但这些活动尚未形成消费购物方面的品牌形象，未能给上海带来巨大的

消费者流量，也暂时无法为上海免税购物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相较之下，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设计

节、时装周、设计双年展等活动已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每年都能吸引大量国际消费者前往。上海免税经济与旅游业、文化娱

乐产业的联动水平有限，相关产业未能带动免税购物规模增长，免税购物也无法成为相关产业增长的有力推手。

三、 上海免税购物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分析

上海免税购物发展受制于严格的管理制度。现行政策不仅对免税店的服务群体、单次销售免税品额度、单次销售免税品件

数、销售免税品种类作出严格的规定，还对商铺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实行严格审批管理。企业申请设立免税店，不仅需要取得极

其稀少的免税品经营资质，还要遵循十分严格的申请流程，尽管这有利于国家掌握免税品行业的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权、抑制了企业的活力。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使得当前上海免税店的布局情况不甚理想，制约了上海免税经济

发展。

(一)免税购物的资格限制过严

根据现行免税店管理相关政策，上海市内免税店对购物人员的限制较严格。在上海现有的 2家市内免税店中，中免集团市

内免税店仅向境外旅客销售免税商品，允许他们在离境时从机场免税店提货；而国人离境旅游仅能在该店预订商品，等到返程

入境时方可在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入境免税店付款提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人的免税购物带来不便。中服市内免税店仅限

入境时间未超过半年的国人前往补购免税商品，但不向境外旅客销售免税品。相较之下，不管是韩国的市内免税店，还是韩国

济州岛和海南离岛免税店对旅客的购物资格限制都更宽松。在上海市内免税店本就稀缺的情况下，过严的免税购物资格限制进

一步制约了上海免税购物的发展。

(二)免税购物的消费限额过低

当前上海免税购物消费限额的相关规定，也是制约上海发展免税经济、吸引海外消费回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海关总署

规定，居民旅客进境时只允许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物品，总计金额不得超过 5000元。2016年起，居民旅客还可以在 5000元限

额的基础上，前往口岸进境免税店购买一定金额的免税商品，但连同境外购物金额总计不超过 8000元。居民旅客入境后，若此

前未在进境免税店购买免税品，可以在入境后 180天内前往中服市内免税店补购免税外汇商品，但购买金额不得超过 5000元。

其中，价格 1000元以上的“红点商品”仅限 1件，打折的“黄单商品”合计不超过 2000元。这些限额与海南每人每年 10万元

购物消费限额的标准差距明显(表 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国居民入境免税购物限额与韩国的标准(800美元)相比并不低，但韩

国的免税经济对于中国游客依赖度较高，而中国游客在韩国消费是不存在限额的。当前，我国要与韩国在吸引中国游客消费方

面展开竞争，因此参照 800美元(韩国对韩国居民的限额)的标准并不合适。

(三)免税购物的件数设置过少

在购物件数限制方面，上海免税购物政策的入境购物件数限制以及免税品种类，与海关总署规定的进境行李物品管理规定

直接相关。根据相关规定，除衣裤鞋帽数量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境携带价值 8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物品每种限 1件

免税；烟酒方面，居民旅客可携带免税香烟最高 400支，或雪茄最高 100支，或烟丝最高 500克，另外可携带免税 12度以上酒

精饮料最多 2瓶(每瓶 1.5升以下)。价值 1000元以上物品均需征税后才可携带进境，且限 1件。除进境时可免税入关的商品有数

量限制外，居民旅客在上海中服市内免税店补购免税品时，不仅需要符合限额的规定，而且只能购买 1件“红点商品”(单价 1000

元以上),这进一步限制了消费者在免税店购买商品的选择空间。相较之下，韩国济州岛等地区的免税购物限制更加宽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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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免税购物的可选种类范围过窄

根据《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政策的公告》,口岸进境免税店准予经营的免税商品品类限于香化产品、手表、眼镜、箱包、首

饰、部分食品等，与海南 45种离岛免税商品相比(表 2),少了陶瓷玻璃制品、各类电子数码产品等 12种商品，但多了烟。出境免

税店提供的商品品类略多于进境免税店，包括少量电子产品。免税商品品类的限制，也影响旅客在上海进行免税购物的体验。

表 2 离岛免税政策的国际比较

指标 海南
韩国

济州岛

日本

冲绳岛

中国台湾

离岛地区

购 物

次数

限制

不限次数 每年 6次 不限次数 不限次数

购 物

消费

限额

每年 10万

元

每次 40 万韩元(约合

人民币 2400元)

每次 20 万日元(约

合人民币 1万元)

每次 100万新台币(约合

人民币 22.67万元)

免税商品

品类

含首饰、工艺品、香水、化

妆品在内的 45种商品

烟酒、化妆品、香水、

手包等 15大类

除烟草外可随身携

带的各类商品

可随身携带的各类商品

(包括烟酒)

购物数量

限制

化妆品 30 件、手机 4 件、

酒类商品 1.5升
仅烟酒有数量限制 无限制 仅烟酒有数量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五)免税购物的门店布局不合理

当前，上海免税购物的门店布局不合理、覆盖范围过小，主要表现为免税店数量不多，且免税店类型较为单一。上海现有

的免税店中，无论是从免税店的数量还是占地面积看，主要类型是口岸免税店，而韩国仅首尔就有 13家市内免税店(表 1)。在销

售额方面，2019年上海免税业销售额为 155亿元，其中浦东机场免税销售额为 145亿元，占比达 93.5%,市内免税店的销售额占

比不到 3%。2017年韩国 128亿美元免税销售规模中有 77%来自市内离境免税店，5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81%。可以看出，上

海的免税店数量不多且类型较为单一，免税店主要设置在机场等出入境口岸，市内免税店偏少，免税店的覆盖范围十分有限，

在吸引各类旅客消费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六)免税购物市场因缺乏竞争而缺少活力

在运营商方面，在上海经营免税店的企业仅有中服、上海港中免、日上免税行、中免上海市内免税店分公司等 4家公司。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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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4家公司除中服之外，其余 3家均为中免集团下属的成员企业，免税品行业基本没有市场竞争。而在 2016年中服上海免税

店开设之前，中免集团在上海免税品经营行业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的市场不利于经营商提高服务质量、做大免税品销售业

务规模。相较之下，海南现有 7家企业从事免税品经营，采用市场化竞争方式新增经营主体。2020年韩国大企业拥有 14个免税

牌照，而中小免税企业也拥有 12个免税牌照，行业内的竞争较为充分。因此，上海免税店基本依靠国家政策、依赖价格优势维

持经营，很少通过文化娱乐等相关活动宣传自己的产品，以此吸引更多消费者。

(七)缺少重要的离岛免税政策

国际上已有 4个地区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分别是海南岛、韩国济州岛、日本冲绳岛，以及中国台湾澎湖、马祖、金门等离

岛地区。在 4个地区中，除韩国济州岛的离岛免税限额较低且限制购物次数外，其余 3地均不限制离岛免税购物次数，政策限

制相对较小。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放宽，使其旅游业和免税经济实现巨大的飞跃，当前其免税品销售额达到 2011年

规模的 20倍以上。上海免税购物管理制度较为严格，且缺少离岛免税政策的支持，能够服务的消费者群体以及能够提供的商品

品类相对有限。

四、 上海免税购物管理制度问题突破的难点与方向

(一)难点

当前，我国免税购物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对免税品经营商提出了诸多要求，这些严格的规定制约了上海免税购物发展，

亟待在政策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免税购物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权主要集中在中央，上海应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沟通协商，争取对

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突破方向

1.消除中央顾虑的策略

免税购物之所以被视为高度敏感的领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免税购物与国家税收之间似乎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

的关系，国家对免税购物的支持力度越大，放弃的税收往往也就越多，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并且除中央的税收有所减少之

外，部分地区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会因消费平移而受损。二是免税购物领域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不仅相较于有税销售业

务存在明显的价格优势，整个行业也会因经营资质的管理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垄断特征。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生产经

营普遍困难的大环境下，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上海免税购物发展，可能会对有税销售业务和相关企业产生更大的生存压力。

放宽免税购物政策，将有效地吸引居民海外消费回流，不仅给免税店带来更大规模的利润，还能通过拉动其他行业发展，

弥补免税购物导致的税收减少。放宽免税购物政策可能导致消费跨地区转移，即从有税业务向免税业务转移，这对于国家税收

可能是不利因素，但消费转移问题可通过相关措施加以控制，避免纯粹为了享受免税购物优惠发生的套利行为，从而减少对国

内其他地区消费造成的伤害。

2.从消费限额、引入市场机制等方面向中央申请政策

在当前上海免税购物适用的诸多限制中，免税购物消费限额、免税商品品类限制、经营商准入限制、门店开设的管理规定

以及离岛免税政策，对上海免税购物发展有重要影响，是上海亟须向中央申请进行调整或者研究实施的。在购物消费限额方面，

应考虑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化，尽量满足个人消费者对于免税商品的自用消费需求。在免税商品品类方面，应基于消费者的需

求丰富销售品种。在经营资质管理方面，可允许更多的优质厂商进入免税品经营行业，营造适当竞争的行业环境，以促进免税

品行业做大免税销售规模、提高免税经济质量。在免税店开设方面，应允许符合条件的经营商提出申请，并在门店选址、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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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等方面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此外，应尝试申请在上海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在缺少离岛免税政策的情况下，上海免税购

物很难有质的突破，尤其在吸引海外消费回流、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等方面的作用将较为有限。

五、 对策建议

(一)明确发展定位，抓准目标群体

上海发展免税购物，应根据当前发展状况明确发展定位，找准政策的目标消费者群体，并在后续政策制定、实施、追踪评

估等一系列过程中始终聚焦既定目标。从短期看，由于当前上海免税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吸引国外旅客消费的

难度相对较大，将引导海外消费回流作为主要目标较为合适。从长期看，上海若要跻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列，必须在发掘国

内消费潜力的同时适当考虑将吸引国外旅客消费作为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有强力的消费品牌、强大的旅游和文化产业作为基础，

同时要实现制造业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协同发展。

(二)争取政策支持，优化管理制度

从韩国、海南等地免税购物的发展经验看，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免税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上海应努力争取相关优惠政策，

改变免税购物受制于各类严格规定的现状，为免税店提供更多自主经营空间，将上海免税经济做大做强。一是适当放宽对居民

旅客携带进境行李物品和进境免税购物的相关限制，尽量与居民购物需求相匹配。在具体限额设置方面，可参考近年来主要品

类商品的价格变化状况以及旅客消费数量需求的变化，设定合适的消费限额，也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做简单的测算。二是适当

放宽对免税店经营活动的相关限制。一方面，放宽口岸免税店、市内免税店的商品品类限制以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另一方面，

适当给予免税店经营企业在免税店设立、数量、选址、面积等问题上的经营自主权。

(三)增加经营主体，形成适当竞争

当前，由于相关政策对免税品经营商的限制，免税品行业基本没有市场竞争。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免税品经营商在提高

服务质量、做大销售业务规模方面的激励通常不够，导致消费者抱怨购物流程繁琐、店员服务态度恶劣等情况出现。此外，上

海免税购物的渗透率、客单价较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与免税店经营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有关。为提高免税店的服

务质量、增强其拓展业务的动力，在努力争取放开购物相关限制的基础上，可考虑引入国内其他免税品经营商，形成免税品行

业的适度竞争环境，利用市场机制激发免税店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宣传力度、做大业务规模的动力。

(四)优化店铺布局，扩大覆盖范围

上海的免税店以出入境口岸免税店为绝对主体，但从韩国的发展经验看，发展市内免税店对于免税品经营商和消费者而言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优化店铺布局，进一步扩大免税店覆盖范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 3个方面：一是在

市内免税店选址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较之政府部门对不同区域的市场潜力往往有更准确的判断。二是做好与

市内免税店相配套的离境口岸提货点。离境口岸提货点的数量一定要足够多、覆盖面要广；口岸提货点的路标指引要清晰、位

置要显眼、提货效率要高。三是在增设市内免税店的同时，还要推出和不断优化免税店 App或者网上商城，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进一步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五)鼓励国货销售，强化品牌拉动

从韩国免税购物的发展经验看，免税经济对于本土产品的拉动作用是相当可观的。上海在发展免税购物和市内免税店的同

时，可以适当鼓励、引导免税店对上海以及我国特色品牌、老字号进行宣传，允许免税店销售相关国产品牌的代表性商品，打

响国内品牌知名度，助力国内品牌和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具体来说，可在允许免税店销售部分国产商品的同时，出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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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促进国货销售。例如，允许国产商品享受额外追加的额度；针对部分国产品牌的商品，允许旅客在市内

免税店购买后直接提货。考虑到这种做法可能增加免税品在国内市场上流通的风险，对于价值较高的商品，可以参考海南离岛

免税的最新政策《海关总署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加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担保即提”和“即购即提”提货方式的公告》,要求

旅客提供与税款相当的担保，待到相关商品核验离境时再退还担保的税款。

(六)实施离岛免税，促进产业联动

为了充分发挥上海免税购物在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可以考虑研究实施上海离岛免税政策。

从可行性方面看，上海崇明岛及周边岛屿的地理位置为实施离岛免税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并且岛上有大量的公园、景区，也

是发展旅游相关产业的重要抓手。就制度设计而言，应当充分评估离岛免税政策在引导海外消费回流、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方面

的预期效果，同时考虑政策实施后周边地区的消费向上海转移的可能性及规模，尽可能避免纯粹为了享受免税购物优惠而套利

行为，从而减少对国内其他地区消费产生的冲击。此外，为实现上海免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要提高免税购物与文旅等相关

产业的联动水平，强化免税购物对上海乃至我国特色品牌、老字号产品的拉动作用，最终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上海特色的免税经

济发展模式，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免税“购物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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