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gz.gov.cn/xxgk/tzgg/tz/content/post_9523498.html)

附錄

广州市商务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区政府，各有关单位：

《广州市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商务局反映。

广州市商务局 

2024 年 3 月 6 日

（联系人：张悦、何家枢，联系电话： 81098196、 81098905）

广州市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国办发〔 2023〕 10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办函

〔 2021〕 328 号）、《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措施》（粤商务电

函〔 2023〕 93 号），促进广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加快培育外贸竞

争新优势，特制定本措施。

一、培育引进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对新引进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按照现行招商政策给予支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省级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获评企

业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麒麟”企业

（ B2B 和 B2C 平台、第三方服务企业），对首次进入名单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最

高不超过 200 万元。（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

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根据我市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市科技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

空港委配合）

二、加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

积极发展“跨境电商 +产业带”模式，指导各区结合产业和禀赋优势，打造“一区一特

色”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提供仓储运输、报关清关、支付结算、税务保

险、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融资孵化、培训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园区

推荐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对获评园区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鲲鹏”产业园区（集聚区），对首次进入名单的跨境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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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给予运营主体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

委配合）

三、支持跨境电商“品牌出海”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品牌出海”，打造商品品牌和平台品牌，做强自有渠道，提升

企业国际竞争力。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跨境电商“品牌出海”企业，对其借助社交媒体、搜索

引擎、跨境直播、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开展品牌推广产生的实际费用，给予不超过

推广费用 50%的资金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

监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四、强化跨境电商国际枢纽功能

依托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空港经济区、黄埔临港经济区，全面提升海陆空铁四大

枢纽能级，优化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物流通道。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试验区政策叠加

优势，加强不同关区协调，构建便捷高效的快速陆路网络，拓展广州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铁路货运班列。持续扩大“湾区一港通”模式应用，简化外贸货物港口通关手续，促进粤港澳

大湾区港口群物流协同。加大国际海运空运航线引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机场航空货运无

缝衔接和高效协作 ,促进跨境电商生鲜冷链业务蓬勃发展。鼓励跨境电商仓储物流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对跨境电商企业租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给予不超过租金的 30%

的资金扶持，单家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 150 万元。（白云区政府、黄埔区政府、南沙区政

府、广州空港委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港务局、市邮政管理局、广州海关、黄埔

海关、广州港集团、省机场集团、广铁集团配合）

五、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生态创新中心、卖家服务中心、超级供应链中心）建设，

通过专业团队搭建平台、对接资源、培养人才、开拓渠道，树立服务标杆，优化产业生态。支

持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参与各类展会、交流活动，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完善广州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海关、外汇、税务一站式服务。（市商

务局、白云区政府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六、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

鼓励引导企业扩大海外仓布局，巩固北美、欧洲等传统市场，加快在东盟、南亚、非洲、

南美等新型市场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充分发挥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资源对接作用，支持海外

仓重点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带动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抱团“走出去”。鼓励支持企业申报跨

境电商海外重点联系企业，对入选企业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跟踪解决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困难

与问题。对被商务部遴选为优秀海外仓实践案例的海外仓运营主体和对获得广东省公共海外仓

认定的海外仓运营主体，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七、优化监管协作机制

建立商务、海关、税务、外汇等跨部门协作会商机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开展跨

境电商宠物食品和 OTC 药品进口试点等，拓宽进口商品品类。不断完善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打通跨境电商通关节点，优化海关系统与机场、港口等系统的数据对接，

提高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效率。支持广州市各功能区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出台促进各区跨境电商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

州市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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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合）

八、创新海关监管服务

优化完善跨境电商出口货物拼箱作业模式，探索跨境电商出口前置仓监管创新，研究指

导企业优化完善仓库软硬件设施实现拼箱组货、布控查验等功能，持续推进出口拼箱货物“先

查验、后装运”监管试点。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将原在国外完成的商品分装环节转移至跨境电商

企业租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出台便利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换货政策。优化电子商务领

域禁限管制管理措施。对豁免的涉及两用物项、濒危及进口药品等禁限管制类商品，依法简化

办证流程或实施清单管理制度。对被评定的“麒麟”企业采取便利化监管措施，纳入海关重点

培育企业名单优先培育认证成为高级认证企业。（广州海关、黄埔海关负责）

九、持续优化税收政策

精简优化办税流程，缩短退税时效，降低企业资金压力。引导实际经营单位通过广州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留存信息，为税务管理和资金结算提供数据基础，让实际销售单

位能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用好用足跨境电商进出口税收政策，巩固税源。落实跨

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对采用“简化申报”模式下未汇总生成出口报关单的跨境电商

清单出口商品退运时无须办理《出口货物已补税 /未退税证明》，优化企业出口退运办理流程。

积极推动完善跨境电商 B2B 出口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针对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监

管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对实现销售的货物，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及时

申报办理退税，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规范健康发展。（广州市税务局牵头，市商务局、广州电

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探索跨境电商模式创新

持续创新跨境电商业务模式，复制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外综服”模式，解决企业

遇到的重难点问题。推广全球优品分拨中心模式，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并降低运营综合成本。支

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下体验店，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市商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州

市税务局、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牵头，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发挥广州“直播电商

之都”优势，支持“跨境 +直播”模式，拓宽商品销售渠道，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商务局牵头，

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一、加大跨境电商金融支持

支持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资金结算服务。支持银行对

接中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阳光收结汇系统，以中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数

据进行线上跨境收汇。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综服企业代办跨境电商出口收汇。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跨境人民币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牵头，市商务局、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

配合）激活民间资本活力，推动社会资金、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资本投向跨境电商领域，引

导社会资本对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优质电商企业进行梯度支持。（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二、加大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引进

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及技师学院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专业课程设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及产教融合实训示范基地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

支持。支持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发展，打通基层人才培养输送通路。吸引高端人才投身跨境电商

发展，通过举办广州跨境电商国际人才双选会等相关活动，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国际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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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牵头，市商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三、支持行业交流

鼓励跨境电商行业商协会、企业组织开展跨境电商对接交流活动，开放一批免费或优惠

使用的活动场地。支持在穗举办具有影响力的跨境电商会议、展览等活动，按现有会展业政策

予以支持。（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支持参与跨境电商相关标准制定，对

主导制定跨境电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产品类）、国家标准（产品类以外的其他类）、行业标

准的单位，按现有标准化支持政策予以扶持。推动全球溯源中心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

济公共基础设施，支持申报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管局、

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四、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合规经营

争取相关国家部委和国际组织支持，加强与相关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定

期开展跨境电商政策培训宣讲、案例剖析和行业合规经营培训，引导企业遵循《广州市跨境电

商行业合规指引（试行）》，增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重视和构建合规风控体系，依法合规经

营。支持企业通过法律、财税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合规自查，健全合规体系。（市商务局牵

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广州市税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

合）

十五、加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

争取相关国家部委和国际组织支持，加强与相关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开

展跨境电商海外知识产权最新动态、热点案件跟踪研究。指导跨境电商行业协会、企业积极应

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防范经营风险。支持成立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综合服务平台、机构，

在境外清关规则、税务法规、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咨询，开展跨境电

商海外风险防范综合服务。加快发展跨境电商保险，支持保险机构开发跨境电商保险产品，鼓

励外贸企业投保跨境电商保险。（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商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六、加大行业宣传推广

鼓励行业商协会、跨境电商企业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媒体账号等方式，宣传推

介跨境电商业务和活动。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资源加强跨境电商行业宣传报道，多维度宣传

中国（广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新经验新模式新成果，擦亮“跨境电商之城”新名片。

（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七、其他

以上事项对已获得国家和省同一项目资金奖补的，不重复支持。符合政策措施的同一项

目、同一事项若同时满足广州市多个扶持政策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自行选择，但不得重

复获得奖励、补助，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及“不超过”的数额均含本数。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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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育引进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对新引进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按照现行招商政策给予支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省级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获评企业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麒麟”企业（ B2B和 B2C平台、第三方服务企业），对首次进入名单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根据我市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市科技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二、加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
	积极发展“跨境电商 +产业带”模式，指导各区结合产业和禀赋优势，打造“一区一特色”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提供仓储运输、报关清关、支付结算、税务保险、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融资孵化、培训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园区推荐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对获评园区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鲲鹏”产业园区（集聚区），对首次进入名单的跨境电商产业
	积极发展“跨境电商 +产业带”模式，指导各区结合产业和禀赋优势，打造“一区一特色”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提供仓储运输、报关清关、支付结算、税务保险、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融资孵化、培训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园区推荐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对获评园区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跨境电商“鲲鹏”产业园区（集聚区），对首次进入名单的跨境电商产业
	委配合）

	三、支持跨境电商“品牌出海”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开展“品牌出海”，打造商品品牌和平台品牌，做强自有渠道，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跨境电商“品牌出海”企业，对其借助社交媒体、搜索引擎、跨境直播、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开展品牌推广产生的实际费用，给予不超过推广费用 50%的资金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四、强化跨境电商国际枢纽功能
	依托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空港经济区、黄埔临港经济区，全面提升海陆空铁四大枢纽能级，优化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物流通道。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试验区政策叠加优势，加强不同关区协调，构建便捷高效的快速陆路网络，拓展广州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货运班列。持续扩大“湾区一港通”模式应用，简化外贸货物港口通关手续，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物流协同。加大国际海运空运航线引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机场航空货运无缝衔接和高效协作 ,促进跨境电商生鲜冷链业务蓬勃发展。鼓励跨境电商仓储物流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对跨境电商企业租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给予不超过租金的 30%的资金扶持，单家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 150万元。（白云区政府、黄埔区政府、南沙区政府、广州空港委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港务局、市邮政管理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州港集团、省机场集团、广铁集团配合）
	五、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生态创新中心、卖家服务中心、超级供应链中心）建设，通过专业团队搭建平台、对接资源、培养人才、开拓渠道，树立服务标杆，优化产业生态。支持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参与各类展会、交流活动，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完善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海关、外汇、税务一站式服务。（市商务局、白云区政府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六、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
	鼓励引导企业扩大海外仓布局，巩固北美、欧洲等传统市场，加快在东盟、南亚、非洲、南美等新型市场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充分发挥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资源对接作用，支持海外仓重点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带动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抱团“走出去”。鼓励支持企业申报跨境电商海外重点联系企业，对入选企业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跟踪解决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对被商务部遴选为优秀海外仓实践案例的海外仓运营主体和对获得广东省公共海外仓认定的海外仓运营主体，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七、优化监管协作机制
	建立商务、海关、税务、外汇等跨部门协作会商机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开展跨境电商宠物食品和 OTC药品进口试点等，拓宽进口商品品类。不断完善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打通跨境电商通关节点，优化海关系统与机场、港口等系统的数据对接，提高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效率。支持广州市各功能区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出台促进各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州市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八、创新海关监管服务
	优化完善跨境电商出口货物拼箱作业模式，探索跨境电商出口前置仓监管创新，研究指导企业优化完善仓库软硬件设施实现拼箱组货、布控查验等功能，持续推进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监管试点。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将原在国外完成的商品分装环节转移至跨境电商企业租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出台便利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换货政策。优化电子商务领域禁限管制管理措施。对豁免的涉及两用物项、濒危及进口药品等禁限管制类商品，依法简化办证流程或实施清单管理制度。对被评定的“麒麟”企业采取便利化监管措施，纳入海关重点培育企业名单优先培育认证成为高级认证企业。（广州海关、黄埔海关负责）
	九、持续优化税收政策
	精简优化办税流程，缩短退税时效，降低企业资金压力。引导实际经营单位通过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留存信息，为税务管理和资金结算提供数据基础，让实际销售单位能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用好用足跨境电商进出口税收政策，巩固税源。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对采用“简化申报”模式下未汇总生成出口报关单的跨境电商清单出口商品退运时无须办理《出口货物已补税 /未退税证明》，优化企业出口退运办理流程。积极推动完善跨境电商 B2B出口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针对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对实现销售的货物，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及时申报办理退税，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规范健康发展。（广州市税务局牵头，市商务局、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探索跨境电商模式创新
	持续创新跨境电商业务模式，复制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 +外综服”模式，解决企业遇到的重难点问题。推广全球优品分拨中心模式，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并降低运营综合成本。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下体验店，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市商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州市税务局、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牵头，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发挥广州“直播电商之都”优势，支持“跨境 +直播”模式，拓宽商品销售渠道，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一、加大跨境电商金融支持
	支持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资金结算服务。支持银行对接中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阳光收结汇系统，以中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数据进行线上跨境收汇。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综服企业代办跨境电商出口收汇。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牵头，市商务局、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激活民间资本活力，推动社会资金、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资本投向跨境电商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对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优质电商企业进行梯度支持。（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二、加大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引进
	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及技师学院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专业课程设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及产教融合实训示范基地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支持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发展，打通基层人才培养输送通路。吸引高端人才投身跨境电商发展，通过举办广州跨境电商国际人才双选会等相关活动，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国际化、专业
	十三、支持行业交流
	鼓励跨境电商行业商协会、企业组织开展跨境电商对接交流活动，开放一批免费或优惠使用的活动场地。支持在穗举办具有影响力的跨境电商会议、展览等活动，按现有会展业政策予以支持。（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支持参与跨境电商相关标准制定，对主导制定跨境电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产品类）、国家标准（产品类以外的其他类）、行业标准的单位，按现有标准化支持政策予以扶持。推动全球溯源中心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支持申报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四、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合规经营
	争取相关国家部委和国际组织支持，加强与相关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定期开展跨境电商政策培训宣讲、案例剖析和行业合规经营培训，引导企业遵循《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指引（试行）》，增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重视和构建合规风控体系，依法合规经营。支持企业通过法律、财税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合规自查，健全合规体系。（市商务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广州市税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五、加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
	争取相关国家部委和国际组织支持，加强与相关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开展跨境电商海外知识产权最新动态、热点案件跟踪研究。指导跨境电商行业协会、企业积极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防范经营风险。支持成立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综合服务平台、机构，在境外清关规则、税务法规、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咨询，开展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综合服务。加快发展跨境电商保险，支持保险机构开发跨境电商保险产品，鼓励外贸企业投保跨境电商保险。（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商务局、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六、加大行业宣传推广
	鼓励行业商协会、跨境电商企业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媒体账号等方式，宣传推介跨境电商业务和活动。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资源加强跨境电商行业宣传报道，多维度宣传中国（广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新经验新模式新成果，擦亮“跨境电商之城”新名片。（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广州空港委配合）
	十七、其他
	以上事项对已获得国家和省同一项目资金奖补的，不重复支持。符合政策措施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若同时满足广州市多个扶持政策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自行选择，但不得重复获得奖励、补助，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及“不超过”的数额均含本数。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