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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新加坡
航运企业船舶登记注册和经营

税费比较
周玉会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心，天津 300010）

【摘 要】 为更有针对性地出台吸引中资“方便旗”船回国登记注册政策，通过对比中国

大陆、中国香港及新加坡等地的船舶登记制度，分析船舶入籍和运营成本，说明船舶登记、经

营的优势和劣势。通过对比发现，我国与较多国家和地区签订税收互免协定，能有效规避国

际航运收入双重纳税的风险，但在船舶注册、保有、经营中面临较重税赋成本。因此，我国需

借鉴其他航运国家和地区鼓励航运事业发展的经验，优化和完善吸引船舶回国登记、船舶经

营等政策，促进我国航运企业在持续低迷的航运市场中做强，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

【关键词】 航运企业；特案免税登记；船舶登记

1 各地船舶登记制度对比

1.1 中国大陆船舶登记制度

我国船舶登记制度较为严格，国务院 1995 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登

记作了详细规范，对于经营船舶登记要求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

的中国公民的船舶。（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设立的主要营业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法人的船舶；在该法人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

的，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不得低于 50%。

经营船舶经依法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船舶不得

具有双重国籍。

为促进我国航运业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

在现有船舶登记制度基础上，2007 年原交通部颁

布了《中资国际航运船舶特案免税登记政策》，采

取特案免税政策，鼓励中资外籍国际航运船舶转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对满足一定条件的船舶

免征 9%的进口关税和 17%的进口增值税。

《关于中资“方便旗”船回国登记进口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对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境外

办理船舶登记手续悬挂“方便旗”的中资船舶（中

方出资比例不低于 50%的船舶），在 2016 年 9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1 日期间报关进口，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口单位可选择国内任一船籍

港办理船舶登记手续。自实施该政策以来，中资

“方便旗”船回国登记注册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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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资“方便旗”船回国登记注册情况 艘

期
间

原船旗

巴拿马 中国香港 利比里亚 新加坡 圣文森特

十
一
五

16 7 1 1

3 1 1

10 2 1 1

9 1 2

3 2

1 2

1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十
二
五

第一批 1

第二批 13 1

第三批 1

合计 52 19 4 2 4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1.2 中国香港特区船舶登记制度

中国香港特区船舶登记隶属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海事处，以“中国香港”名义颁发证件。船舶

在悬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之上悬挂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

在港登记船舶须在注册时并无在香港以外地

方注册；船舶的过半数权益由一名或超过一名“合

资格”的人拥有，或由一个身为“合资格”的人的法

人团体在转管租约（光船租赁）下经营；船舶委有代

表人。

1.3 新加坡船舶登记制度

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在新加坡注册

成立的公司（包括外资公司），可以登记注册为新加

坡籍船舶的船主。

外资公司船舶一般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便可在

新加坡登记注册：（1）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至少

为 50 000 新元；（2）船舶必须至少为 1 600 总吨，且

为自行推进式船舶。一般情况下，不满 17 年的船

舶可以进行登记注册。

2 船舶入籍、运营成本比较

2.1 中国大陆船舶登记、运营成本

2.1.1 船舶登记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 57

条，船舶登记机关（海事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向船舶

登记申请人收取船舶登记费。收费标准为：船舶所

有权登记费基数 200 元（未满 50 净吨的船舶，基数

为 100元），按船舶净吨加收，每净吨收 1 元，超过 1

万净吨，超过部分减半收费；船舶烟囱标志或公司

旗注册、船籍变更登记费均为每艘 100 元。

2.1.2 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进口

船舶关税为 9%，增值税为 17%，由海关负责征收。

进口关税＝船舶进口完税价×9%；增值税＝（船舶

进口完税价 + 进口关税）× 17%＝船舶进口完税价

× 18.53%。两项合计，进口总税率约为进口完税价

格的 27.53%。[1]

《财政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第 3

条规定：“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

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财政部关于征收教育费

附加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第 2 条规定：“海关对进

口产品征收的产品税、增值税，不征收教育费附加

税。”

2.1.3 车船税

201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船税法实施条例》第 4 条规定，散货船每年按照船

舶净吨位收费：200净吨（含）以下船舶，每净吨收费

3 元；200 净吨以上～ 2 000 净吨（含）船舶，每净吨

收费 4 元；2 000 净吨以上～ 1 万净吨（含），每净吨

收费 5 元；1 万净吨以上，每净吨收费 6 元。该条例

第 25 条规定：“按照规定缴纳船舶吨税的机动船

舶，自车船税法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免征车船税。”

2.1.4 船舶吨税

201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吨税暂行条例》第 1 条规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以下称应税船舶），

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船舶吨税”。第 3 条规定：“吨

税设置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籍

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含有相互给予船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

者协定的应税船舶，适用优惠税率。其他应税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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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普通税率。”

2.1.5 增值税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航运企业一般纳税人按照 11%的增值税率

纳税，应纳税额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以及

1.43%的附税（7%城建税、3%教育税附加、2%地方

教育费附加、1%地方防洪费）。境内单位提供国际

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2.1.6 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参考

运输合同，按照合同运输费金额的 0.05%计征印花

税。

2.1.7 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的 25%

计征。船舶最低折旧年限为 10 年。

2.1.8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情况

截至 2016 年 10 月，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 105

个（含尚未生效）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其中针对国

际海运收入，与 95 个国家或地区互免企业所得税、

与 5 个国家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与 3 个国家签

订海运协定税收条款、1 个国家签订互免国际运输

收入税收协议或换函。其中，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

国家，如澳大利亚、巴西等，均与我国签订税收互免

协定，使得我国航运企业在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中，

在对方协定国家享有不同程度的减免税优惠。

2.2 中国香港特区船舶登记、运营成本

2.2.1 船舶注册费

中国香港特区船舶注册费按照总吨位计算收

取：500总吨（含）以下船舶，每艘 3 500 港元；500 总

吨以上船舶，每艘 15 000 港元。

2.2.2 吨位年费

中国香港特区每年按照船舶净吨超额累进费

率计算征收船舶吨位费：1 000 净吨（含）以下船舶，

收取 1 500 港元；1 000 净吨以上～ 15 000净吨（含）

船舶，按 3.5 港元/净吨收取；15 000 净吨以上船舶，

按 3 港元/净吨收取，最高限额 77 500 港元。

为鼓励船舶长期在香港注册，香港海事处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香港注册船舶吨位年费减

免计划。根据该计划，香港注册船舶如持续在香港

注册两年（合资格年期），并在这两年内从未有港口

国监督制度下的滞留纪录，可获减免随后一年的 6

个月吨位费。

2.2.3 对航运利润的课税

中国香港特区企业利得税税率为 16.5%。根据

《香港税务条例》，香港注册船舶从国际营运所得的

利润，可豁免课利得税。

2.2.4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情况

截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香港特区已与 40 个

主要贸易伙伴，就船舶从事国际营运所得的利润，

达成宽免双重课税协议，但并未与澳大利亚、巴西、

印度尼西亚等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签订互免

协议。

2.3 新加坡船舶登记、运营成本

2.3.1 船舶登记注册费

一般注册费为 2.50 新元/净吨，最低收费限额

1 250新元（即 500净吨以下），最高收费限额 50 000

新元（即 20 000 净吨以上）。

新加坡为鼓励航运业者将船舶船籍变更登记

为新加坡国籍，针对“大批转籍计划”提供登记费的

特别优惠：5艘以上（没有吨位限制）的船舶，可以享

有 0.5 新元/净吨的优惠登记费用，最低收费额为

1 250 新元（即 2 500 净吨以下），最高收费限额为

20 000 新元（即 40 000 净吨以上）。

2.3.2 船舶年吨位税

船舶年吨位税按每年 0.2 新元/净吨（取最接近

的整数吨位）收取，最低不少于 100 新元（500 净吨

以下），且最高不超过 10 000 新元（50 000 净吨以

上）。

2.3.3 所得税

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7%。新加坡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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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的营运利润可免征新加坡所得税。

2.3.4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新加坡与 87 个国家和地区

（含尚未生效）签订双重税务互免协议（安排），与 4

个国家专门针对海运收入签订收入互免协定。

2.4 综合比较

2.4.1 注册费用比较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的船舶注册

费用及船舶保有、运营税费比较见表 2。

表 2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的船舶注册费用及船舶保有、运营税费比较

项目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特区 新加坡

收费标准 / 新元船舶净吨 / 吨位 收费标准 / 人民币元 船舶总吨（净吨）/ 吨位 收费标准 / 港元

船舶注册/
登记费

≤10 000 200 + 1 × 净吨 ≤500 总吨 3 500 2.50新元/净吨，500净吨以

下船舶最低收费限额 1 250
新元，20 000 净吨以上船舶
最高收费限额 50 000 新元

＞ 10 000
10 200 + 0.5 ×（净吨－

10 000）
＞ 500 总吨 15 000

车船税/
船舶年吨位

税

≤200 3 元/净吨 ≤1 000 净吨 1 500

0.2新元/净吨（取最接近的
整数吨位），最低不少于 100
新元（500 净吨），且最高不超

过 10 000 新元（50 000 净吨）

（200 ～ 2 000] 4 元/净吨 （1 000 ～ 15 000]净吨 3.5 港元/净吨

（2 000 ～ 10 000] 5 元/净吨
＞ 15 000 净吨

3 港元/净吨，超额累

进费率计算征收，最高

限额 77 500 港元＞ 10 000 6 元/净吨

按规定缴纳船舶吨税船舶，在一定年限内免

交车船税（该政策优惠年限至 2016 年底）

符合减免条件的船舶，可获适用优惠税率减免

随后一年的吨位年费 6 个月

船舶吨税 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

增值税 沿海运输：11%；国际运输：零税率 无 无

印花税 0.05% 无 无

所得税 25% 国际营运所得的利润，豁免课利得税
“特许国际航运企业计划”

船队收入均可以免交所得税

.4.2 进口环节税费比较

中国大陆需要交纳进口环节关税及增值税，

符合一定条件的船舶免征。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

无该项税费。

2.4.3 船舶保有、运营税费比较

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船舶年吨位税按年征

收，与我国车船税类似，故作同类比较。船舶净吨越

高，我国车船税收费标准越高，且无最高收费限额。

中国香港特区采用超额累进费率计算征收，且吨位

越高，收费标准越低，并设定最高限额。新加坡采取

较低收费标准，并设定最高限额。由此可以看出，在

我国大陆船舶吨位越高，车船税费用越高（见表 2）。

2.4.4 国际贸易环境比较

随着我国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目前与我国签订

收入互免协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环

境越来越好（见表 3）。区域国家间的税收互免协定

对从事国际海运的航运企业影响非常大。如澳大

利亚对未与其签订运费互免协定的国家征收运费

税。根据澳大利亚税法规定，非澳大利亚纳税人的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从澳大利亚港口运输出

口货物所获得的运费收益，应当依法向澳大利亚联

邦税务局缴纳运费收入 1.5%的运费税。公司注册

地和税务登记地属于与澳大利亚政府签署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的国家的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人，

可在一定期限内免交运费税。

表 3 国际贸易环境比较

项目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特区 新加坡

海运收入避免

双重征税协定
安排情况

95 + 5 + 3 + 1 个

国家或地区

40 个

国家或地区

87 + 4 个

国家或地区

中国香港特区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并未签订

航运收入互免协定，在香港注册经营的船舶面临较

重的国际税负压力。中国大陆、新加坡与较多国家

签订海运收入互免协定，能有效规避缴纳运费税的

风险，国际贸易环境优于香港。

3 船舶登记、经营的优势和劣势

目前我国符合一定条件的船舶在回国登记时，

能够免除进口关税及增值税，降低了 （下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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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企合作，共同完善空港集疏运系统建设

政府应当重视航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放开经

济性管制，让航空资源配置得以市场化。企业应当

优化自身资本结构，大力引入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

政府还应当对企业提供资金补助，与企业共同努力，

扩大航空货运市场，完善空港集疏运系统建设。

4 结 语

本文主要针对舟山港口集疏运系统建设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目前，舟山

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港口集疏运系统的建设也日趋

成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舟山港域一定会建设得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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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回国注册的成本；同时与国际主要国家和地区

签订税收互免协定，规避了双重纳税的风险，国际

贸易环境较优；但是，与其他国家航运企业相比，我

国航运企业仍然面临较重的税赋。

中国香港特区税赋成本较低，但与其签订互免

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有限，使航运企业从一些国家运

输进出口货物，需要承担较高的运费税，成本增加，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新加坡籍船舶的营运利润可免征所得税；为鼓

励航运业的发展，实施“特许国际航运企业计划”，

凡是通过认证取得资格的航运企业，无论其船舶是

否悬挂新加坡国旗，其船队收入在一定年限内均可

以免缴所得税。自该计划实施以来，新加坡已经成

功争取到若干大型国际航运企业落户新加坡，投资

设立营运中心。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航运枢纽，新加

坡与多国签订航运收入互免协定，使得新加坡籍航

运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区位优势明显。

4 优化我国航运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在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中，航运作为完全

市场竞争的行业，我国仍需借鉴国际市场中鼓励航

运事业发展的经验，继续优化吸引船舶回国登记注

册、经营等政策。

目前，我国对回国登记注册的船舶仍有一定的

限制要求，建议进一步优化船舶限制，简化申请手

续，使得船舶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回国登记手续，

并允许回国注册、经营的船舶可以申请兼营沿海航

线。

当前船舶向大吨位、节能型方向发展，建议专

门针对不同吨位、不同用途、新型节能船舶在船舶

注册登记、船舶吨税、车船税等方面出台相应的优

惠政策，吸引大吨位、节能型船舶回国登记注册和

经营。

目前国内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年限要

求，如船舶吨税和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年限至 2016

年底，建议延长优惠政策年限，降低航运企业税负。

由于航运企业是完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

业，应借鉴其他国家针对航运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

策，降低航运企业所得税率，增强国内航运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吸引航运企业落户国内，聚集更多航

运产业元素，形成世界级航运中心。

通过出台具体的优惠政策，简化申请流程，吸

引更多的船舶回国注册，让中资“方便旗”船能够

“回得来”；为船舶运营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

环境，使得这些船舶“留得下”；促进我国航运企业

在持续低迷的航运市场中做强，助力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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