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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
关于修订《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０日　　财社 〔２０２５〕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医疗保障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医疗保

障局：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有关政策法规，我们修订

了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２０２５年１月修订）

附件：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２０２５年１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和

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有关政策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是

指通过各级财政预算和社会各界捐助等渠道筹

集，按规定用于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专项

基金。

第三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应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

和使用。

第四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

金财政专户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专户），实行分账

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设立基金的县级以

上 （含县级，下同）统筹地区 （以下简称统筹地

区）财政部门在社保基金专户中建立 “城乡医疗

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基金的筹集、核拨、支

付等业务。

第五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及财

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城乡医疗救

助基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来源主要包括：

（一）各级财政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规定，

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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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各界自愿捐赠的资金。

（三）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四）按规定可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其他

资金。

第七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会同医疗保障部

门根据城乡医疗救助对象需求、救助工作开展情

况、基金结余情况等因素，科学合理安排城乡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上级财政对经济困难的地区给

予适当补助。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八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救助对象包括

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大病患者和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等。

第九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对特困人员、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分类资助。其中，对特困人员

等给予全额资助，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其他符

合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定额资助。

第十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按照 “先保险后

救助”的原则，对救助对象经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等支付后，个人和家庭仍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

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给予直接救助。救助费用主

要覆盖救助对象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

费用、因慢性病需长期服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长

期门诊治疗的费用。由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

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原则上应符合国

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规定。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按规定纳入救助保障。除国家另有明确规定外，

各地不得自行制定或用变通的方法擅自扩大医疗

救助费用保障范围。

第十一条　各地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救助对象家庭困难情况、城乡医疗救助基金

承受能力等，在国家明确的制度框架下科学制定

救助方案，合理确定各类资助参保对象的资助标

准，以及各类救助对象的门诊和住院救助起付线、

年度救助限额、救助比例等，确保困难群众不因

罹患重特大疾病影响基本生活，同时避免过度

保障。

第四章　基金支出

第十二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保，由

医疗保障部门将各类符合资助条件的困难群众人

数、分类资助标准及资助参保资金总量提供给同

级财政部门，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将相关资助

资金从社保基金专户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专账”

拨付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第十三条　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可以设立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支出户 （以下简称支出户）。支

出户的主要用途是：接收社保基金专户拨入的基

金，暂存医疗救助支付费用及该账户利息收入，

支付门诊和住院救助支出款项，向社保基金专户

缴入该账户利息收入。一个统筹地区最多开设一

个支出户。支出户的利息收入纳入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管理，定期缴入社保基金专户。年度终了，

支出户余额原则上全部转入社保基金专户，余额

清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参照国库集中支付流程

办理相关资金支付，对支出户实行日终零余额管

理，或者不设立支出户，通过社保基金专户 “城

乡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直接支付门诊和住院救助

支出。

支出户除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结算医疗费用、

向医疗救助对象支付救助资金、向社保基金专户

缴入利息和年末余额外，不得发生其他支出业务。

支出户发生的业务原则上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减

少现金支出。

第十四条　救助对象与医疗救助定点医药机

构确认相关身份信息后，门诊和住院救助原则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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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一站式”即时结算。医疗救助定点医药机

构在结算时先扣除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费

用和医疗救助的费用，救助对象只需结清个人应

承担部分。医疗救助定点医药机构所垫付的医疗

救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报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审

核后，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支出户直接支付

给以上机构。有条件的地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可向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预付一定资金，支持

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减免救助对象住院押金，

方便其看病就医。

确需事后救助的，由医疗救助对象个人按规

定出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收费票据、复式处

方或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票等能够证明合规

医疗费用的有效凭证，到身份认定地医疗保障经

办机构申请医疗救助资金，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通过支出户直接支付给医疗救助对象。

第十五条　统筹地区财政、医疗保障部门应

定期开展社保基金专户和支出户的对账工作，不

少于每季度一次，确保账目核对一致。年度末，

医疗保障部门应按要求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城乡

医疗救助基金年度执行情况及相关说明。

第五章　基金管理

第十六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年终结余资金

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各统筹地区应合理安排基

金收入和基金支出，控制基金结余规模。

第十七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必须全部用于

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费用，不得列支经办机构人

员经费、公用经费、管理费用等超出基金支出范

围的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

用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不得向救助对象收取任何

管理费用。

第十八条　各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应按季

度将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通过网

站、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医疗保障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定

期和不定期核查定点医药机构履行服务协议情况，

发现医疗服务行为违规的，医疗保障部门应当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进行处理。

对不按规定用药、诊疗以及不按规定提供医疗服

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不予

结算。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财

政部门等要定期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并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

督。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对各地医疗救助工作开

展情况和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第二十一条　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

污浪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

肃处理。对故意编造虚假信息，骗取上级补助的，

除责令立即纠正、扣回上级补助资金外，还应按

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各级财政、医疗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城

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的分配拨付、基金的使

用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各地财政、医疗保障部门可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的

具体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３〕２１７号）、《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

知》（财社 〔２０１６〕２００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国家医保局

负责解释。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告




财政部　科技部
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２５年１月２０日　　财教 〔２０２５〕２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科技厅 （委、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科技局，有关单位：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有关部署要求，为规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我

们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２０２１〕１７８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附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以下简

称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

施条例等国家有关财经法律制度以及中央财政科

研经费管理有关政策要求，结合重点研发计划管

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点研发计划应当多元化筹措资金，

资金来源分为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其

他来源资金包括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

金融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包括前补助、后补助

等，具体支持方式在项目申报指南中予以明确。

第三条　本办法主要规范中央财政安排的采

用前补助支持方式的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和使

用，后补助支持方式的资金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后补助有关规定执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和相关资金提供方的

具体使用管理要求，统筹安排和使用。

第四条　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和使用遵循

集中财力、突出重点、权责对等、遵循规律、讲

求绩效的原则。

第五条　重点研发计划按照重点专项、项目

分层次管理。重点专项是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

的载体，项目是重点专项实施的基本单元，可根

据需要下设一定数量的课题。重点专项实行概预

算管理，项目实行预算管理。

第六条　重点研发计划资金实行分级管理、

分级负责。

财政部建立重点研发计划中央财政资金全过

程审核把关和管理机制，负责重点专项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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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科技部统筹相关重点专项任务布局与资源配

置，负责重点专项资金的监督评估、动态调整和

总体验收评价等工作。

主责单位对其负责组织实施的重点专项资金

管理负总责，委托并指导专业机构做好项目资金

分配、拨付、过程监管等具体管理工作，建立加

强资金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并对专业机构、承

担单位 （包括项目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和课

题参与单位，下同）开展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工作。

专业机构受主责单位委托开展相关重点专项

资金具体管理工作，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

态监管。

承担单位是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责任主体，

负责项目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

项目 （课题）负责人是项目资金使用的直接

责任人，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

和相关性负责。

第七条　科技部、财政部、相关主管部门、

主责单位等应加强对重点研发计划相关财政资金

的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认真开展绩效

评价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

第二章　重点专项概预算管理

第八条　重点专项概算是对实施周期内实施

重点专项任务所需总费用的事前估算，是重点专

项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重点专项概算包括总概

算和年度概算。

第九条　主责单位根据重点专项的目标和任

务，依据专项实施方案和相关要求组织编制重点

专项概算，报财政部、科技部。专业机构根据主

责单位要求配合做好概算编报工作。

第十条　重点专项概算应当包括收入概算和

支出概算，确保收支平衡。

重点专项收入概算包括中央财政资金概算和

其他来源资金概算。主责单位在编制收入概算时，

应当统筹考虑多元化资金来源，对中央财政资金

和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金融资本以及

其他社会资金等其他来源资金进行一体化配置。

重点专项支出概算包括支出总概算和年度支

出概算。主责单位应当在充分论证、科学合理分

解重点专项任务基础上，综合考虑任务相关性、

配置适当性和经济合理性等，按照任务级次和不

同研发阶段编列支出概算。

第十一条　科技部对概算与实施方案一致性

进行审核。财政部、科技部委托相关机构对重点

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概算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结合财力可能，财政部核定并向主责单位批复重

点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概算和年度概算，抄送科

技部、专业机构。

第十二条　中央财政资金总概算一般不予调

整。重点专项任务目标发生重大变化等导致中央

财政资金总概算确需调整或终止执行的，主责单

位在履行相关任务调整审批程序后，报财政部审

批。总概算不变，重点专项年度间重大任务调整

等导致年度概算需要调整的，由主责单位提出申

请，经科技部审核后，按程序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三条　主责单位指导专业机构根据项目

任务部署、组织实施进度、预算执行情况以及重

点专项概算等，提出年度重点专项预算安排建议。

专业机构对其负责管理的重点专项预算安排建议

进行汇总后，按部门预算申报程序报财政部。无

部门预算申报渠道的专业机构，通过科技部报送。

加强预算安排与任务实施进度衔接，在总概

算和概算周期不变的前提下，重点专项任务部署

完成后，年度预算安排可延后不超过２年。

第十四条　财政部结合科技部意见，在分年

度概算限额内，结合财力可能等核定各重点专项

年度预算，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向专业机构下达重

点专项中央财政资金预算 （不到具体项目预算），

并抄送科技部。专业机构应当同步向主责单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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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关重点专项年度预算。

主责单位应当建立重点专项项目预算分配审

核机制，对专项下设项目的资金额度、资金构成、

支持方式等进行科学决策，加强与项目申报指南

编制工作的衔接。中央财政资金应当聚焦重点专

项关键研发任务，重点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

置资源的公共科技活动，避免财政资金安排分散

重复。对于以科技成果产品化、工程化、产业化

为目标任务，并且具有量化考核指标的项目，原

则上应当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第十五条　重点专项中央财政资金预算一般

不予调剂，因概算变化等确需调剂的，由专业机

构提出申请，按程序报财政部批准，并抄送科

技部。

第十六条　在重点专项实施周期内，由于年

度任务调整等导致专业机构当年未下达给项目承

担单位的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由

于重点专项因故终止等原因，专业机构尚未下达

的资金，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

第十七条　主责单位会同专业机构按年度编

制重点专项执行情况报告 （含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于每年１２月底前报送科技部；执行期５年及

以上的重点专项，于专项实施中期年份报送中期

执行情况报告 （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第十八条　重点专项执行期结束后，主责单

位会同专业机构对重点专项实施情况 （含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进行总结，于专项执行期结束６个

月内形成总结报告报科技部。

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组织开展重点专项总体验

收评价 （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重点专项总体验

收评价情况将作为专项滚动实施、新设专项遴选

主责单位和专业机构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第三章　项目资金开支范围

第十九条　重点专项项目资金由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组成。

第二十条　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

（一）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

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计

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

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开放共享、自主研

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避免重复购置。

（二）业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

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

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

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

／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三）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

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项目聘

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

项目聘用人员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

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其由单

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务

费科目开支。

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不得支

付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和管理的相关人

员，其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间接费用是指承担单位在组织

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

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

的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

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

支出等。安排绩效支出要合理合规、公开公平，

符合国家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有关管理制度规定。

第四章　项目预算编制与审批

第二十二条　重点专项项目预算由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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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出预算构成。项目预算由课题预算汇总形成。

（一）收入预算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

资金。对于其他来源资金，应当充分考虑各渠道

的情况，并提供资金提供方的出资承诺，不得使

用货币资金之外的资产或其他中央财政资金作为

资金来源。

（二）支出预算应当按照资金开支范围编列，

并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说明。

第二十三条　项目实行两轮申报的，预申报

环节时，项目申报单位提出所需资金预算总额；

正式申报环节时，专业机构综合考虑重点专项概

算、项目任务设置、预申报情况以及专家建议等，

组织指导项目申报单位编报预算。

项目实行一轮申报的，按照正式申报环节要

求组织编报预算。

第二十四条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按照政策相

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科学、合

理、真实地编制预算，对设备费、业务费、劳务

费预算应当据实编制，不得简单按比例编制。

对仪器设备购置、参与单位资质及拟外拨资

金进行重点说明，并申明现有的实施条件和从单

位外部可能获得的共享服务。直接费用中除５０万

元以上的设备费外，其他费用只提供基本测算说

明，不需要提供明细。

第二十五条　结合承担单位信用情况，间接

费用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直接费用扣

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

（一）５０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为３０％；

（二）超过５００万元至１０００万元的部分为２５％；

（三）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部分为２０％。

第二十六条　间接费用由承担单位统筹安排

使用。承担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间接费用的内部管

理办法，公开透明、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处

理好分摊间接成本和对科研人员激励的关系。绩

效支出安排应当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

贡献挂钩。承担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

支出，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

课题中有多个单位的，间接费用在总额范围

内由课题承担单位与参与单位协商分配。承担单

位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

项目资金中重复提取、列支相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专业机构合并项目评审和预算

评审，在项目评审时同步开展预算评审，不得将

预算编制细致程度作为评审预算的因素，不得简

单按比例核减预算。

第二十八条　预算评审应当按照规范的程序

和要求，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对项目以及课题申报预算的政策相符性、目标相

关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应当满足

相关回避要求。

第二十九条　主责单位负责批复项目立项和

预算，并组织专业机构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

任务书 （含预算）。项目立项后，专业机构应当按

任务书约定、项目实施进展和任务完成情况及时

向项目承担单位拨款。

项目任务书 （含预算）是项目和课题预算执

行、综合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的依据，应当以项

目申报书和评审结果为基础，突出绩效管理，明

确项目考核目标、考核指标及考核方法，明晰各

方责权，明确课题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的资金额

度，包括其他来源资金和其他配套条件等。

第三十条　重点研发计划可根据项目特点，

采取经费包干制管理方式，由主责单位在项目申

报指南中明确。

实行经费包干制的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应当

本着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

度，无需编制具体项目预算。

项目负责人在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

学风诚信要求、资金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

相关支出的基础上，自主决定经费使用，按照本

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开支范围列支，无需履行调

剂程序。对于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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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由承担单位根据实际管理需要，在

充分征求项目负责人意见基础上合理确定。对于

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

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项目执行期满后，项目

负责人应当编制项目资金决算，经承担单位审核

后报专业机构。

承担单位应当制定内部管理规定，对包干制

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和标准、相关主体经费管理使

用责任、违规行为惩戒措施等进行规定。

第五章　项目预算执行与调剂

第三十一条　专业机构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规定，根据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特点、研究

进度、资金需求等，合理制定经费拨付计划，在

项目任务书签订后３０日内，向项目承担单位拨付

首笔项目资金。首笔资金拨付比例充分尊重项目

负责人意见，结合重点专项年度预算情况确定。

第三十二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根据项目负

责人意见，及时向课题承担单位拨付资金。课题

承担单位应当按照研究进度，及时向课题参与单

位拨付资金。课题参与单位不得再向外转拨资金。

逐级拨付资金时，项目承担单位或课题承担

单位不得无故拖延资金拨付，对于出现上述情况

的单位，专业机构可采取约谈、暂停项目后续拨

款等措施。

第三十三条　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财经法规、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切实履

行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法人主体责任，正确行使项

目资金管理使用自主权，建立健全项目资金内部

管理制度和报销规定，明确内部管理权限和审批

程序，完善内控机制建设，强化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提高财务信息化水平，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

范有效。项目资金使用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

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承担单位应当全面落实科研财

务助理制度。每个课题应当配有相对固定的科研

财务助理。科研财务助理所需人力成本费用 （含

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可由承担单位根据

情况通过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统筹解决。

科研财务助理应当熟悉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

资金管理政策，以及承担单位科研管理制度，为

科研人员编制和调剂项目预算、报销经费、开展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提供专业化服务。

第三十五条　承担单位应当将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资金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对中央财政资

金和其他来源资金分别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按照承诺保证其他来源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用

于本项目支出。

第三十六条　承担单位应当建立完善信息公

开制度，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立项、主要研究人

员、资金使用 （重点是间接费用、绩效支出、外

拨资金、结余资金使用等）、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以

及项目研究成果等情况，接受内部监督。对于涉

密项目，按照保密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支出管理制度。对应当实行公务卡结算的支出，

按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有关规

定执行。对于设备、大宗材料、测试化验加工、

劳务、专家咨询等费用，原则上应当通过银行转

账方式结算。

第三十八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承担单位

因科研活动实际需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

有关人员参加由其主办的会议等，对确需负担的

城市间交通费、国际旅费，可在会议费等费用中

报销。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

费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可实行包干制。对野

外考察、心理测试等科研活动中无法取得发票或

者财政性票据的，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可按

实际发生额予以报销。

第三十九条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金管理使

用不得存在以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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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报虚假预算；

（二）未对重点研发计划资金进行单独核算；

（三）列支与本项目任务无关的支出；

（四）未按规定执行和调剂预算、违反规定转

拨重点研发计划资金；

（五）虚假承诺其他来源资金；

（六）通过虚假合同、虚假票据、虚构事项、

虚报人员等弄虚作假，转移、套取、报销重点研

发计划资金；

（七）截留、挤占、挪用重点研发计划资金；

（八）设置账外账、随意调账变动支出、随意

修改记账凭证、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等；

（九）使用项目资金列支应当由个人负担的有

关费用和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

还债务等；

（十）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条　项目在研期间，年度剩余资金结

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中央财政资金预算确有必要调剂时，应当按

照以下调剂范围和权限，履行相关程序：

（一）项目预算总额调剂，由项目承担单位向

专业机构提出申请，专业机构审核评估并报主责

单位同意后，按有关规定批准。

（二）项目预算总额不变、课题间预算调剂，

变更课题承担单位、课题参与单位，由项目承担

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逐级向专业机构提出申请，

专业机构审核评估后，按有关规定批准。

（三）课题预算总额不变、课题参与单位之间

预算调剂的，由项目承担单位审批，报专业机构

备案；课题预算总额不变、设备费预算调剂的，

由课题负责人或参与单位的研究任务负责人提出

申请，所在单位统筹考虑现有设备配置情况和科

研项目实际需求，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四）除设备费外的其他直接费用调剂，由课

题负责人或参与单位的研究任务负责人根据科研

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五）课题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得调增，经课

题承担单位与课题负责人协商一致后，可调减用

于直接费用；课题间接费用总额不变、课题参与

单位之间调剂的，由课题承担单位与参与单位协

商确定。

对于项目其他来源资金总额不变、不同单位

之间调剂的，由项目承担单位自行审批实施，报

专业机构备案。

第四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规定于每

年１１月底前将汇总审核后的项目年度执行情况报

告 （含财务执行情况）报送专业机构。报告内容

应当真实、完整，账表一致，并及时报告发生的

重大财务事件或影响项目正常执行预算的情况。

项目执行不足３个月的，可在下年度一并上报。

第四十二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行政事业单

位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执行。企

业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按照企业财务

与资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形成的知识产权

等无形资产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使用中央财政资金形成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等，按照规定开放共享。

第四十三条　项目或课题因故撤销或终止，

项目承担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清理账目

与资产，编制财务报告及资产清单，报送专业机

构。专业机构组织清查处理，确认并回收结余资

金，按要求统筹用于重点研发计划后续项目支出；

实施期结束的，按原渠道退回。已购物资、材料

及仪器设备处置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第四十四条　项目执行期满后，项目承担单

位应当及时组织课题承担单位清理账目与资产，

如实编制课题资金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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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主责单位组织专业机构严格依

据项目任务书 （含预算），在项目执行期满６个月

内进行综合绩效评价。

第四十六条　项目实施期满后，课题承担单

位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结题财务审计。

结题财务审计报告是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的重要依

据。涉密课题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创新能力和潜力突出、创新绩效显著、科研

诚信状况良好的承担单位按程序认定后，可不再

开展结题财务审计，其出具的项目资金决算报表，

作为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的依据。承担单位对决算

报表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专业

机构适时组织抽查。

第四十七条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课题承担单

位完成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材料的准备工作后，向

专业机构提出申请。

第四十八条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应当核定各

课题的中央财政资金结余，由主责单位下达项目

综合绩效评价结论。其中，资金使用出现严重违

法违规问题的，给予取消项目评优资格、收回项

目或课题资金、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不予通过等

处理。

中央财政结余资金占中央财政预算比例超过

３０％的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应当说明结余资金

产生原因。主责单位在重点专项年度执行情况报

告、中期执行情况报告、总结报告中进行专门披

露分析，对承担单位用好结余资金进行跟踪指导。

科技部、财政部对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规模大、沉

淀时间长的承担单位，给予针对性指导，盘活存

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十九条　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在项目综合

绩效评价完成后一个月内及时办理财务结账手续。

课题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的，结余资金留归承担单位使用，统筹用于科研

活动直接支出。承担单位应当优先考虑原项目团

队科研需求，对原项目团队两年内仍未使用完的

结余资金，承担单位应当加大结余资金盘活力度，

在单位内部统筹使用。承担单位应当加强结余资

金管理，健全盘活机制，加快使用进度，在国家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按年度报送结余资金使用

情况。

课题未完成任务目标，或项目未通过综合绩

效评价的，结余资金由专业机构收回，按要求统

筹用于重点研发计划后续项目支出。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条　科技部、财政部、主责单位和专

业机构应当根据职责和分工，建立健全覆盖资金

管理使用全过程的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并将监督

结果作为总体验收评价、综合绩效评价、资金拨

付等工作的重要参考。

加强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与日常监督的贯通

协调，增强监督合力。加强信息共享，避免交叉

重复，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第五十一条　科技部、财政部应当加强重点

研发计划资金监督，运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等信息技术手段，采取专项督查、随机抽查、举

报核查等方式，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主责单

位、专业机构、承担单位等落实重点研发计划资

金管理有关要求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并将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纳入关键节点考核、总体验收评

价等工作。

第五十二条　主责单位对相关重点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开展监督，对专业机构、承担单位资金

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将资金管理和监督情况纳入

重点专项年度执行情况报告、中期执行情况报告

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工作。

专业机构对承担单位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开展

日常监督，动态监管承担单位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对监督中发现问题较多的承担单位，采取警示、

指导和培训等方式，加强对承担单位的事前风险

预警和防控，督促落实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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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承担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和国

家相关财经法规及财务管理规定，完善监督制约

机制，动态监管资金使用并实时预警提醒，加强

支撑服务条件建设，提高对科研人员的服务水平，

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确保项目资金安全。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加强对课题承担单位和参

与单位的指导和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机构

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十四条　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课题

负责人等出现第三十九条有关情形的，主责单位、

专业机构等依照有关规定，视情况轻重采取责令

整改、约谈、通报批评、暂停项目拨款、终止项

目执行、收回项目结余资金、追回已拨资金、阶

段性或永久限制项目承担者项目申报资格等措施，

并将有关结果向社会公开。涉嫌犯罪的，移送有

关机关处理。

第五十五条　财政部、科技部、相关主管部

门、主责单位、专业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以

及会计师事务所、咨询评审专家等主体在重点研

发计划资金管理中，存在违反规定安排资金或其

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依法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十六条　经本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

五条规定作出正式处理，存在违法违规且造成严

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责任主体，依法依规对其严

重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纳入信用记录管理，

并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管理要求另有规定的重点专项

按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由财政部、科技部负责

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 〔２０１６〕

１１３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

教 〔２０２１〕１７８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２０２５年１月２４日　　财关税 〔２０２５〕１号

海南省财政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效应，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调

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加未烘焙咖啡、乙烯、机器零件等２９７项商品至海南自由贸易港 “零关税”原辅料清单，具

体范围见附件。

二、对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２０２０〕４２号）第三条所列维修情形，增加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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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维修按照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 “零关税”政策的通

知》（财关税 〔２０２０〕５４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 “零关税”

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２０２１〕７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

备 “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２０２２〕４号）进口的 “零关税”游艇、自用生产设备 （含相关零

部件），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未征得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零关税”零部件不得挪作他用。

三、将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２０２０〕４２号）第四条修改为：

“零关税”原辅料仅限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生产使用，接受海关监管，不得转让。因企业依法破产

等原因，确需转让 “零关税”原辅料的，转让前应征得海关同意并办理补缴税款等手续。其中，“零关

税”原辅料转让给符合享受政策条件主体的，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零关税”原辅

料加工制造的货物转让时，需补缴原辅料的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上述转让行为，照章

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零关税”原辅料及加工制造的货物出口，按现行出口货物有关税收政策执行。

四、原辅料 “零关税”政策其他内容继续执行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

料 “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２０２０〕４２号）有关规定。

五、本通知自２０２５年２月１日起实施。

附件：海南自由贸易港 “零关税”原辅料增补清单

附件：

海南自由贸易港 “零关税”原辅料增补清单

序号 税号 商品名称

１ ０５１１９１９０ 其他未列名水产品；死水产品

２ ０９０１１１００ 未浸除咖啡碱的未焙炒咖啡

３ ０９０１１２００ 已浸除咖啡碱的未焙炒咖啡

４ １１０８１４００ 木薯淀粉

５ １５０６００００ 其他动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６ １５１８００００ 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油脂；非食用油脂

７ １５２０００００ 粗甘油，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８ １８０３１０００ 未脱脂可可膏

９ １８０３２０００ 全脱脂或部分脱脂的可可膏

１０ １８０４００００ 可可脂、可可油

１１ ２５０１００２０ 纯氯化钠

１２ ２５０６１０００ 石英

１３ ２５０６２０００ 石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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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税号 商品名称

１４ ２５１４００００ 板岩

１５ ２５１５１１００ 原状或粗加修整的大理石及石灰华

１６ ２５１５１２００ 矩形大理石及石灰华

１７ ２５１５２０００ 其他石灰质碑用或建筑用石；蜡石

１８ ２５１６１１００ 原状或粗加修整的花岗岩

１９ ２５１６１２００ 矩形的花岗岩

２０ ２５１６２０００ 砂岩

２１ ２５１６９０００ 其他碑用或建筑用石

２２ ２５１７１０００ 卵石、砾石及碎石，圆石子及燧石，不论是否热处理

２３ ２５１７４１００ 大理石碎粒、碎屑及粉末

２４ ２５１７４９００ 各种石料的碎粒、碎屑及粉末

２５ ２５２０１０００ 生石膏；硬石膏

２６ ２５２１００００ 石灰石助熔剂；通常用于制造石灰或水泥的钙质石

２７ ２７０７４０００ 萘

２８ ２８１１２２１０ 硅胶

２９ ２８１１２９００ 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３０ ２８１２１９１０ 其他非金属氯化物

３１ ２８１２９０１９ 其他氟化物及氟氧化物

３２ ２８２７２０００ 氯化钙

３３ ２８３６２０００ 碳酸钠 （纯碱）

３４ ２８４２１０００ 硅酸复盐及硅酸络盐

３５ ２８４３９０００ 其他贵金属化合物；贵金属汞齐

３６ ２８４６９０４１ 碳酸镧

３７ ２８４９２０００ 碳化硅

３８ ２９０１２１００ 乙烯

３９ ２９０５３９９０ 其他二元醇

４０ ２９０５４３００ 甘露糖醇

４１ ２９０５４４００ 山梨醇

４２ ２９０５４５００ 丙三醇 （甘油）

４３ ２９０６１３１０ 固醇

４４ ２９０６１９９０ 其他环烷醇、环烯醇及环萜烯醇

４５ ２９０９４３００ 乙二醇或二甘醇的单丁醚

４６ ２７１３１２１０ 硫含量小于０８％的已煅烧石油焦

４７ ２９１４１２００ 丁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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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２９１４３９９０ 其他不含其他含氧基的芳香酮

４９ ２９１５３１００ 乙酸乙酯

５０ ２９１６３９９０ 其他芳香一元羧酸及其衍生物

５１ ２９１７１９００ 其他无环多元羧酸及其酸酐等衍生物

５２ ２９１８１１００ 乳酸及其盐和酯

５３ ２９１８１５００ 柠檬酸盐及柠檬酸酯

５４ ２９２１２９００ 其他无环多胺及其盐和衍生物

５５ ２９２２１９９０ 其他氨基醇及其醚、酯和它们的盐

５６ ２９２２２９９０ 其他氨基 （萘酚、酚）及醚、酯、盐

５７ ２９２２５０９０ 其他氨基醇酚、氨基酸酚及其他含氧基氨基化合物

５８ ２９２３１０００ 胆碱及其盐

５９ ２９２３２０００ 卵磷脂及其他磷氨基类脂

６０ ２９２４１９９０ 其他无环酰胺及其盐和衍生物

６１ ２９２４２９９０ 其他环酰胺 （包括环氨基甲酸酯）

６２ ２９３０３０００ （一硫化、二硫化、三硫化）二烃氨基硫羰

６３ ２９３０９０９０ 其他有机硫化合物

６４ ２９３２２０９０ 其他内酯

６５ ２９３２９９９０ 其他仅含有氧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

６６ ２９３３６９２２ 三氯异氰脲酸

６７ ２９３４９９９０ 其他杂环化合物

６８ ２９３６２１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Ａ及其衍生物

６９ ２９３６２２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Ｂ１及其衍生物

７０ ２９３６２３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Ｂ２及其衍生物

７１ ２９３６２４００ 未混合的Ｄ或ＤＬ－泛酸及其衍生物

７２ ２９３６２５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Ｂ６及其衍生物

７３ ２９３６２６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Ｂ１２及其衍生物

７４ ２９３６２７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Ｃ及其衍生物

７５ ２９３６２８００ 未混合的维生素Ｅ及其衍生物

７６ ２９３６９０１０ 维生素ＡＤ３

７７ ２９３６９０９０ 其他维生素原、混合维生素及其衍生物

７８ ２９３７１１００ 生长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结构物

７９ ２９３７１２１０ 重组人胰岛素及其盐

８０ ２９３７１２９０ 其他胰岛素及其盐

８１ ２９３７１９００ 其他多肽激素、蛋白激素、糖蛋白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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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２９３７２１００ 可的松、氢化可的松及脱氢可的松及脱氢皮质 （甾）醇

８３ ２９３７２２１０ 地塞米松

８４ ２９３７２２９０ 其他皮质 （甾）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８５ ２９３７２３１１ 孕马结合雌激素

８６ ２９３７２３１９ 其他动物源的雌 （甾）激素和孕激素

８７ ２９３７２３９０ 其他皮质甾类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８８ ２９３７２９００ 其他甾族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结构物

８９ ２９３７５０００ 前列腺素、血栓烷和白细胞三烯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９０ ２９３７９０００ 其他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包括改性链多肽

９１ ２９４１９０５９ 其他头孢菌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９２ ３００１９０９０ 其他供治疗或预防疾病用人体或动物制品

９３ ３００２１２００ 抗血清及其他血份

９４ ３２０４１４００ 直接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９５ ３３０２９０００ 其他工业用混合香料及香料混合物

９６ ３５０１９０００ 酪蛋白衍生物；酪蛋白胶

９７ ３５０２９０００ 其他白蛋白及白蛋白盐及其衍生物

９８ ３５０５１０００ 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９９ ３８１０９０００ 焊接用的焊剂及其他辅助剂；作焊条芯子或焊条涂料用的制品

１００ ３８１１２１００ 含有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的润滑油添加剂

１０１ ３８１５９０００ 其他反应引发剂、反应促进剂、催化剂

１０２ ３８２１００００ 供微生物或植物、人体、动物细胞生长或维持用的培养基

１０３ ３８２３１９００ 其他工业用单羧脂肪酸；精炼所得的酸性油

１０４ ３９０１４０２０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１０５ ３９０１４０９０ 其他乙烯－α－烯烃共聚物，比重小于０９４

１０６ ３９０２３０９０ 初级形状的其他丙烯共聚物

１０７ ３９０５９９００ 其他乙烯酯或乙烯基的聚合物

１０８ ３９０７３０００ 初级形状的环氧树脂

１０９ ３９０９３１００ 聚 （亚甲基苯基异氰酸酯）（粗ＭＤＩ、聚合ＭＤＩ）

１１０ ３９１７３１００ 塑料制的软管

１１１ ３９１７３２００ 其他未装有附件的塑料制管子

１１２ ３９１７３９００ 塑料制的其他管子

１１３ ３９１７４０００ 塑料制的管子附件

１１４ ３９１８１０９０ 氯乙烯聚合物制的铺地制品

１１５ ３９１８９０９０ 其他塑料制的铺地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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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３９１９１０９９ 其他材料制的，宽度≤２０ｃｍ的其他成卷塑料胶粘板片等

１１７ ３９１９９０９０ 其他自粘塑料板、片、膜等材料

１１８ ３９２０９９９０ 其他塑料制的非泡沫塑料板片

１１９ ３９２１１９９０ 其他泡沫塑料板、片、膜、箔及扁条

１２０ ３９２１１２１０ 泡沫聚氯乙烯人造革及合成革

１２１ ３９２１１２９０ 泡沫聚氯乙烯板、片、带、箔及扁条

１２２ ３９２１１３１０ 泡沫聚氨酯制人造革及合成革

１２３ ３９２３１０００ 塑料制盒、箱及类似品

１２４ ３９２３２９００ 其他塑料制的袋及包

１２５ ４００８２１００ 非海绵硫化橡胶制板、片及带

１２６ ４００９１１００ 未经加强或未与其他材料合制的无附件管子

１２７ ４００９１２００ 未经加强或未与其他材料合制的装有附件管子

１２８ ４００９２１００ 金属加强或与金属合制的硫化橡胶管

１２９ ４００９２２００ 用金属加强或只与金属合制装有附件的管子

１３０ ４００９３１００ 用纺材加强或只与纺材合制的无附件的管子

１３１ ４００９４２００ 用其他材料加强或与其他材料合制有附件管子

１３２ ４０１０１２００ 纺织材料加强的硫化橡胶输送带及带料

１３３ ４０１０３１００ 梯形截面Ｖ肋环形传动带６０ｃｍ＜周长≤１８０ｃｍ

１３４ ４０１０３３００ 梯形截面Ｖ肋环形传动带１８０ｃｍ＜周长≤２４０ｃｍ

１３５ ４０１０３５００ ６０ｃｍ＜外周长≤１５０ｃｍ的环形同步带

１３６ ４０１０３９００ 其他硫化橡胶制的传动带及带料

１３７ ４０１６９３１０ 硫化橡胶制机器、仪器用垫片等密封垫

１３８ ４０１６９３９０ 硫化橡胶制其他垫片等密封垫

１３９ ４０１６９９１０ 硫化橡胶制机器及仪器用其他零件

１４０ ４０１６９９９０ 其他未列名硫化橡胶制品

１４１ ４０１７００２０ 硬质橡胶制品

１４２ ４１０７９１００ 已鞣全粒面未剖层非整张牛、马皮革

１４３ ４４０８９０１９ 其他非针叶木、非热带木制饰面用单板，厚度不超过６毫米

１４４ ４４０８９０９１ 其他温带非针叶木制单板，厚度不超过６毫米

１４５ ４４１１１４２９
厚度超过９毫米，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０５克，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０８克，其他木制中

密度木纤维板

１４６ ４４１２１０１９ 其他由薄板制的竹制胶合板，每层厚度不超过６毫米

１４７ ４４１２３１００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的，每层厚度不超过６毫米的，仅由薄木板制的其他胶合板 （竹制除外）

１４８ ４４１２９２００ 其他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的木面多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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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４８０５９１９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１５０克及以下的成卷或成张的其他未经涂布的纸及纸板

１５０ ４８１１４１００ 成卷或成张的自粘的胶粘纸及纸板

１５１ ５２０８３３００ 染色的轻质三、四线斜纹布，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５２ ５２０８３９００ 染色的轻质其他机织物，按重量计含棉量在８５％及以上

１５３ ５３０９１９００ 其他全亚麻机织物

１５４ ５４０２５９２０
断裂强度大于等于２２ｃＮ／ｄｔｅｘ，且初始模量大于等于７５０ｃＮ／ｄｔｅｘ的聚乙烯纱线，捻度每米

超过５０转

１５５ ５４０７７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其他纯合成纤维长丝布

１５６ ５６０７４９００ 聚乙烯或聚丙烯制线、绳、索、缆

１５７ ５６０７５０００ 其他合纤制线、绳、索、缆

１５８ ５６０９００００ 用纱线、扁条、绳、索、缆制其他物品

１５９ ６００６９０００ 未列名针织、钩编织物

１６０ ７００７１１１０ 航空航天器及船舶用钢化安全玻璃

１６１ ７２１９３３９０ 其他１ｍｍ＜厚度＜３ｍｍ冷轧不锈钢宽板材

１６２ ７２１９３５００ 厚度＜０５ｍｍ冷轧不锈钢宽板材

１６３ ７２２２３０００ 不锈钢丝

１６４ ７２２２４０００ 不锈钢角材、型材及异型材

１６５ ７２２３００００ 其他不锈钢条、杆

１６６ ７３０４１１３０ 外径不超过１１４３毫米的不锈钢制石油或天然气套管

１６７ ７３０４２２１０ 外径不超过１６８３毫米的不锈钢制钻管

１６８ ７３０４２３１０ 外径不超过１６８３毫米的非不锈钢制钻管

１６９ ７３０４２３９０ 其他非不锈钢制钻管

１７０ ７３０４４１９０ 冷拔或冷轧的不锈钢制的其他无缝管

１７１ ７３０５１２００ 其他纵向焊接石油、天然气粗钢管

１７２ ７３０５３１００ 纵向焊接的其他粗钢铁管

１７３ ７３０６２９００ 其他钻探石油天然气用套、导管

１７４ ７３０６４０００ 不锈钢其他圆形截面细焊缝管

１７５ ７３０７１１００ 无可锻性铸铁制管子附件

１７６ ７３０７１９００ 可锻性铸铁及铸钢管子附件

１７７ ７３０７２１００ 不锈钢制法兰

１７８ ７３０７２２００ 不锈钢制螺纹肘管、弯管、管套

１７９ ７３０７２９００ 不锈钢制其他管子附件

１８０ ７３０７９１００ 未列名钢铁制法兰

１８１ ７３０７９３００ 未列名钢铁制对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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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７３０７９９００ 未列名钢铁制其他管子附件

１８３ ７３０８３０００ 钢铁制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１８４ ７３１０１０００ 盛装物料的钢铁容器，５０Ｌ≤容积≤３００Ｌ

１８５ ７３１０２１９０ 容积在５０升以下焊边或卷边接合的罐

１８６ ７３１０２９９０ 容积在５０升以下其他的罐

１８７ ７３１２１０００ 非绝缘的钢铁绞股线、绳、缆

１８８ ７３１２９０００ 非绝缘钢铁编带、吊索及类似品

１８９ ７３１４１９００ 其他钢铁丝制机织品

１９０ ７３１５１１９０ 其他滚子链

１９１ ７３１５１２００ 其他铰接链

１９２ ７３１５１９００ 铰接链零件

１９３ ７３１５８１００ 日字环节链

１９４ ７３１６００００ 钢铁锚、多爪锚及其零件

１９５ ７３１５８２００ 其他焊接链

１９６ ７３１８１６００ 螺母

１９７ ７３１８１９００ 其他螺纹制品

１９８ ７３１８２４００ 销及开尾销

１９９ ７３１８２９００ 其他无螺纹制品

２００ ７３２０１０９０ 其他片簧及簧片

２０１ ７３２０２０９０ 其他螺旋弹簧

２０２ ７３２０９０９０ 其他弹簧

２０３ ７３２５９９１０ 工业用未列名可锻性铸铁制品

２０４ ７３２６１９１０ 工业用未列名钢铁制品

２０５ ７３２６２０１０ 工业用钢铁丝制品

２０６ ７３２６９０１９ 其他工业用钢铁制品

２０７ ７４０９９０００ 其他铜合金板、片、带

２０８ ７４１０２１１０ 印刷电路用覆铜板

２０９ ７４１９８０９９ 非工业用其他铜制品

２１０ ７５０５１２００ 合金镍条、杆、型材及异型材

２１１ ７５０５２２００ 镍合金丝

２１２ ７５０７１２００ 镍合金管

２１３ ７５０７２０００ 镍及镍合金管子附件

２１４ ７５０８１０１０ 镍丝制的布

２１５ ７５０８９０８０ 其他工业用镍制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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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税号 商品名称

２１６ ７５０８９０９０ 其他非工业用镍制品

２１７ ７６０６１２５９ 其他０３５ｍｍ＜厚度≤４ｍｍ的铝合金制矩形铝板片带

２１８ ７６０６１２９０ 厚度＞４ｍｍ的铝合金制矩形铝板片带

２１９ ７６０７１９００ 其他无衬背铝箔

２２０ ７６０７２０００ 有衬背铝箔

２２１ ７６１０１０００ 铝制门窗及其框架、门槛

２２２ ７６１６９９９０ 其他非工业用铝制品

２２３ ７８０６００９０ 其他铅制品

２２４ ８００１２０２１ 按重量计含铅量在０１％以下的焊锡

２２５ ８２０７７０９０ 其他铣削工具

２２６ ８２０７８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立方氮化硼制的车削工具

２２７ ８３０２１０００ 铰链 （折叶）

２２８ ８３０２４２００ 家具用贱金属配件及架座

２２９ ８３０８１０００ 贱金属制钩、环及眼

２３０ ８３０９９０００ 盖子瓶帽螺口塞封志等包装用配件

２３１ ８４０９９９１０ 其他船用发动机零件

２３２ ８４０９９９９１ 功率≥１３２３９ｋＷ发动机零件

２３３ ８４１２９０９０ 其他发动机及动力装置的零件

２３４ ８４１３１９００ 其他装有或可装计量装置的泵

２３５ ８４１３５０２０ 电动式往复式排液泵

２３６ ８４１３７０１０ 转速≥１００００转／分离心泵

２３７ ８４１３７０９９ 其他离心泵

２３８ ８４１３８１００ 其他液体泵

２３９ ８４１３９１００ 液体泵用零件

２４０ ８４１４８０４９ 除螺杆式之外的空气及其他气体压缩机

２４１ ８４１４９０９０ 税目８４１４其他所列机器零件

２４２ ８４１５９０９０ 制冷量＞４千大卡／时的空调的零件

２４３ ８４１８６９９０ 其他制冷设备

２４４ ８４１９４０９０ 其他蒸馏或精馏设备

２４５ ８４１９９０９０ 税目８４１９的其他机器设备用零件

２４６ ８４２１２１９１ 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

２４７ ８４２１２１９９ 其他过滤或净化水的装置

２４８ ８４２１２９９０ 其他液体的过滤、净化机器及装置

２４９ ８４２１９９９０ 其他过滤、净化装置用零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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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号 商品名称

２５０ ８４３１１０００ 滑车、绞盘、千斤顶等机械用零件

２５１ ８４３１２０９０ 其他税目８４２７所列机械的零件

２５２ ８４３１３１００ 升降机、倒卸式起重机或自动梯的零件

２５３ ８４３１３９００ 税目８４２８所列其他机械的零件

２５４ ８４３１４３１０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机用零件

２５５ ８４３１４９９９ 其他工程机械的零件

２５６ ８４６７９９９０ 其他手提式工具用零件

２５７ ８４７１６０９０ 自动处理设备的其他输入或输出部件

２５８ ８４７３５０００ 税目８４６９－８４７２中所列机器零附件

２５９ ８４７４９０００ 税目８４７４所列机器的零件

２６０ ８４７９８９９９ ８４章其他税号未列名机器及机械器具

２６１ ８４７９９０９０ 税目８４７９所列机器的其他零件

２６２ ８４８１８０４０ 其他阀门

２６３ ８４８１９０１０ 阀门用零件

２６４ ８４８１９０９０ 龙头、旋塞及类似装置的零件

２６５ ８４８２１０１０ 调心球轴承

２６６ ８４８２１０２０ 深沟球轴承

２６７ ８４８２１０４０ 推力球轴承

２６８ ８４８２２０００ 锥形滚子轴承

２６９ ８４８２４０００ 滚针轴承

２７０ ８４８２５０００ 其他圆柱形滚子轴承

２７１ ８４８２８０００ 其他滚动轴承及球、柱混合轴承

２７２ ８４８２９１００ 滚珠、滚针及滚柱

２７３ ８４８２９９００ 滚动轴承的其他零件

２７４ ８４８３１０９０ 其他传动轴及曲柄

２７５ ８４８３２０００ 装有滚珠或滚子轴承的轴承座

２７６ ８４８３３０００ 未装滚珠或滚子轴承的轴承座

２７７ ８４８３４０２０ 行星齿轮减速器

２７８ ８４８３５０００ 飞轮、滑轮及滑轮组

２７９ ８４８３６０００ 离合器及联轴器 （包括万向节）

２８０ ８４８３９０００ 带齿的轮等其他零件

２８１ ８４８４１０００ 金属片密封垫或类似接合衬垫

２８２ ８４８４２０００ 机械密封件

２８３ ８４８４９０００ 其他材料制密封垫及类似接合衬垫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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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号 商品名称

２８４ ８４８７９０００ ８４章其他税号未列名机器零件

２８５ ８５０１３４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３７５千瓦的直流电动机、发电机，不包括光伏发电机

２８６ ８５０１５１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７５０瓦的多相交流电动机

２８７ ８５０４３１９０ 额定容量不超过１千伏安的其他变压器

２８８ ８５０４４０９１ 具有变流功能的半导体模块 （静止式变流器）

２８９ ８５０６５０００ 锂的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２９０ ８５１１５０９０ 其他发电机

２９１ ８５１６９０１０ 土壤加热器及加热电阻器零件

２９２ ８５１６９０９０ 税目８５１６所列货品的其他零件

２９３ ８５２９９０４９ 其他电视摄像机、视频摄录一体机、数字照相机用零件

２９４ ８５４４１１００ 铜制绕组电线

２９５ ９０２９９０００ 税目９０２９所列仪表的零件、附件

２９６ ９０３３００００ 第９０章所列机器、器具、仪器或装置用的第９０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零件、附件

２９７ ９４０１２０１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机动车辆用坐具

注：１商品名称仅供参考，具体商品范围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２０２５）》中的税则号列对应的商品范围
为准。

２零部件指清单第１０５项、１１２－１３９项、１４１－１４８项、１５０－１５３项、１５５－２０６项、２０９－２１９项、２２１－２２３项、
２２７－２２９项、２３１－２３３项、２３５－２９７项商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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