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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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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已封关运营的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中心运营现状存在较大差异，在服务功能、产业定位、服务区位等方
面，各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拥有各自的侧重点及发展方向，但也存在着功能利用重合等问题。湖南省保税物流运营与

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为：功能重合、竞争加剧，个体差距大、发展极不平衡，报关繁琐、运营不畅；其制约因素有：省内经济发

展失衡、产业竞争力不强，区位优势弱、外贸依存度低，政策倒挂、保税物流效用降低，周边省市的竞争激烈等。建议合理规

划业务功能布局、避免过度竞争，打破部门利益、促进湖南保税物流协同发展，优化通关手续、减少“二次报关”，加强招商项

目管理建设等，以提升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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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以
及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与现代物流业的持续繁荣，

中国的保税物流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特殊经济政

策，不断完善自身服务体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的

增长方式，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水

平，积极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税物

流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流模式，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

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税物流是指保税状

态下货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或网点间的流

通和转移，包括保税货物在供应链上的采购、存储、

配送、分销、运输、调拨等。保税物流区域是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与监管场所的总称，是国家为促进地区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进出口贸易活动较活跃的地

区批准设立的一种对外开放区域，区内享有特殊海

关优惠政策。［１］

作为长江中游经济带的重要一极，湖南经济实

力不断提升（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６年，湖南对外贸
易总额达１７８２．２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达
１２０５．２亿元人民币，进口总额达 ５７７．０亿元人民
币，外贸依存度为５．７０％。［２］在中部六省中，湖南
进出口总额排名第五，外贸依存度最低，外向型经

济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大力发展保

税物流，对降低国际物流成本、增强湖南外向型经

济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湖南省经济与对外贸易总量

年份 进出口总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外贸依存度／％

２０１２ １３８４．４ ２２１５４．２ ６．２０

２０１３ １５６０．２ ２４５０１．７ ６．４０

２０１４ １９０６．９ ２７０４８．５ ７．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８２５．４ ２９０４７．２ ６．３０

２０１６ １７８２．２ ３１２４４．７ ５．７０

　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信息网。

　　一　保税物流研究及发展现状

（一）国内保税物流运营与研究现状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外高桥保税
物流园区作为我国首个保税物流园区，由此，我国保

税物流的发展拉开帷幕。２０１０年以后，国内批准设
立的保税监管场所与特殊监管区域数量开始大幅度

增长，有关保税物流发展的研究也随之增加。陈雪

等人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天津保税物流发展的因

素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影响天津保税物流发展的

一级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通关效率，其次是当地物

流发展水平，二级因素中海关监管模式影响最大；根

据分析结果，作者提出了针对天津保税物流的发展

建议。［３］孙浩等人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

贸易中心“三个中心”建设作为研究背景，研究了上

海保税物流发展策略，得出上海保税物流发展面临

的四大困境，分别为周边省市监管场所的竞争、“区

港联动”效果差、仓储建设成本过高、多部门分管导

致保税物流运营效率低下。［４］郭薇以融入“长江经济

带”建设为背景，对苏州保税物流进行态势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结合苏州综合保税物流园区的发展
现状与发展方向，提出了科学规划模式、管理运营模

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国际人才倍增模式、信息交汇

模式等未来发展模式。［５］叶菁婧在对厦门海沧保税

港区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

术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对厦门海
沧保税港区保税物流的发展提出合适的战略模

式。［６］许彤对中山市的保税物流市场进行需求预测，

并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进行 ＳＷＯＴ分析，在此基础
上，从总体定位、招商引资、政府支持三个方面提出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对策。［７］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查阅可以看出，国内有

关保税物流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于东部沿海发

达省市。由于内陆地区保税物流发展起步较晚，国

内学者对内陆地区保税物流的研究较少见。本文

以湖南省这一典型的内陆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对长

株潭、岳阳、衡阳等地区保税物流考察调研的基础

上，根据调研资料，分析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现

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助推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对

策与建议，以期为湖南省及中部省市发展保税物流

提供理论参考。

（二）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现状

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历史不足１０年。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项目成功获批，标
志着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进入起始阶段。目前，

湖南省已批准设立４家综合保税区与２家保税物
流中心（Ｂ型），分布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
阳，其基本概况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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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湖南省综合保税区及保税物流中心基本概况

名　　　称 类　　型　 区　　位　 批准时间　 封关运营时间　 规划面积／ｋｍ２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

（Ｂ型）
保税监管场所 长沙开福区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８月 １．７０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长沙东部空港片区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５日 １．９９

衡阳综合保税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衡阳市雁峰区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２．５７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岳阳城陵矶临港

产业新区
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 ２０１６年８月９日 ２．９８

湘潭综合保税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湘潭经济技术

开发区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８日 ３．１２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

（Ｂ型）
保税监管场所 株洲市石峰区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 未封关运营 ０．１６

　　通过实地调研，湖南省已封关运营的综合保税
区与保税物流中心运营现状如下：

１．衡阳综合保税区
衡阳综合保税区已建成１９栋标准厂房和２栋

保税仓库，前期入驻企业达２３家。封关运营首年，
衡阳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达５．９３亿美元，为衡阳
进出口外贸总额的２０．１％。２０１５年，衡阳综合保
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９．３亿美元，但是封关运
营２年后，衡阳综合保税区业务量开始急剧下滑，
２０１６年进出口总额仅为２．６６亿美元。目前，整个
衡阳综合保税区厂房设施大量闲置，实际入驻运营

企业仅３家，部分签约企业申请撤销登记，查验平
台和监管仓库长期处于无运营状态。

２．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封关运

行，两期建设总投资达５４亿元人民币。借助“一区
一港四口岸”资源配套一体化平台的高效运营，封

关运营４月，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突
破１０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签约和在谈项目
达１４０余个，９２家企业完成注册。由于封关运营时
间较晚，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目前仅有７个项
目开工建设，涵盖电子信息科技、肉制品、橡胶加工

等产业。

３．湘潭综合保税区
封关运营２年以来，湘潭综合保税区发展形势

较好，成绩显著，封关第一年实现进出口总额５．１３
亿美元。２０１６年实现进出口总额６．４亿美元，创造
关税１．１亿元人民币。截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园内已
有４８家注册企业，实际入驻企业８家，累计报关票
数１１０７单。目前，湘潭综合保税区已初步形成制
造贸易、电子信息、跨境商贸等产业格局，同时努力

筹建高质量进口肉制品、水果、冷鲜产品指定查

验场。

４．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５日封

关运营，目前第三批标准厂房与仓库正在加紧建

设，药品监管仓、生鲜仓库及跨境电商大厅即将投

入运行。截至２０１７年８月，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已
成功引进深圳驰骋科技、南洋国际电子主板等 ２７
个项目，在谈项目近１００个，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精密仪器等产业。目前，黄花综合保税区已有

５０余家公司注册，１５个已运作项目，预计２０１７年
下半年对外贸易总额将突破８亿美元。
５．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Ｂ型）
作为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的排头兵，长沙金霞

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截至２０１７年
２月，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累计报关３６０００单，监管
总货值８８．５亿美元，征收关税２０．４亿元人民币，
占长沙海关关税总额的３８％。２０１６年，金霞保税
物流中心报关总票数８０５１单，进出口总额达１８．３
亿美元，实现税收５．８亿元人民币；现已入驻企业
２０余家，服务全省２８０余家制造型企业。目前，金
霞保税物流中心已启动二期建设，拟建设集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于一体的现代化

商贸物流平台，同时积极拓展跨境电商业务，释放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的功能和效益。

通过以上运营现状的分析比较，可知湖南已封

关运营的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中心运营现状存

在较大差异。同时，在服务功能、产业定位、服务区

位等方面，湖南各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在未

来的运营中有各自的侧重点及发展方向（如表３所
示），但也同时存在着功能利用重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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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湖南省保税物流的主要功能、产业定位、服务区位差异

保　税　区　　 主　要　功　能　　　 产　业　定　位　　 服 务 区 位

黄花综合保税区 保税仓储、物流加工、商贸交流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电子科技、文化创意、

航空航材等产业

长沙临空

经济圈

湘潭综合保税区 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
以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跨境电商、

国际金融四大产业为主

服务长株潭，

辐射全省

衡阳综合保税区
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口岸作业、

保税综合服务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

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
中部地区

岳阳城陵矶

综合保税区

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仓储、

国际贸易展示

重点发展冷链产品、进口粮油肉制品、

电子信息、汽车、橡胶等产业

服务岳阳，

辐射中南

长沙金霞保税

物流中心（Ｂ型）
保税仓储、出口拼箱、加工贸易“一日游”

以跨境电商、电子科技、医药、

国际商贸展示为核心产业
辐射全省

株洲铜塘湾保税

物流中心（Ｂ型）

保税仓储、保税物流、口岸功能和出口退税、

进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一日游”

以国际加工、国际贸易、跨境电商、

国际金融四大产业为主

服务长株潭，

辐射中部

　　二　湖南省保税物流运营存在问题及原因
分析

　　（一）湖南省保税物流运营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１．功能重合，竞争加剧
湖南省保税物流园区服务功能比较单一，普遍

以“一日游”、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等功能为主，业务

功能重合明显。以长沙市为中心，半径５０ｋｍ范围
内有３家综合保税区和２家保税物流中心，其中株
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距离湘潭综合保税区仅约

２０ｋｍ。同其他省份相比，湖南省保税物流在小区
域范围内分布密度过大，由于功能利用存在重合，

必然会冲击到长株潭地区各个综合保税区和保税

物流中心的业务发展，甚至直接影响衡阳综合保税

区与岳阳综合保税区的健康发展；若协调不好，对

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有关政府

部门应从全省保税物流健康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长

远战略视角合理规划湖南省各保税物流区域的业

务功能布局。

２．个体差距大，发展极不平衡
从全省保税物流的发展现状来看，各保税区个

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目前，湖南省仅有长沙金

霞保税物流中心和黄花综合保税区发展形势较好，

而非省会城市的保税物流区域存在着发展缓慢、业

务量小、盈利能力弱、招商引资进展缓慢等问题，部

分综合保税区甚至已经出现不健康运营状态。如

衡阳综合保税区业务量在封关运营后出现急剧下

降的趋势，２０１６年完成进出口额仅２．６６亿美元，已

签约的入驻企业处于停滞阶段，部分企业撤销登

记，实际入驻运营企业仅３家，且入驻企业盈利较
弱，需依靠政府资金补贴勉强生存。目前，衡阳综

合保税区厂房设施大量闲置，查验平台和监管仓库

已经长期处于空仓无运营状态。

３．报关繁琐，运营不畅
湖南省作为中国内陆省份，货物不能直接进入

湖南保税物流区域，必须转经其他地区。虽然海关

对内陆保税监管场所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

一线、二线同时管理。［８］外贸型企业的货物进入湖

南要经过两次海关的通关与报检，程序重复，手续

繁杂。在货物出口过程中，经过内陆保税物流园区

的货物在办理出口手续后，仍然需要运输至东部沿

海地区港口等待出口。

（二）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的制约因素

１．省内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竞争力不强
除长沙市以外，湖南省内其他城市经济总量与

对外贸易总额偏小（如表４所示），无法支撑保税物
流的发展。另外，省内加工贸易型企业数量少、规

模不大，企业类型基本以单向贸易为主，不适合“两

头在外，双向贸易”的产业方向。同时，湖南省内加

工贸易型企业的基础设施、生产工艺相对落后，产

业配套能力不强，出口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加工贸

易型企业分散，没有整合集中，很难形成与之配套

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集聚产业群。以上诸多因素直

接导致湖南省保税物流的发展过度依赖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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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湖南省部分城市经济与对外贸易总量

城市 进出口总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外贸依存度／％

长沙 ７２６．７１ ９３２３．７０ ７．８０

株洲 １１６．８６ ２５１２．５０ ４．７０

湘潭 １４３．５０ １８４５．７０ ７．８０

岳阳 ９８．５０ ３１００．８７ ３．２０

衡阳 １７７．１７ ２８５３．０２ ６．２５

　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信息网。

２．区位优势弱，外贸依存度低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湖南省远离海港，地理

位置较偏僻，现代物流业发展较滞后，物流运作成

本较高，在吸引资金流入、项目引进等方面面临诸

多困难。加工贸易型企业的业务特点是进口与出

口并存，由于湖南省区位优势较弱，企业进出口商

品运输周期与响应时间要比东部沿海地区更长。

从中部省份范围内看，湖南省外贸依存度在中部六

省中最低（如表５所示），经济开放度不及全国平均
水平的１／５。

表５　２０１６年中部省份经济与对外贸易总量

地区 进出口总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外贸依存度／％

湖南 １７８２．２ ３１２４４．７０ ５．７０

湖北 ２６００．１ ３２２９７．９１ ８．１０

江西 ２６４３．９ １８３６４．４０ １４．４０

安徽 ２９４６．８ ２４１１７．９０ １２．２０

河南 ４７１４．７ ４０１６０．０１ １１．７０

山西 １０９９．０ １２９２８．３０ ８．５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３．政策倒挂，保税物流效用降低
国家当初建立海关监管场所与特殊监管区域

的目的是将加工贸易型企业集中到监管区统一管

理，但并没有限制入驻企业只能在海关监管区内发

展。湖南省保税物流区域内相关政策还不如区外，

如内销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废弃物回收处理政策、

售后服务政策等，使区内的很多政策与区外存在

“倒挂”现象，导致大部分加工贸易型企业不愿入

驻，限制了保税物流的发展。

４．周边省市的竞争激烈
目前，全国已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

中心总数量１００余个，仅中部周边省份就有２０余
家已封关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中心（如表 ６所
示），招商引资竞争趋于白热化。为推动保税物流

发展，各省市都已出台一系列产业优惠政策，如湖

北、江西、安徽等省已安排专项资金来扶持本省保

税物流的发展。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湖南省招商

引资工作进展缓慢，缺乏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导

致许多潜在的项目转移到其他省市。

表６　中部六省已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
　　保税物流中心数量 个

项　目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河南 山西

综合保税区数量 ４ ２ ２ ２ ３ １

保税物流中心数量 ２ ４ １ ２ ３ １

　注：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

　　三　推动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１．合理规划业务功能布局，避免过度竞争
省市各级政府应坚持从湖南省保税物流健康

发展的大局出发，从长远战略角度合理规划省内综

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的产业与服务功能布局，

减少相似的产品，降低产业重合度，避免过度竞争，

实现错位发展。如黄花综合保税区重点发展生物

医药、航空航材产业，湘潭综合保税区以电子信息、

跨境电商产业为主，衡阳综合保税区以新能源与装

备制造业为主，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以冷链产品、进

口食品、橡胶产业为主，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以跨境

电商、电子科技、国际商贸展示产业为主，铜塘湾保

税物流中心以服务加工贸易型产业为主，以满足周

边企业出口退税、快速通关的需求。

２．打破部门利益，促进湖南保税物流协同发展
目前，湖南省内４家综合保税区和２家保税物

流中心未能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每个保税监管区

域与监管场所各自为政，都有各自不同的作业流程

和报关规则。对此，政府部门应建立一套统一的监

管协作框架，统一各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中心的

工作流程和报关规则，若货物在省内任何一个保税

物流监管区域进行查验、报关，则在省内任何保税

监管场所与特殊监管区域享受同等待遇。同时，建

立由省政府领导，海关、国检、边检、商务厅、口岸办

等有关部门以及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

衡阳市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合

理分配相关资源与资金流入。积极借鉴其他省市

发展保税物流的成功经验，就建设中的管理规范、

业务流程、政策运用等方面的问题及时沟通，并统

筹解决相关问题。积极推进检验检疫、海关、商务

厅等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共同构建便捷高效的通

关与监管模式和机制，加速实现区港联动和区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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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促进湖南省各综合保税区与保税物流中心的功

能提升和转型。［９］

３．优化通关手续，减少“二次报关”
努力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湖南省各综合保

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入驻企业、海关、

国检、国税、铁路口岸、公路口岸等的信息联网与共

享，逐步完善“信息自动化报关”系统，推进大通关

信息整合。为尽可能避免“二次报关”，进一步减轻

企业运营负担，应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商制度的作

用，整合省内优势资源，集中建设一批检验检疫查

验监管直通平台，与东部沿海地区港口、机场等进

行无缝业务对接。另一方面，政府应支持区内入驻

企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鼓励相关优势企业

适时建设一批“海外仓”，构建现代国际贸易重要物

流节点。

４．加强招商项目管理建设
湖南省市各级政府应积极争取中央产业政策，

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

根据湖南省保税物流区域的物流资源与功能，有针

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安排专项资金对入驻企

业进行财政补贴。另外，要大力引进一批加工贸易

型企业入驻湖南保税物流园区，主动形成一定规模

的加工贸易型产业基地，扩大湖南省保税物流体

量，增强湖南省加工贸易型产业的竞争力。同时，

积极引进各级物流公司，尤其是第三方物流服务

商，引导区内主要物流企业选择高附加值、流量大

的产品为其经营的主要业务。通过相应的企业合

作，形成一个可靠而稳定的供应链体系，这样不仅

可为保税物流区域带来新的物流技术和管理经验，

也能扩展湖南省保税物流的产业集群优势，促进湖

南省保税物流的健康发展。［１０］

随着湖南省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湖南省与全

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未来，湖南省保税物流发展

空间较大。以长远战略视角合理规划湖南省保税

物流产业与服务功能布局，进一步优化通关效率，

加强招商项目管理建设，必将全面提升湖南省保税

物流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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