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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法规审议通过后,相关部门要加大商事调

解宣传力度,尽快制定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细

化落实法规规定,推动和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

解发展。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四十号

《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保税维修业务发展若干规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1月28日

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保税维修业务发展若干规定
(2024年11月28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浦东新区保税维修业务

发展,提升加工贸易水平,畅通国内外产业链,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对外开放,根据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浦东新区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浦东新区行政区

域内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浦东新区

保税维修业务发展工作的领导,深化与国家有

关部门的协作,统筹协调浦东新区保税维修业

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应当落实国家和本市保税维修

政策,建立保税维修工作管理机制,制定促进保

税维修业务发展的具体措施,并按照各自职责

负责保税维修业务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和浦东新区商务部门应当牵头

协调推进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按照职责开展相

关管理工作。

市和浦东新区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职责负责

保税维修业务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浦东新区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支持保税维修业务发展的

相关工作。

海关依法履行保税维修业务相关监督管理

职责。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委员会(管理局)应

当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负责辖区内的保税维修

业务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符合条件的

企业可以开展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内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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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维修业务;开展本企业集团国内销售的自产

产品保税维修业务,维修后返回国内的,不受综

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限制。

除前款规定外,综合保税区内符合条件的

企业还可以开展来自境外且维修后复运出境

(以下称“两头在外”)的低剂量X射线安全检

查设备、X射线无损探伤检测仪、成套的核磁共

振成像装置、彩色超声波诊断仪等医疗器械的

保税维修业务;依法应当取得辐射安全许可的,

应当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医疗器械产品维修

后,不得在境内流通使用。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支

持的企业,可以试点开展前两款规定情形外的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的“两头

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

第六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含

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区域,以下简称自贸试验

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符合条件的海关高

级认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目录及相关要

求,开展飞机、船舶、盾构机等大型装备“两头在

外”的保税维修业务。

自贸试验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获得国

家有关部门支持的企业,可以试点开展前款规

定情形外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

求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

第七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自贸试验区

外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的企业,可以试点开

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船舶、工程机械等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的“两头在外”

的保税维修业务。

第八条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具

备相应的生产场所、经营范围、生产资质、技术

人员等条件,建立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管理制

度和信息化系统。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制定保税维

修业务管理方案,明确保税维修业务操作规范、

安全规程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

企业依据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六条第

二款、第七条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试点,还应当在

保税维修业务管理方案中明确待维修货物来

源、修理后去向等内容。

第九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保

税维修业务,应当将保税维修业务管理方案提

交所在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委员会(管

理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委员会(管理

局)应当会同属地商务、生态环境部门和主管海

关等研究确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企业名单,

制定监管方案,报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和海关

备案。

自贸试验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企业开

展“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应当将保税维

修业务管理方案提交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或者浦

东新区商务部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或者浦东

新区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主

管海关等研究确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企业名

单,制定监管方案,报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和

海关备案。

第十条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试点,应

当将保税维修业务管理方案提交市商务部门。

市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市生态环境部门、海关以

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或者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进

行审核,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

第十一条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符

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规定或者国家有关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授权作出的规定准许外,不得开展禁止进出

口货物的保税维修业务,不得通过保税维修方

式开展拆解、报废等业务。

企业不得通过保税维修方式进口固体废

物。

第十二条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依

法落实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保税维修

料件质量控制,从源头减少保税维修固体废物

产生量,将固体废物产生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申报所产生固体

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和处置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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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展进境保税维修业务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处置固体废物。委托他人

运输、利用、处置的,企业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

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属于危险废物的,还应当符

合国家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有关要求。

进境保税维修业务相关的危险废物复运出

境,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

的规定。

第十三条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部门、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委员会(管理局)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制定保税维修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方案,

明确监管内容、方式等要求,加强全过程监管。

第十四条 来自境外、符合规定的待维修

货物进入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维

修后,经验核相关证件并符合相关进口监管要

求的可以内销,并依法征税,但国家禁止进口产

品或者未经准许的限制进口产品应当复运出

境。

来自境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符合规定

的待维修货物,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维修

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直接出口。

第十五条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应当会同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以及

海关等建立多部门联网的保税维修业务监管平

台,实现保税维修货物流向、修理流程、生态环

境保护等全过程管理信息共享,以及风险快速

预警和及时处置。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应

当会同主管海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委员

会(管理局)通过保税维修业务监管平台,加强

对保税维修业务的日常监管。

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当将维修耗用等

信息及时上传到保税维修业务监管平台。

第十六条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应当会同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和海

关制定保税维修业务试点联合监管制度,明确

日常监管要求、违法行为处置和试点退出程序。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应

当在保税维修业务监管平台设置试点业务监管

模块,对货物进出境、进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

及内销、出口等环节实施监管;对于企业有重大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走私行为等情形的,依法追

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及时启动退出程序。

第十七条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应当聚焦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探索保税维修业务制度创新,促进保税维修

业务集聚,带动产业升级。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应

当优化保税维修企业服务机制,为企业在业务

申办、运输物流、货物通关、人才引进等方面提

供便利。

第十八条 本市鼓励金融机构优化跨境人

民币业务办理,加大对保税维修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保税维修业务发展。

第十九条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范围以外)开展保税维修

业务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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