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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优质文化供给，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

促进我国文物和艺术品等进口藏品的收藏和保护事业健康发

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以从事永久收藏、展示和

研究等公益性活动为目的，通过接受境外捐赠、归还、追索

和购买等方式进口的藏品，以及外交部、国家文物局进口的

藏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藏品，是指具有收藏价值的各种

材质的器皿和器具、钱币、砖瓦、石刻、印章封泥、拓本（片）、

碑帖、法帖、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典图、文献、古籍善本、

照片、邮品、邮驿用品、徽章、家具、服装、服饰、织绣品、

皮毛、民族文物、古生物化石标本和其他物品。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是指国家有关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有关部门所属的国

有公益性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及美术馆。 

第五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名单由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商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后以公告形式发布。 

第六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与其收藏范围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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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方能申请享受本税收政策。 

第七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应在进口藏品前，向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提交进口藏品申请，申请材料包括藏

品基本情况、进口目的、与收藏范围是否相符等内容。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应建立健全审核机制，按职责分工制

定相应的审核工作规程，对进口藏品申请进行审核并出具审

核意见，确保进口藏品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

的有关要求。 

第八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应凭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出具的审核意见，捐赠、归还、追索和购

买等有效进口凭证及其他相关材料向海关办理免税手续。 

第九条  各级文化旅游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国有公

益性收藏单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和《博物馆管理办法》等规定加

强管理，确保免税进口藏品永久收藏，仅用于公益性活动，

不得转让、移作他用、抵押、质押或出租。 

第十条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应建立藏品登记备案制

度，在藏品总账中设立进口藏品子账。在免税进口藏品入境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记入进口藏品子账，列入本单位内部年

度检查事项，并报送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备案，抄报

海关。 

免税进口藏品如需在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之间依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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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拨、交换、借用，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相关手续，并报送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备案。

相关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无需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 

第十一条  本规定第四条范围之外的其他国有公益性收

藏单位如有免税进口藏品需求，可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

物局提出申请。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商财政部、海关

总署、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核，确有必要进口的藏品

可按本规定享受免税政策，并按相关要求管理。 

国家文物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免税进口的藏品划

拨到本规定第四条范围之外的其他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的，

划拨的藏品可按本规定享受免税政策，并按相关要求管理。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应将上述事项的有关情况函

告海关总署，并抄送财政部、税务总局。 

第十二条  各级文化旅游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免

税进口藏品管理工作的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

同制定免税进口藏品具体管理办法，并做好免税进口藏品的

年度汇总统计和政策评估等工作。 

第十三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海关建立免税进口藏品

台账，对本通知第十条规定调拨、交换等变更收藏单位情况

进行登记，抽查免税进口藏品是否存在转让、移作他用、抵

押、质押或出租情况。 

第十四条  外交部免税进口藏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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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依照本规定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享受政策的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将免税进口

藏品转让、移作他用、抵押、质押或出租的，由海关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等

有关机关处理。 

对于有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在 1 年内不得享受本

税收优惠政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 3 年内不得享受

本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4年5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