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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靠港补给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提升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

给便利化水平，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际邮轮，是指航行国际航线的外国籍

邮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邮轮。

国际邮轮在停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期间获得其运营所需

的物资及相关服务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国家建立健全适应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制度规范，

鼓励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给，保护国际邮轮经

营者、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加强国际邮轮靠港补给工作的信息共享、协同配合、服务

保障。

国务院发展改革、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有关沿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港口布局，推进国际邮轮靠港补给配套

设施建设，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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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电子化、

智能化、标准化水平，优化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

成本。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应

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移民管理等主管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根据需要制定国际邮轮靠港补

给便利化政策措施。

国际邮轮停靠港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加强

对靠港补给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征求港口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地区补给便利化政策措施，支持、督促所属部

门、单位履行职责。

第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结

合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靠港补给

物资实行分类管理，完善不同种类物资的通关、仓储等管理措施，

推动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保障中心建设。

第六条 船舶供油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保税油

供应业务，提升保障供应能力，为靠港补给的国际邮轮提供便捷、

高效的服务。

第七条 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国际邮轮经营者建立

健全协作机制，完善岸电供受电设施管理、使用、维护保养制度

和操作规程等，确保靠港补给的国际邮轮依照有关规定安全规范

使用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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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供应国际邮轮运营所需的食品、日

常生活用品、药品、医疗器械、应急救援物资、船舶备件等物资，

提供相关服务。

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物资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或者超出国际

邮轮自用数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

海关手续；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不得提供补给。

国际邮轮起卸的物资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

不得起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第九条 国际邮轮需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采购的药品、

医疗器械，由具备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资质的企业供应。

国际邮轮需要采购的药品属于国家实行出口许可管理的，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有关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并告知申请人。

第十条 国际邮轮需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采购的免税

烟草制品，由具备免税烟草制品经营资质的企业供应。免税烟草

制品经营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供应国际邮轮工作人员和

旅客在国际邮轮上自用且数量合理的免税烟草制品。

第十一条 国际邮轮停靠港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在征求港口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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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靠港补给常用低危物资清单，明确允许在本行政区域内港口

补给与国际邮轮运营相关的常用低危物资种类和数量。

常用低危物资的运输、仓储、补给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

与相关物资危险程度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境内物资供应国际邮轮的，可以按照一般贸易方

式出口或者作为进出境运输工具物料出口，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出口退税。

海关对前款规定的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物资明确相应

的监管要求，强化风险管理；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可

以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通关手续。

第十三条 国际邮轮靠港补给所需物资，可以依照海关有关

规定集中存放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保税场所内。海关应当为

相关物资仓储、分拨、转运、配送、装卸等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四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际邮轮靠港补给境外物资

的，不实行关税配额、许可证管理。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际邮轮靠港补给境外物资的，同一集

装箱可以在指定区域到港拆箱、换装、分拆、集拼后离港，具体

办法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十五条 国际邮轮经营者、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

者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靠港补给活动

中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违反本规定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违反本规定，侵犯国际邮轮经营者、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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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者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在履行相关职责

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