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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管理新规对保税飞机租赁的影响 

作者：王舒丨朱俊 

天津海关于 2 月 2 日发布 2019 年 1 号公告（“天津海关 1 号文”），以进一步规范通过天津自由贸易

试验区辖内各保税区（包括天津港保税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

区）开展的保税租赁业务涉及的海关管理政策。天津海关 1 号文是全国首个针对保税租赁业务的全面海关

管理规范，共十三条，涵盖保税租赁起租后的实际入区和出区入境，租赁存续期内的带租约资产转让和承租

人变更，租赁到期或终止后的退租，以及租赁到期后的留购和续租整个租赁流程。 

天津海关 1 号文自发布之日开始施行，天津海关 2015 年就试验区内保税区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相关

事宜发布的第 6 号公告，和 2015 年就试验区内保税区的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船舶、海洋工程结构物等大型

设备海关异地监管发布的 27 号公告同时终止。 

由于天津海关 1 号文同样适用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因此其规定势必影响当前境内外租赁公司通过在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内设立的项目公司所做的保税飞机租赁业务。 

本文意在全面梳理和解读天津海关 1 号文对保税飞机租赁业务的影响。 

一、天津海关 1 号文的适用 

天津海关 1 号文的适用对象、业务和租赁物如下表所示： 

适用的租赁企业 

划重点： 

 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辖内保税区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以及融资租赁公司。 

 上述公司在保税区内设立的各项目公司。 

适用的租赁物种类 

划重点： 

 适用于飞机。 

 也适用于船舶，以及其他可作为租赁物的动产。 

适用的业务类型 

划重点： 

 适用于从保税区出租给中国境内承租人的进口租赁业务。 

 未涉及从保税区出租给境外承租人的出口租赁业务。 

 既适用于保税飞机融资租赁业务，也适用于保税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二者当

前在海关均按照租赁进口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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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入区要求及变通规定 

天津海关 1 号文再次明确保税租赁的租赁物要实际进出保税区。 

现实中，由于船舶、飞机以及大型海工设备的特点和物流要求，往往难以做到整体物理实际进入保税区，

然后再从保税区内移出。因此天津海关 1 号文为飞机、船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等大型设备的实际入区做了

更为灵活的规定。按照天津海关 1 号文的规定，经过保税区的主管海关核准，可通过“派员监管”，“视频

远程监控”或“委托异地海关协助监管”等方式监管飞机、船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等大型设备租赁物。 

三、保税飞机租赁中的海关监管期限的起算 

天津海关 1 号文要求保税租赁的飞机从“出区进口之日”到“租赁结束办结海关手续之日”受海关监

管。 

该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的要求一致，即租赁进口货物自进境之日起

至租赁结束办结海关手续之日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天津海关 1 号文基于保税租赁海关手续的特殊性，特

别明确了保税租赁中的海关监管起始时间，即海关对保税租赁飞机的监管开始于保税租赁飞机的“出区进口

之日”（而非飞机租赁起租之日，也不是保税租赁的飞机进入保税区之日）。 

四、保税区内带租约飞机资产转让交易在保税区要完成的海关手续 

天津海关 1 号文首次明确了保税区内带租约飞机资产转让所要完成的海关手续。 

根据该文第十三条的规定，飞机承租人不发生变化，飞机出租人之间转让飞机产权及飞机租约的，原出

租人和新出租人应向保税区的主管海关提供租赁变更的相关合同（通常为租赁更新协议，即 Aircraft Lease 

Novation Agreement）和飞机所有权登记变更的相关证明文件（通常为原出租人的飞机所有权注销登记证书

及新出租人的飞机所有权新设登记证书），并办理租赁企业变更手续。 

上述租赁企业变更手续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 原出租人先向保税区的主管海关申报“进口保税核注清单”，监管方式为“调整类核注清单”1； 

2. 原出租人再向保税区的主管海关申报“出口保税核注清单”，新出租人申报“进口保税核注清

单”； 

3. 新出租人向保税区的主管海关申报“出口保税核注清单”，监管方式为“调整类核注清单”。 

在上述保税区海关的租赁企业变更手续完成后，新出租人或承租人可向飞机主管海关办理合同备案变

更、担保变更等后续海关手续。 

五、保税区内企业购买境外企业的带租约飞机资产转让交易在保税区要完成的海关手续 

对于保税区内企业购买境外企业的带租约飞机资产转让交易（例如通过在天津东疆设立的项目公司购

买之前由在爱尔兰设立的项目公司出租给中国境内航空公司的飞机租赁资产包），在保税区内的企业作为新

出租人应向保税区的主管海关提供租赁变更的相关合同（通常为租赁更新协议，即 Aircraft Lease Novation 

                             
1 根据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23 号公告（关于启用保税核注清单的公告）, 保税核注清单是金关二期保税底账核注的专用单

证，属于办理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业务的相关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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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和飞机所有权登记变更的相关证明文件（通常为原出租人的飞机所有权注销登记证书及新出租

人的飞机所有权新设登记证书），并办理租赁企业变更手续。 

与保税区内带租约飞机资产转让交易中的流程不同，该类型业务项下的租赁企业变更手续分为以下两

个步骤： 

1. 保税区内的企业作为购买人和新出租人先向保税区主管海关申报“进口保税核注清单”，监管方

式为“调整类核注清单”； 

2. 之后，保税区内的企业作为新出租人再向保税区主管海关申报“出口保税核注清单”，监管方式为

“调整类核注清单”。 

在上述保税区海关的租赁企业变更手续完成后，新出租人或承租人可向飞机主管海关办理合同备案变

更、担保变更等后续海关手续。 

六、承租人更换需要在保税区完成的海关手续 

根据天津海关 1 号文第十条，飞机在租赁期间更换承租人的，原承租人或出租人应当按照天津海关 1 号

文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将飞机复运至保税区内，更换后的新承租人或出租人按照现有规定向海关办理租赁货

物出区手续。 

该项规定实际上要求飞机租赁期内的承租人更换（Lessee Novation）将需要将飞机实际复运到保税区，

并且重新办理出区手续，这将明显增加这一类交易的交易成本和交割复杂程度。对于已进口飞机的承租人在

租赁期内进一步将飞机转租给其他第三方导致的飞机实际运营人变更，我们理解应不适用于该项规定（因为

飞机的进口人并未发生变化）。而对于以共同承租的方式从保税区租赁进口的飞机，共同承租人之间在租赁

期内的相互切换导致的飞机实际运营人变更是否也需要根据上述规定在保税区海关完成上述出区手续但仍

有待于海关进一步澄清。 

七、保税租赁到期、提前终止、续租以及留购需要在保税区完成的海关手续 

1. 保税租赁自然到期：出租人或承租人应当自飞机租期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向海关申请办结租赁监

管手续，将租赁货物复运至保税区内。有关的复运监管方式与原租赁进口方式相关，且对应关系如

下： 

原租赁进口方式 复运时保税区内海关监管方式 

租赁贸易（监管方式代码“1523”）  退运货物（监管方式代码“4561”）  

租赁不满一年（监管方式代码“1500”） 租赁不满一年  

2. 保税租赁非正常提前终止：根据保税租赁中通常的飞机租赁协议规定，除正常到期外，飞机租赁还

可能因为以下原因提前终止：（a）由于法律变动导致交易不合法，双方重组交易不成的；（b）由于

税务政策变动触发重组事件，双方重组交易不成的；（c）由于承租人在飞机租赁协议项下严重违约，

出租人执行救济，终止飞机租赁协议的；（d）飞机发生全损。除上述（d）项全损情形之外，前三

项均涉及保税租赁非正常提前终止导致飞机复运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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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等非正常情形下，根据天津海关 1 号文第九项的规定，承租人或出租人应当自飞机租赁协议

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将飞机复运至保税区。 

值得注意的是，就上述要求，如果由于承租人在飞机租赁协议项下严重违约，出租人执行救济导致

终止飞机租赁协议的，除非承租人配合，出租人实际上很困难在飞机租赁协议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

取回飞机并将飞机复运至保税区。 

3. 保税租赁项下的留购：根据有关海关管理规定，承租人要留购以租赁方式进口的飞机的（通常发生

在保税飞机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需要在海关办理留购手续，并缴纳有关的海关关税和进口增

值税。天津海关 1 号文要求在飞机租赁租期届满后的第 30 日前完成留购海关手续。 

4. 保税租赁项下的续租：与留购类似，如果承租人在原租期到期后续租飞机的，天津海关 1 号文要求

在原飞机租赁租期届满后的第 30 日前完成续租海关申报手续。 

八、其他值得注意的规定 

除以上内容外，天津海关 1 号文还明确： 

1. 承租人应在租赁飞机进口申报地海关缴纳租金税款； 

2. 经海关核准，出租人或承租人可以使用《海关租赁货物保证书》办理租赁进口货物税款担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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