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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问题解答 

 

问题 1、新规执行前后，服务贸易项下行政审批业务如何办

理？ 

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

知》（汇发[2013]30 号）文件规定，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由

金融机构直接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外汇局不再审批服务

贸易购付汇业务，因此，对于 2013年 8月 31日前外汇局已经受

理的行政许可申请，各地外汇局原则上应在 9月 1日前办理完毕。 

问题 2、新规执行前后，对外付汇税务备案如何执行？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

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

汇管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的规定，2013 年 9 月 1 日起，

实行对外支付税务备案。备案人完成税务备案手续后，持主管国

税机关盖章的《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按照外

汇管理的规定，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付汇审核手续。9月 1日前

已取得税务证明但尚未对外付汇的，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

仍可凭该证明办理付汇。 

问题 3、境外个人如何办理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

外汇资金对外支付？ 

答：境外个人办理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外汇资金

对外支付，应按照个人外汇管理规定的凭证办理购付汇手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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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个人将其从境内取得的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的人民

币收入购汇汇出的，可凭境外个人本人身份证件和有交易额的相

关证明材料（含税务凭证）办理，其中，税务凭证包括由税务部

门出具的《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或税收通用缴

款书等证明材料。 

问题 4、在新规定中，等值 5 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收

入审核单证如何办理？ 

 答：金融机构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应当按照国家

外汇管理规定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

行合理审查，确认交易单证所列的交易主体、金额、性质等要素

与其申请办理的外汇收支相一致。等值 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

外汇收入，金融机构应按照《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第四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单证进行审核。 

问题 5、国有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项下购汇是否还遵

循 30天内每人 3000美元以下，30天以上每人 5000美元的标准？ 

答：改革前，国有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项下购汇是按

照真实的实际需求办理，但对于超过指导性限额购汇的，需经外

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办理。改革后，公务出国项下购汇和用汇依然

按照企业真实的实际需求办理，只是取消了外汇局对公务出国项

下购汇超过指导性限额的审批。 

问题 6、《细则》适用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吗？ 

答：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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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

务总局 银监会公告 2009年第 10号）规定办理。 

问题 7、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如何在原始凭证上签

章？ 

答：一是原则上对于交易单证只用于一次性办理外汇收支业

务的，金融机构可不在原始凭证签章；二是金融机构审核电子形

式的交易单证，审查认可后应当打印纸质文件留存，并在纸质文

件上签章；三是对于交易单证用于分次办理外汇收支业务的，金

融机构每次应在审查后的交易单证上注明金额、日期，加盖业务

印章 

问题 8、存放境外的外汇资金调回时，银行是否无需审核交

易单证？ 

答：根据《细则》第二十条，外汇资金从境外存放账户调回

时，如果调回至境内的账户为同名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外汇资金

集中运营管理账户，银行可不审核单证，但应与企业确认资金性

质。同时，境内企业将存放在境外的服务贸易外汇收入调回境内

时，应进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具体申报在“货币和存款收

回——收回或调回存放境外存款本金”项下，国际收支交易编码

为“801031”。 

问题 9、新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特殊非贸易明细表、汇总

表是否还需报送？ 

答：此次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已废止《国家外汇管理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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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行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非贸易项目售付汇有关问题的通

知》（汇发[2003]35 号），相应的《特殊非贸易项目售付汇登记

表》自 2013年 9月 1日起不再报送。 

问题 10、《细则》第六条第五款提到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利润

项下对外支付时可从外汇局相关系统打印外国合伙人出资确认

登记证明,此处所说的“外汇局相关系统”是指哪个系统？ 

答：此处所说的外汇局相关系统目前是指资本项目信息系

统。 

问题 11、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

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下称 40 号公告）第三条第四

款中“进口贸易项下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是否包括海

运、空运和陆运？ 

答：此款所称“国际运输”，包括国际海运、空运、陆运等

运输方式。 

问题 12、关于服务贸易项下是否允许提前购汇？ 

答：《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贯彻无罪假定法理，其第三

条规定，“服务贸易外汇支出，可以使用自有外汇支付或者以人

民币购汇支付”，并没有否定提前购汇。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6]第 5 号）第一条已经明确，“允许有真实交易背景需对

外支付的企业提前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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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税务备案表是否需要审核与留存？ 

答：40号公告第七条明确规定，“备案人完成税务备案手续

后，持主管国税机关盖章的《备案表》，按照外汇管理的规定，

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付汇审核手续”。按照《服务贸易外汇管理

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一条，“金融机构

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应当将审查后的交易单证作为业务

档案留存 5年备查”。 

问题 14、实施细则第十四条中所列管理信息应如何填报? 

答：境内机构和境内个人应按照《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要

求，在规定的栏目中如实填报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管理信息。对于

申报凭证中没有相应栏目的，可不填写，如《境内收入申报单》

中没有交易单证号相应的栏目，则境内机构和境内个人可不填写

交易单证号。 

问题 15、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所列业务有无金额限制？ 

答：凡符合《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所列服务贸易境内

外汇划转和服务贸易外币现钞提取业务，无论金额大小，金融机

构均应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审查并留存交易单证。 

问题 16、服务贸易外币现钞提取后携带出境如何办理？ 

答：外币现钞携带出境应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汇发[2003]102号）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

程>的通知》（汇发[2004]21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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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7、外国合伙人出资确认登记证明如何打印？ 

答：金融机构可以从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打印外国合伙人出资

确认登记证明，也可以直接由企业从该系统的其它用户端打印后

提交给金融机构，如外汇局端、会计师事务所端或企业端。 

问题 1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的通知》（汇发[2006]19 号）中有关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是否仍

然有效？ 

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

的通知》（汇发[2013]30 号，下称 30 号文）第三条“本通知实

施后，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因此，

汇发[2006]19 号文的规定与 30 号文规定相抵触的，按 30 号文

规定执行。 

问题 19、《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第六条第九款所称代垫或分摊期限如何理解？ 

答：此款所称代垫或分摊期限是指从代垫或分摊行为实际发

生之日与偿还代垫或分摊的收付汇日期之间的期限。第六条第九

款所称原始交易合同是指能证明代垫或分摊的服务贸易交易本

身的有效交易单证，如境内机构与境外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协

议）、境外个人的商业保险单证、境外差旅费的协议或发票等。 

问题 20：服务贸易项下提前购汇未能对外支付的业务该如

何处理？提前购汇资金能否跨行支付？ 

答： 因合同变更等原因导致提前购汇后未能对外支付的服



7 
 

务贸易款项，境内机构可自主决定结汇或保留在其经常项目外汇

账户中。 

境内机构按规定办理服务贸易项下提前购汇的资金，可存入

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实际对外支付时境内机构不得重复购汇。

金融机构在办理提前购汇手续时，应审核交易单证，并在审核后

的交易单证上签注。服务贸易项下提前购汇，应在同一家金融机

构办理购汇和付汇手续。 

问题 21：在汇发[2013]30 号文实施之前，对于已发生的代

垫或分摊服务贸易费用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付汇业务如何处理？ 

答：在汇发[2013]30 号文实施之前，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

代垫或分摊服务贸易费用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付汇业务，可按《服

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有关代垫

和分摊服务贸易费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的审核要求执行，并按

《细则》第十四条报送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管理信息。 

各银行应及时向客户做好有关代垫和分摊服务贸易费用政

策的解释和宣传工作。 

问题 22：国际运输项下收付汇运输单据多的情况下是否可

以审核运输清单？ 

答：对于国际运输项下收付汇运输单据多的情况，银行可根

据《细则》第四条和第六条的规定，对于真实合法的国际运输项

下外汇收支，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的原则

合理尽职，银行可审核运输发票或运输单据或运输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