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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油脂产品加工

一、产业界定

健康油脂指的是高温度烹饪下，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

自由基，在进入人体后不会形成脂肪堆积、增加血脂负担，

并且能够帮助人体吸收维生素的油脂产品。

健康油脂产品包括精炼食用植物油产品和油脂科技产

品两大类：精炼食用植物油主要指的是植物油产品（包括来

自植物种子的种子油，包括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芝麻

油、菜籽油、葵花籽油、核桃油、葡萄籽油、棉籽油、米糠

油等；以及来自植物果实的果实油，包括橄榄油、椰子油、

棕榈油、牛油果油等），这些油脂一般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调节血脂、清理血栓、免疫调节等健康功能。油脂科技

产品指的是油脂加工副产品经过加工后得到的脂肪酸、皂

粒、甘油等油脂基础化学品，造纸化学品、高分子材料、表

面活性剂等油脂衍生化学品，以及利用食品科技、生物科技

研发的功能性油脂产品。

二、产业链分析

（一）上游原料——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植物油料消费

国，呈现食用植物油终端产品和原料进口依赖度双高的显著

特点。从终端产品端看，我国食用植物油需求以豆油、菜籽

油、棕榈油和花生油为主（消费量占比分别为 49%、24%、

15%、10%），我国食用植物油年消费量目前已突破 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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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国产量常年徘徊在 1000 万吨左右，进口依赖度总体接

近 70%。2020年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最大的四类产品为棕

榈油（进口量 646 万吨）、葵花油和红花油（进口量 195 万

吨）、菜油（进口量 193万吨）、豆油（进口量 96万吨），也

就是说我国四大食用植物油品类中仅花生油进口依赖度较

低；此外，我国橄榄油、椰子油、葵花子油、葡萄籽油等小

品种和新兴品类植物油产品也主要依赖进口。从原料端看，

我国食用植物油的油料作物原料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进口

油料作物中，大豆进口量为国产量的 5倍，芝麻进口量是国

产量的 2.3倍，油菜籽进口量占国产量的比例维持在 20%左

右且进口来源高度集中，花生进口量在 2020 年首次超过国

产。

（二）中游加工——精炼食用植物油加工毛利率易受原

料价格影响，中高端油脂产品叠加技术使生产利润空间更

大。食用植物油加工生产利润取决于食用油价格、出油率、

原料价格，其中原料价格波动可能引起利润下降，一般原料

自给率高的产品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采用高品质原料也可

提高加工利润（比如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含油率和出油率均高

于国产大豆，高油酸花生原料可显著改善普通花生油气温较

低时易凝固、氧化稳定性差、货架期短的问题）；依托加工

设备和工艺提高出油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加工利润，但该

提升空间有限、难以脱离油料作物自身特性限制；此外终端

食用油产品的定价能力也决定了利润空间。当前市场上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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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花生油、玉米油等中高端油种由于原料自主性较强、终

端定价能力较强，加工利润一般高于豆油、菜籽油、调和油

加工企业。头部企业普遍提高产品研发投入，通过改善生产

工艺、选取更高品质或特色原料，打造油品质量更高、营养

成分含量配比更科学的高端食用油品种，提高产品附加值。

但是，我国食用油加工整体格局仍呈现初级压榨产能过剩、

高端压榨产能不足的问题。

（三）下游消费——食用油产品高端化、特色化趋势明

显，油脂科技产品支持食用油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高效拓

展。一是消费升级趋势下下常用食用油高端化。当前我国食

用油市场中大豆油消费占比下降，高端花生油、核桃油、大

豆油、芝麻油、橄榄油、玉米油、菜籽油需求占比稳步提升。

二是消费者营养成分需求下品类特色化。我国消费者对食用

油维生素 E、亚油酸、α-亚麻酸、油酸以及角鲨烯等成分需

求扩大，山茶油、椰子油、葡萄籽油、稻米油、紫苏油、牡

丹籽油等功效丰富、需求更细化的特色油种已初具规模，其

中椰子油、山茶油消费增速最快。三是油脂科技实现粮油产

业链拓展和高科技油脂产品产业化。一方面，食用油头部企

业通过油脂加工副产品“变废为宝”实现原料价值高校充分

利用，例如以油脂精炼副产物皂脚为基础原料可以生产出各

种脂肪酸衍生物（二聚酸可用于印刷线路板油墨、火箭发动

机材料，单酸可用于塑料增塑剂，异构酸可用于油气钻探润

滑剂，聚酰胺树脂可用于风电、船舶的高强防腐涂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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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企业利用食品科技、生物科技，以橄榄油、亚麻

籽油、油茶籽油、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等食用

植物油为原料，实现以功能性食用油为代表的高科技油脂产

品新品种开发和产业化制造。

三、海南发展健康油脂产品研发加工的重要途径

（一）依托自贸港加工增值政策下原料进口成本优势，

发展高端菜籽油、豆油等“大类”精炼食用植物油加工和高

端产品研发

自贸港加工增值政策：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

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超过

30%（含）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

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我国八类配额管理的原料

不适用加工增值政策（包括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

羊毛、毛条，不包括豆油、菜籽油的原料大豆和油菜籽）。

考虑到我国“大类”食用植物油压榨精炼所需原料大豆、

油菜籽进口依赖度极高，加工增值政策可一定程度上减轻食

用植物油压榨精炼企业利润率受到原料进口成本波动的影

响。以企业在海南每年加工 1000吨菜籽油并销往内地市场

为例，需进口约 3000吨油菜籽，油菜籽进口价格约 8000元

/吨、进口关税税率为 9%，企业每年可节约进口原料关税约

215万元。

考虑到加工增值政策适用条件是终端产品与原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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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超过 30%，精炼食用植物油企业在海南生产豆油、菜籽

油的高端油种更加有利。“大类”精炼食用植物油高端化、

小包装化、品牌化发展趋势下，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加工增值

政策，吸引粮油龙头企业建设生产基地的同时设立研发中

心，培育品牌高端油种，实现研发生产一体化。

（二）利用海南本地和链接东南亚的植物油原料资源，

培育椰子油、山茶油等“小类”新兴特色精炼食用植物油产

品开发和精深加工。海南热带作物资源禀赋为培育“小类”

新兴特色精炼食用植物油产品提供了大量天然原料，但目前

资源利用程度较低。（1）椰子油：海南是我国唯一能够进行

椰子规模化种植的地区。海南省椰子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99%，但缺少规模化、一体化、标准化的种植园，种苗和产

品品质参差不齐；虽然拥有近 400家椰子加工企业，但基本

停留在初加工水平（生产椰蓉、椰子脆片等产品），精深加

工水平较低，这导致海南省椰子加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

10%，发展椰子油精深加工是提升海南椰子产业链价值的重

要途径之一。（2）山茶油（山柚油）：海南油茶树种植主要

分布在澄迈（年代较长远的油茶林有约 106.6公顷），海南油

茶所产茶籽油异香扑鼻，无苦味，品质高于大陆其它油茶的

茶油，大陆普通油茶茶籽油毛油市场均价为 100-160元/千克，

而海南山柚油毛油市场价则高达 400-600元/千克，在海南发

展山茶油精深加工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国家林草局、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的《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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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2023年—2025年）》将海南列为全国油茶重点拓展

区，计划到 2025年海南全省油茶种植总面积达 25万亩。

全国新兴特色精炼食用植物油需求高速增长趋势下，海

南发展“小类”植物油精深加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需

要建立高效标准化的“种植—生产—销售”产业链：

 种植环节：重点聚焦油茶树、椰子树种植，支持海

垦东昌农场公司等农业种植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

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支持公司承担果品收购

商（成本价格托底收购）、农资零售商、农业技术服务商功

能，积极调动农户生产和田间管理力量。支持企业与海南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农业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南大学等本地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合作，开发和推广先进种

植方式。

专栏：“公司＋合作社＋农户价格保护订单回收”种植模式

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广东李金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木子”

品牌金柚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价格保护订单回收”的种植模

式，公司根据果子大小、甜度和品质制定分级收购标准，对符合收

购标准的果子按高于市场价 0.2 元/斤进行溢价收购，对合作农户/

合作社的柚子按成本价格进行托底收购（因为公司能够对不合格的

果子进行深加工处理提取袖柑，提高废物综合利用和产品附加值），

从而激励农户参与种植；公司保持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密切合作，不

断升级和优化种植技术，并向农户推广先进种植方式；根据不同农

户地块和果园情况制定肥料和植保套餐，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将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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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到农户所在的镇上，定期及不定期地提供技术指导。

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吕梁山花烂漫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价格保护订单回收”模式，实现绿

色谷子高于市场价 0.05元/斤的价格包销产品、有机谷子高于市场

价0.1元/斤的价格进行回收、谷子良种按3元/斤的保护价进行回收、

豆类良种高于市场价 0.2-0.5元/斤回收，并实现根据产量精准补贴，

调动了农民种植各种杂粮和油料作物的积极性。

 生产加工环节：围绕洋浦国际粮油物流加工产业

园、文昌约亭产业园、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引进拥有更高

椰子油精炼技术的外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引进山茶油精炼

水平高、产品科技含量高的国内企业，或支持企业收购东南

亚油脂精炼厂，开展高端椰子油和山茶油产品生产和研发。

围绕椰子油特色高端产品培育，支持海南本地椰子加工企业

利用“零关税”政策引进国外高端设备和生产线、开展技术

改造；支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等本地科研院所

专家牵头，与欧美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合作开展产

学研项目（重视生物科技的运用），开发能够代表海南椰子

产业的高端功能性椰子油产品，带动本地高附加值椰子油生

产加工产业发展。围绕海南高品质油茶树资源，引导生产主

体就近布设初加工点，建设干油茶籽和初榨毛油烘干脱壳、

物流、仓储等配套设施，支持本地茶油精深加工企业引进“冷

榨冷提”等行业领先的工艺，并研发功能性茶油、医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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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高附加值油脂产品。

 销售流通环节：发挥海南椰子、油茶资源特色，探

索打造海南食用油公共品牌，即由政府建设一套产品准入标

准，赋予海南本地生产的椰子油和山茶油政府背书、具有特

色和影响力的区域性特色食用油品牌，实现本地加工企业资

源整合和销量提升。依托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国际健康

产业博览会等海南优势品牌会展活动，开展本地生产的高端

食用油产品推广。支持企业与电商平台合作，推动“海南制

造”特色椰子油、山茶油在京东、淘宝、天猫等平台开设销

售网点，支持园区和企业依托海南直播活动，进行本土品牌

产品推广。

专栏：打造海南食用油公共品牌

四川打造“天府菜油”公共品牌，实施品牌产品准入、退出和召回

制度，实行优胜劣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形成高中低档产品体

系，将品牌产品全部纳入“四川好粮油”产品管理，并持续强化“天

府菜油”公共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利用油菜花节、农民丰收节、中

国粮食交易大会、西博会等展会和活动，持续强化“天府菜油”公

共品牌塑造、宣传推广力度，强化整体品牌营销，扩大“天府菜油”

市场占有率。同时，配套实施原料基地量质提升工程、油脂油料产

能优化工程、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示范工程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驱动

工程，建成“天府菜油”原料基地 1000万亩、油菜籽总产量稳定

在 320万吨、油菜籽优品率稳定在 85%以上。目前已有 15家名优

粮油企业的 29款产品获得“天府菜油”公共品牌使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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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海南作物育种产学研资源优势，开展食用植

物油料优良品种研发和培育。截至目前，海南已开展了油茶

良种研发项目，该项目由海南大学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口实验站、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等多家单位开展，重

点针对本地缺乏油茶适应性优良品种的问题，培育了 8个热

带优良油茶优株，建立了海南首家集种质资源圃、采穗圃、

种苗圃及科技示范园于一体的热带油茶“三圃一园”示范基

地，并开展了组培芽芽砧嫁接技术研究，大大缩短嫁接苗培

育时间。未来，海南可依托崖州湾科技城种业科研资源和国

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全国油料作物新品种培育，并建

设海南本地特色油料作物研发试验示范基地（包括良种繁育

基地、良种育种种植基地等）。

（四）拓展食用植物油加工产业链，加强油脂科技产品

与海南本地石油化工和新能源材料产业协同。一是引进生物

柴油加工企业，利用自贸港加工增值政策带来的原料成本优

势开展依托进口菜籽油、棕榈油、大豆油的生物柴油生产。

二是引进食用油加工企业的油脂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

如利用皂脚、油脚、废弃动植物油脂开展化工、轻工领域产

品制造（造纸化学品、高分子材料、表面活性剂等）；利用

油脂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脂肪酸衍生物，开展化工材料制造

（二聚酸可用于印刷线路板油墨、火箭发动机材料，单酸可

用于塑料增塑剂，异构酸可用于油气钻探润滑剂，聚酰胺树

脂可用于风电、船舶的高强防腐涂料等），实现资源高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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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持海南石油化工和新能源材料产业发展。三是引进食

品科技公司，发展甘油二酯等高端功能性油脂产品开发以及

杜仲籽油、茶叶籽油、藻油、牡丹籽油、乳木果油等新兴油

脂产品研发生产。

四、海南发展健康油脂产品研发加工的利好政策

（一）自贸港零关税政策

海南自由贸易港分两个阶段实施零关税政策。第一阶段

即 2025 年全岛封关运作前，实行一负三正“零关税”清单

管理，对“零关税”清单内货物及物品，免征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第二阶段即 2025年全岛封关运作、

简并税制后，对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允许海南自由贸易

港进口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现阶段企业进口自用生产设

备“零关税”负面清单、原辅料“零关税”正面清单已正式

对外发布。健康油脂产品加工设备未被纳入“负面清单”，

企业在海南搭建油脂产品生产线可享受自贸港“零关税”政

策带来的设备进口关税、增值税减免利好。

（二）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对注册在海

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征收企

业所得税。2025年后，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

企业（负面清单行业除外），减按 15%征收企业所得税。适

用该政策的企业需满足：（1）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且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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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实质性运营。（2）主营业务应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

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

总额 60%以上，鼓励类产业目录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 年本）》、《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 年版）》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3）企

业包括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健

康油脂企业需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才可以在内地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在海南可直接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三）海南财政奖补政策

《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的通知》

（琼府办【2021】65号）、《海南省支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财政奖补政策对企业落户和开

展研发业务形成经济性利好，企业可以通过“海易兑”网上

不见面申请，十分方便。主要奖补内容是：

1、生产规模扩大奖励。对从 2021年起年产值首次突破

3亿元、5亿元、15亿元、30亿元、50亿元的先进制造业企

业，分别给予 30万元、50万元、150万元、300万元、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2、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先进制造业项目年度固定资产

投资 2000万元以上的，按照其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5%给

予最高 2000 万元奖励。对项目年度实际完成投资使用银行

贷款，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0%贴息，给予最高

2000万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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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对内设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企

业，按照年度内部研发经费增量分档给予 5 万元至 50 万元

奖励。对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其他高新技术企业，

按年度研发经费增量的 30%分别给予最高 200万元和 100万

元补助。

4、特色种植标准化生产奖励。根据《海南省支持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对获评（认）

定的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或标准化示范园，年度生产实

际投入资金额不低于 300万元的，给予投入资金的 20%，一

次性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奖补。同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当

年只享受一次奖补资金支持。

5、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奖励。对于农产品初加工业、特

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国际农产品来料加工业和外向型农产

品加工业等领域项目，按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规模的 20%给予

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奖补。

6、农产品认证奖励。对于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产品，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对于国家有机农产

品，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于国家绿色食品，每

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对于 GAP良好农业规范农产品，

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对于同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年度多个不同认证奖补总额不得超过 200万元。



13

五、操作指南

（一）企业落户指南

针对健康油脂类产品加工企业落位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建设生产制造项目主要涉

及的公司注册、项目投建、人才认定事项，具体要求和流程如下。

1、公司注册

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公司

登记

注册

海南

省市

场监

督管

理局

内资企业登记注册

企业明确落户海南并向落户园区进行备案并获取注册地

址后，可（1）直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择“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进行申请表单填写，

经系统自动审核后，免费申领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

领取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含税控设备）；（2）在线

下政务大厅、市场监管所、部分银行网点及园区，找一

台“商事登记全业务自助一体机”，插入身份证并进行

申请表单填写，一键打印营业执照正、副本（部分网点

还可一站式领取印章、发票（含税控设备）及银行卡；

（3）去传统政务服务柜台，填写资料并请窗口工作人员

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

人身份证明、合伙人住所证明

 主要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合伙企业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

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合伙企业设立登

记

0898-6537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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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帮忙代办，可现场拿到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含税控

设备）。

合伙企业分支机

构设立登记

0898-65374780

市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登记注册

企业明确落户海南并向落户园区进行备案并获取注册地

址后，可（1）直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择“外商投资企业（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进行申请表单填写，经系统自动审

核后，免费申领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领取营业执

照、印章、发票（含税控设备）；（2）在线下政务大厅、

市场监管所、部分银行网点及园区，找一台“商事登记

全业务自助一体机”，插入身份证并进行申请表单填写，

一键打印营业执照正、副本（部分网点还可一站式领取

印章、发票（含税控设备）及银行卡；（3）去传统政务

服务柜台，填写资料并请窗口工作人员帮忙代办，可现

场拿到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含税控设备）。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公司章程、合同

 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

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

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

 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商务部门提供的审批机关的批准文

件（仅限于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的企业提供）

 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仅限于申

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的企业提供）

外商投资企业

（分支机构）设

立登记

0898-68582165



15

2、项目投建

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投资

项目

备案

和核

准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内资企业投资项目：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择“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事项，企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市”，

直接进行投资项目备案。

内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备案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单位对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0898-23585709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外资企业外商投资项目备案：健康油脂类产品加工不属

于海南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范围，只需向所在园区

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并由园区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备案。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选择“外商投资项目备案”事

项，企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市”，提供所需材料，

 海南省外商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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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直接进行项目备案申请。 0898-23585709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项目

环境

影响

审批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企业开展健康油脂类产品研发或生产投资项目需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可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择“环境影响报告表许

可（除核与辐射类项目外）（告知承诺制）”事项，企

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市”直接进行申请。

 报批申请文件

 环境影响报告表（网站内下载填写）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

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

 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稿

 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告知承诺书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0898-23585709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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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项目

节能

审查

洋浦

经济

开发

区行

政审

批服

务局

健康油脂类产品加工企业落户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研发

或生产投资项目，需进行节能审查，可登陆海南政务服

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

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极简审批）”事项下

“洋浦经济开发区”，直接进行申请。

 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申请表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网站

内下载填写）

洋浦经济开发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

0898-28822932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项目

用地

获取

海南

省自

然资

源和

规划

厅

步骤 1-项目土地主动匹配（“土地超市”）：海南省“土

地超市”平台发布具备项目落地潜力、可盘活利用、可

快速供应的地块信息。企业可通过“海易办”APP或微

信小程序，点击“热门服务”中“土地超市”，按照地

域或者土地用途等分类指引进行土地索引，实时查询全

省各市县各类用途具备供应条件的批而未供土地和储备

土地，浏览土地的面积、用途、规划条件、基准地价、

投资强度等信息，三维实景浏览土地现状影像情况，对

意向地块可加入“购物车”并通过平台发出意向申请，

市县部门将通过“店小二”服务团队，及时与企业对接，

 根据平台要求填写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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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邀请意向主体参与公开竞买土地，实现全流程网上交易。

儋州

市自

然资

源和

规划

局

步骤 2-获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搜索“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核发”事项，企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市”，

直接进行申请，经相关部门现场踏勘、听证、公示公告

等流程，获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

请表

 建设项目列入相关规划或者产业政

策的文件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

 项目用地红线图

 标注项目用地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

标准分幅图

儋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3390631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儋州

市自

然资

源和

规划

局

步骤 3-获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企业落位洋浦搜索“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制）（特别极简）事项，

选择“儋州市”，勾选“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权”进行申请。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申请

表

 建设项目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相关

附件、附图

 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或项

目备案文件或项目可研审批文件

 项目用地红线图

儋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339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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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海易办”，企业落位

洋浦搜索“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制）

（特别极简）事项，选择“儋州市”，勾选“以出让方

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申请。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申请

表

 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或项

目备案文件或项目可研审批文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件

 项目用地红线图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步骤 4-获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搜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

屋建筑工程）”事项，企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市”，

勾选法人办理或委托办理情况、土地权属证明类型、项

目文件类型、房屋土地是否有抵押情况、建设是否涉及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提供相应材料进行申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审批表

 营业执照

 法人身份证

 发改部门核发的项目核准文件、项

目可研审批文件或项目备案文件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项目用地范围红线

 建筑单体首层占地范围线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若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

动产权证或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或与资规部门签订的出让合同则

不需提交）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0898-23585709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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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步骤 5-获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搜索“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

发（承诺制审批）”事项，企业落位洋浦可选择“儋州

市”，勾选土地权属证明文件类型、工程是否为直接发

包及是否存在以下施工情形情况，提供相应材料进行申

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建设单位（代建单位）施工许可承

诺书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不动产权

证》，或《用地批准文件》

 施工合同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中标通知书（直接发包的无需提供）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0898-23585709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3、人才认定

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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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高层

次人

才认

定

海南

省人

才服

务中

心

企业进行员工高层次人才认定需收集个人的人才认定申

请，开具推荐意见后，提交人才服务中心或进行备案。

步骤 1-个人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

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对照《分类标准》选择认定类别，

填写《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

步骤 2-用人单位开具认定或推荐意见

具有认定权限的用人单位对符合条件的 A、B、C、D类

人才作出认定意见。不具有认定权限的用人单位，对符

合条件的 A、B、C、D、E类人才作出推荐意见，将申

请材料报市县或者重点园区人才服务部门。

步骤 3-提交人才服务中心进行备案

用人单位可登陆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海易办”），选择“海南自由贸易

港高层次人才认定（国内人才）”或“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层次人才认定（国际（境）外人才）”事项进行申请。

省人才服务中心对符合条件的 A、B、C、D类人才颁发

相应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证书》和“天涯英才

卡”；授权具有认定权限的市县和省重点园区人才服务部

门对符合条件的 D、E类人才颁发相应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高层次人才证书》和“天涯英才卡”；授权具有认定

权限的用人单位对符合条件的 E类人才颁发相应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证书》和“天涯英才卡”。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认定（国内

人才）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

 认定人身份证

 劳动合同

 与申请认定层级和标准相关佐证材

料（如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

职称评审表、执业资格证书、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表或取得职称资格的

相关文件、奖励证书、项目课题计

划书、年营业收入证明、税务部门

出具完税证明等）

 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单

 近期 2寸免冠白底证件照

 营业执照

 法人身份证

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层次人才认定

（国内人才）

0898-65580266

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层次人才认定

（国际（境）外

人才）

0898-6558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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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外国

工作

人员

引进

外国

人来

华工

作管

理服

务系

统

企业调动或招引外国人来华工作，需统一通过科学技术

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进行许可的申报与审批。

步骤 1-获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通知》

向省级和获得省级授权的地级市科技外专部门提出申

请，提交相关材料，在线生成《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通

知》。

步骤 2-获取《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企业要求外国人入境后应于所持签证注明的时间内到公

安机关办理居留许可，并于三个月内持《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通知》到我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工作签证，在所

聘外国人入境后 15天内在同一系统上提交《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申请。

申请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

 证件照

 劳动合同

 任职文件

 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单

 身份证件

 与申请认定层级和标准相关佐证材

料

 营业执照

 法人身份证

申请外籍“高精尖缺”人才

 工作合同或上一年度的个人所得税

完税证明

 省级或获得省级授权的地级市科技

（外专）部门审核后出具的认定书

或地级市以上科技（外专）部门评

定后或重点产业园区管理部门评定

后出具的认定书

010-886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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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兑现指南

针对健康油脂类产品加工企业落位海南可享受的加工增值政策、零关税政策、所得税优惠政策以

及财政奖补政策兑现，责任部门、流程内容、提交材料如下。

1、加工增值政策

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加工

增值

政策

中国

（海

南）国

际贸

易“单

一窗

口”

目前加工增值政策正式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综合保

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三大园区进行试点，落位其

他园区的企业需进行“加工增值扩区专区”申请。企业

兑现加工增值政策需 3大步骤。

步骤 1-企业加工增值业务园区备案

企业向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综保区、海口空港综合保

税区及其他落位园区管理部门备案，园区实施“一企一

户”管理制度。

步骤 2-企业内销关税减免备案申请

（1）对于落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综合保税区、

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的企业：企业开展加工增值货物内

销前，登陆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海

南特色应用”模块，选择“公服平台”下“洋浦专区”、

企业园区和海关备案信息

 企业主营业务归属于鼓励类产业目

录中的具体条目

 产品名称以及描述（如主要料件、

加工工艺概述等）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出区时原材料关税

减免办理

 申报地海关、进境关别：洋浦港海

关（代码为 6408）、海口综保区海

关（6409）、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

海关（6414），“加工增值扩区专

区”

 监管方式：“一般贸易”（代码为

中国（海南）国

际贸易“单一窗

口”

0898-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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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海口综保区专区”、“空港综保区专区”，发起加工

增值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备案申请，系统对符合条件

的备案申请自动生成该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

税确认编号，并将编号反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企业

端（对出区内销价格、境外进口料件价格、境内区外采

购料件价格均未发生变化的同一备案企业的不同合同、

批次加工增值货物，确认编号可重复使用；上述三项要

素中任意一项发生变化的，则需重新申请确认编号）。

（2）对于落位在其他园区的企业：企业向所在园区进

行“加工增值扩区专区”申报，园区一般需报市县商务

部门初审，初审通过后报送省商务厅，省商务厅会同相

关单位审核通过后报省政府，省政府致函海关总署，海

关总署审批确定试点企业名单。省商务厅发布试点企业

后，企业应请园区指导，接受海南省税务局、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关于工商注册相关信息、税务信息、鼓励类项

目具体条目、加工工艺、产品等信息的线上备案，完成

“加工增值扩区专区”申请。企业开展加工增值货物内

销前，登陆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海

南特色应用”模块，选择“公服平台”下“加工增值扩

区专区”，发起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备案申

请，系统对符合条件的备案申请自动生成该加工增值货

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并将编号反馈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企业端（对出区内销价格、境外进口料件

价格、境内区外采购料件价格均未发生变化的同一备案

0110）
 征减免税方式：“特案”（代码为

4）
 关联备案号：对于“含进口料件加

工增值货物”，关联备案号填写为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

认编号，确认编号规则为 A+4位关

区代码+年份后 2位+5位流水号（包

含数字、字母）；征免性质填写为

496（“含进口料件加工增值货物”）。

对于“不含进口料件加工增值货

物”：关联备案号填写为加工增值

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

确认编号规则为 B+4 位关区代码+
年份后 2位+5位流水号（包含数字、

字母）；征免性质填写为 497（“不
含进口料件加工增值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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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企业的不同合同、批次加工增值货物，确认编号可重复

使用；上述三项要素中任意一项发生变化的，则需重新

申请确认编号）。

步骤 3-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出区时原材料关税减免办理

加工企业将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告

知境内区外进口加工增值货物的企业，境内区外进口加

工增值货物的企业凭该编号向海关办理进口申报手续，

自行缴纳其他税款。

2、零关税政策

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零关

税政

策

中国

（海

南）国

际贸

易“单

一窗

口”

企业兑现自用生产设备进口“零关税”政策需进行企业

主体资格认证、设备海关备案、设备进口备案、设备自

动进口申请 4大步骤。

步骤 1-认定“零关税”企业主体资格（仅首次使用需要

申请）

企业登陆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选择“海

南特色应用”-“零关税区”-“自用生产设备”模块，

认定“零关税”企业主体资格

 营业执照信息（企业名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及联系方

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登记机关

等，尽可能通过系统自动填充）

 进口该设备所应用的行业（严格按

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填写） 中国（海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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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进行主体资格申请。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省工信

厅、省资规厅审核后，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海口海关

将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并联会审。审核结果由中国(海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反馈申请人。

步骤 2-设备海关备案

企业登陆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选择“中

央标准应用”-“企业资质”模块，账户登录后，选择“海

关企业通用资质”-“企业备案申请”，对需进口的零关

税设备进行备案。

步骤 3-设备进口备案

企业设备进口前，登录中国电子口岸官网，对需进口的

零关税设备申请入网备案(点击“中国电子口岸用户入网

申请”模块)，获得 IC卡，后再次登录中国（海南）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选择“中央标准应用”-“加贸保

税”，完善账户信息。

际贸易“单一窗

口”

0898-95198

中国电子口岸官

网

海南

省商

务厅

步骤 4-企业设备自动进口申请

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海

易办”），选择“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事项进行申

请。

 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

 营业执照

 订货合同

 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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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0898-65328982

3、所得税优惠政策

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企业

所得

税优

惠政

策

海南

省税

务局

企业申请鼓励类产业税收优惠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

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即企业根据自身情况

自行判断是否符合条件、自行申报税收优惠，并根据要

求留存备查资料。

企业可通过线上直接办理减按 15%缴纳企业所得税：登

陆“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电子税务局”，选择“我要办

税”-“税费申报及缴纳”-“常规申报”-《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
年版）》（2020年修订）附表 A201030《减免所得税优

惠明细表》的第 28.2行“2.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即可享受优惠。

企业应主动留存备查资料

 主营业务属于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

录中的具体项目、属于目录的主营

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

的说明

 企业进行实质性运营的相关情况说

明，包括企业资产总额、收入总额、

人员总数、工资总额等，并说明在

自贸港设立机构相应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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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奖补政策

政策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财政

奖补

政策

省级

行业

主管

部门

申请《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琼

府办【2021】65号）相关奖补（政策有效期至 2025年）

企业应登陆“海易兑”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申

报通知”专栏，关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资金

申请通知，点击“去申报事项”进行申报。省级行业主

管部门收到项目单位申报材料后，对组织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核，开展遴选、推荐、评审工作，组织专家或委托

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或现场核查，出具项目评审报告。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完成项目遴选、推荐、评审、验收等

工作后，将评审或验收结果通过惠企平台和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示，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资金。

 资金申请文件

 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申报项目的相关证书、合同复印件

 申报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和附

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申请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企业，需

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完息证明

 申请固定资产投资、产值、研发经

费投入、升规纳统、营业收入奖励

的需提供相关证明等

海南

省农

业农

村厅

申请海南省支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奖补资金

企业应登陆“海易兑”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申

报通知”专栏，关注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相关资金申请

通知，点击“去申报事项”进行申报。省农业农村厅是

奖补资金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项目申报、评审、公

示、资金拨付等工作。

 特色种植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项目、农产品认证资金等资

金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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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落地指南

针对健康油脂类产品加工企业落位海南涉及的食品加工生产许可获取等事项，责任部门、流程内

容、提交材料如下。

1、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生产许可获取

方向
责任

部门
流程内容 提交材料 端口

食用

油、

油脂

及其

制品

生产

许可

获取

儋州

市营

商环

境建

设局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对以菜籽、大豆、花

生、葵花籽、棉籽、亚麻籽、油茶籽、玉米胚、红花籽、

米糠、芝麻、棕榈果实、橄榄果实（仁）、椰子果实以

及其他小品种植物油料为原料加工的食用植物油实施食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企业在申请食品生产许可时按照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品类提出申请。

企业可直接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海易办”），选择“食品（不含特殊食品、

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生产许可核发”事项，选择“儋

州市”，直接进行申请。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

 权属单位出具的委托书及受托人身

份证明

儋州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

0898-23332790

企业落位其他地

区在事项下选择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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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商建议

企业名称 企业简介 国内基地

山东鲁花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最大的花生油生产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花生油、剥

葵花仁油、菜籽油、玉米油、坚果调和油、橄榄油、芝麻

香油等。主要产品有鲁花 5S压榨一级花生油、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鲁花剥壳压榨葵花仁油、鲁花压榨特香菜籽油、

鲁花压榨玉米油、鲁花大豆油、西班牙果尔橄榄油、鲁花

小磨芝麻香油。

烟 台 、 襄

阳、深州等

益海嘉里金龙

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主要涉足油籽压榨、食用油精炼、专用油脂、油脂科技、

水稻循环经济、玉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小麦深加工、

食品原辅料、粮油科技研发等产业。旗下拥有“金龙鱼”

“欧丽薇兰”“胡姬花”等高端食用油品牌。建成生产基地

60多个，生产型企业 100多家。

长沙、潮州

等

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中粮油

脂）

中粮油脂是中粮集团核心主业之一，主要从事大豆、菜籽、

花生、棕榈油等油脂油料的加工、仓储、贸易、分销业务，

年压榨能力约 2600万吨，精炼能力超 700万吨，灌装能力

超过 500万吨，形成了东部沿海、中部沿江和西部内陆的

产能布局。

成都、连云

港等

道道全粮油股

份有限公司

集食用植物油及其相关副产品生产、科研、贸易、仓储、

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油脂加工企业。

岳 阳 、 绵

阳、南京、

重庆

成都红旗油脂

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菜籽、玉米胚芽、米糠三大油料的植物油制取，

公司旗下的三大系列 80余个品种，具备生产全精炼植物油

的生产能力，拥有压榨、浸出、精炼生产线，拥有年产 5
万吨油料压榨、4万吨油脂精炼产能、5万吨包装油产能。

成都

株洲神农茶油

发展有限公司

一家集研发、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为一体的

油茶产业综合开发企业，拥有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培

育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博士、教授、

专家组成的博士科研工作站。

株洲

贵州大龙健康

油脂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油脂生产开发的企业，主要从事油茶籽油、菜籽

油的生产与销售，已建成年产 1万吨食用植物油生产线，

1.07万亩优质油茶种植基地，1 万亩油菜种植基地，拥有

各类专利 18件，产品主要有“金箫”牌系列油茶籽油、金

箫牌系列菜籽油。

贵州

湖南誉湘龙公

司

主营食用油脂压榨（油菜籽、油茶籽）、全精炼、灌装、生

产，产品以衡阳本土菜籽油为基本原料，特色是富油酸、

低芥酸，通过压榨、精炼、提纯精制而成。

衡阳

新加坡丰益油

脂科技有限公

司

1991年成立于新加坡，起初从事棕榈油贸易，后续自主建

立了油棕种植园，先后通过收购和自建工厂在东南亚不断

扩大棕榈油压榨和精炼产能。2004年开始通过旗下益海嘉

里集团，陆续在中国投资建立了油脂衍生品制造企业群，

主要产品分为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包括脂肪酸、皂粒、

上 海 、 天

津 、 连 云

港、东莞、

泰州、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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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企业简介 国内基地

甘油，衍生产品包括二聚酸、聚酰胺树脂、天然维生素 E、
天然植物甾醇、造纸化学品（烷基烯酮二聚体）、高分子材

料（环氧氯丙烷、癸二酸），绿色表面活性剂（天然脂肪醇、

脂肪胺、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等。

广东西樵山健

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开展高端功能性油脂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公司，主要针对

慢病等亚健康人群提供系列功能性油脂健康产品。
佛山

北京宝得瑞健

康产业有限公

司

功能性健康油脂产品研发和生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二氧

化碳超临界萃取的高级保健油脂如沙棘籽油、枸杞油、灵

芝孢子油、花椒油产品，以椰子油粉、亚麻籽油粉、紫苏

籽油粉为代表的微胶囊粉末油脂产品，以亚麻籽油、南瓜

籽油、杏仁油为代表的冷榨高档食用油产品。

北京、张北

菏泽中禾健元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开发、研制、生产特种油脂及植物提取深加工系列产品为

主的科技型企业，以植物资源为开发、研究对象，研发出

多种功能性油脂产品（紫苏籽油、核桃油、元宝枫籽油、

亚麻籽油），公司拥有独立进出口权，主要产品已远销欧美、

韩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菏泽

荷兰邦吉集团

世界领先的油籽加工商，全球运营超 42家精炼厂、超 80
个大型谷仓、51家油料加工厂。公司食用油业务主要产品

包括包装和散装食用油，以及通过植物油精炼获得的酥油、

人造黄油、蛋黄酱和其他产品，还生产从植物油中提取的

特殊物质，例如作为乳化剂被广泛应用的卵磷脂。

广 州 、 临

沂、厦门

日清奥利友集

团

日本食用油市场龙头，公司旗下的健康促进类产品包括有

益于人体健康的高附加值食用油和专用及功能性食品，主

要面向中老年消费者和有需要的人群。例如公司推出中长

链脂肪酸食用油，以MCT中链脂肪酸油、低芥酸菜籽油、

蔗糖脂肪酸酯为主要原料，成为我国相关部门批准的首款

具有减肥保健功能的食用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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