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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以下简称“自贸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贸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求，2025 年

前，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适时

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

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人员和经贸往来的桥梁、国家安

全的重要屏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高标

准建设开放口岸和‘二线口岸’基础设施、监管设施，加大信息化

系统建设和科技装备投入力度，实施智能精准监管……完善口岸监

管设备设施的配置”。为满足封关运作要求，更好地指导未来五年

我省口岸设施建设，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

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编制《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建设“十

四五”规划（2021-2025）》。 

本规划践行集约共享、便利高效、适度超前理念，在准确把握

海南口岸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全省口岸设施建设进行阶段性谋

划，明确至 2025 年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任务，部署重点

项目、重点计划，是指导相关市县和部门有序推进口岸设施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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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图和重要依据。规划明确要求在“十四五”期间全力推动海南

水运、航空口岸及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等设施、设备

建设，使其具备承担相应的对外开放口岸、“二线口岸”功能，具

备封关运作条件，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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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口岸建设基础 

 

一、口岸基本情况 

海南现有对外开放的口岸 8 个，其中，水运口岸 5 个：洋浦港

口岸、海口港口岸、三亚港口岸、八所港口岸和清澜港口岸；航空

口岸 3 个：海口美兰机场口岸、三亚凤凰机场口岸、琼海博鳌机场

口岸。 

序号 口岸类型 口岸名称 批准时间 备注 

1 

水运口岸 

洋浦港口岸（洋浦港区） 1990 年 

1991 年正式开放，2008

年、2009 年、2018 年

新（扩）建码头对外启

用 

洋浦港口岸（神头港区） 2011 年 

2012 正式开放，2015

年、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新（扩）建码头

对外启用 

 

2 

 

海口港口岸（秀英港区） 1957 年 批准当年正式开放 

海口港口岸（马村港区） 2004 年 2005 年正式开放 

3 清澜港口岸 1990 年 1996 年正式开放 

4 八所港口岸 1958 年 批准当年正式开放 

5 三亚港口岸（三亚港区） 1984 年 批准当年正式开放 

6 

航空口岸 

海口美兰机场口岸 2003 年 批准当年正式开放 

7 三亚凤凰机场口岸 1994 年 批准当年正式开放 

8 琼海博鳌机场口岸 2020 年 待验收合格后 

2021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莺歌海

港区和清水湾港区对外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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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游艇码头方面，经批准对外启用的邮轮游艇码头有三亚凤

凰岛邮轮港、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和海口港秀英港区邮轮游艇泊

位，此外，将加快推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对外开放。 

二、口岸建设成效 

近年来，海南省积极推动口岸扩大开放，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一）口岸对外开放继续扩大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琼海博鳌机场作为航空口岸对

外开放，2021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莺

歌海港区和清水湾港区对外扩大开放。8 个海上境外游艇游览景区

自 2014 年 7 月首次获批对外临时开放以来，实现第十五次对境外

游艇临时开放。洋浦港口岸 2015 年以来共有 20 个开放港口口岸范

围内的新扩建码头泊位经批准对外启用。 

（二）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建设应用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国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国家标准版的 15 项功能模块在海南应用落地，已覆盖海南

海港、空港口岸通关业务，并延伸到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物流等区

域。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完善了“离岛免税”

购物系统、海南智能舱单、通关物流状态信息库、码头无纸化、境

外游艇管理系统、海南口岸数据登统计、自由贸易协定优惠关税查

询等七项特色应用功能，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一次申报、一次提交和

一站式服务，货物申报、舱单申报、运输工具申报等主要业务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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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已达 100%。 

2.压缩口岸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口岸各有关部门简化通关手

续，优化通关流程，注重提升服务质量，采用“单一窗口”申报、

“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先放后验”、“两步申报”、“关税保证

保险”等模式通关，有效提升通关效率。落实中央部委简化进出口

环节监管证件和随附单据要求，推进《海关专用缴款书》企业自行

打印无纸化改革；推动出口原产地证网上申报，推广原产地证书自

助打印。制定并公开海口港、洋浦港集装箱通关流程及港口经营服

务企业场内转运、吊箱移位、掏箱和货方提箱等作业时限标准，较

好地保障进出口货物装卸作业效率。各港口、机场采取 24 小时作

业，保证进出口货物装卸及时有效办理，提前完成国务院要求压缩

海南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工作任务。 

3.降低口岸通关环节合规成本。成立口岸收费清理工作小组，

推动口岸各项收费优惠政策落实，加强对口岸收费的日常监督检

查，实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公示制度，有效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口

岸通关环节成本。 

（三）口岸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得到加强 

深化口岸查验单位协作共管，推动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

的落实，进一步优化检查人员集约、检查时间集中、检查对象便利、

检查结果可查、检查信息共享的联合检查机制。制定印发《海南口

岸动植物引进隔离监管及疫病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明确相关

单位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加强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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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及检疫监管。 

三、口岸建设存在问题 

（一）部分口岸功能定位不清晰 

受多种因素制约，海南口岸功能缺乏科学定位、统筹规划和优

化配置，不仅同质化竞争明显，而且港口腹地重叠交叉，缺乏临港

产业布局配套，影响了口岸综合优势发挥。海南省目前南部区域口

岸缺乏国际货运功能，与海南“三区一中心”定位有较大差距。 

（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口岸建设历史欠账多，建设标准低，设施

设备相对落后，大部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达不到国家的规定和要

求：一是口岸通关区域狭小。如三亚凤凰机场存在口岸查验场地小，

查验设施设备无法摆放问题。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口

岸业务量将快速增长，口岸保障能力更加捉襟见肘。二是口岸过机

检测设备配置不足。集装箱码头，港口作业设备陈旧，集装箱过机

设备明显不足，造成通关耗时长，给企业带来诸多不便。三是口岸

配套保障设施不健全。港口联检及后勤保障设施配套不全，查验机

关办公、食宿、交通等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通关服务保障能力。 

（三）口岸投资建设体制不顺 

口岸属于公共资源，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目前全国大多数省区

的口岸均由政府投资建设，由国有企业承担口岸业主责任。但由于

我省地方政府财力薄弱，部分口岸建设和运营由非国有企业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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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往往出于自身经营的考虑，难以完全对标国家标准实施口岸建

设。海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尚未做到统筹规划、统一部

署和协同推进。 

（四）口岸信息化建设滞后 

目前国家正在推动“智慧口岸、平安口岸”建设，通过信息化

科技手段节约人力资源，提高口岸工作效率。国内部分省份已将信

息化建设作为口岸建设主要内容，如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目前正进行

改扩建，以信息化手段建设为主体，大力增设各类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设备，提升机场的运转效率。海南口岸信息化水平总体较低，

已不能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亟需按信息化要求进行改扩建。 

四、口岸建设面临的发展形势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岛内自由”的制度设计，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口岸分为

对外开放口岸和“二线口岸”。对外开放口岸强化进出境环节的安

全准入（出）监管，由口岸查验机构依法对涉及进出境证件、检验

检疫、税款征收等的进出境人员、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实施监管

查验，侧重公共卫生安全、国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

全管控。往来海南自贸港和内地间的货物、物品、人员和运输工具

均需从“二线口岸”进出。 

新的制度安排对海南口岸的监管、服务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给海南口岸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十四五”期间，需全力加

强口岸各类基础设施及设备建设，补齐口岸建设短板，促进全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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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不同类型口岸共同发展，保障口岸联检单位依法履行职责，

推动口岸效能提升，满足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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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决策部署，按照借

鉴国际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定位、突出改革创新、坚持

底线思维的基本要求，不断加强口岸建设规划顶层设计，进一步完

善口岸工作制度架构，加大口岸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口岸

查验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水平，持续加强口岸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水

平，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贸港口岸建设。 

二、主要目标 

按照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要求，全面规划对外开放口岸和

“二线口岸”功能建设内容，通过分批推动、逐年实施，加快推动

口岸设施建设，填平发展差距、补齐发展短板、提升通关便利化水

平，到 2025 年，在满足封关运作的前提下，提升我省口岸整体建

设和监管水平。 

三、基本原则 

——统筹协调，整体规划。立足海南“十四五”期间对口岸发

展的需求，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大局，立足长远，统筹谋

划口岸发展，实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监管，提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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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服务经济发展能力。 

——合理规划，完善功能。按照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对口岸监

管的客观要求，积极转变口岸监管方式，合理规划对外开放口岸、

“二线口岸”以及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等具有口岸服

务功能的重大项目建设，完善优化功能，提升口岸服务和辐射能力，

实现口岸规划与自贸港发展相融合。 

——立足现状，适度超前。围绕自贸港建设长远规划，结合海

南“十四五”口岸发展现实需求，以满足和适应口岸监管为出发点，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立足现状，适度超前，谋定后动，分步实施。 

——体现节约，加强共享。本着节约高效理念，加强口岸设施

统筹共享力度，最大程度利用现有口岸设施，坚决反对弃旧用新，

避免公共资源浪费。兼具对外开放口岸与“二线口岸”的港口、机

场，“二线口岸”设施建设主要依托现有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和改造

后的国内厅、内贸场地；单设“二线口岸”的，主要依托改造后的

国内厅、内贸场地。确有新建、改扩建必要的需严格论证后实施。 

四、主要思路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为规划基础，依托口岸基

本现状和口岸发展定位，根据 2025 年进出境和离岛到内地的预测

货运量及客运量，参照《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建标

185-2017）（以下简称《口岸建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

管区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范和港口、码头、机场等相关标准，

梳理和评估口岸联检单位的口岸现场查验设施设备、非现场查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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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信息系统等建设需求，预估建设投入金额。工作思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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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水运口岸建设规划 

       一、对外开放水运口岸建设规划 

（一）洋浦港口岸 

1.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洋浦港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港口岸是国家一类水运开放

口岸，现有码头泊位 47 个，设计年通过能力 13000 万吨、220 万

吨标准集装箱（以下简称“TEU”）。2020 年，洋浦港完成货物吞吐

量 5664 万吨，其中外贸吞吐量 3096 万吨、内贸吞吐量 2568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101.9 万 TEU。 

洋浦港口岸由洋浦港区和神头港区两大港区组成。 

洋浦港区是以集装箱、通用散杂货为主的公共服务型港区，现

有码头泊位 12 个。 

神头港区是以石油化工、浆纸、液化天然气为主的大宗散货港

区，主要为临港产业服务，现有码头泊位 35 个。 

洋浦港口岸现有口岸业务技术设施 7800 平方米和公共查验场

地 86190 平方米，配套进境肉类、粮食、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洋浦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支点和中国面向印太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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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和海南自贸港集装箱枢纽港；全国沿海国

际枢纽港和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海南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的重要支撑；海南服务全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全

面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资源；海南西部大型临港工业的重要依

托。 

洋浦港将依托自贸港政策、临港工业产业园区、建港条件和区

位等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按照西部陆

海新通道定位，调整航线资源配置、优化布局航线网络，重点发展

集装箱运输。洋浦港将发展成为集合集装箱中转运输，大宗能源、

原材料和产成品储运、交易服务为一体并具有保税、加工、商贸、

旅游等多种功能，绿色智慧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 

② 口岸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在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

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管理制度、建设“中国洋

浦港”船籍港等重大举措，为洋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提出支持洋浦港吸引国内外货

源，发展国际中转运输业务，将洋浦培育成为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

港，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到 2025 年洋浦的区域国际集装箱枢

纽港地位初步确立。 

洋浦正在紧紧抓住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国家

战略机遇，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依托区位优势、

港口条件、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优势，以建设千亿级产业园区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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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业体系为目标，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动力，全力做好“通

道、基地、平台”三篇文章，打造海南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海南

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到 2025 年洋浦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

GDP 预计增长 1.5 倍达到 690 亿元，GDP 年均增长 20%以上。 

③ 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洋浦港口岸在完善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 2025 年，洋浦港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13000 万吨，集装

箱吞吐量将达到 500 万 TEU。根据 2020 年洋浦港内、外贸数据比

例对预计货物吞吐量进行拆分，2025 年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7150 万吨（占总吞吐量的 55%），内贸货物约 5850 万吨（占总吞吐

量的 45%）；按内贸货物进、出岛各占一半计算，离岛至内地货物

吞吐量预计约 2925 万吨。 

按照以上测算数据，根据《口岸建设标准》，洋浦港对外开放

口岸应按照水运货运 I级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

进行建设；“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

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

岸（500 万吨/年≤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建设。 

（3）差距对标分析 

洋浦港对外开放口岸参照水运货运 I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

货物查验场地 23 万-30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5680-63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960-106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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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3910 平方米。洋浦港口岸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86190 平方米，

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7800 平方米，未达到货物查验场地建设

和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按照《口岸建设标准》面积

要求及不同类型码头面积折算系数，结合口岸实际运行情况，改造

完善“一线”口岸相关口岸设施；并按照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口岸

实际运行情况，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二线口岸”功能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标准建设，需建设

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3810-42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方米。目前洋浦港“二线

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需按照《口岸建设标准》面积要

求及不同类型码头面积折算系数，结合口岸实际运行情况，以满足

基本监管需要为前提，在现有内贸场地、设施基础上进行改建，增

添必要监管查验设备。另外，需按照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口岸实际

运行情况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洋浦港口岸应按照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口岸实际运行情况和联

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鉴于洋浦港的国际枢纽港定位，需对洋浦港口岸基础设施、设

备及信息系统等按照“智慧口岸”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改扩建，充分

借助物联网、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建设国际一流的

智慧口岸；将智能网络和智能系统，应用到整个口岸的物流作业、

运输服务及口岸管理中，实现口岸集运输体系、仓库管理、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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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快件、海关、边检、海事监管的智能化。 

洋浦港口岸建设“十四五”规划项目是对标海南自贸港建设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从洋浦港口岸实际情况和现实差距出发，

为全面提升洋浦口岸查验、监管、运行等综合服务能力，为打造海

南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规划谋划的实实在在的项目，直接作用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

口制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际枢纽港政策的落地。建

设项目主要有：洋浦港“一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二

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洋浦港口岸综合指定监管场地项

目、洋浦经济开发区智慧口岸项目、海南自贸港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洋浦一期）项目、洋浦港小铲滩码头起步工程能力提升口岸配套

工程项目、洋浦港小铲滩码头扩建工程口岸查验设施项目、国投洋

浦港智能闸口改造项目、国投洋浦港集装箱查验场地项目等。 

对外开放口岸与“二线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体现勤俭节约

和集约共享精神，确有改扩建必要的需论证后实施。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洋浦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12.92 亿元。 

（二） 海口港口岸 

1.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海口港位于海口市，是全国 25 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海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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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是国家一类水运开放口岸，对外开放口岸由秀英港区和马村港

区两大港区组成。 

秀英港区主要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兼顾部分客货滚装轮渡业务

和散杂货装卸业务，现有码头泊位 20 个。秀英港区现有业务技术

设施 5569 平方米，查验场地 50000 平方米。2019 年外贸货运量 108

万吨，内贸货运量 6137 万吨。 

马村港区是全省煤炭、散杂货、油气、化工品等能源、建材物

资主要集散地，现有码头泊位 11 个。马村港区现有业务技术设施

6587 平方米，查验场地 13350 平方米。2019 年外贸货运量 295 万

吨，内贸货运量 895 万吨。马村港区配套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根

据需要建设水果、冰鲜水产品监管场地。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海口港是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和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推进

“海澄文定”一体化综合经济圈和临港产业布局发展的重要支撑；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资源；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支点之一和海南中国特色自贸港重要对外窗口。海口港将

发展成为以陆岛客货滚装、邮轮旅游客运、集装箱和散杂货运输为

主，兼顾新式跨海客运、石油化工品运输、南海油气勘探生产服务、

救援应急保障功能的综合性枢纽港。 

秀英港区保留部分客运功能，着力发展邮轮旅游和港航服务产

业，兼顾支持保障系统基地功能。近期保留客滚运输应急调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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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港区邮轮泊位的定位为国际邮轮停泊和客轮游艇基地。 

马村港区以散杂货、危险品为主，兼营集装箱业务，主要满足

省内生产生活需求，同时兼顾为南海开发提供后勤保障，逐步发展

成为专业化、规模化的综合性港区。马村港区将加快发展保税仓储、

现代物流、油气勘探生产服务保障和临港产业功能。 

② 口岸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海口港依托“海澄文定”一体化综合经济圈，汇集着全省公路、

铁路、航空等主要交通干线，并通过琼州海峡轮渡与内地综合运输

主通道相联，是海南省铁路、公路与全国铁路和公路网相联系的衔

接点、海南岛与内地交通联系的咽喉；海口港重点服务的“海澄文

定”一体化综合经济圈是全省经济发展最活跃、发达的重点地区，

产业基础好，集聚人口多，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海运需求及其发展

潜力大，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枢纽功能将进一步突出。 

③ 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海口港口岸在完善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秀英港应尽快整体搬迁，但根据实际情况，可在未整体搬迁之

前继续承担相应的货物和客运功能，待海口市对其定位规划出台后

再视情况设立相关口岸设施。在未搬迁之前，预计到 2025 年，秀

英港区总货物吞吐量 5930 万吨。根据 2019 年秀英港区内、外贸数

据比例对预计货物吞吐量进行拆分，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118.6

吨（占总吞吐量的 2%），内贸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5811.4 万吨（占



 海南自贸港口岸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19

总吞吐量的 98%）；按内贸货物进、出岛各占一半计算，离岛至内

地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2905.7 万吨。对外开放口岸根据《口岸建设

标准》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年）

标准进行建设，“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

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

（500 万吨/年≤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建设。预计

到 2025 年，秀英港区轮渡的离岛旅客吞吐量约为 193 万人次，根

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

设标准》水运客运 I级（离岛旅客吞吐量≥30 万人次/年）口岸进

行建设。 

秀英港区邮轮游艇泊位参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

吞吐量＜5 万人次/年）进行建设。 

根据规划要求，近期抓紧将秀英港危险品滚装码头搬迁至马村

港二期，“十四五”期间完成马村港三期建设、开工建设四期工程，

同时考虑中远期在马村港规划建设 1-2 个危险品专用滚装码头。预

计 2025 年，马村港区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 2200 万吨，根据《口岸

建设标准》按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500 万吨/年≤进出口货物吞吐

量＜3000 万吨/年）进行建设。内贸货物吞吐量 4110 万吨，按内

贸货物进、出岛各占一半计算，离岛到内地货物吞吐量达到 2055

万吨。“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

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500 万

吨/年≤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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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差距对标分析 

①秀英港区 

秀英港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

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020-25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50 平方米，海事业务

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现有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5569

平方米，已达到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暂无需新建。货

物查验场地可根据需要进行改造升级，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

设备。 

秀英港区“二线口岸”功能尚未配套建设口岸查验基础设施，

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240-2500 平方米，海事

业务技术设施2360-2640平方米；参照水运客运I级口岸建设标准，

需建设旅检大厅 3230-357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850-950 平

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2910-322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

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秀英港区邮轮游艇泊位参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

建设旅检大厅 675-825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880-1090 平方

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1260-15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350-1680 平方米。现有旅检大厅 2000 平方米，已达到旅检大厅

建设标准，暂无需新建，可根据需要进行改造升级；现有业务技术

设施 800 平方米，未达到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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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另外，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秀英港的相关查验设施、设备应结合短期需要和长期规划，根

据实际运转情况进行设置，避免资源浪费。 

②马村港区 

马村港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标准，需建设

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3810-424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650-7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方米。现有查验场地 13350 平方米，未达到货物查验

场地建设标准，需改扩建；现有业务技术设施 6597 平方米，已达

到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暂无需改扩建。另外，需增

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马村港区“二线口岸”功能尚未配套建设口岸查验基础设施，

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进行建设，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240-2500 平方米，海事

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

验设备。 

海口港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本着勤俭节约和集约共享精神，在“十四五”期间，海口港口

岸主要实施秀英港区对外开放口岸和“二线口岸”设施设备升级改

造项目、海口秀英邮轮港联检单位查验设施建设项目；马村港区对

外开放口岸设施设备升级改造项目、“二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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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 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海口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17.1 亿元。                     

（三）三亚港口岸 

1.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三亚港口岸由三亚港区、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和清水湾港区

组成。 

三亚港区由三亚凤凰岛邮轮港、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和三亚半

山半岛帆船港组成。三亚凤凰岛邮轮港和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目前

已获批对外启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将申请对外开放。三亚凤凰

岛邮轮港查验场地、业务技术设施约 4000 平方米。三亚鸿洲游艇

会码头业务用房、查验场地 200 平方米。 

南山港区现有 1万吨级通用杂货兼顾集装箱泊位 1 个，年设计

通过能力为 65 万吨；3 千吨级滚装码头泊位 1 个，年设计通过能

力为车辆 17 万辆次或杂货 54 万吨，2019 年，南山港区货物吞吐

量 62.63 万吨。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海南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的

批复》（国函〔2021〕69 号），南山港区已于 2021 年 6 月 27 日获

批对外开放，正在建设中，由海关总署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对

外公布，尚无海关相关监管设施和技术用房。 

莺歌海港区现有 7万吨级煤炭接卸泊位 1个，设计年通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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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万吨，2019 年实际接卸电煤 165 万吨。莺歌海港区已于 2021

年 6 月 27 日获国务院批准对外扩大开放，正在建设中，由海关总

署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对外公布。现有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

施 650 平方米，尚无公共查验场地、前置拦截区等相关设施设备。 

清水湾港区内有清水湾港区游艇码头，规划建设 780 个泊位。

清水湾港区目前正在申请对外扩大开放。现有查验场地 255 平方

米，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1000 平方米。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三亚港是海南省地区性重要港口，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的重要支撑；国家深海科考实验研究岸基保障平台；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支点之一。 

三亚港区将重点打造国际邮轮母港、游艇示范基地和深海科考

船舶基地，兼顾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和机场航空用油

等提供运输服务，以旅游客运和深海科考船基地为鲜明特色的港

口。 

南山港区承接三亚老港区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货运功能的转

移，预留集装箱运输功能，将逐步发展成为以深海科技城科考船基

地为特色的港区。 

莺歌海港区主要承担电厂煤炭接卸任务，并为游艇和环岛游轮

提供停泊功能。同时，将根据需要，依托乐东县丰富的土地资源以

及莺歌海港优越的港口条件，结合临港产业的定位和发展，适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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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三亚以及周边地区提供公共货运服务。 

清水湾港区将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服务，是发展游艇及国

际海洋旅游等活动的支撑点。 

② 口岸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三亚港口岸依托“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区域内汇集着全省环

岛高速公路、环岛高速铁路、航空等主要交通干线，是海南南部核

心增长极和唯一货运港口；“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也是全省旅游经

济发展最活跃地区，旅游配套基础好，山海景点多，是海南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重要载体，未来为旅游消费服务的海运需求及其发

展潜力大；三亚市是南海海上救援综合基地，在科技创新方面已陆

续布局深海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国家南繁

育种基地等重大战略性项目。 

③ 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三亚港口岸在完善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2025年，三亚凤凰岛邮轮港旅客吞吐量约为20万人次。

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

建设标准》，应按照水运客运 II 级口岸（5 万人次/年≤出入境旅

客吞吐量＜30万人次/年）进行建设。 

预计到 2025 年，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旅客吞吐量约为 2000 人

次。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

岸建设标准》，应按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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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年）进行建设。 

因目前未对外开放，无法预测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2025 年进

出境及离岛人数。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

需要，暂参照《口岸建设标准》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

吞吐量＜5 万人次/年）进行建设。 

预计到 2025 年，南山港区外贸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100 万吨。

对外开放口岸根据《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

（进出口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年）进行建设。预计到 2025 年，

南山港区内贸货物吞吐量将达到约 325 万吨，按内贸货物进、出岛

各占一半计算，离岛至内地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163 万吨。“二线口

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

照《口岸建设标准》建设，应按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离岛货物

吞吐量＜500 万吨/年）建设。 

莺歌海港区后期随着通用码头的建设和临港产业的发展，莺歌

海港区货物吞吐量将有进一步提升。预计到 2025 年，莺歌海港区

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 120 万吨，对外开放口岸根据《口岸建设标准》

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年）建设。

预计到 2025 年，莺歌海港区内贸货物达到 168 万吨，按内贸货物

进、出岛各占一半计算，离岛至内地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84 万吨，

“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

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建设，应按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离

岛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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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2025 年，清水湾港区游艇码头进出境及离岛到内地的

游艇约 300 艘次，旅客吞吐量将达 3000 余人次。根据货物、物品、

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建设，

应按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5 万人次/年）

进行建设。 

（3）差距对标分析 

三亚凤凰岛邮轮港参照水运客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

旅检大厅1330-1470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1420-1610平方米，

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1980-222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2040-2280 平方米。现有旅检大厅、业务技术设施共计约 4000 平

方米，未达到旅检大厅和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

扩建。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参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

设旅检大厅 675-825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880-1090 平方米，

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1260-15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350-1680 平方米。现有旅检大厅、业务技术设施共计 200 平方米，

未达到旅检大厅和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扩建。

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目前尚未对外开放，未配套口岸基础查验

设施，参照水运客运III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旅检大厅 675-825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880-109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1260-15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350-1680 平方米。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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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南山港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

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020-25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50 平方米，海事业务

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该港口已获批对外开放，尚无海关相

关设施和技术用房。现阶段，三亚港南山港区公共查验场地项目、

海关口岸前置拦截作业区、业务技术用房、查验平台、隔离围网、

视频监控以及办公用房、水电照明等设施设备均在筹备建设中，建

设完毕后由海关总署组织有关部门对口岸设施合并进行验收，合格

后正式对外公布。口岸查验设施可根据需要进行改造升级，并增配

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二线口岸”功能参照水运货运 III 级

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

务技术设施 1120-138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

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莺歌海港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

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020-25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50 平方米，海事业务

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7400 平方米，各

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650 平方米，未达到货物查验场地和各联检

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扩建，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

验设备。“二线口岸”功能参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

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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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38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另外，

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清水湾港区参照水运客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旅检大

厅 675-825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880-1090 平方米，边检业

务技术设施 1260-154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1350-1680 平方

米。现有旅检大厅 255 平方米，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1000 平

方米，未达到旅检大厅和各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

扩建，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三亚港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三亚港口岸重点建设任务是南山港对外开放

口岸和“二线口岸”现场查验能力建设项目、莺歌海港区对外开放

口岸和“二线口岸”设施设备升级改造项目、三亚凤凰邮轮港口岸

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

设项目、陵水清水湾港区游艇码头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三

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等。南山港在口岸建

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运行过程

中动植物种质资源及产品进出境需求，建设完善指定监管场地和口

岸查验设施、检疫处理设施、监控系统及相关配套设施。 

对外开放口岸与“二线口岸”建设充分体现勤俭节约和集约共

享精神，确有扩建必要的需论证后实施。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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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三亚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18.63 亿元。  

（四）八所港口岸 

1. 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八所港位于东方市，是海南省地区性港口之一。八所港口岸是

国家一类水运开放口岸，现有码头泊位 10 个，设计年通过能力 

2265 万吨。2019 年，八所港货物吞吐量 1507 万吨。 

八所港口岸主要货种为煤炭、金属矿石、化肥和化工原料及制

品，其中进口以煤炭为主，主要供给后方腹地企业和居民使用。 

八所港口岸现有业务用房 5100 平方米，查验场地 22.96 万平

方米，检疫处理区 1000 平方米，其中煤炭查验区 8.5 万平方米，

水果查验区 8万平方米。八所港口岸配套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八所港是地区性重要港口，是海南省建设西部东方临港工业园

区的重要支撑，是南海油气上岸加工储运基地和国家南海开发装备

制造及后勤保障基地。 

八所港主要为腹地铁矿开采和水泥工业、临港产业和南海油气

资源开发及上岸加工提供铁矿石、水泥、煤炭和化肥等能源、原材

料和产成品运输服务，兼顾边贸商品运输以及海南与东南亚间的滚

装运输，是工业港和公用商港并重的港口。 



 海南自贸港口岸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30

② 口岸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八所港初期为昌江石碌铁矿石装船外运建设的深水港，近年来

随着南海天然气的开采，在临港型东方工业园区内布局建设了以天

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大型电力企业，是海南省区域性重要港口。 

③ 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八所港口岸在完善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 2025 年，八所港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1850 万吨。根据

2019 年八所港内、外贸货物比例对预计吞吐量进行拆分，2025 年

外贸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407 万吨（占总吞吐量的 22%），内贸货物

约 1443 万吨（占总吞吐量的 78%）；根据内贸货物进、出岛各占一

半计算，2025 年离岛至内地货物预计约 722 万吨。 

按照以上测算数据，根据《口岸建设标准》，八所港“对外开

放口岸应按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

/年）进行建设；“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

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建设，应按照水运货

运 II 级口岸（500 万吨≤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建

设。 

（3）差距对标分析 

八所港口岸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

需建设 1.53-1.87 万平方米货物查验场地，建设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020-25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50 平方米，海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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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现有查验场地 22.96 万平方米，各联

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5100 平方米，已达到上述货物查验场地和联

检单位业务用房建设标准，暂无需新建。口岸查验设施可根据需要

进行改造升级，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二线口岸”功能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标准建设。目前八

所港“二线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240-2500 平方米，海事

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

验设备。 

八所港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对外开放口岸现有查验设施面积高于建设标准，应本着勤俭节

约和集约共享精神，将超出建设标准的设施改造成为“二线口岸”

设施。“十四五”期间，八所港口岸重点建设任务是八所港对外开

放口岸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八所港“二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

项目等。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八所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2.13 亿元。 

（五）清澜港口岸 

1.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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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澜港位于文昌市，是海南省地区性港口之一。清澜港口岸是

国家一类水运开放口岸，现有码头泊位 5 个。2019 年，清澜港完

成货物吞吐量 331 万吨。 

清澜港主要业务类型为货运。现有口岸业务用房（查验综合楼）

5136 平方米，查验场地 22000 平方米。目前，清澜港口岸无配套

海关指定监管场地。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清澜港承担海南省东部沿海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以及航天科

技城装备运输、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保障任务；根据需要预留

少量集装箱运输功能。 

② 口岸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清澜港位于“海澄文定”一体化综合经济圈，是海南省东部地

区唯一的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水运物资集散

地，港口可便捷衔接东线高速，承担起文昌卫星发射中心运载火箭

等装备的接卸任务，同时也为三沙市生产资料、生活物资补给和人

员往来提供运输保障，在保障国家航天发射、三沙后勤补给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中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③ 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清澜港口岸在完善对

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 2025 年，清澜港外贸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40 万吨，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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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310 万吨，按内贸货物进、出岛各占一半计算，

离岛至内地货物吞吐量预计约 155 万吨。根据《口岸建设标准》，

对外开放口岸应按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

500 万吨/年）进行建设；“二线口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

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离岛货物吞吐量＜500 万吨/年）进行建设。 

（3）差距对标分析 

清澜港对外开放口岸根据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

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020-25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50 平方米，海事业务

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2.2 万平方米，各

联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 5136 平方米，已达到货物查验场地和各联

检单位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暂无需新建。口岸查验设施可根据

需要进行改造升级，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目前清澜港“二线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二线口

岸”功能参照水运货运 III 级口岸标准建设，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1.53-1.87 万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120-1380 平方米，海事

业务技术设施 1550-195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

验设备。 

清澜港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对外开放口岸现有查验设施面积高于建设标准，应本着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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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和集约共享精神，将超出建设标准的设施改造成为“二线口

岸”设施。“十四五”期间，清澜港重点建设任务是清澜港对外开

放口岸和“二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清澜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2.5 亿元。 

二、新设“二线”水运口岸建设规划 

为配套海南自贸港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货物贸易

制度顶层设计，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在封关运

作前，在海口新海港和南港 2 个内贸港口设立“二线口岸”，以后

根据自贸港发展需要，在充分论证基础上推进其他港口增设“二线

口岸”。 

（一）海口新海港  

1.规划基础 

（1）港口基本现状 

海口新海港位于琼州海峡南岸，是海口港承担客货汽车滚装运

输的专用港区。2019 年，海口新海港旅客吞吐量 468 万人次，货

物吞吐量约2600万吨。目前新海港设计年通过能力旅客1800万人，

滚装 270 万辆次。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海口新海港是琼州海峡客货滚装的门户港，主要满足陆岛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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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海南岛与内地的重要运输通道。未来客运综合枢纽站和交

通综合枢纽 GTC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人员往

来的便利性。 

② 港口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海口新海港位于海口市新海港临港生态新城规划范围内，新城

未来规划功能为“一枢纽、三中心、两地”。“一枢纽”即海南陆岛

综合交通枢纽，“三中心”即海口市港航现代服务中心、购物中心、

休闲娱乐中心，“两地”即海口市全城旅游集散地和精品旅游目的

地。海口国际免税城毗邻新海港，项目以免税为核心，涵盖有税零

售、文化娱乐、商务办公、餐饮住宿等多元素的复合型旅游零售综

合体，建成后将成为自贸港人流和免税品重要集散基地。 

③ 港口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海口新海港设立“二

线口岸”，建设相应查验基础设施，具备相应查验监管能力，打造

成为海南自贸港人流、车流、物流最密集的关口。 

预计到 2025 年，海口新海港旅客吞吐量超 800 万人次，离岛

至内地的旅客将超过 400 万人次；如届时货物滚装功能未调整至马

村港区，预测货物吞吐量将超 4000 万吨，离岛至内地货物吞吐量

将超过 2000 万吨；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

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水运客运 I 级口岸（离岛

旅客吞吐量≥30 万人次/年）、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500 万吨/年≤

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口岸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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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差距对标分析 

海口新海港作为琼州海峡陆岛运输通道，是 2025 年前海南自

贸港实现封关运作规划中的重要“二线口岸”，目前是内贸港口，

未配套“二线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参照水运客运 I级口岸建设标

准，需建设 3230-3570 平方米旅检大厅，850-950 平方米海关业务

技术设施，2910-322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

业务技术设施 2240-250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

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海口新海港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海口新海港的重点建设任务是新海港“二线

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等。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海口新海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26.6 亿元。 

（二）南港 

1.规划基础 

（1）港口基本现状 

南港位于琼州海峡南岸，目前有粤海铁路通道南港火车轮渡码

头。2019 年，南港离岛旅客吞吐量 496 万人次，离岛货物吞吐量

203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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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铁路南港轮渡码头拥有 2 万吨级铁路滚装泊位和检修泊

位各 1 个，设计年通过能力为旅客 202 万人次，滚装汽车 177 万辆

次。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① 港口规划定位 

南港是执行琼州海峡铁路滚装运输的主要港口，是海南岛与内

地的重要客、货运输通道。未来将南港火车轮渡码头扩建成为铁路

跨海运输保障区，承担铁路滚装运输。 

② 港口腹地经济发展前景 

南港位于海口市新海港临港生态新城规划范围内，新城未来规

划功能同海口新海港。 

③ 港口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南港应具备“二线口

岸”海关监管能力。 

预计到 2025 年，南港旅客吞吐量将达 546 万人次，离岛至内

地旅客吞吐量将超过 273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2781 万吨，

离岛至内地货物吞吐量将超过 1390.5 万吨，根据货物、物品、人

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

水运客运 I 级口岸（离岛旅客吞吐量≥30 万人次/年）、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500 万吨/年≤离岛货物吞吐量＜3000 万吨/年）进行

口岸设施建设。 

（3）差距对标分析 



 海南自贸港口岸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38

南港是内贸港口，目前未配套“二线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参

照水运客运 I 级建设标准，需建设 3230-3570 平方米旅检大厅，

850-95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2910-3220 平方米海事业务技

术设施；参照水运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50350-6360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2240-2500 平方米，海事

业务技术设施 2360-264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

验设备。 

南港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2.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南港的重点建设任务是南港“二线口岸”查

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等。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3.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南港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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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航空口岸建设规划 

 

一、海口美兰机场口岸 

（一）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海口美兰机场占地面积 1140 公顷（含二期），飞行区等级为

4F 级，航站楼总规模近 45 万平方米，站坪总面积 79 万平方米（含

两航基地），廊桥机位 63 个，站坪机位 67 个，可保障旅客吞吐量

3500 万人次。 

海口美兰机场，现有国内旅检大厅 5854 平方米（一期）和 5142

平方米（二期），合计 10996 平方米；现有国际旅检大厅 3083 平方

米（一期）和 4000 平方米，合计 7083 平方米。现有国内货物查验

场地 21300 平方米（一期）和 10500 平方米（二期），合计 31800

平方米；现有国际货物查验场地 2400 平方米（一期）和 10998 平

方米（二期），合计 13398 平方米。现有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7167 平

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3780 平方米。目前，口岸配套进境植物

种子、种苗指定监管场地和进境食用水生物监管场地。已开通海南

自贸港首个洲际试点货运航班。 

2.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1）机场规划定位 

海口美兰机场是国家明确提出建设的区域枢纽机场，下一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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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试点开放第七航权的政策优势，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国

际航空枢纽。 

（2）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海口美兰机场在完善

对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 2025 年，海口美兰机场进出境旅客将达到 367 万人次，

进出口货物将达到 4 万吨；离岛至内地旅客将达到 1800 万人次，

离岛至内地货物将达到 18.5 万吨。 

根据《口岸建设标准》，美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按照航空客运

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300 万人次/年）、航空货运 II 级口

岸（2 万吨/年≤进出口货物吞吐量＜20 万吨/年）建设；“二线口

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

照《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航空客运 I 级口岸（离岛旅客吞吐量

≥300 万人次/年）、航空货运 II 级口岸（2 万吨/年≤离岛货物吞

吐量＜20 万吨/年）建设。 

3. 差距对标分析 

海口美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航空客运 I 级口岸建设标准，

需建设旅检大厅 5130-567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3780-42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2090-2310 平方米；根据航空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2660-2940 平方米，海关业

务技术设施 520-6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450-520 平方米。

现有国际旅检大厅 7083 平方米，已达到旅检大厅建设标准，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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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改扩建；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13398 平方米，已达到货物查验场地

建设标准，暂无需改扩建；现有海关客运与货运业务技术设施合计

7167 平方米，已达到海关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暂无需改扩建；

现有边检客运与货运业务技术设施合计 3780 平方米，已达到边检

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暂无需改扩建。口岸查验设施可根据需要

进行改造升级，并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目前海口美兰机场“二线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参

照航空客运I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旅检大厅5130-5670平方米；

需建设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700-1900 平方米，同时增配海关需要的

查验设备。参照“二线”航空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

物查验场地2660-2940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310-360平方米。

参照《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中的“快递类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设置规范”，升级海口国际快件监管中心的开放口岸监管设施，

建设海口国际快件监管中心的“二线口岸”监管设施。另外，需增

配海关需要的查验设备。 

海口美兰机场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二）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应本着勤俭节约和集约共享精神对口岸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重点建设美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设施设备升级改

造项目、美兰机场“二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等。美兰机

场三期工程相关前期工作已启动，口岸查验设施将纳入主体工程统

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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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三）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海口美兰机场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6.77

亿元。 

二、三亚凤凰机场口岸 

（一）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三亚凤凰机场现有航站楼面积 10.7 万平方米，其中 T1 航站楼

5.83 万平方米、T2 航站楼 2 万平方米、国际航站楼 1.57 万平方米、

贵宾航站楼 1.3 万平方米。 

就货物进出口及旅客进出境而言，现有旅检大厅 3000 平方米，

货物查验场地 132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100 平方米，边检

业务技术设施 250 平方米。目前，三亚凤凰机场口岸配套食用水生

动物的指定监管场地。 

2. 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1）机场规划定位 

机场所在地三亚市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建设的海上合作战略支点，随

着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未来三亚

航空旅游市场必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三亚凤凰机场将利用

开放第七航权的政策优势打造国际门户机场。 

（2）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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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三亚凤凰机场在完善

对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 

预计到 2025 年，三亚凤凰机场进出境旅客将达到 361.15 万人

次、进出口货物将达到 1.57 万吨；离岛到内地旅客将达到 1023 万

人次、离岛到内地货物将达到 15 万吨。 

根据《口岸建设标准》，凤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按照航空客运

I 级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300 万人次/年），航空货运 III 级

口岸（进出口货物吞吐量＜2万吨/年）进行建设；“二线口岸”功

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照《口

岸建设标准》，应按照航空客运 I 级口岸（离岛旅客吞吐量≥300

万人次/年），货运 II 级口岸（2 万吨/年≤离岛货物吞吐量＜20 万

吨/年）进行建设。 

3. 差距对标分析 

三亚凤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航空客运 I 级口岸建设标准，

需建设旅检大厅 5130-567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3780-421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2090-2310 平方米；根据航空货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990-1210 平方米，海关业

务技术设施 320-42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370-450 平方米。

现有旅检大厅 3000 平方米，未达到旅检大厅建设标准，需改扩建；

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1320 平方米，已达到货物查验场地建设标准，

暂无需改扩建；现有客运及货运海关业务技术设施合计 1100 平方

米，未达到海关业务技术设施建设标准，需改扩建；现有客运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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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边检业务技术设施合计 250 平方米，未达到边检业务技术设施建

设标准，需改扩建。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目前三亚凤凰机场“二线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参

照“二线”航空客运 I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旅检大厅 5130-5670

平方米；需建设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700-1900 平方米。另外，需增

配海关需要的查验设备。参照“二线”航空货运 II 级口岸建设标

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2660-294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310-360 平方米。另外，需增配海关需要的查验设备。 

三亚凤凰机场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因现有机场附近缺少更多扩建空间，三亚凤凰机场对外开放口

岸和“二线口岸”现场查验设施以改建和内部调配为主，下一步规

划在三亚另选址建设新机场，口岸查验设施将纳入新机场主体工程

统一建设。同时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二）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三亚凤凰机场口岸的重点建设任务是凤凰机

场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项目、凤凰机场对外开放口岸设施设备升级

改造项目、凤凰机场“二线口岸”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等。凤凰

机场在口岸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基地运行过程中动植物种质资源及产品进出境需求，建设完善指定

监管场地和口岸查验设施、检疫处理设施、监控系统及相关配套设

施 

对外开放口岸与“二线口岸”建设充分体现勤俭节约和集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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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精神，确有扩建必要的需论证后实施。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三）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三亚凤凰机场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3.43

亿元。 

三、琼海博鳌机场口岸 

（一）规划基础 

1.口岸基本现状 

琼海博鳌机场设置国内国际安检通道共 5 条，国内 2条，国际

3 条。海关国际查验场地 947 平方米，执勤用房 242.5 平方米，合

计 1189.5 平方米，国内场地面积 83.7 平方米；边检国际查验场地

532 平方米，执勤用房 204 平方米，合计 736 平方米；联检综合办

公区 6542.1 平方米。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已批准对外开放。 

2. 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1）机场规划定位 

博鳌机场作为海南岛第三个民用机场，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

致力于以保障博鳌亚洲论坛为基础职责，以航空市场发展为导向，

建设琼海及周边目的地旅游市场；同时，作为美兰机场、凤凰机场

的有效补充，与两大机场形成差异化发展，打造成为海南东部航空

枢纽中心。 

（2）口岸规划发展目标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琼海博鳌机场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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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口岸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二线口岸”功能。首要任务为

围绕满足对外开放要求进行口岸设施建设，争取早日验收、早日对

外公布。 

预计到 2025 年，琼海博鳌机场进出境旅客将达到 4.2 万人次、

进出境货物低于 0.01 万吨；离岛到内地旅客将达到 60 万人次、离

岛到内地货物将达到 0.13 万吨。 

根据《口岸建设标准》，琼海博鳌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按照航空

客运Ⅲ级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50 万人次/年）、航空货运Ⅲ

级（进出口货物吞吐量＜2 万吨/年）口岸标准进行建设；“二线口

岸”功能根据货物、物品、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监管需要，参

照《口岸建设标准》，应按照航空客运 II 级口岸（离岛旅客吞吐量

≥50 万人次/年）、航空货运Ⅲ级（离岛货物吞吐量＜2 万吨/年）

口岸标准进行建设。 

3.差距对标分析 

琼海博鳌机场对外开放口岸根据航空客运 III 级口岸建设标

准，需建设旅检大厅 1350-165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490-182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810-990 平方米；根据航空

货运 III 级口岸标准，需建设货物查验场地 990-1210 平方米，海

关业务技术设施 320-420 平方米，边检业务技术设施 370-450 平方

米。现有旅检大厅 813 平方米，未达到旅检大厅建设标准，需改扩

建；现有货物查验场地 141 平方米，未达到货物查验场地建设标准，

需改扩建；未配套海关业务技术设施，需改扩建；现有客运及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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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检业务技术设施合计 204 平方米，未达到边检业务技术设施建设

标准，需改扩建。另外，需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目前琼海博鳌机场“二线口岸”未配套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参

照“二线”航空客运 II级口岸建设标准，需建设旅检大厅 2850-3150

平方米；需建设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110-1230 平方米；增配海关需

要的查验设备。参照“二线”航空货运 III 级口岸标准，需建设货

物查验场地 990-1210 平方米，海关业务技术设施 190-250 平方米。

另外，增配联检单位需要的查验设备。 

琼海博鳌机场口岸应按照联检单位需求建设非现场查验设施。 

（二）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近期博鳌机场口岸首要建设任务是在现有场

地基础上进行整合和调配，满足尽快对外开放要求；同步及时启动

新的国际国内航站楼建设，口岸查验设施将纳入新机场主体工程统

一建设等。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三）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琼海博鳌机场口岸建设项目匡算投资 1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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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建

设规划 

《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方案》要求，行邮物品由海南自贸港进

入内地，按规定进行监管，照章征税。针对邮政快件及物流监管，

应建立完善海南邮件快件处理监管体系，推动优化布局建设，增加

海关对海南输往内地邮政快件与物流的监管功能，形成对出岛货物

流的全面管控。虽然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不属于传统

口岸范围，但属于海南自贸港口岸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对‘二

线’离岛到内地的跨境电商物流、邮件、快件的实际监管需求，纳

入本次规划一并考虑。 

一、 监管中心建设规划 

（一）监管中心建设现状 

目前海南共有3个邮件快件监管中心及1个跨境电商物流监管

中心。 

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设在海口邮区中心局内，总面积为 512 平

方米，日均处理量约 2000 件。新的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在建设

中，使用面积近 3000 平方米。 

海口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位于海口美兰机场西侧，作业场地面积

约 600 平方米，目前正启动建设 2 期工程项目，每天过检货物量最

高达 3000 件。 

三亚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位于三亚凤凰机场，目前暂停运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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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计划另行选址新建。 

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

内，目前跨境电商产业园二期项目在建中，建成后库容将达到 11

万立方米，配有海关办公及监管仓等，具备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

所需的各项功能。 

（二）2025 年规划定位和目标 

“十四五”规划期间将采取相对集中、分区域分阶段的方式推

进：一是加快建设海南邮政国际物流仓储处理中心项目，待其建成

后将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迁入其中，具备“一线”“二线”监管功

能；二是根据业务需求，适时在海口新建一处邮件快件监管中心，

主要用于海南岛运往内地的邮件快件“二线”监管；三是在三亚新

建 1处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具备“一线”“二线”监管功

能；四是升级扩建全省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现有“一线”监管场

地，包括海口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和海口综合

保税区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增加“二线功能”。 

（三）差距对标分析 

2019 年，海南邮快件监管中心处理邮快件 7861 万件（日均处

理能力约为 21 万件）。其中，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处理量为 861 万

件（国际邮快件数 73 万件、海南到内地邮快件数 788 万件）；海口

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处理量为 209 万件（国际邮快件数 109 万件、海

南到内地邮快件数100万件）；三亚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处理量为 201

万件（国际邮快件数 41 万件、海南到内地邮快件数 160 万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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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处理量为 190 万件（国际邮快

件数 100 万件、海南到内地邮快件数 90 万件）；海口新海港（尚未

建立监管中心）处理国内快件量为 6400 万件。 

预计到 2025 年，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业务量将

达到 23235 万件（日均处理能力需达到 63 万件的水平）。现有业务

处理设施远远满足不了 2025 年邮件快件监管要求，且均尚未配套

跨境电商物流与邮政快件的“二线”监管功能，参照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68 号公告中对“快递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和“邮检作业场

地”标准，需要对现有的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升级、并适时改扩建或

新建新的监管中心。 

二、规划建设内容 

“十四五”期间，在海口建设海南邮政国际物流仓储处理中

心项目、在三亚新建 1个国际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以

及适时在海口新建 1处海南综合型寄递物流邮件快件监管中心。此

外，针对海口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海口国际邮件互换局、海口跨境

电商物流监管中心等项目升级扩建，完善提升“一线”和“二线”

监管功能。 

具体详见附件项目清单。 

三、投资预估 

“十四五”期间，跨境电商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建设项

目，匡算投资 10.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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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资金筹措方式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海南实际制定合理的资金筹措方案、

建立可操作的投融资模式，确保口岸建设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实现

口岸设施建设目标，满足封关运作需要。 

一、项目投资主体及来源 

（一）口岸现场查验设施 

现场查验设施是指现场查验所必须的公共查验场地和业务技

术设施，如业务技术用房、口岸限定区、检验场所（场地）、通道、

车辆或集装箱装卸场（站）等。        

口岸现场查验设施建设由口岸联检单位根据国家标准提出需

求，所需投资列入口岸主体工程建设项目投资预算之内，由口岸业

主单位承担。同时，口岸中未纳入口岸主体建筑的查验设施，可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一类口岸查验设施建设专项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6〕2567 号）申请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补助。 

（二）口岸非现场查验设施 

非现场查验设施是指口岸单位办公、业务（非现场部分）和

生活配套设施等。 

 口岸非现场查验设施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解决。 

（三）查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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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设备是指口岸查验人员开展查验工作所必须的信息化系

统和设备。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开放

口岸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44 号），

口岸联检单位在口岸执法工作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由各

自主管部门解决。部分符合条件的大型查验设备，可向中央申请专

项补助。 

（四）具有口岸服务功能的重大项目 

具有口岸服务功能的重大项目是指口岸单位涵盖海南全岛或

不单独为某个现场口岸服务、具有公益性的重大项目，包括海南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建设项目、自贸港“智慧口岸数字边检”建设、

国家（三亚）隔检中心（一期）等。符合条件的服务项目，积极申

请中央资金。除中央资金外，由地方政府、项目主管部门承担。 

（五）海关指定监管场地以及跨境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 

海关指定监管场地以及跨境物流和邮件快件监管中心项目，包

括三亚凤凰机场国际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海南邮件快

件跨境电商物流监管中心等。 

其中，符合条件的大型查验设备购置，可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

补助。除中央投资外的其他设施设备部分，可由社会资本（如邮件

快件运营商等）、项目业主承担。 

二、投融资规划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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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应考虑项目公益性、紧迫性，安排不同

的财政投入渠道；对于市场化经营性项目，应通过创新运作模式、

挖掘收益来源、提升可融资性，增强项目对投资方、建设方、运营

方的吸引力，提升投融资的可行性，匹配最适宜的运作模式与实施

路径，确保规划项目的顺利落地实施。 

——纯公益性、完全无收益的项目。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补助、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渠道筹集资金。 

——具有一定收益的准公益性项目。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补助、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REITS 等渠道筹集资金。 

——具有市场化融资能力的经营性项目。进行市场化招商，

广泛应用市场化融资模式，如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及其他金融工

具等，最大限度拓宽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来源。 
 

 

 

 

 

 

 

第七篇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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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口岸工作联系会议制度的统筹协调职能，健全口岸联

系会议工作机制，围绕自贸港对口岸工作的要求，推进口岸各部门

和经营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口岸查验单位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监管新

模式，研究制定监管办法。口岸综合管理部门积极协调并督促口岸

经营单位，及时推动配套设施调整建设，推进落实海南自贸港的各

项口岸政策部署。 

各口岸联检单位之间，联检单位与口岸签证机构之间、部门与

口岸经营单位之间亟需建立好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共同推进的口

岸建设规划部署工作关系。对于口岸建设规划部署工作中的痛点、

难点、需求、期望，及时沟通，共同研究，探索出适应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监管新模式。 

二、强化资金保障 

针对公益性的项目，参照《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国家一类口岸查验设施建设专项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文件要

求，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资金支持对外开放口岸、“二线口岸”

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口岸满足自贸港发展需要。新建、改扩建、

迁建口岸现场查验设施应当与港口、码头、机场等主体工程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所需投资列入主体工程

投资之内，由业主承担，可按照规定申请国家口岸建设专项补助。

口岸查验设施设备购置与运行维护经费，除按照规定应当由中央财

政负担的以外，不足部分主要由省级财政负担。口岸非现场查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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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除按照规定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外，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负

担。新建、改扩建、迁建口岸的开办费主要由市县财政负担。各级

资金统筹使用，不断满足、及时响应自贸港口岸分步骤、分阶段建

设需求。 

针对有收益的项目，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丰富多元化投融

资机制，最大限度放开可开放领域，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口岸设

施建设。 

三、配置机构人员 

按照海南自贸港口岸监管的需求，统筹解决海关、边检、海事

等口岸查验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新增需求问题，协调解决增

设各口岸签证管理机构的办公场所，满足海南自贸港口岸监管工作

对机构、人员编制和办公的需求。 

四、完善风控机制 

加强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建立完善口岸应急救援保障

体系，增强口岸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口岸溢油应急基

地和溢油应急设备库，提高对为口岸服务的海事、消防、溢油应急

及救援等政府公务船码头设施的建设和保障水平。建立口岸多部门

应对风险的联合防控体制机制，提高口岸应对风险能力和水平。 

建立常态化风险防控和反应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国际流行病、

传染病期间，建立专项风险防控和应对体制机制。 

 

附件：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建设“十四五”规划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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