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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20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的

通知 

税委会〔2019〕50号 

海关总署： 

为优化贸易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

条例》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进行调整，

现将《2020 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印送你署，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附件：2020 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 

2020 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 

一、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一）最惠国税率。 

1.自 2020年1月 1日起对859项商品(不含关税配额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 7 项信息技术产品进口暂定税率（见附表 1）。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表修正案》附表所列信息

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步降税（见附表 2）。 

（二）关税配额税率。 

继续对小麦等 8 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率不变。其中，对尿素、复合

肥、磷酸氢铵 3 种化肥的配额税率继续实施 1%的暂定税率。继续对配额外进口

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滑准税（见附表 3）。 

（三）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 

1.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或关税优惠安排，除此前已经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协定税率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我国与新西兰、秘鲁、

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智利、格鲁吉亚、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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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2020 年 7 月 1 日

起，按照我国与瑞士的双边贸易协定和亚太贸易协定规定，进一步降低有关协定

税率（见附表 5）。 

当最惠国税率低于或等于协定税率时，协定有规定的，按相关协定的规定执

行；协定无规定的，二者从低适用。 

2. 除赤道几内亚外，对与我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继续

实施特惠税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赤道几内亚停止享受零关税特惠待遇。 

二、出口关税税率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对铬铁等 107 项商品征收出口关税，适用出口税

率或出口暂定税率，征收商品范围和税率维持不变（见附表 4）。 

三、有关实施时间 

以上方案，除另有规定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表： 

1.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 

2．部分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表 

3. 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 

4. 出口商品税率表 

5. 进一步降税的进口商品协定税率表 

附表 1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 

序号 EX（注 1） 税则号列 商品名称 2020 年最惠国

税率（%）注 2 

2020 年暂定

税率 （％） 

305 ex 32041700 彩色光刻胶用光刻胶

颜料分散液 

6.5 3 

322 ex 37071000 感光乳剂（不含银的） 8 4 

[注 1]：“ex”表示实施暂定税率的商品应在该税号范围内，以具体商品描

述为准。 

[注 2]：该表中的（%）仅适用于从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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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部分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表 

序号 税则号列 EX 

（注 1） 

信息技术产品名称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最惠国税率

（%）注 2 

2020年7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最惠国税

率 （％） 

3 35069190 ex 专门或主要用于显示屏或触

摸屏制造的光学透明膜黏合

剂和光固化液体黏合剂 

0 0 

19 39079991 ex 热塑性液晶芳香族聚酯共聚

物 

2.2 1.1 

20 39079999 ex 热塑性液晶芳香族聚酯共聚

物 

2.2 1.1 

注 2：该表中的（%）仅适用于从价税。 

附表 5 

进一步降税的进口商品协定税率表 

序号 税则 

号列 

商品 

名称

（注

1） 

最惠

国税

率（%）

（注

2） 

协定税率（%） 

亚

太 

智

利 

巴

基 

斯

坦 

新

西

兰 

新

加

坡 

秘

鲁 

哥

斯

达

黎

加 

瑞

士 

冰

岛 

澳

大 

利

亚 

韩

国 

格

鲁 

吉

亚 

1657 28111110 电子

级氢

氟酸 

5.5  0 0 0  0 0 0 0 0 0 0 

1734 28269020 六氟

磷酸

锂 

5.5  0 0 0  0 0 0 0 0 3.3 0 

注 1：商品名称仅供参考，具体商品范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中的税则号列对应的商品范围为准。 

注 2：该表中的（%）仅适用于从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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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活动】 

集成电路材料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暨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 

在杭州隆重召开 

半导体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半导体材料是集成电路制造发展的基石，

为研究我国集成电路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由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电

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共同主办，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集

成电路材料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隆重召开。 

联盟理事长单位巨化集团中巨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刚、中国电子材料行

业协会高级顾问袁桐、联盟秘书长鲁瑾，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

位的诸多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联盟专家委共计 90 余人齐聚一堂，共商集

成电路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共谋电子化工新材料行业繁荣大计。 

 

会议由联盟秘书长鲁瑾主持。中巨芯科技有限公司陈刚总经理首先致辞。他

指出，自 2015 年 11 月 8 日成立以来，四年间，联盟在政府支持、政策争取、行

业交流、团体标准建设以及信息平台建立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表示，

电子化工新材料行业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行业，2019 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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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依然延续，整个行业发展并不容易。他希望 2020 年联盟成员单位能

进一步加强合作，紧密团结，共同促进行业繁荣健康发展。 

大会特别邀请了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于燮康副理事长，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

会徐伟秘书长，中科院微电子所、华进半导体封装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曹立强总经

理，深圳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何洪文博士，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张玮技

术总监，中巨芯科技有限公司李伟国资深市场经理，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邢攸美研发经理作了相关的行业、主题报告。 

会议下午，鲁瑾秘书长作了主题报告。报告梳理集成电路制造全流程所需的

各类材料，包括最终集聚到集成电路产品上的原材料和各个工序不可或缺的辅料

耗材。研究了国内集成电路材料体系架构和支撑能力，聚焦了集成电路材料配套

的薄弱环节和各品种面临的突出问题。联盟专家委各位专家及各成员单位代表就

集成电路材料高质量发展路径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会议同期，还召开了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一届五次理事会。 

秘书处向大会汇报了 2019 年工作总结及 2020 年工作展望。电子化工新材料

产业联盟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工信部原材料司领导积极关心支持下，联盟工作得

到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和配合，2019 年联盟秘书处积极努力开展了大量工作，使

联盟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主要工作如下： 

（一）积极做好政府工作的行业支撑，争取对电子化工新材料企业的支持与

产业扶持政策。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工作一直得到工信部原材料司等部门的

重点关注与支持，我们联盟秘书处积极加强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的沟通、汇

报，配合政府在政策制订、产业扶持引导、项目资金支持、新政策试点工作等方

面做好产业政策建议、项目推荐等； 

（二）组织行业会议活动交流； 

（三）开展行业与市场调研、应用交流座谈工作； 

（四）开展团体标准建设工作； 

（五）建设联盟信息交流平台，做好行业信息工作； 

（六）扩大联盟影响，吸纳新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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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020 年工作展望，联盟秘书处表示，将在理事会领导下，政府部门指

导下，积极寻求新的方式深入开展联盟服务工作，做好政府工作支撑，为联盟会

员服务，促进联盟跨行业资源共享，促进产业发展。与会代表也纷纷献言献策，

给联盟秘书处今后的工作方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鲁瑾秘书长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发言，她表示，联盟主要工作目标继续为协调

电子化工新材料及其上下游产业资源，引导电子化工新材料企业和下游电子信息

产业开展深度合作，推进产学研用联合，搭建信息共享、技术合作、应用示范及

市场开拓的公共平台，促进电子化工材料与下游新应用技术创新融合发展。 

本次会议得到了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行业要闻】 

台积电 5nm 良率已达 50% 

最新消息称，台积电 5nm 的良率已经爬升到 50％，预计最快明年第一季度

量产，初期月产能 5 万片，随后将逐步增加到 7～8 万片。  

目前披露的首批 5nm 消费级产品包括苹果 A14、海思麒麟 1000 系列等，据

说 9 月份已经流片验证。至于 AMD，Zen 4 架构处理器也是 5nm，首发大概率

会交给第四代 EPYC 霄龙处理器，代号“Genoa（热那亚）”，最快 2021 年就

登场。按照台积电官方数据，相较于 7nm（第一代 DUV），基于 Cortex A72 核

心的全新 5nm 芯片能够提供 1．8 倍的逻辑密度、速度增快 15％，或者功耗降低

30％，同样制程的 SRAM 也十分优异且面积缩减。  

另外，得益于骁龙 865 的采用，台积电 7nm DUV 在明年春季这一传统淡季

也将继续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传日本光刻胶大厂 JSR 将在韩国建立 ArF 产线 

韩媒报道，全球第一光刻胶大厂日本 JSR 计划将在韩国青州建立一条生产

用于 ArF 的光刻胶产线，用于供货三星电子。  

日本 JSR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光刻胶生产厂商，占全球市场 24%份额。由于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8 

 

日本的出口管制政策，韩国半导体产业，特别是三星电子在努力推动半导体原材

料的本地化及供应量的多样性、稳定性，JSR 自然不愿失去这一巨大的市场，因

此推动在韩国本地建立产线，规避出口限令。  

ArF 光刻是存储设备生产的主要手段，光刻胶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目前 ArF 光刻胶不受日本出口限令的限制，业内人士预计其主要目标是生产受

出口限制的 EUV 光刻胶。  

业内人士表示，日本 JSR 的投资计划已经与三星电子共享，但是还未下达

最终决策。 

日本发布第三代 OLED 材料 计划 2022 年商用 

日本在 2019 年 7 月，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显示面板制造相关的三种核心材

料：氟聚酰亚胺、光阻剂与氟化氢，对韩国两大显示制造企业三星显示和 LG 显

示造成重大影响，虽然三星和 LG 最终都通过 plan B 暂时化解危机，但核心材料

被日本胁住咽喉的问题始终被高度关注。 

近日，日本再一次抢先韩国公布了新一代 OLED 材料，据韩媒报道指出，

日本企业出光兴产、东丽在近期发表了第三代热活化延迟萤光材料（TADF），

并计划在 2022 年将其商用化。 

这次发布动作中，与韩国同业者比拼的意味也相当浓厚，因为三星显示和

LG 显示也在研发相关技术。业界评价，使用 TADF 原料制造的 OLED 显示器，

就能克服 OLED 发光效率差、寿命短的弱点。 

韩国业者对此的评价中有“酸酸的味道”：他们认为该原料进入量产阶段可

能会出现收益率问题，要投入制造电视、手机面板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还指出，

TADF 技术有让 OLED 元件加速发热的危险性，加上高亮度可能有降低发光效率

的问题，但目前光兴产、东丽没有说明相关的问题. 

另一位相关人士则认为，虽然韩国显示器产业也正在研发 TADF，但技术难

度非常高，单靠日本企业发表成品来看，还很难确定 TADF 技术已经成功。 

中国面板厂纷纷减产，2020 年初 LCD 价格有望反弹 

中国面板製造业者为抢攻市占，大举扩充产能，但也造成面板供过于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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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大跌。不过，近期中国面板製造商已开始降低液晶显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的产量，以阻止面板价格崩跌的情况。分析师预期，LCD 面板

价格有望从明年初开始反弹。 

《BusinessKorea》5 日报导，今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 LCD 市场占主导地

位的中国面板製造商，纷纷下调 LCD 产能并移转至 OLED，包括全球电视面

板出货量夺冠的京东方，从 7 月开始将 10.5 代 LCD 生产线的产量减少 25%，

而华星光电（CSOT）和惠科（HKC）也将 8.5 代 LCD 产线的产量分别减少 10% 

和 20%。 

报导指出，目前 LCD 面板的平均价格仍低于生产成本。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HS 的数据，去年 11 月，55 吋 LCD 面板的平均价格为 151 美元，今年 10 

月跌至 98 美元；截至今年 11 月底，65 吋和 75 吋 LCD 面板的报价呈现连

续 14 个月下滑。 

南韩新韩金融投资公司（Shinhan Investment Corp.）研究员 Soh Hyun-chu l 

在 12 月 2 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随著 LCD 供应状况恢复稳定，LCD 面板价

格将从明年初开始提升。 

Soh 预计，以 open cell 形式（未含背光模组的半成品）出货的 32 吋电视

面板价格，将从 2019 年 12 月的 31 美元上涨 29%，明年 9 月达到 40 美元，

预估 LCD 电视面板价格将自明年 1 月开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一直延续到

明年 9 月。 

Soh 提到，南韩面板大厂 LG Display 今年营业亏损估计将超过 1 兆韩圜，

但受 LCD 价格回升提振，LG Display 明年的获利状况料将有所改善，原因是

该公司营收有 80% 来自 LCD 显示器。 

浙江森田一期项目正式投产 

2019 年 12 月 13 日，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举行微电子材料一期项目投

产仪式。 

森田新材料项目自 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11 月底第一台设备进厂，2019

年逐渐完成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及调试，现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据悉，微电子蚀刻材料项目总占地约 8 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全部投产后，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10 

 

预计年销售额 20 亿元。其中一期项目引进日本的精馏审核提纯合成设备，采用

最先进的日本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提纯技术，制作半导体所需的超高纯清洗

与蚀刻用电子材料。 

一期项目建成后形成 2 万吨/年蚀刻及清洗级氢氟酸，2.2 万吨/年 BOE（氟

化铵）的生产能力，项目用地约 5.91 万平方米，投资额 5000 万美元，项目达产

后预期新增产值 5.9 亿元。 

 

【产业分析】 

全球液晶面板竞争将迎拐点 

近日，有消息称，三星电子、LG 电子将在 2020 年提高从中国企业的液晶面

板采购量，其中，三星电子的采购对象将转向华星光电和中电熊猫，LG 电子将

有可能把更多订单交给京东方。这是韩国对中国液晶面板的依赖性加强还是转移

过剩产能？ 

全球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研究机构 IHSMarkit 指出，在三星电子 2019 年全年的电视出货量中，

从三星显示公司采购的 LCD 面板仅 37.7%，同期三星电子的六成电视产品均来

自中国的供货商。 

自三年前开始，三星电子就透过子公司三星显示公司向华星光电位于深圳的

工厂投资人民币 21 亿元，收购该工厂 9.8%的股份。该工厂制作的 10.5 代 LCD

面板中，大约 10%的产品供应给三星电子。今年第四季度前三星也曾增加对京东

方 10.5 代 LCD 面板采购量。三星电子又将在明年增加中电熊猫为采购对象，而

LG 电子也有可能把更多订单交给京东方。据惠科内部人士透露，2020 年三星也

将大量采购惠科的 LCD 大尺寸液晶屏。 

过去，韩国三星、LG 作为液晶显示行业的领军者，一直以来，更多的是采

购关系企业生产的显示产品，只有少部分会向外部采购，而今如此大规模的向中

国采购 LCD 面板，究竟为何？ 

有日本媒体称，韩国面板企业在与中国液晶面板企业的竞争中已落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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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断缩减液晶面板的产能，预计未来韩国电视企业对中国液晶面板的采购量

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液晶面板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强。 

伴随着韩国企业的退出以及中国面板厂的积极扩张，未来全球 LCD 面板市

场产能格局将迎来重大变化。根据群智咨询（Sigmaintell）预测的数据，从 2020

年开始，中国面板厂 LCD TV 面板产能占比将超过 50％，产能高度向中国大陆

地区聚集。 

随着产能的增加，LCD 售价却大幅度降低，甚至已经降至接近成本价。根

据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的数据，过去 3 年，全球 LCD 显示器件（面

板）均价呈斜线下滑，下跌幅度为 38.13%。 

对三星电子而言，在此时进行大规模采购，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电视。

根据市场分析，在电视制造成本中，LCD 面板占比最多可达 30%，最少也有 10%

左右，面板价格下滑，能够大幅提高制造商的利润。 

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刘暾表示："目前，在显示产业链上，中国的优势在于

中间的屏幕生产环节，而韩国企业的优势在于下游的产品端。用低价格采购然后

高价卖出，利润空间更大。" 

"此举对于三星和 LG 来说，是提升运营效率，避开与中国面板企业低价竞

争的必然举措。"IHS 大尺寸面板分析师吴荣兵感叹道，中国的液晶面板已经将

价格压缩到最低，利润空间太小，赚的只是辛苦钱。 

对此，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表示，虽然 LCD 面板的均价不

断下滑，国内厂商很难凭借 LCD 面板获取更高收益。但是随着韩国企业转单中

国，不仅可以消耗过剩的产能，回笼资金，缓解投资压力，而且由于面板价格下

降，生产成本也迅速下降，下游厂商（手机、电视）将受益于此。 

他说："中国的面板投资非常大，如果想把投入成本收回来，还是十分困难

的。目前我国高世代线和下一代的面板产线还处于密集的产能释放期。尽管有专

家预测未来两三年的面板市场将会有缓解，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显示企业对

于未来还是有悲观情绪在的。韩国加大对中国的采购力度，会给某些企业一定信

心。" 

韩企转移"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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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仍然注意到，韩国企业正不断放弃 LCD 市场，并积极转向 OLED

等高溢价市场来寻求发展。据了解，此前三星电子已大幅降低了 7 代和 8.5 代

LCD 面板的生产量，转向 OLED 以及 QD―QLED 面板的生产。而 LG 从今年 6

月份开始减产，并停止了 7.5 代和 8.5 代部分 LCD 面板生产线，旗下的 5 代、6

代、7.5 代、8.5 代面板厂都普遍减产 10%到 20%左右。 

"从三星、LG 选择放弃 LCD 面板生产，转单国内面板厂商，三星、LG 有转

移落后产能的嫌疑。"董敏指出，毕竟二者都在加紧"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布局。

国内面板厂商的产能有限，很难在 LCD 与 OLED、QLED 之间做出好的平衡。 

有业内人士认为，LCD 将会被 OLED、QLED 取代。 

对此，刘暾持另一种态度，他说："韩国 LCD 的减少是因其生产成本高于中

国，失去优势，不得不转移阵地。OLED、QLED 等虽然有着更高的溢价，但是

LCD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被淘汰。我国 LCD 成本较低，技术成熟，随着研

发和创新不断提升，能发挥 LCD 更大价值。"他强调，未来大尺寸超高清的液晶

显示将成为主流，4K、8K 也将带来更多赢利点。在三星和 LG 由于在成本方面

无法与中国面板企业在液晶面板行业竞争，都在押注更先进的面板技术的情况下，

它们对中国液晶面板企业的依赖性必然会不断加大。 

"韩国企业转单中国，我认为是好事。"惠科股份董事长助理白航空感慨道，

日本的退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萎缩，将促进对中国大陆液晶面板需求的增

长。"LCD 市场还是很大的，中国需要趁胜追击，抢占市场空间，提高话语权甚

至实现定价权。"他强调，虽然有声音质疑中国液晶面板产能过剩，不断下降的

价格也给液晶面板产业蒙上了阴影，但是却不能否认这个产业的优势正在向中国

市场转移的事实。如果新技术不能实现对液晶颠覆性胜利的话，那么未来大屏显

示的主动权在中国的事实将被得到进一步验证。 

可以说企业间相互采购、转单，这是经济全球化、分工专业化的一种成果。

"其实韩国企业对中国液晶面板的采购一直存在，只不过对高端面板的采购量不

是很多。目前，韩国企业正逐渐加大对我国的采购力度，尤其是对大尺寸液晶面

板的采购，更加证明我国显示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吴荣兵表示，除了中国的京

东方、华星光电等企业以外，三星过去还从夏普、索尼公司大量采购液晶面板组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13 

 

件，甚至其老对手 LG 的面板也被采购过。而索尼最新推出的 OLED 电视，用的

则是 LG 的 OLED 面板。说到底，电视厂商之间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面板

谁家无所谓，技术过硬、价格合理最重要。（来源：爱集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