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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丨 万捷委员

 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如何回家？
买回来？要回来？抢回来？

5 月 30 日，中国新闻网就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的两会提案，《关于将文

物纳入增值税法免税项目，促进文物回流、扩增文物供给的建议》，做了深入采访和详细报道。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历史上通过正常贸易和对外交往出境的文物数量巨大；近代以来，大量

文物因为战争劫掠、盗窃盗掘等原因流失海外。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

文物回流这一话题也屡屡引发关注。

记者获悉，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带来了相关提案。

文 / 记者 宋宇晟

文 / 记者 于鑫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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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如何回流的？

2019 年，600 余件回流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些

曾经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如何回流的？

促进文物回流的方式包括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

抢救征集等方式。其中，去年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中国

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实施跨国追索的价值

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

2019 年 3 月，疑似中国流失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现身东

京文物拍卖市场，引发关注。

经过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多方施加压力，文物持有人同意将

该组青铜器上缴国家并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当年 8 月，国家文物

局、公安部派出的联合工作组，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完成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实物鉴定与接收工作。此后，8 月 23 日国家文物局携

运文物星夜抵京，8 月 24 日凌晨安全入库。文物持有人周某于 8

月 23 日随公安机关工作组一同回国配合调查。

而已回流的七尊圆明园兽首铜像则经历各自不同的回归路

径。其中，牛首、虎首、猴首由国企竞拍，马首、猪首为华商何

鸿燊捐赠，鼠首、兔首则是外国友人返还。

现行文物回流政策如何？

记者同时注意到，在促进文物回流方面，国家相关部门近年

也推出多项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并鼓励大量通过正常贸易等途径

出境的海外文物回流。

2009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国有公

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暂行规定》，规定国有公益性收藏单

位以从事永久收藏、展示和研究等公益性活动为目的，接受捐赠、

归还、追索和购买等方式进口的藏品，免征进口环节税。

此后，国家文物局积极配合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公布了两批共 212 家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免

税名单，基本覆盖全部省级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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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来国家也曾数次下调文物进口环节税率。但同时，

民间也不断有声音希望对回流文物免税。

全国政协委员万捷今年针对文物回流问题带来提案。他明确

表示，回流文物作为历史上因各种遭遇而流散海外的中国文化遗

产，本质上是“失物回归”，不应征税；此外，促进海外文物回流，

扩大文物市场供给，也可以激活文物市场。他建议，对原产于中

国的文物艺术品予以零税率，鼓励流失海外的文物“早日回家”。

门槛能否降低？

事实上，万捷的提案并非一个新的话题，甚至于类似的建议

在近年的两会期间已一再出现。

万捷本人多年关注文化领域，此前几年也曾提交类似的提案。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出了希

望对回流文物免税的建议。

李伟认为，“面对如此巨量、流散原因各有不同的文物，仅

依靠我国政府依据国际公约进行追索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收藏

群体不断壮大的当下，应当通过发展国内拍卖市场，通过民间收

藏吸引文物回流。”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目前文物回流的一大“门槛”便是

税收。

万捷也指出，虽然近年随着国家整体税收政策改革，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行邮税等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但是在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行邮税上，回流文物仍与进口商品同等征税。

其中，当文物以行邮形式进境时，如数量超出自用范围或价

值超过 8000 元人民币则须按《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规定缴

纳 20% 的进口税；当文物以货物形式进口时，除按照最新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的《关于降低日用消费

品进口关税的公告 ( 税委会公告〔2018〕4 号 )》缴纳 1-6% 不

等的关税外，还须缴纳 13% 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他认为，近十余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是拍卖市

场的发展为中国流散文物的回流开辟了新渠道。然而，这些中国

失 ( 散 ) 的文物艺术品，在进口 ( 境 ) 时却未被区分，均被视同为“外

国商品”，同等纳税。

“这些提案如能通过，则可通过减免文物艺术品进口 ( 境 )

税收。这从表面上看，国家在进口 ( 境 ) 环节上减少了一些税收，

但实际上将吸引大量回流文物，扩大文物供给，活跃文物市场，

提升国内的文物交易量，促进社会就业，促进文博产业发展，增

加国内税收收入。”

不理性的言论对文物回流无济于事

但对海外回流文物免税是否会造成交易不规范的现象出现？

万捷觉得，免税政策还是“利大于弊”。“当前，拍卖是文

物艺术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并且已具备一套政府监管、行业监督

和企业自律的管理体系。”

他同时在提案中建议，“回流文物”的具体认定工作由国家

文物局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负责。“我相信只要有具体、细致的

政策，并不打折扣地去落实，会最大程度上起到防患未然的作用。”

万捷告诉记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索文物，不是仅凭

法律手段就能解决的，解开这三尺冰冻，也非一日之暖，还要有

持久战的准备，需要多种手段并用。“包括政治、外交、行政、

道德舆论谴责、协商沟通，以及经济补偿方式收回等等，同时也

不放弃利用任何手段和机会。”

他也了解互联网上一些针对回流文物的声音。万捷坦言，大

家应该理性看待文物回流，不要发出“直接抢回来”这样不理性

的言论，“这对文物回流事业是无济于事的”。

记者注意到，国家文物局网站去年已公布《国家文物局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3820 号建议的答复》，披露了国家

文物局经商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李伟提出的

《关于对个人携带回流文物入境减免相关税费的建议》的具体内容。

其中明确，下一步将适时争取进一步降低文物进口环节税率。

“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进一步推动降低 100 年以

内文物关税，并适时推动降低文物进口环节行邮税与增值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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