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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國 家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總 局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405/t20140528_413776.htm)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质检总局关于加大帮扶企业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意见质检总局关于加大帮扶企业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意见质检总局关于加大帮扶企业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意见质检总局关于加大帮扶企业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意见 

 

2014 年以来，我国外贸形势复杂严峻，下行压力加大，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外

贸稳定增长的任务更加繁重紧迫。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9 号），坚持“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工作方

针，充分发挥质检职能，进一步加大帮扶企业力度，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现提出以下意

见： 

 

  一、减少法检种类，激发外贸出口活力 

  1、取消一般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检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减少出口商品

检验种类的要求，在 2013 年取消 1551 个 HS 编码出口商品检验的基础上，全部取消一

般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商品检验，共涉及机电产品、食品接触产品等 222 个 HS 编码商品。 

  2、加强特殊工业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国务院明确要求实施

管理的出口危险化学品、高风险玩具和稀土等特殊工业产品，完善监管制度，保障质量

安全。 

  3、推进法定检验检疫目录管理方式改革。严格按照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

物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合理确定法定检

验检疫目录表，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法定检验检疫目录的科学性。 

 

  二、加大整治力度，整顿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 

  4、开展专项检查。配合国务院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进出口环节检验检疫机构所属

单位经营性服务和收费专项检查，摸清经营性服务和收费情况，规范经营性服务收费，

坚决清理不合理收费。 

    5、规范收费行为。加强对报检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的指导，加大对代理报检企业

自律制度和代理报检行业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防假借检验检疫名义多收费、

乱收费。开展检疫处理工作质量专项检查，强化日常监督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确保工

作质量。 

 

  三、加强关检合作，全面推进“三个一”工作 

  6、全面推进“三个一”工作。加强检验检疫与海关合作，2014 年内在全国所有检

验检疫机构和所有口岸（包括各类监管场所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全面推行与海关一

次申报（一次录入、分别申报）、一次查验（一次开箱、关检依法查验/检验检疫）、一

次放行（关检联网核放、无纸化通关）的“三个一”工作。 

  7、推动地方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加快建设口岸公共信息平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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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窗口”模式和口岸管理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互”合作机制，

实现企业向口岸公共信息平台或窗口报送数据，各部门根据执法需要通过平台获取信息、

实施监管，并向平台发放管理（放行）指令，由窗口统一放行。 

  8、推进无纸化申报和通关。完善检验检疫申报制度，全面推行检验检疫电子申报，

简化申报数据项目，减少随附单证种类。加强与海关合作，完善联网数据核查和信息反

馈，加快实现通关单电子化，以电子通关单取代纸质通关单，力争 2014 年底前全面实

行电子通关。对开展国际电子证书核查的，进一步推进相关检验检疫证书电子数据的交

换与核销。 

 

  四、围绕国家宏观大局，切实做好服务进口工作 

  9、切实做好服务进口工作。服务国家宏观大局，积极支持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

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支持地方申报建设水果、肉类、粮食等进口检验检疫指定

口岸，促进扩大资源性商品和消费品进口。加强与相关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谈判，加快风

险评估、体系考察和检疫审批工作进度，扩大国内短缺资源进口。 

  10、支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发展。对电子商务集货、备货进口的商品，

实施“分类管理、便利进出”、“一次申报、分批核销”的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对跨境

电商企业实施信用管理、差别化管理，引导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五、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支持区域扩大对外开放 

  11、不断深化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检验检疫改革。在分线管理与协作、完善检验检

测结果采信、实行动植物检疫审批负面清单制、简化检验检疫申报单证、入境货物预检

验、支持地方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和单一窗口建设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尽快推广到其他经济功能区和特殊区域。 

  12、大力推动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优化业务流程，实现京津冀各检验检疫机构

相关业务通报、通检、通放。在强化信用管理、分类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同

监管对象和产品，实行基于合格评定的多种放行模式。 

  13、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渝新

欧”铁路等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支持边境地区边境贸易发展。落实农业走出去战略，支

持替代种植、境外农业开发的粮食等农产品进口。 

 

  六、坚持以质取胜，促进出口商品提质增效 

  14、促进提高出口竞争力。积极推荐符合条件企业对外注册，服务促进小微企业出

口。加快推进检测结果互认和认证认可国际互认。继续完善直通放行、绿色通道制度，

推进检验检疫窗口建设和集中查验建设，不断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通过退运调查、监

督抽查、国外通报后续调查等手段，打击出口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大力推进诚信体系建

设，增加 AA 级企业数量，予以更多通关便利。 

  15、推动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大力推进出口工业品、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建设，促进出口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挥健身器材、鞋类、轮胎、电光源等出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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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促进委员会的作用，推动提升出口商品质量水平。 

 

    七、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16、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发挥技术性贸易措施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积极

开展对我主要出口市场相关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制修订情况的跟踪研究。加

快建设行业性、专业性技术贸易措施公共服务平台，免费为企业开展专题培训。 

  17、完善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机制。充分发挥检验检疫职能作用和技术优势，不断

完善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机制，利用 WTO 相关规则，加大对外交涉力度，做好贸易摩

擦应对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工作，努力降低对我出口商品的影响。 

  18、强化质检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质检双边磋商机制，指导企业合理利用技术性

贸易措施，引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自贸区优惠关税政策导向作用，推进中欧地理

标志互认互保，加强生态原产地保护，指导企业利用政策减免国外关税，助推商品扩大

出口。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要高度重视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紧密结合各

地外贸发展实际，逐项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人，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努力为

外贸稳定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国家质检总局 

2014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