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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shenzhen_customs/zfxxgk15/2966748/tzgg23/tztg79/3599120/in
dex.html） 

 

附錄 

 

深圳海关 2021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二十八条措施及政策解读 

 

 

深圳海关 2021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二十八条措施 

 

一、压缩进出口环节单证合规时间 

1. 加强关区各口岸通关时效监控，及时跟进处置监控有关问题，稳定进出口企业通关预

期，便利企业提前做好生产经营安排。 

2. 提升入境检验检疫证书等拟证出证效能，动态调整现场综合部门签证岗人力，依企业

申请尽快完成出证。 

3. 对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承诺审批时限再压缩 50%，提高工作效率。 

4. 压缩进口水果许可证办理时间，按规定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结，平均办理时间压缩到 2

个工作日以内。 

二、压缩进出口环节边境合规时间 

5. 优化风险布控规则，推动降低守法企业和低风险商品查验率，对于有特殊运输要求的

出入境货物，采取预约查验、下厂查验、入库查验等灵活方式，减少货物搬倒和企业查验时间。 

6. 推动扩大“智能审图”可识别商品清单，扩充标准图像库，提升口岸通关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 

7. 完善各隶属海关企业整体通关时间的监控指标，按月公布整体通关时间末位企业名单，

加强与企业的协同，共同推进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8. 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加强对提前申

报、两步申报、整体通关时间等核心指标的日常提醒、阶段评估。 

9. 不断扩大“两段准入”信息化监管试点范围。 

10.在深圳关区全部海运口岸实施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抵港直装”，企业可

通过海关“直提直装”系统便利在线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实现“企业少跑腿”。 

11. 扩大 AEO 覆盖面，加大信用培育力度，给予 AEO 企业更多通关便利，减少布控频

次、实施优先查验等。 

12. 优化公路一车多单布控模式，降低该类车辆口岸查车率。 

13. 持续做好对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汽车零部件实施“先声明、后验证”的便

利化措施。 

14. 支持妈湾智慧港项目建设，尽快在妈湾集装箱码头开展出口集装箱查验运抵分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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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试点。 

15. 在“盐田港-惠州港”、“蛇口港-顺德新港”“盐田港-赣州国际陆港”线路实施“湾区

组合港”业务模式。 

16. 开展关检业务全面融合改革，优化进出口监管模式，结构化调整监管资源，率先打造

横向协调、纵向协同、精准高效的关检业务全面融合监管体制机制。 

17. 优化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管，实施分级分类分节点多元化精准监管新模式，提

升监管服务效能。 

三、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 

18. 进一步强化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对现有清单全面梳理规范、动态调整，做到清单与实

际相符，清单外无收费。 

19. 建立收费公示制度，在深圳海关门户网站、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收费内容、标准

及相关政策依据、监督投诉电话等集中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0. 推动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充分运用 WTO 国际贸易规则，加强 5G 相关设备、

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特别贸易关注征集，及时通过海关总署国际

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企业高度关注问题向好发展，帮助企业降低出口技术性贸易措施阻碍和检测

认证成本。 

21. 对高新技术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及料件按照“合格保证+符合性验证”实施检验，助力

企业加快研发生产。 

四、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感 

22. 进一步优化主动披露办理流程，提升作业时效，扩大涉检主动披露业务试点范围。 

23. 支持地方政府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单一窗口信息查询功能，打通海关、

码头、船代、理货等不同主体数据，推出覆盖贸易全流程的实时查询服务。 

24. 配合口岸管理部门加快推动深圳口岸免除查验费用单证无纸化。 

25.升级行政案件智能办理系统，大力推行互联网+移动办案新模式，进一步压缩办案环节，

提高办案效率。 

26. 优化企业服务，运用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中国海关信用管理”微信平台、海关统

计调查调研系统、电子口岸服务热线 95198，多渠道了解企业遇到的新困难、新情况，加强监

控预警，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通关中遇到的异常和难点问题。 

27. 建立“问题清零机制”，发挥深圳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特邀顾问作用，联合地方

政府部门每季度通过面对面座谈会、实地调研、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分析、研究企业遇到

的问题和的建议意见，形成工作台账，逐一解决销账，实现“问题清零”并向企业反馈。 

28. 加强涉企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和操作指导，利用各种媒体等渠道和在线课堂、专题培

训等形式，及时发布政策措施公告，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精准帮扶，让企业听得懂政

策、感受得到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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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 2021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二十八条措施政策解读 

 

《深圳海关 2021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施的通告》中部分措施政策解读如下： 

第 8 条 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加强对

提前申报、两步申报、整体通关时间等核心指标的日常提醒、阶段评估。 

【政策解读】企业办理进口货物通关手续时可选择“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通关模式，

通过单一窗口在线发送报关单电子数据，上传随附单据。申报无纸化报关单没有时间限制，可

随时申报。 

第 9 条 不断扩大“两段准入”信息化监管试点范围。 

【政策解读】海关根据物流情况和监管需要，以进口货物准予提离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场地）为界，分段实施“是否允许货物入境”和“是否允许货物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或使用”

两段准入监管作业，疏解口岸通关压力，缩短通关时间。 

第 10 条 在深圳关区全部海运口岸实施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抵港直装”，

企业可通过海关“直提直装”系统便利在线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实现“企业少跑腿”。” 

【政策解读】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即通过提前申报，前置办理码头、船公司、运输准

备等各项手续，实现货到放行、船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装”，即通过提前申报、闸口触发

运抵、根据指令分流放行和查验货物，使海关放行货物可直接装船离境。目前深圳海关已在关

区所有海运口岸全面推广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抵港直装”。相对于传统模式，

“船边直提”和“抵港直装”模式能够减少货物在码头卸柜、堆存、等待等环节的时间和相关

费用，降低企业成本。 

第 11 条 扩大 AEO 覆盖面，加大信用培育力度，给予 AEO 企业更多通关便利，减少布

控频次、实施优先查验等。 

【政策解读】去年，深圳海关出台了《深圳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通关便利化措施清单（2020

年版）》，包括绿色通道、简化手续、专人协调等七大类三十条措施，给予高级认证企业通关便

利。 

第 13 条 持续做好对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汽车零部件实施“先声明、后验证”

的便利化措施。 

【政策解读】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且符合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申请条件

的进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可凭收货人自行出具的《自我声明》办理货物提离手续；对涉及 CCC

认证的进口汽车零部件，海关在检验时采信 CCC 认证结果，可不再实施抽样送检；对检验检

疫类别包含 L 的进口汽车零部件，如企业声明货物不属于 CCC 目录内，且不需要出具检验检

疫证书的，可不实施入境验证。 

第 14 条 支持妈湾智慧港项目建设，尽快在妈湾集装箱码头开展出口集装箱查验运抵分

流模式试点。 

【政策解读】妈湾智慧港项目建设，一是突出了提速降费，通过码头作业模式、海关通

关模式和查验模式的协同创新，形成极速“秒”通关、常态“分”通关、查验“日”通关的便

捷通关模式，大幅压缩海运口岸通关时长、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二是突出了区港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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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贸易业态发展新动能，通过搭建“港—区—仓—场”四位一体的联动作业模式，推进“两

区优化”，实现区港联动一体化运作，促进区港各类要素的自由流通，优化园区业态配套服务

能力。三是突出了顺势监管，借力科技发挥智慧管控新效能，运用物联网，实现岸吊监管数据

自动采集，支持企业运用区块链技术，推进跨境贸易平台建设，支持和指导企业运用 5G+，应

用智能电子封志。四是突出了系统集成，构筑港口软硬件设施新体系，将海关支持智慧港建设

的各个项目全面嵌入到港区软硬件设施建设的进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实际业务的运作需求，也

要满足今后拓展、延伸的需要，预留数据接口，为复制推广到西部港区、打造海运口岸建设样

板打好基础。 

第 15 条 在“盐田港-惠州港”、“蛇口港-顺德新港”“盐田港-赣州国际陆港”线路实施“湾

区组合港”业务模式。 

【政策解读】“惠盐组合港”业务模式以盐田港为枢纽港、惠州港为支线港，惠州港共享

使用盐田港港口代码，作为盐田港大港区的组成部分开展业务，实现货物在惠州港办理海关监

管手续，在盐田港装卸国际航行船舶。组合港业务模式启用后，惠州港码头场地、人力、设备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盐田港进出口货物在惠州港办理交还箱和海关通关查验手续，实现港

口资源互补，扩大盐田港作为枢纽港的覆盖范围，通过水路运输实现港口间物流流转，降低东

部地区企业运输费用，缓解盐田港区道路运输压力，取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下一步，我

关将在海关总署及广东分署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组合港”业务模式，协同大湾区其

他直属海关开展业务测试和试点，共同推进大湾区“组合港”落地。 

第 19 条 建立收费公示制度，在深圳海关门户网站、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收费内容、

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监督投诉电话等集中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政策解读】收费内容、标准公示途径： 深圳海关门户网站（www.shenzhen.customs.gov.cn）

的“信息公开”栏目-“收费公示”；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sz.singlewindow.cn/dyck/）

的“口岸收费公示”栏目-“深圳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各收费业务点通过公告栏、电子屏或纸

质文件等方式。收费监督投诉方式： 深圳海关服务热线 0755-12360、深圳政务服务热线 0755-

12345。 

第 20 条 推动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充分运用 WTO 国际贸易规则，加强 5G 相关

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特别贸易关注征集，及时通过海关总

署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企业高度关注问题向好发展，帮助企业降低出口技术性贸易措施阻碍

和检测认证成本。 

【政策解读】技术合规专项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突出海关指导、地方保

障，从全球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信息收集、风险研判、通报评议、宣传培训、技术攻关、资源共

享等方面，全面开展产业合规研究、技术壁垒应对等活动。对于条件成熟的合规专项，海关将

推荐申报“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工作基地”，更高层次推进企业合规工作，切实提升企业运用 WTO

贸易规则维护自身权益能力。 

第 21 条 对高新技术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及料件按照“合格保证+符合性验证”实施检验，

助力企业加快研发生产。” 

【政策解读】对深圳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进口自用需实施法定检验的设备和料件，试行采

用“合格保证+符合性验证”的检验监管模式。企业向主管海关提交《产品合规性自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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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主管海关进行符合性验证后完成合格评定，原则上不再实施现场检

验。 

第 26 条 优化企业服务，运用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中国海关信用管理”微信平台、海

关统计调查调研系统、电子口岸服务热线 95198，多渠道了解企业遇到的新困难、新情况，加

强监控预警，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通关中遇到的异常和难点问题。 

【政策解读】以 12360 热线为平台和统领，全力打造“事前—事中—事后”新型对外咨

询服务体系，事前主动“发声”宣传海关政策措施、事中“机关部门—基层现场”协同处理群

众难题、事后查漏补缺优化工作机制和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