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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深圳海关 2022 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措施 21 条

为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口岸营商环境，支持深圳建设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按

照海关总署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深圳海关聚焦企业主体关切，进一

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制定了《 2022 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出台重点工作措

施 21 条，助力外贸促稳提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拓展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

1. 优化进出口货物通关模式。充分尊重企业意愿，进一步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

通关模式。完善通关配套系统，指导企业灵活叠加运用“两段准入”“汇总征税”等便利化通

关模式。 

2. 深化“大湾区组合港”物流便利化改革。创新海关物流监管模式，加强跨关区协同监管，

以海关舱单数据“一单到底”的监管理念，优化水水联运业务模式，推动更多“大湾区组合港”

试点，增强深圳港核心引擎辐射带动能力。 

3．实施“海空港畅流计划”。以海运卡口陆路化为试点，推进卡口智能分流，优化“互联

网 +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直装直提”等模块，叠加“船边直提”“抵港直装”，减

少码头重复吊柜作业时间，实现海关顺势监管。通过开通“海上快线”、重启“三趟快车”等

项目，拓宽内港贸易渠道。

（二）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创新通关监管模式。

4. 促进供港农产品食品便利通关。支持企业“出口前置”监管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口岸与

属地风险联动模式，保障供港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 

5. 优化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方式。简化企业批批提交核销申请和现场海关批批

人工核销的操作，提高核销审批效率，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6. 推进第三方商品检验结果采信。加强深港技术交流和实验室认可协作，推动内地检测机

构成为香港机电工程署认可核证团体。对从香港进口的部分法检商品，试行采信香港地区符合

条件的检验鉴定机构的检验结果，降低企业检验时间成本。 

7. 实施涉检业务“主动披露”制度和容错机制。对进出口食品、化妆品等商品试行涉检业

务“主动披露”制度和容错制度，并逐步扩大适用范围。 

8. 加强铁路信息系统与海关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共享。建立海关与铁路部门的横向联系

机制，强化铁路和海关的数据交互，简化通关查验手续，提升通关效率。

（三）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

9．推动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持前海试

点建设深圳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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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航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试点。加强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信息

互通，实现通关、物流协同，提高作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11. 便利原产地规则签证。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原产地证书纳入“智

能审核”模式，对原产地证书申报数据进行智能审核，实现原产地证书“秒批”。 

12. 加快“智慧海关”建设。探索建设车箱体智能集中审像系统，将 AI 技术嵌入海关大型

集装箱检查流程。开展“视频查检”远程监管，扩大业务领域覆盖范围。 

13. 推进寄递渠道监管智能化。探索运用 5G 智能单兵等科技手段，实现寄递渠道智能化

监管，促进寄递渠道监管提质增效。 

14. 优化跨境电商海外仓备案等相关业务办理。在“互联网 +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服务平

台开发上线海外仓业务模块，推进海外仓备案业务在线办理。 

15. 提供通关流程查询服务。研究开发查验流程信息互联网查询功能，在海运口岸推广海

关查验信息、放行信息等数据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送至企业，稳定企业预期。

（四）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16. 积极推行“强企计划”。以“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企业等为重点，挖掘高级认

证企业新增量，扩大 AEO 政策享惠面，助力 AEO 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深圳外贸企业国际竞争

力。 

17. 试点建设通关服务中心。整合通关业务办理窗口，对需现场办理的通关业务实施“一

站式”办理，减少企业跑腿。 

18. 加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深入开展“龙腾”等专项行动和粤港澳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联

合执法行动。加强培塑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19. 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企业咨询服务。发挥无人机、医疗器械、移动通信、石油化工等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作用，助力企业参与国外技术规则制定与修订，降低国外技术性

贸易措施不利影响。 

20. 完善“问题清零”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健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特邀顾问机制，在口岸

现场设立通关疑难问题处理专窗，线上线下相结合，及时解决企业反馈的问题。 

21. 推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政策宣传常态化。定期举办宣讲会，推动地方健全政策宣传联

动机制，指导企业用好用足通关便利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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