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門戶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gdftz.gov.cn/zwgk/zcfg/gj/201505/t20150505_993.html#zhuyao） 

 

附錄 

 

 

质检总局关于深化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改革 支持自贸区发展的意见 

 

国质检通〔2015〕87 号 

 

天津、上海、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珠海检验检疫局： 

 

为进一步促进自贸区发展，切实发挥检验检疫的职能作用，提升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

在总结上海自贸区检验检疫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基础上，质检总局研究提出以下深化检验检疫

监管模式改革支持自贸区发展的意见。 

 

一、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 

 

1. 科学实施检验检疫分线监督管理。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严密防范质量安全风险和

最大便利化的原则，一线主要实施进出境现场检疫、查验及处理；二线主要实施进出口产品检

验检疫监管及实验室检测，维护质量安全。对区内（含特殊监管区域和非特殊监管区域）进出

口商品及企业实施风险监测为主的质量安全管理。 

 

2. 完善检验检疫查验监管模式。实行入区货物预检验制度，进入自贸区内的货物可实施入

区一次检验检疫、出区分批核销。对自贸区内加工使用的进口水产品、冻品、植物及其产品、

皮张、动物源性饲料、再生资源、危险货物及其包装等，可结合指定口岸规定，实施集中检验

检疫查验。对区内生产的出口食品，按照国家监控计划实施风险监控。 

 

3. 进一步扩大分类监管范围。在强化信用管理、合格评定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工业品分类管理。探索自贸区内食品、化妆品、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分类监管新模式，

针对不同的监管对象和产品特点，实行基于合格评定的多种放行模式。加强支持自贸区发展的

行业标准改革试点工作。 

 

4. 推进第三方结果采信制度。加快推进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管理办法的出台，扩大第三方

检验结果采信业务范围。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情况以及风险信息监测情况，建立第三方采

信项目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在自贸区内成立进出口商品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推动实施第三方

检验认证结果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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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简政放权 

 

5. 优化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系统梳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范围及项目，完成动植物检疫

审批系统升级改造，减少审批项目和审批环节，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在权威统一的检疫审批

技术规范要求基础上，逐步授权直属局承办相关审批事项。积极研究简化审批后进口农产品事

中事后监管加强措施。 

 

6. 支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建设。支持在自贸区内建设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国家监测分

中心。支持检验检测社会化改革，逐步开放外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构在自贸区设立分支机

构并开展业务，鼓励在自贸区内成立进出口商品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

构。取消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子公司扩大认证业务范围的审批，完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7. 简化进出境特殊制品检疫审批。对出入境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人类血液及其

制品等特殊物品采用风险管理，实行企业分类、产品分级的动态监管制度。缩短特殊物品审批

流程，对低风险特殊物品审批期限放宽至 12 个月，实施分批核销、后续监管。 

 

8. 改革原产地签证管理。授权自贸区内经审核有能力的机构签发一般原产地证明。对中转

货物提供原产地签证服务，未加工的签发未再加工证明或原产国证明，加工后符合我国原产地

规则的签发相关原产地证明。对出境保税物流仓储货物原产地签证，采取“凭证换发、分批核

签”的签证模式。 

 

9. 简化中转货物检验检疫手续。对自贸区已获得我国检疫准入的产品的中转食品实施备案

管理，免予实施检验，免予提供证书，免予注册备案等前置准入要求。 

 

10. 下放进境食品检疫审批权。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检疫审批权下放复制推广工作，将进

境食品检疫审批权下放给各直属局。研究相关管理规定和监督措施,保证下放工作“能放能收、

过程可控、放而不乱。” 

 

三、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1. 加快检验检疫业务流程再造。适应自贸区发展的要求，优化检验检疫业务流程，合理

划分一线二线职能，密切区内区外监管协作，最大限度减少中间操作环节。完善集中审单制度，

实行分类通关管理，提高窗口直接放行比例。推广使用移动执法系统，对低风险商品实施即查

即放。 

 

12. 推进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深化申报制度改革，实施无纸化报检和无纸化放行，

推动检验检疫证单签发电子化。全面实施出口直放，产地检验检疫局负责质量安全把关，口岸

不再查验或最大程度减少查验比例。在安全风险可控基础上，除高风险产品外，进一步扩大进



3 
 

口直通的区域、企业和产品。在总结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长江经济

带、珠三角地区检验检疫一体化，加快实现全国检验检疫数据集中，实现全国检验检疫通报、

通检、通放。 

 

13. 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加强与港澳台和相关国家的沟通和磋商，积极推动强制

性产品检验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食品农产品认证国际合作与结

果互认。推进与港澳台和相关国家检验检疫证书联网核查，提高证书核查效率，加快口岸通关

速度。 

 

14. 加大信用等级差别化通关管理力度。探索在企业信用管理、分类管理等方面，参考或

采纳第三方信用报告。支持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为基础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支持建立

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增加检验检疫信用 AA 级企业数量，并

给予快速通关便利。 

 

15. 赋予港澳台贸易更加便利措施。企业使用自台湾地区进口的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

加工生产产品的，认定其符合原产地规则，即时发放 ECFA 原产地证书。探索经自贸区仓储供

港澳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监管新模式。支持前海湾保税港区作为香港“前店后仓”储运中心的建

设。授权自贸区相关直属局开展进口台湾食品的准入风险评估。 

 

四、进一步服务产业发展 

 

16. 支持邮轮/游艇业发展。支持国家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和邮轮配送中心建设,支持境外商

品保税供船。探索邮轮/游艇出入境便利化措施，对出入自贸区邮轮/游艇生活废弃物实施集中

处理，对邮轮/游艇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指导。 

 

17. 支持会展业发展。对进境展品实施口岸核放、场馆集中查验监管。展会入境产品审批

交由相关直属局实施，总局备案。对保税展示货物，实行登记管理，允许多次出区展示。自贸

区涉及 3C 认证的展品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允许来自非疫区但未获得进口准入的食品在

各相关直属局监管下在区内展览、展示；允许参展的预包装食品、化妆品等，凭展会组织方证

明免予加贴中文标签和抽样检验。 

 

18. 支持入境维修产业发展。对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实施风险监测、

信用管理，采取分批核销、指定地点查验模式，降低查验率，实现快速检验放行。对入境维修

复出口、入境再制造旧机电产品免于实施装运前检验。对以保税、租赁等方式多次往返自贸区

货物，实行登记核销管理模式。 

 

19.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明确电商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责任，实行全申报管理，建立

责任追溯体系和先行赔付制度。对按国外个人订单出境的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商品，除必要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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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处理外，一般不实施品质检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入境物品管理，明确禁止以跨境电子商务

形式入境的物品名录。备货入境食品、化妆品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对备货

入境、最终按个人订单以邮件、快件形式销售的跨境电子商务商品，严格检疫管理，科学实施

安全项目监管，监督电商在尊重消费者个人选择权的同时，标示可能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和消

费风险。加强事后监管，组织对质量安全问题的调查处理。 

 

五、进一步加快互联互通 

 

20. 积极支持“单一窗口”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地方政府电子口岸建设、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建设，推进自贸区检验检疫电子服务平台和数据交换平台建设。建立与自贸区公共信

息平台的网络互联机制，推动自贸区检验检疫智能执法系统建设，提高检验检疫监控系统与自

贸区各类新业态运行模式的兼容性。探索自贸区电子化管理，加快货物在监管安全基础上实现

区内自由流动和跨区流转。 

 

21. 加强与各方面的协作配合。密切与自贸区管委会的协作，积极配合管委会有关工作的

落实，形成合力，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加强与质监、商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合作，在企业

管理、质量控制、风险监测、产业发展等方面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全面推进关检合作“三个

一”；加强与海关、海事、交通、边检等口岸管理部门的合作，加快推进信息互换、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 

 

22. 强化内部协调推进机制。加强质检系统内部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注重顶层规划与基

层试点推广的协调互动，在守住安全底线和提供最大便利化基础上，大胆有序推进自贸区检验

检疫监管改革，试点前充分酝酿，试点成果要科学论证，及时纠偏校准。要充分发挥专家队伍

作用，各类业务改革要相互借鉴，不断整合体系。要遵循现有法律法规框架推行改革，并适时

以公告等方式固化公布改革成果。各相关直属局要与各业务主管部门密切沟通联系，全力推进

改革。 

 

以上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质检总局 

                                      2015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