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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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3 年第 195 号

（关于发布《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准入管理办法》的公告）

为做好高风险特殊物品进境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海关总署制定了《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

检疫准入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准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范和应对进境特殊物品生物安全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关对首次进境或者暂停后恢复进境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

疫准入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准入管理坚持以科学为依据，遵循风险预防、分类管

理、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 海关总署统一管理高风险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准入工作。

第五条 海关总署负责制定和公布《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以下简称

《准入管理名录》），并动态调整。

第六条 列入《准入管理名录》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在办理进境卫生检疫审批前应当获得

准入资格。

第七条 海关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管理水平。

第二章 准入条件与程序

第八条 申请准入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应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协定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国际条约、协定的要求。

第九条 申请人应当指定中国境内的代理人办理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相关事项。代理人

应当持有申请人的委托证明，履行申请人义务。

申请人与代理人均不得为自然人。

第十条 本办法实施后，申请人首次向我国输出列入《准入管理名录》的高风险特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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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应当向海关总署提出准入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申请表；

（二）申请人合法生产经营凭证，如所在国家（地区）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等；

（三）申请准入的高风险特殊物品产品说明书、安全技术说明书或其他包含生物安全信

息的证明材料。对于在境外已上市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应当提供上市或销售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海关总署向申请人发放评估问卷。申请人应当在 6 个月内反馈评估问卷，并

随附问卷要求的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评估问卷及随附问卷要求的文件资料（以下统称准入材料）应当

使用中文表述。准入材料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申请人对准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准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可以修改、补充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海关总署组织专家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视频检查等形式及其组合，实

施准入评估。

准入评估内容包括：

（一）申请人及其所在国家（地区）生物安全状况；

（二）申请人及其所在国家（地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运行情况；

（三）高风险特殊物品的生物安全风险特征；

（四）高风险特殊物品在境外生产、保藏、贮存、包装、运输、销售、使用、进出口等

环节的生物安全风险情况及历史合规情况；

（五）与高风险特殊物品相关的其他生物安全风险情况。

申请人应当为准入评估提供必要的协助。准入评估过程中，海关总署可以根据需要，要

求申请人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应当终止准入评估，并通知申请人：

（一）申请人收到评估问卷之日起 6 个月内未反馈；

（二）申请人收到海关总署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未按照要求提供；

（三）申请人不配合完成现场检查或者视频检查；

（四）申请人主动申请终止准入评估；

（五）其他需要终止的情形。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申请人因合理理由申请延期的，经海关总署同意，按照海关

总署重新确定的期限递交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准入评估完成后，海关总署向申请人通报准入风险评估结果。需要整改的，

海关总署同时通报整改事项。

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海关总署提交整改报告。海关总署对整改情况进行审查，并

通报审查结果。

第十六条 海关总署根据准入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给予准入资格。对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

险特殊物品，海关总署给予相应高风险特殊物品及其申请人准入编号，纳入《获得准入资格的

高风险特殊物品清单》（以下简称《准入清单》），准入资格有效期为 5 年。

《准入清单》由海关总署公布，并动态调整。

对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进口需求的单位可凭相应准入编号向海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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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海关在受理卫生检疫审批时核实验证准入结果。

第三章 动态管理

第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海关总署应当实施回顾性审查：

（一）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发生生物安全事件，

可能影响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的；

（二）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的；

（三）发现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可能存在严重生物安全风险的；

（四）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等发生变化，对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提出更高或

者特别要求的；

（五）其他需要开展回顾性审查的情形。

第十八条 在准入资格有效期内，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信息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按

照以下方式及时办理：

（一）高风险特殊物品生产过程或生产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通过准入申请途径

重新申请准入；

（二）高风险特殊物品说明书增加安全性风险相关内容的，申请人名称或法定代表人、

高风险特殊物品名称或包装标签内容等发生改变的，以及准入材料中与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

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向海关总署提交准入事项变更信息对照表及与变更信息有

关的证明材料申请变更。海关总署应当对变更事项进行评估，评估认为应当变更的，予以变更；

评估认为不应当变更的，可通过准入申请途径重新申请准入；

（三）申请人联系方式、代理人主体、准入材料中其他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提交变化

的信息，经海关总署确认后变更。

第十九条 高风险特殊物品需要延续准入的，应当在准入有效期届满前 3 至 6 个月内，

向海关总署提出延续准入申请。

延续准入申请材料包括：

（一）高风险特殊物品延续准入申请表；

（二）承诺持续符合准入要求的声明。

海关总署对符合准入要求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延续准入资格，有效期延长 5 年，并可以根

据需要实施回顾性审查。

第二十条 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应当依据法律

法规对相关高风险特殊物品采取暂停进境的控制措施，并予以公布：

（一）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突发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可能造成进境高风险特殊

物品生物安全风险的；

（二）高风险特殊物品被发现不符合准入要求的；

（三）未按照要求及时提交材料申请变更的。

如需恢复向中国境内输出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应当向海关总署提出申请，根据被暂

停原因提供整改报告。海关总署对整改情况进行评估，符合要求的，可以解除暂停进境措施。

第二十一条 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将其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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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清单》，并予以公布：

（一）因申请人原因导致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存在不合格情况，造成生物安全危害的；

（二）因申请人原因导致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存在严重生物安全风险的；

（三）准入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准入资格，或者虽申请但是未获得延续准入资格的；

（四）申请人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五）其他应当调出的情形。

因申请人或代理人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其他欺骗手段获得准入资格的，海关总署

将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调出《准入清单》，并且 3 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或代理人的

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申请。

第二十二条 海关总署根据风险管理需要，可以要求高风险特殊物品从指定的口岸进境。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高风险特殊物品”，是指含有或者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具有传

染病传播风险的特殊物品。

本办法中“申请人”，是指向中国境内申请输出高风险特殊物品的境外生产、保藏单位。

第二十四条 出于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目的，用于患者、临床急需的特殊血液出入境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海关总署与申请人所在国家（地区）主管部门签订议定书的，按照相关议

定书执行。

第二十六条 准入材料涉及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的，海关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承担保密义务。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实施之日起设立 1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列入《准入管理名录》

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未获得准入资格前，可以按照海关现行规定直接办理进境卫生检疫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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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

序号 检验检疫编码 检验检疫名称 

1 3002909001410
人血（商品化含《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内三类病

原微生物的人全血） 

2 3002909001411
人血（商品化含《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内四类病

原微生物的人全血） 

3 3002909001412 人血（商品化经过血液传播病原体筛查为阴性的人全血）

说明： 

1. 以上为首批纳入《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后续根据实际

情况由海关总署对该名录进行动态调整。 

2. 列入《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的产品不包括进口用于临床医疗的人体血液、

血浆、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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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入清单》由海关总署公布，并动态调整。对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进口需求的单位可凭相应准入编号向海关申请
	《准入清单》由海关总署公布，并动态调整。对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进口需求的单位可凭相应准入编号向海关申请
	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海关在受理卫生检疫审批时核实验证准入结果。

	第三章动态管理第十七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海关总署应当实施回顾性审查：（一）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发生生物安全事件，
	可能影响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的；（二）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的；（三）发现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可能存在严重生物安全风险的；（四）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等发生变化，对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提出更高或
	者特别要求的；（五）其他需要开展回顾性审查的情形。第十八条在准入资格有效期内，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信息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按
	照以下方式及时办理：（一）高风险特殊物品生产过程或生产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通过准入申请途径重新申请准入；
	（二）高风险特殊物品说明书增加安全性风险相关内容的，申请人名称或法定代表人、高风险特殊物品名称或包装标签内容等发生改变的，以及准入材料中与高风险特殊物品生物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向海关总署提交准入事项变更信息对照表及与变更信息有关的证明材料申请变更。海关总署应当对变更事项进行评估，评估认为应当变更的，予以变更；评估认为不应当变更的，可通过准入申请途径重新申请准入；
	（三）申请人联系方式、代理人主体、准入材料中其他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提交变化的信息，经海关总署确认后变更。第十九条高风险特殊物品需要延续准入的，应当在准入有效期届满前 3至 6个月内，
	向海关总署提出延续准入申请。延续准入申请材料包括：（一）高风险特殊物品延续准入申请表；（二）承诺持续符合准入要求的声明。海关总署对符合准入要求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延续准入资格，有效期延长 5年，并可以根
	据需要实施回顾性审查。第二十条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对相关高风险特殊物品采取暂停进境的控制措施，并予以公布：（一）申请人或其所在国家（地区）突发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可能造成进境高风险特殊
	物品生物安全风险的；（二）高风险特殊物品被发现不符合准入要求的；（三）未按照要求及时提交材料申请变更的。如需恢复向中国境内输出高风险特殊物品，申请人应当向海关总署提出申请，根据被暂
	停原因提供整改报告。海关总署对整改情况进行评估，符合要求的，可以解除暂停进境措施。第二十一条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将其调出
	《准入清单》，并予以公布：（一）因申请人原因导致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存在不合格情况，造成生物安全危害的；（二）因申请人原因导致进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存在严重生物安全风险的；（三）准入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准入资格，或者虽申请但是未获得延续准入资格的；（四）申请人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五）其他应当调出的情形。因申请人或代理人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其他欺骗手段获得准入资格的，海关总署
	将获得准入资格的高风险特殊物品调出《准入清单》，并且 3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或代理人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申请。第二十二条海关总署根据风险管理需要，可以要求高风险特殊物品从指定的口岸进境。
	第四章附则第二十三条本办法中“高风险特殊物品”，是指含有或者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具有传
	染病传播风险的特殊物品。本办法中“申请人”，是指向中国境内申请输出高风险特殊物品的境外生产、保藏单位。第二十四条出于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目的，用于患者、临床急需的特殊血液出入境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第二十五条海关总署与申请人所在国家（地区）主管部门签订议定书的，按照相关议定书执行。第二十六条准入材料涉及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的，海关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承担保密义务。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实施之日起设立 1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列入《准入管理名录》
	的高风险特殊物品未获得准入资格前，可以按照海关现行规定直接办理进境卫生检疫审批手续。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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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检疫编码
	检验检疫名称 

	1 
	1 
	3002909001410
	人血（商品化含《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内三类病原微生物的人全血） 

	2 
	2 
	3002909001411
	人血（商品化含《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内四类病原微生物的人全血） 

	3 
	3 
	3002909001412
	人血（商品化经过血液传播病原体筛查为阴性的人全血）


	说明： 
	1. 以上为首批纳入《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由海关总署对该名录进行动态调整。 
	1. 以上为首批纳入《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由海关总署对该名录进行动态调整。 
	2. 列入《实施准入管理的高风险特殊物品名录》的产品不包括进口用于临床医疗的人体血液、血浆、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