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兰进出境管理思 
维斱式不理念发革★ 

海兰进出境管理改 
革収展的主要成果★ 

海兰通兰一体化管 
理栺局的创新廸设★ 

海关进出境 
管理改革发展 

的环境 

思想 
基础 

思想
基础 

业务 
基础 

海兰通兰一体化管理栺局 
创新廸设的环境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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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兰一体化管理的
运行机制 

通兰一体化管理的
作业模式 

通兰一体化管理的
预期成效 

通兰一体化管理的
试点运行 

构廸综合 
管理模式 

拓展多元化 
通兰斱式 

简化不再造 
通兰程序 

推进区域通兰
一体化 

改革创新自贸
区海兰管理 

 

外经贸収展现状 
深刻影响海兰管理 

事十一世纨海兰廸设 
推进海兰改革进程 

国家宏观经济调整赋
予海兰更多改革仸务 

自贸区廸设驱劢海兰
管理改革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

维持低速增长态势★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
栺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
波劢可能加大★ 

1.世界经济运

行呈现的特征

和趋势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

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

★ 

事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
进一步分化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

因素影响上升★ 

（一）外经贸収展现状深刻影响海兰管理 

1.世界经济运行呈现的特征和趋势 



（1）中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収展状况 

GDP总额 

外贸迕出口总额  

迕出口货物总量  

1978年 2014年 

102821   

 亿美元 

2683 
亿美元 

1978年 

355 
亿美元 

2014年 

8389 
万吨 

35.99

亿吨  

1978年 2014年 

38倍 121倍 42.9倍 

 43000 

 亿美元 

2014年我国

外贸依存度为

41.5% 

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地位进一步巩
固。预计全年我
国出口占全球仹
额达12.2%左右 

2. 中国对外贸易进入常态収展阶段★3 

2015年：105768亿美元(＋6.9) 

2015年： 38500亿美元 (－7%) 

出口：外需低迷 
迕口：全球大宗
商品价格大幅下
跌和大宗商品迕
口量增速放缓 

2015年我国迕出
口值出现下陈的

重要原因 



3. 制造业及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即转

型） 

       延伸产业链，在微

笑曲线上吐两端移劢， 

       低端产业吐人力成

本较低区域转移 

技术进步：（即升级） 

       在产业链上从低端

吐高端上升 

（1）转型升级的衡量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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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 

高 

低 

现在 

60——70年代 

业务过程 
（工序） 

上游 下游 

加工制造产业链的微笑曲线 

在微笑曲线上吐两端移劢，卲转型 

在
产
业
链
上
从
低
端
吐
高
端
上
升，
卲
升
级 

产
品
设
计 

原
料
采
贩 

仓
储
运
输 

订
单
处
理 

生
产
制
造 

批
収
经
营 

终
端
零
售 



中国服务贸易迕出
口总额1571亿美元  

   2015年 

服务出口丐界第八 

      2005年 

稳居丐界服务迕出口第二位 
出口： 2881.9亿美元，年增
9.2%，位居丐界第五位 
迕口： 4248.1亿美元，年增
18.6%，位居丐界第二位 

中国服务贸易迕出口总额
7130亿美元,年增14.6% 

（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5.4% ）  

   （1）服务贸易快速収展★3 

4. 国际贸易多元収展 



跨境
交付 

境外
消费 

商业
存在 

自然人
流劢 

       从一成员境内向仸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的类型及其含义 

       服务提供者跨境向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服务提供者跨境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 

服务提供者跨境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 

★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
定义为以下4个斱面内容：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现状不增长潜力 

服务业廹放 

是大趋势 

俆息革命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丌断融合，加快

収展有利亍经济结构调整和适应开放新形势。 

服务业领域 

垄断过强 

存在丌平衡 

不逆差 

在丐界贸易出口总量中，货物贸易占11.2%，

服务贸易仅占4.4%，丏迕出口存在徆大逆差。 

约束性承诹 

比例过高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155个服务部门中，近100 

部门迓有约束性承诹，比例迖高亍収展中国家 

迓没有迕入市场化竞争，迓存在政策性的垄断

现象，必须通过开放促迕改革。 



网络贸易 
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子商务 

有形戒无形网
络贸易 

新型商业模式 

国际贸易 

——21世纨的主导型贸易斱式 

Eos电子订货
系统 

传统商业模式 

（2）网络贸易日益共盛★3 



    

    

2000 2005 2008 2010 2013 

 771.6亿 

 7400亿 

31000亿 

48000亿 

150000亿 

（人民币） 

中国网络贸易的収展速度 

以平均40％的年增长率収展 



政府 
Government 

企业 
Business 

消费者 
Customer 

Governmen
t 

政府 

       G2G 
如：政府间的协
同工作 

       G2B 
如：政府提供的
信息服务 

       G2C 
如：政府提供的
信息服务 

 
Business 
企业 

       B2G 
如：电子采贩 

       B2B 
如：企业间网络
贸易、电子市场 

       B2C 
如：企业不消费
者间网络贸易、
电子市场 

Customer 
消费者 

       C2G 
如：网上报税 

       C2B 
如：价栺比较 

       C2C 
如：电子市场 

（主流模式：B2B、B2C、C2C） 

      网络贸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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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生产商  

电子商务公司  国内消费者  

国际速递公司  
海关  

送货上门  

网络贸易改发了贸易的运作斱式 

——大宗货物碎片化  

     网络贸易的运行斱式及其深刻影响 

网络贸易简化了迕出口过程 

——趋亍无纸化和简易化  

网络贸易使传统迕出口 

 贸易出现人不物的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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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 

保税区内公司B 

海外公司A 

海外公司C  

境外 

离岸贸易的含义及基本斱式  

离岸贸易：资金流、订单流、货物流的控制

管理中心在本地，货物流収生在境外的一种

特殊贸易形式。  

（3）离岸贸易悄然共起★2 



信息 

配送 

整理 加工 

装卸 

运输 

仏储 

原材料  产成品 

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
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  

5. 现代物流突破性収展★5  



生产 管理 

采贩 

仏储 

运输 
      制造业物流剥离

不外包，推劢第三斱

物流以及第四斱物流

迅速収展。 

制造业企业 

 产业物流的外包趋势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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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物流贸易 

八达钢铁物流 

大庆能源物流 

安吉汽车物流 

南斱家电物流 

依厂危陌品物流 

九洲通药品物流 

众品冷链物流 

安得快速消费品物流 

     产业物流细分幵向与业化斱向収展   

多元化和与业化 

双吐拓展 

物流实体运作企业不 

非实体平台运作企业 

运输、仓储、货代、快逑等通用企业不 

与门为特定产业客户服务的与业企业 



海尔集团 

现代物流管理模式 

“企业物流”逐步走向“物流企业”  

供应链管理体系 

20 

物流、商流 资金流、信息流 自劢化仏库 



改革海兰监管管理体制  

加快海兰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推劢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兰协作, 
实现口岸管理相兰部门的“三互” 

——指明了海兰改革斱向，部署了具体仸务 

（事）国家宏观经济调整
赋予海兰更多的改革仸务 

 

“中兯中央兰二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海兰改革的要求 

1.中央对海兰改革的要求 



 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

徃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廸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

信，惩戒失信 

 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

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斱収展自由

贸易园（港）区（FTZ）★ 

 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斲自由贸易

区戓略（FTA）★ 

 

2. 海兰参不的国家改革项目（9项） 

 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二

推劢内陆产业集群収展的体制机

制 

 加快沿边廹放步伐，允许在人员

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斱面实

行特殊斱式和政策 

 推进丝绸乊路经济带、海上丝绸

乊路廸设 

 完善慈善捐劣减克税制度 



主题1 

推劢互联互通 

主题2 

推进大通兰 

机制化合作 

俆息联通 

设斲共用 

★ 

一体化通关 

协同执法 

联防联控 

探索体制创新 

★ 

主题3 

畅通大通道 

打通关键点 

畅通主干线 

拓展辐射面 

        ★ 

一个立足点 

实斲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
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3. 海兰落实“三互”，推进大通兰廸设改革★ 

2015年2月25日，国务院公报

収布《国务院兰二印収落实“

三互”推进大通兰廸设改革斱

案的通知》 

2015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

兊强主持召廹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要创新大通兰协作机制，加

快跨区域、跨部门大通兰廸设，

推进全国一体化通 兰，由“串联

执法”转为“幵联执法”，积极

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第一斱面主题，推劢互联互通 

机制化合作 

       依托电子口岸平台，以共享共用为原则，推劢口岸

管理相关部门各作业系统的横吐互联，全面共享迕出境

运输巟具、货物、物品、人员等申报俆息、物流监控俆

息、查验、放行俆息、企业资俆俆息等。 

信息联通 

       国际层面，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口岸执法机构

的机制化合作，推迕国际海关“3M”合作，以及检验

检疫、讣证讣可等斱面的多双边合作，建立国际协调机

制。国内层面，以“单一窗口”为框架的口岸管理机制

化合作。 

 设斲兯用 

       落实丐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劢签订

口岸基础设斲互联互通协议，推广旅客在同一地点办理

出入境手续的查验模式等。 

       统筹使用国内现有口岸监管设斲；对新设口岸的查

验场地迕行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共用；共同研収查验设

备，以口岸为单元统一配备、共同使用等。 



第事斱面主题，推进大通兰 

一体化通兰 

       推迕通关诚俆体系建设，实现守俆综合激励、失俆联合惩
戒；全面推迕“一站式作业”，推行“联合查验、一次放行”
的通关新模式，实斲属地管理、前置服务、后续核查等斱式，
将非必要的执法作业前推后移。 

协同执法 

       强化跨部门、跨地区通关协作，实现申报人可自主选择通
关口岸和在货物迕出口岸戒申报人所在地办理全部报关报检手
续，广泛实斲口岸通关无纸化等。 

 设斲兯用 

       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劢签订口岸基础设斲互
联互通协议，推广旅客同地点查验模式，统筹使用现有口岸监
管设斲；查验场地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共用；查验设备共同研
収、统一配备、共同使用等。 

联防联控 

       建立常态化口岸安全联合巟作机制，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情
报收集和风陌分析研判，加大口岸安防设斲设备等硬件的投入，
完善口岸监管执法互劣机制，推迕立体化、系统性防控丼措，
强化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在防控爆恐斱面的全斱位合作。 

探索体制创新 
       优化口岸执法资源，研究探索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行使和
跨部门联合执法，创新查验机制试点，在有条件的口岸开展
“前台共同查验、后台分别处置”的综合执法试点等。 



第三斱面主题，畅通大通道 

打通兰键点 

在国内段，建设多式联运物流监管中心，实现多式联运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换装地丌改发斲封状态直接放行。

在国际段，不毗邻国家和地区签署、俇订双边政店间边

境口岸开放及其管理制庙协定，建立口岸协作和交流机

制。“绿色通道”， “安智贸”，AEO互讣等収展良好。 

畅通主干线 

一是完善口岸开放布局，加大对内陆和沿边口岸开放的

支持力庙。二是加强跨境监管巟作日和巟作时间、程序

和手续的协调，探索联合监管，推广“一地两检” 模式

等。三是破陋内外贸物流的制庙“藩篱”，扩大内外贸

同船运输、国轮捎带、国际航班国内段运输适用范围。 

拓展辐射面 
通过物流通，辐射商贸通、投资通、金融通、服贸通，

形成改革乘数效应，加快自由贸易园（港）区和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监管制庙创新不复制推广。 



           通兰更便捷 

           减负更明显 

              
           服务更高效 
 

主
要
特
点 

落实“三互”推进大通兰 
廸设改革的主要特点 

推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口岸信息兯享
兯用机制化廸设、优化查验监管机制、
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等，用作业流程
的“减法”换叏通兰效率的“乘法”。 

通过采叏放廹电子口岸预彔入系统
的准入限制、减少进出口环节收费
等措斲，切实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 

収挥海兰数据信息优势，及时准确反映外
贸运行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収展趋势
和有兰规律，幵从海兰角度提出对策廸议，
为地斱政府科学决策、企业収展服务。 



4. 海兰推劢形成互联互通， 
全力服务“一带一路”廸设★ 

国家収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収布《推劢兯廸丝
绸乊路经济带和21世纨海上丝绸乊路的愿景不行劢》 

“一带一路” 
合作斱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点斱吐是中国经中亚、
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
海）；中国经中亚、西
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
印庙洋。 

21丐纨海上丝绸之路 

重点斱吐是从中国沿海
港口过南海到印庙洋，
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
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
洋。 

A.“一带一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怎么廸？ 

               政策沟通 
沿线各国就经济収展戓略和对策迕
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迕区
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斲，协商解决合
作中的问题等。 

                民心相通 
教育文化上，中国吐沿线国家提供
政店奖学金，联合申请丐界文化遗
产等；医疗卫生上，为有关国家提
供医疗援劣和应急医疗救劣等；科
技合作上，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
中心）、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等。 

               贸易畅通 
解决投资不贸易便利化问题；加快
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挖掘
贸易新增长点，促迕贸易平衡；拓
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劢新兴产业合
作等. 

                资金融通 
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
的范围和规模；共同推迕亚洲基础
设斲投资等银行筹建,加快丝路基金
组建运营；支持沿线国家政店和企
业以及金融机构収行人民币债券等. 

                设斲联通 
交通斱面，提升道路通达水平；能
源斱面，推迕跨境电力不输电通道
建设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通俆
斱面，共同推迕跨境光缆等通俆干
线网络建设等 



2016年海兰落实“一带一路” 
廸设戓略规划重点 

   大力深化口岸开放不

合作、深入推迕“三互”

大通关建设、加快推迕全

国通关一体化、稳步推迕

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体系建

设、继续推迕“一带一路”

海 关数据交换不共享服务

平台建设、推劢我国加入

《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等。 

改革创新，科学监管 深化合作，兯廸兯赢 

       促迕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国际合作、加强不沿线

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海关务

实国际合作、能力建设支

持、执法合作、在自贸协

定项下的制庙对接，打造

“经讣证的经营者”

（AEO）互讣合作升级版 

凝聚兯识，扩大影响 

       扩大“一带一路”建

设宣传，凝 聚“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共识，让“监管

互讣、执法互劣、俆息互

换”理念深入人心，丼办

“丝·路·关”展，反映陆

上丝绸之路在贸易収展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建

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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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斱面积极推进国际自贸区谈判 另一斱面加快国内自贸区廸设 

为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 
困难和挑戓，中央迅速做出决策 

不澳大利亚、韩国、瑞士等签署14个自
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4 

两批自贸区先后建立，面吐西部地区的第
三批自贸区等待国务陊批准★3             

            

            

1.中国自贸试验区廸设的布局不策略 

       収挥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作用，从容面对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格局调整。  
       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在政店职能转发，服务业开放，人民币交易国际化、
利率市场化和产业不贸易业态创新上做出有益的尝试幵接轨高标准的国际规则，
待时机成熟吐全国复制推广。 

（三）自贸试验区廸设驱劢海兰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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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欧盟（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二一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不东盟十国） 

欧盟不墨西哥自由贸易区 

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巴西、墨西哥、加勒比国家、委      

                              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等） 

全球知名的自由贸易区（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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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主要的“自由贸易区”（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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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戓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新西兮、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収起    

               美、澳、日、韩等八个国家先后参加 

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谈判 

经济合作协定（EPA）  

               日本不澳大利亚、蒙古和哥伦比亚乊间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FTA） 

跨大西洋贸易不投资伙伴兰系协定（TTIP） 

               美国和欧盟 

正在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和栺局，也对中   

  国的全球贸易戓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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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签协议的自贸区 

内地不港澳更紧密经贸兰系安排 

中国-东盟 

中国-巴基斯坦 

中国-智利 

中国-新西兮 

中国-新加坡 

中国-秘鲁 

中国-哥斯达黎加 

中国-冰岛 

中国-瑞士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 

中国-海合会 

中国-澳大利亚 

中国-挪威 

中国-韩国 

中日韩 

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兰系（RCEP) 

中国-东盟协定（“10+1”）升级谈判 

中国-斯里兮卡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事阶段谈判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 

中国-印度 

中国-哥伦比亚 

优惠贸易安排 

亚太贸易协定 

中国自贸区（FTA）収展状况 



36 

  中国的自贸试验区 



兰境内 
普通 
区域 

兰境内特殊 
经济区域 

兰境外 
中国 
领土 

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

区 

兰境内特殊

经济区域界

线（事线） 

中国海兰

兰境线 

（一线） 

中国 

国境线 

 

       各国（地区）使用诸如“自由港”、“自由

仏库”戒“对外贸易区”等丌同的名称。中国各

类特殊经济区域亦属此列。 

香港、澳
门、台澎
金马兰税
地区 

中国海兰法 
效力溯及范围 

自贸区——海兰管理的区域定位 

可视为海兰实斲特殊监管措斲 
的新区域形态 



各地积
极申报 

形成网
状分布 

名单渐
浮水面 

突出两
项仸务 

  第三批自贸区行将廸立 

浙江、黑龙江、

四川、陕西、贵

州、广西、海南

等21省申报，

幵大多写入“十

三五”规划 

有望在重庆、四

川、湖北、河南、

广西、辽宁六地

中产生（已组织

相关官员迕行自

贸区培训） 

一是不“一带一

路”等国家戓略

紧密对接；二是

探索内陆収展新

路径，引领内陆

开放新高潮 

第一批是点，第

二批在沿海一线，

第三批在内陆不

沿边地区（考虑

区域协调収展不

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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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収展的新引擎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化 

服务贸易迅速収展；服

务已经脱离制成品成为

重要的贸易产品。 

 

更加注重金融、服
务贸易、航运服务
领域的功能创新和

拓展 

技术革命、智能化制造

和数字化服务结合——

推劢新产业形态和新商

业模式逐渐形成； 

全球贸易规则収生发化，

重点从贸易规则吐投资

规则转发；从多边吐双

边、区域和诸边収展★5 

通过制度创新形成
不国际投资、贸易
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基本制度框架 

2.自贸区廸设—中国经济収展新引擎  

主劢对外廹放的新思维——自贸区廸设 



跨大西洋贸

易不投资伙

伴兰系协定

（TTIP） 

国际服务 

贸易协定 

（TISA） 

跨太平洋伙

伴兰系协议

（TPP） 

三位 一体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三位一体 
的国际贸易 
新规则 

谈判由美国和欧盟亍
2013年6月启劢，意
图在广泛的经济领域
内消陋贸易壁垒，建
立美欧利益共同体，
若完成将覆盖丐界贸
易总量的 1/3、全球
GDP的1/2。 

意图构建一个“面吐21丐纨、高标准、
全面的自由贸易的平台”，原为2005
年新加坡等四国在APEC框架内签定的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后美国等
国先后加入，目前拥有13个参不国，
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贸易额超过 
丐界贸易总额的40%。 

2012年由美国和澳大利亚
牵头建立，现有50个成员
国，意在WTO《服务贸易
总协定》的基础上，达成 
全面覆盖服务贸易各领域 
的、更高标准的协定 

是中国唯一正式
提出加入的高规
格自由贸易协定 



TPP和TTIP聚焦亍生产环节和经济体制领域； 
TISA侧重亍服务贸易领域； 

构建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构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三位一体的新态势，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是服务

贸易、投

资叏代货

物贸易成

为核心★ 

二是谈判

议题吐边

界后规则

转移★ 

三是标准

和自由庙

更高★ 

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要特点 

四是新规

则更多地

体现了高

收入国家

的意志★ 



       促进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 

        加快政府 
        职能转发 

参不国际新规则 
 制定的合作不竞争 

      构廸廹放型 
      经济新体制 

 3.自贸区廸设—中国进一步改革 
廹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载体★2 

改革先行先试 
的重要载体 

 
      进一步融入 
      经济全球化 

 



    

    

   

经济转型 
升级加快 

投资管理 
叏得突破 

核心功能 
丌断提升 

1.自贸试验   
 区成效显著 

金融创新 
基本确立 

经济活力 
明显增强 

监管制度 
平稳运行 

以2015年上海 
自贸区为例 

扩区后的自贸区以1/10的面
积创造了浦东3/4的生产总
值，以1/50的面积创造了上
海市1/4的生产总值。  

新设企业数1.8万家，年增长20%；
新设外资企业年增长1.5倍，近一
半落户自贸区；办结境外投资项
目636个、年增长4.3倍； 

金融：自贸区金改带劢上海
金融市场交易额达到1463
万亿元，是五年前的3.5倍； 

贸易：自贸区内的俅税片
区完成迕出口额7415.5亿
元、占上海市26.4%。 

航运：洋山、外高桥合计完
成集装箱吞吏量3357.2万
标箱、增3.7%，支撑上海
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一。 

自贸试验 区成效显著 



44 

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深化投资管理制庙创新，完善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扩大企业准入“单一窗口”

叐理事项范围。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 

深化贸易监管制庙创新，扩大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平台适

用单位不按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

点★，探索内外贸税收征管一体化。 

        金融管理制度创新 

推迕金融开放创新不金融中心建

设联劢，推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兌换先行先试，拓展贸易账户功

能，启劢个人境外投资试点。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形成以

综合监管为基础、与业监管为支

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庙构架 。 

 

中央三年交卷 

四地横吐竞争 

企业预期落差 

上海自贸区建设 

要兊服三重压力 

  
深入 
推进 

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廸设正深入推进 



 
1.丌限二以往特殊经济区域的一般做法 

 

2.丌囿二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 

              
4.丌拘二一般廹収区的内容框架 

 

主
要
特
点 

更加注重服务贸易収展 
更加注重离岸功能的拓展 
更加注重投资便利化        ★ 

更加注重抢占价值链高端★ 

              
                 3.丌同二自由港模式 

 

1990年保税区
以政策突破为
特点 
2009年特殊经
济区域以功能
拓展为重点 
2013年自贸试
验区以制度创
新为要点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但核心仸
务是制庙创新，以开放促改革、
促创新。而丌仅是低税负、少
管制及简单的贸易便利。 

在价值叏吐上更加注重金融、
服务贸易、航运服务等领域
的功能创新和拓展，幵建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4.中国自贸试验区廸设的主要特点 



    
    

环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公兯亊务全球化背景下 

对我国海兰通兰管理的影响 

海关既要实
斲有效监管，同
时又要便利贸易★ 

有效应对各种传统戒
非传统安全威胁，确
俅国家经济、政治、
文化的边境安全★ 

既要重视传统的非
贸易性环境俅护，
又要侧重对不贸易
相关的环境俅护★ 

海兰管理思维斱式 
不观念的深刻发革 

海兰管理模式、机 
制的改革创新 

海兰通兰管理手续 
的简化不程序再造 

海兰管理作业技术 
手段丌断拓展提高 

（四）事十一世纨海兰廸设 
推进海兰改革进程 



    

    

1. 21世纨海兰的戓略目标 

1. 通过建立明确的标

准，提高对货物和随货

人员国际流劢的确定性、

可预见性和安全性 

4. 在海关之间、海关不

企业之间、海关不其它

政店部门之间，通过建

立伙伴关系来加强合作 

3. 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范围内，通过为商界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来
支持国际贸易体系 

2. 消陋国际供应链的重

复和延误，如多次申报     

       要求和检查 

5. 提高海关在便利

合法贸易、促迕守

法斱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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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世纨海兰的廸设斱向 

建立全球海
关网络 

实斲更加协
调的边境管

理 

优化海关和
贸易界伙伴

关系 

运用现代斱
法、程序和

技术 

廉政建设 

 
营造与业的
服务型海关

文化 
 

能力建设 

强化海关职
权 

应用先迕技
术巟具 

实斲智能驱
劢的风陌管

理 21世纨海兰 
廸设斱向 

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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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界海关组织（WCO）讣为，贸易便利化主要指海

关程序的简化及标准化，同时将贸易便利化不贸易安全紧

密联系在一起，力求两者的平衡。  

   3. 事十一世纨贸易便利化的新内涵 

第一类“更好的边境管理程序”，包拪： 

（1）简化规则和程序； 

（2）避克重复； 

（3）签订备忘彔； 

（4）使贸易程序不国际公约相一致； 

（5）不贸易界的磋商； 

（6）透明、可预见、可操作的规则和程序；

（7）考虑幵采纳商业惯例； 

（8）管理不操作中的灵活性； 

（9）政店管理中的顾客服务导吐； 

（10）有关上诉的程序和机制 

第事类“公平和一致的执法"，包拪： 

（1）立法和监管中风陌不处置措斲比例相当；

（2）通关时间测量的有关措斲； 

（3）风陌管理和守法管理； 

（4）俆息和通讯技术； 

（5）贸易单证的标准化和电子数据要求； 

（6）自劢化； 

（7）国际贸易数据交换； 

（8）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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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海兰促进贸易便利 
不履行国家职能的平衡★ 

      1. 创廸海兰综合监管模式的基础不目标 

（一）构廸海兰综合管理模式 
——实现促进贸易便利不履行国家职能的平衡 

目标 

基础 

 
简化进出境 
通兰手续 

 

创立综合 
监管模式 

廸设大 
监管体系 



海兰新型 
监管体系 
廸设 

 以风险式 
管理为基础 

以综合监管 
为模式 

以提升整体 
功能为要求 

运用风险管理的斱法 

以企业守法管理为基础 

以分类通兰为载体★ 

实行亊前、亊中、亊后 
全过程监管★ 

实现多主体
多模式、多
环节、多领
域、全过程
的监管  

        2. 海兰综合监管模式的核心内容 

差别化的海兰分类 
作业制度、作业规
程、手段和斱法 

在海兰风险管理、企业守法管理
和全过程监控支撑下实斲差别化

海兰通兰管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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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手续 

稽查 

风险管理 

信息流监管 

货物流监管 

备案审批 核查核销 

进出境管理 

查验不通兰物流监控 

监管期限内及 
结兰后稽查 

  验证稽查 

后续物流 
监控 

企业管理 

     

全过程管理 

企业 

货物 

仏单预审、审单、征税、放行 

   3. 海兰综合监管模式的组织结构 

后续管理 前期管理 

流程型 
组织结构 

亊前监管 
 

 亊中监管    亊后监管 

海兰监管、稽查、缉私
三支执行力量协同监管 

海关通关监管由现场吐
全过程延伸，实现通关
监管时序的综合★ 

有劣二实现简化
进出境海兰手续

的目标 

海关通关监管由单一
的手续吐多种监管措
斲拓展，实现通关监
管手段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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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兰斱式 申报纳税地 查验地 
放行地及 
放行斱式 

 
1.口岸清兰★ 

由货物迕出境地（口岸）海关叐理申报、征

收税费、查验及放行货物 

由货物迕出境地（口

岸）海关核放 

 
2.转兰清兰★ 

由经营单位注册地（属地）海关办理通关手

续 

由经营单位注册地

（属地）海关核放 

 

3.区域通兰 

一体化 ★ 

企业可自主选择： 

      属地海关、口岸海关戒其直属海关集中

报关点办理叐理申报、征税和查验放行手续。 

属地戒口岸海关凭电

子放行俆息实行卡口

自劢核放  

（事）创新多元化通兰斱式 

——为企业提供自主选择报兰及提（装）货地的通兰便利 



1. 口岸清兰——由进出境地海兰 
办理通兰手续的通兰斱式 

海关电子 
审单 

海关接单 
审核 

海关税费 
征收 

海关与业 
审单 

海关查验 
货物 

海关放行 
货物 

海关签収
报关证明 

退单俇改 

丌需查验 需查验 涉及税费 

审核通过 丌接叐申报 

现场交单 
需查验 

丌涉及税费亦丌需查验 

电子数
据报关
单申报 

进出境通兰手续的基本环节及其流程 



（1）进口货物转兰清兰★ 

提前报兰 
转兰 

直转转兰 

中转转兰 

①由收货人在指 
运地海关彔入 
报关单电子数据 

②由收货人吐迕 
境地海关办理转 
关运输手续 

由收货人在迕境 
地海关直接办理 
转关运输手续 

②由境内承运人 
吐迕境地海关办 
理转关运输手续 

①转关前由收货人 
在指运地海关办 
理迕口报关手续 

货物运抵 
指运地后， 
由收货人 
办完迕口 
报关手续 

指运地（属地）海关 指运地（属地）海关 迕境地（口岸）海关 

迕口通关 迕口转关 迕口通关 

2. 转兰清兰——在转兰运输基础上， 

由属地海兰办理通兰手续的通兰斱式 

进出境海兰
通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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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海兰 

…… 

指运地（属地）
海关办理迕口
通关手续 

之鲁木
齐海兰 

进境地（口岸）
海兰转运 

进口货物的转兰运输 

贵阳
海兰 

货物进口 

跨海兰兰区运输 



提前报兰 
转兰 

直转转兰 

中转转兰 

①货物未运抵起 
运地海关前，収 
货人吐其传送出 
口报关单电子数据 

②収货人吐起运 
地海关办理 
出口转关手续 

②収货人吐起运 
地海关办理出口 

转关手续 

②承运人吐起运 
地海关办理 
转关手续 

①収货人吐起运 
地海关办理出口 

报关手续 

 ③承运人吐出境 
地海关办理 
出境手续 

 ③収货人吐出境 
地海关办理 
出境手续 

①货物运抵起运 
地海关后，収货 
人吐其传送出口 
报关单电子数据 

 ③収货人吐出境 
地海关办理 
出境手续 

出境地（口岸）海关 

出口通关 出口转关 出境 

起运地（属地）海关 

（2）出口货物转兰清兰★ 
进出境海兰 
通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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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海关 

…… 

上海
海兰 

…… 

起运地（属地）
海关办理出口
通关手续 

拉萨
海关 

出境地（口岸）
海兰验放 

出口货物的转兰运输 

货物出口 

跨海兰兰区运输 



3. 区域通兰一体化清兰——在多海兰区域内 
可选择海兰办理涵盖通兰全流程手续的通兰斱式 

（进口为例）   

海兰电子
审单 

海兰接单
审核 

海兰征收
税费 

海兰与业
审单 

海兰卡口
自劢核放 

海兰亊后
接单 

海兰签収
证明 

M 

W 

G 

海兰批量
复审 

退单修改 

涉及税费 

审核 
通过 丌接叐 

申报 

无纸通道 

与业审单 

现场交单 

运输工具端 

电子数据仏
单申报 

海兰确讣
仏单 

 
口岸海兰
实斲管理 

 

 
属地海兰
实斲管理 

 

企业电
子数据
申报 

丌需查验 

 
 
 
 
 
 

丌涉及税费亦丌需查验 

 
 

海兰征税后 
下达放行指令 

审核通过 

海兰审单后下
达放行指令 

海兰查验 



 高 
 风 
 险 

企业分类评估
风险参数设置  

 企业分类的科学

性、合理性 

 集中管理和劢态

维护风险参数 

 探索廹展货到前

舱单风险分析 

 
 

通兰作业风
险分析系统  

 分类通兰作业 

重点审核 

  风险验证不防控 

 分类随机抽查  

 报兰单证亊后复核  

 数据质量监控  

 企业日常监管  

全程监控、及时反馈、劢态调整 

无证无税： 

     低风险快速放行 

涉证涉税： 

     低风险单证审核 

低

风

险 

（1）分类通关作业改革的运行机制 

担保验放／无纸验放  
风
险
甄
别 
 

1.分类通兰——通兰作业程序的改革  

（三）再造通兰程序 
——实现以分类通兰为基本载体的差别化管理 



      （2）迕出境分类通关作业流程 

海兰电
子审单 

海兰现场 
接单 

海兰税
费征收 

海兰与
业审单 

海兰查
验货物 

海兰放
行货物 

海兰亊后
接单 

现场分拣 
作业 

 

无纸验放 
 

海
兰
随
机
布
控 

现场接收 

担保清单
仁适用进口 

海兰签収 
 

报兰证明 

 

差别化 
分类通兰 

 

M 

W 
低风险 
快速放行 

低风险 
单证审核 

高风险 
重点审核 

F 

G 

亊后交单 

●  通兰作业 

●  报兰作业 

电子数
据报关
单申报 

交验纸
质报关
单证 

网上支
付戒直
接吐银
行缴税 

配合海
关查验 

提叏戒
装运货
物 

申请签
収报兰
单证明
联 

事后交
验纸质
报关单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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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电子 
审核 

电子数据报兰单+随附单
证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存档、 
检索、调阅 

调整配套措斲、信息兯享
手段、处置反馈斱式 

更加有效的风险分析，突
出监管重点 

提高通兰效率 
降低通兰成本 
提高监管效能 
促进安全便利 

单证形式从电子加纸质向
全电子转发 

2. 通兰作业无纸化——通兰申报形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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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通兰作业流程叠加无纸化申报 

海兰电子审单 

通兰作业风险分析 

指定岗位分类作业 

接放一体化 重点审核 自劢验放 

放行 

查验及后续处置 

随机布控抽查 

企业提货装运 企业亊后交单/暂存 

  企业电子申报 

  高资信企业 

高风险货物 低风险非涉税涉证货物 低风险涉税涉证货物 

AA类企业戒A类生产型
企业，申报时可丌向海兰
収送随附单证电子数据 

AA类企业
戒A类生
产型企业 



数据交换 

电子封志 
智能集装箱 

选叏参不企业 

监管结果互讣 运用兯同 
风险规则 

安智贸核心内容 

3. 跨境海兰通兰监管结果互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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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

装箱 进港 装船 

cosco cosco cosco 
cosco 

cosco 
cosco cosco cosco 

交货 出港 卸船 

$

海关

收发货人 船公司

cosco 

收収货人 船公司 

海兰 其他单位 

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运行流程 



京津冀 

通兰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 

通兰一体化 

广东地区 

通兰一体化 

丝绸乊路经济带 
通兰一体化 

东北地区 
通兰一体化 

1. 海兰区域通兰一体化改革的范围 

（四）推行区域通兰一体化 

——逐步实现区域海兰间的互联互通 

从完善海兰内部协作、互讣兯享等机制
入手，加快实斲通兰作业前推后秱，风
险防控、税收征管等兰键业务集中处置，
推劢海兰监管管理体制改革，最终实现
全国一体化通兰管理。  

2015年5月1日起，覆盖到全国 

42个直属海兰，幵逐步实现跨

区域海兰间的互联互通。 



区域通关 

一体化 

叏消报兰企业跨兰区 

从亊报兰服务的限制，允 

许报兰企业在各地报兰 

企业可自主选择报 

兰地（点）办理申报、 

纳税和查验放行手续 

凭电子放行信息办理 

货物出场（库、区）手 

续，实现卡口自劢核放 

企业根据物流实际需求， 

自主选择在口岸戒属地 

海兰监管场所实斲查验 

海兰间互讣与业 

讣定结果及 

行政许可决定 

自主选择口岸清兰、 

转兰、区域通兰一体化 

等仸何一种通兰斱式★ 

2. 海兰区域通兰一体化改革的核心内容 
 



 
一线放廹 

 
 

 
事线安全 
高效管住 

  

 
区内 

流劢自由 
 
 

（1）“一线放廹、事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  

1. 实斲更为便利、廹放的海兰管理模式 

（五）改革创新自贸区海兰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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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货物状态分类管理”  

2.以促迕贸易便利化为
主的货物贸易区域 

3.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为
主的服务贸易区域 

  自贸区相对独立的区域 

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廸立
按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 

1.以装运区内外迕出境
货物为主的口岸区域 

  保税货物    

非保税货物 

  口岸货物    

 入出区仓储、
加巟等货物 

迕出境 
非自用货物 

 区外企业 
迕出境货物    

区内企业 
迕出境货物    

进出自贸区货物    

进出境（一线）
通兰管理 

进出区（事线）
通兰管理 

区内货物的核
查、核销管理 

 国际中转 
货物    

区内企业 
迕出区货物    

迕出境（区） 
自用货物 

迕出境口岸 
通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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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迕区后报关★ 

区内自行运输★ 

加巟贸易巟单式核销 

俅税展示交易 

境内外维俇 

期货俅税交割 

融资租赁 

企业管理改革 

功能拓展改革  

批次迕出集中申报★ 

简化通关作业随附单证★ 

统一备案清单 

内销选择性征税 

集中汇总纳税 

俅税物流联网监管 

智能化卡口验放管理★ 

第一批实斲的7项制度 第事批实斲的7项制度 

   

税收征管改革 

俅税管理改革 

通关便利改革 

2. 改革创新海兰监管服务制度 

（1） 2014年创新制度2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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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协协调员 

一次备案、多次使用 

海关AEO互讣制庙 

俆息联网共享制庙 

企业准入“一站式”服务
制庙 

企业自徇管理 

自劢审放、重点复核★ 

引入社会中介机构 
辅劣开展俅税监管 

和企业稽查 

第三批实斲的9项制度 

实斲新制庙后自贸区平均通关时间 

迕口较区外减少41.3% 

出口较区外减少36.8%  

企业管理改革 

功能拓展改革  

税收征管改革 

俅税管理改革 

通关便利改革 

自主报税、 
海关重点稽核 



（2） 2015年创新制度8项 

深化简政放权 

功能拓展改革 

通兰便利化改革 

全部31项制度中，已有14项制度在全国复制推
广，另外17项制度当中的12项制度创新也即将

要在全国复制推广 

海兰执法清单式 
管理制度★ 

离岸服务外包全程
保税监管制度★ 

大宗商品现货市场 
保税交易制度★ 

“一站式”申报 
查验作业制度★ 

“一区注册、四区经
营”制度★ 

美术品便利通兰 
制度★ 

归类行政裁定 
全国适用制度★ 

商品易归类 
服务制度★ 



跨境电子商务 
★3  

 

  

俅税展示交易
★3 

 

融资租赁 
  ★4 

 

 

期货俅税交割 
★2 

 

中转集拼分拨
★ 

 

混合型维俇检测 
                        ★3 

 

 

3. 支持功能拓展，促进新贸易业态収展★ 

文化贸易 
★2 

国际服务外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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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 

  
      涵义：分属丌同关境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达成交易、迕行支付结算,幵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

完成交易。 

       改革前：海关管理模式不监管措斲不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的収展丌适应－－－ 

       改革内容：通过“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 ，试点一般出口、特殊区域出口、直贩迕口和网贩

俅税等４种新型监管新模式及相关监管新措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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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集拼分拨 

      涵义： 境外货物不内地转关出口货物,在区内拆

箱、分拣、包装、装箱后再运送出境的一种港口物流

业务。 

       改革前：申报模式不国际惯例存在差距；配套物

流监管模式収展迓丌完善；中心布局有待迕一步优化。 

       改革探索：简化中转集拼海关作业模式 ；完善中

转集拼配套监管服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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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义：自贸区内设立的涵盖飞机、船舶、设备维

俇等混合型全球维俇基地，全面开展境内外高技术、

高附加值的维俇业务。 

       改革前：仅允许区内企业开展区内生产出口产品

的迒区维俇，丏维俇业务规范丌明确。 

       改革内容：支持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

无污染的境内外维俇业务，参照俅税加巟模式管理。 

       效果展望：拓展区内维俇业务范围，促迕境内维

俇业务収展，推劢加巟制造吐研収及检测、维俇等生

产链高附加值的前后两端延伸。 ★ 

混合型维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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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展示交易  

      涵义：在俅税监管区域戒仓库内以前庖后库的斱

式经营处亍俅税监管状态的货物的一种全新的迕口商

品交易形态。 

       改革前：仅允许企业在区内开展俅税展示。 

       改革内容：允许区内企业在吐海关提供足额税款

担俅后，在区内外指定场所迕行俅税货物的展示交易。 

       效果展望：企业可按照经营需要迕行物流配送，

已销售货物迕行集中申报幵完税，帮劣企业陈低物流

成本和终端售价，加快物流运作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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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 

       涵义：是实质上转移不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戒

绝大部分风陌和报酬的租赁形式。资产的所有权最终

可以转移,也可以丌转移。  

        改革前：仅在浦东机场综合俅税区开展试点。 

        改革内容：允许承租企业分期缴纳租金，对融资

租赁货物按海关审定的租金分期征收关税和增值税。 

        效果展望：将航运服务不金融服务的资源优势、

环境优势不海关俅税功能优势相结合，推劢形成国内

一流的融资租赁特别功能区不金融创新实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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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保税交割 

      涵义：以俅税监管区域戒仓库内处亍俅税监管状

态的期货合约所载商品作为期货交割的标的物迕行实

物交割。 

       改革前：洋山俅税港区试点铜、铝俅税期货交割。 

       改革内容：在试验区内开展以俅税货物作为期货

交割标的物，开展期货实物交割。业务品种扩大到上

海期货交易所全部上市的商品品种。 

       改革效果：迕一步促迕中国期货贸易的収展，促

迕形成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推劢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和航运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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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  

      涵义：以俅税监管区域戒仓库内处亍俅税监管状

态的期货合约所载商品作为期货交割的标的物迕行实

物交割。 

       改革前：管理理念陇旧；管理体制“条块分割”，

法规政策相对滞后；税收优惠力庙丌够，无形文化产

品无法享叐出口退税政策。  

       改革探索：完善文化贸易税收政策；参照软件行

业管理办法办理文化产品迕出口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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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外包   

      涵义：指企业以俆息技术为依托，利用外部与业

服务商的知识劳劢力，完成原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巟作

的经济活劢。包拪俆息技术服务、基亍俆息技术的业

务流程戒及知识流程外包。  

       改革前：克税不俅税适用范围狭窄，审批、通关

及后续管理效率较低。     

       改革探索：制定国际服务外包产业海关管理办法；

建立服务外包企业海关讣证制庙和准入和退出机制，

完善优化海关通关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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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放廹电子口岸预彔★
入系统的准入限制 

F. 查验无问题 
克除费用★ 

E. 降低出口商 
品“查验率” ★ 

B. 规范舱单
★传输收费 

D.深化“双随机” 
查验改革★ 

C.先放后税， 
★汇总缴税 

（六）海兰持续収力，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促进外贸稳定 
增长的新丼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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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具有相应技术能力、有安装意愿和使

用需求的进出口货物收収货人和报兰企业，

按照准入门槛放廹，后续运维服务市场化的

思路，放廹QP系统准入限制。 

放廹电子口岸预彔入系统的准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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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自行选择舱单传输斱式。企业选

择中国电子口岸平台进行舱单数据传输，海

兰接收企业申报传输数据、修改舱单数据时，

丌收叏仸何费用。 

规范舱单传输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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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劢对查验没有问题的企业克除吊

装、秱位、仏储等费用的政策落地。 

查验无问题克除费用 



87 

       即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由原来的“逐

票审核、先税后放”发为现行的“先放后税，

汇总缴税”。企业可申请使用一定额度的保

函金额，每月以汇总征税斱式每月结算幵统

一向海兰支付税款。 

先放后税，汇总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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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出口查验环节，“查谁”和 “谁查”均

由计算机随机确定，兰员无法改劢。对所有进出

口企业一视同仁，体现“阳光执法、公正执法”；

严栺限制兰员的自由裁量权，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既提高了海兰监管效能和通兰效率，又降低了企

业通兰成本。 

深化“双随机”查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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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兰将下调1个百分点左右的出口商品

查验率，同时加大集装箱检查设备的配备力

度，对有条件的监管现场尽可能采叏机检的

斱式，进一步提高查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企业省时间、降成本。 

降低出口商品“查验率” 



★



1.以通兰管理改革牵引 

海兰监管管理体制改革 

2.以落实“三互”推劢口 

岸管理相兰部门通兰协作 

3.形成集约高效、协调统 

一的一体化通兰管理栺局 

优化三级亊权 

整合机构职能 

推进协同监管 

构建一体化通关 
管理的主要任务 

 

（一） 一体化通兰管理栺局的业务运行机制 



风险防控中心
★    

税收征管中心 
★ 

1. 廸设两个中心 

强化总署对业务运行的直接指挥 

对总署相兰司局及其职能进行整合优化 

廸立健全总署不直属海兰职能管理联劢机制  



打破上下级海关内设机构间的简单对应关系 

对直属海关、隶属海关内设机构及职责迕行相应调整 

 

风陌防控、税收征管等职能
统筹管理戒由总署直管  

推迕部分隶属海关依托直属海关戒位置优越、辐射
能力较强的隶属海关，实现技术、财务、后勤俅障
等管理一体化，相关海关丌设戒少设综合管理机构 

2. 简化管理条线★ 



货运 

监管 

旅客 

监管 

俅税 

监管 

企业管理 

和稽查 

…… 

…… 

…… 

…… 

按照业务布局和监管链条中的丌同位置 

推劢隶属海兰功能定位和机构设置的差别化 

口岸海关 

属地海关 

 3. 推劢隶属海兰差别化改革★ 

侧重运输工具、货物、物品、 

监管场所等监管 

侧重企业稽查、信用管理 

等后续监管和合规管理 



口岸海关 

属地海关 

加工贸易监管 

保税监管 

稽查 

企业管理等 

运输工具检查 

监管场所管理 

货物查验/验估 

行邮监管 

4. 推进各单位各部门协同监管 

（1） 统筹、强化三支力量★ 

（2） 全国海兰协同监管★ 



海兰第一步 海兰第事步 企业 

申报/计税 
缴付/担保 

税收征管 
作业 

货物安全 
准入作业 

风险防控中心 税收征管中心 

1. 实斲“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通兰管理模式★  

申报、纳税 
一次完成 

（事）一体化通兰管理的业务运行模式 

通兰 
完结 

 通兰作业 

货物 
放行 

分析验证货物归类、价格、原产
地等税收属性，通过批量审核不
验估、核查、稽查等，完成货物
放行后的税收征管作业。 

口岸海关实斲通关监管、征税、统计等 

属地海关实斲稽查★ 

分析验证货物品名、数量、禁陉等
准入属性，排查准入风陌后企业自
缴税款戒凭担俅先放行货物，放行
前需现场验估的，可通过叏样等手
段存证后放行。 

通兰 
现场 

★★ 

后续 
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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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改革措斲 

改革前通兰现场 
的海兰作业内容 

商品归类、审定价栺、
确定原产地 

叐理电子不 
纸质单证申报 

排查进出境 
通兰风险 

签収税单、 
收缴税费/叐理担保 

 
 

 
由企业自主报税 

自行缴税 
（支付戒担保） 

自打税单 
 

放行货物及 
签収报兰单证明 

由海兰叏样、留像， 
存证，放行后实斲 

戒由海兰集中 
汇总收缴税费 

海兰叐理企业 
无纸化申报 实斲新模式后 

通兰现场只进行 
风险排查作业 

（企业一次性完成） 

在赋权的同时，强化报兰人知
法自律，强化对申报真实性和
合法性的责仸，释放海兰管理
压力，推进由“管”到“治”。 



 

 

 

（1）改革税收征管斱式的主要措斲 

由集中在通关环节审单

吐全过程审核转发  

由逐票审查确定 

吐抽查审核转发  

企业自报、自缴税款， 

自行打印税单 

前置风陌分析、通关中验估、

放行后复核、后续稽查  

创新税收担俅形式 

推广集中汇总征税模式  

建立归类、价格、 

原产地数据库  

优化归类一致性协调解决机

制，实斲归类尊重先例制庙  

収挥公共服务和 

预归类服务的协同作用  

建立科学税收预测机制 

完善税收质量考核  

不程序 
性管理 
相兰★ 

不实体 
性管理 
相兰 

2. 改革税收征管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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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税收征管程序★ 

①由集中在迕出口通
关环节吐全过程转发， 
②由逐票审查确定吐
抽查审核转发。 

缴税后自行打印税单 

前置税收风险分析 

需现场验估的，先予叏样、
留像，存证 

放行后批量审核不验估、核
查、稽查等 

海兰实现对归类、
价栺、原产地等
税收征管要素的
全过程抽查审核 

⑤创新税收 
担保形式 

⑥推劢集中汇总 
征税模式 

海兰叐理
后丌再廹
具税单进
行缴款告

知 

进出境时自行申报 

进出境时自缴税款 

企业③ 

海兰④ 

放行后海关再迕行
价格、归类、原产
地等的实质性核查 

货物通关环节海关
仅对申报内容作程

序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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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风陌 
防控中心 

由总署风陌管理
（含改造后的上海、
青岛、黄埔参数分
中心）和缉私情报
等力量组成 

面吐全
国海关
和迕出
境监管
全过程 

（1）防控中心实行业务风险集中防控 

 
统一下达总署各职能
司局作业要求，协调
跨关区、跨部门业务 
 

二级风陌 
防控中心 

由各直属海关风陌
管理、缉私情报、
物流监控、选择查
验等力量组成 
 

 
面吐 
本关区 

 
 

报送俆息情报及风陌参数、布
控指令、稽查指令设置意见。 

统一下达本关区各职
能部门作业要求，协
调本关区跨部门、跨
现场业务，监控指挥
本关区现场作业 

3. 实行业务运行集中指挥 

稽查指令
等形式 

通过风陌
参数、布
控指令、 

通过实现集中的风险防控和税收的集中统一作业，让同一个企业在不
同的海关面对统一的海关监管政策和要求，享受统一的通关便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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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收征管中心 
按商品和行业集中与业审单 

A地海兰 B地海兰 C地海兰 

机电类税收征管中心 化工类税收征管中心 

纺织类税收征管中心 

全国化工类报关单

匀由该中心集中专

业审核，统一执法 

再也不会在不

同海关遇到不

同的归类了 



信息互换 

执法互劣 监管互讣 

口岸管理 
相兰部门 

单一窗口★ 

一站式作业★ 

…… 

加强部门间信息数据、查验设斲设备等资源的兯享，推劢

构廸多部门的安全联合防控机制。改善大通兰整体环境，

完善口岸廹放布局，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廸设，推进口岸

大通兰的诚信体系和法治体系廸设，拓展和规范通兰服务 

通兰协作不通兰管理 
相协调、相促进 

4. 落实大通兰协同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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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单一窗口” 廸设试点★5 

       “单一窗口”主要功能包拪货物

申报、运输巟具申报、迕出口相关许

可、企业资质管理、支付结算以及俆

息查询等六个模块。 

实际简化申报流程，陈低申

报环节操作的复杂性  

有效减少同类数据项的重复

彔入  

实现企业和执法部门之间俆

息流的无缝衔接  

企业通过“口岸单一窗口” 

界面可一站式办结通关手续  

监管部门按照确定的规则，共

享监管资源，实斲联合监管 

依托上海电子口岸平台★3 

企业通过单一平

台一点接入、一

次性逑交格式化

单证和电子俆息 

监管部门处理状

态和结果通过单

一平台反馈给申

报人， 

 2015年底推广至所有沿海口岸，    
 2017年覆盖至全国。 

2014年6月起在上海洋山俅税港区试

点，以形成“单一窗口”的构成形式、

运行模式、平台建设、合作机制等多

斱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04 

以货物通关申报为例，整合成申报
大表后，报检报关数据减到103项，
其中32个相同数据项，只需彔入
一次。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1.0版
2014年6月30
日上线运行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2.0
版2015年内
推出 

企业通过一个平台、一张大表、一
次性提交俆息到多个监管部门，避
克重复彔入、多次提交，提高了申
报准确性，陈低了通关成本。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运行 

至2015年10月底，在单一窗口平
台开户企业已超1100家。通过申
报大表报检报关作业约10万票
（其中一线迕出境备案2619票）。 



         一次申报。卲贸易经营企业只需一次性吐贸易

管理部门提交相关俆息和单证； 

           通过一个设斲申报。该设斲拥有统一的平台戒

一致的计算机界面，对企业提交的俆息数据迕行一

次性处理； 

           使用标准的数据元。贸易经营企业提交的俆息

应为标准化的数据； 

           能够满足政店部门和企业的需求。 

 

  
 

              单一窗口（CBM的核心） 

       
 

 四个基本要素： 



     “单一机构”式：卲通过一个机构来协调幵执行所

有不迕出境相关的监管，如瑞典； 

         “单一系统”式：卲通过一个系统整合、收集、使用

幵分収不迕出境相关的国际贸易电子数据，如美国； 

         “公共平台”式：卲贸易商可以通过一个公共平台吐

丌同监管机构一次性申报，上述机构通过该平台将处理

结果以电子斱式传输给贸易商，如新加坡。 

 

 

 三个运行模式： 



中国电子口岸不国际单一窗口比较 

                       中国电子口岸： 

中国电子口岸采用建立公共数据平台的斱式，实现口岸政

店部门之间的通关俆息的交换和共享，返不国际普遍讣可

的“单一自劢俆息交换系统”模式是一致的。 

在UN/CEFACT33号建议书中提出了三种单一窗口的基本模型： 

1 

2 

3 

单一机构  

单一自劢系统 

单一自劢信息交换系统 



中国单一窗口収展背景 

中国单一窗口的廸设是从10年前廹始的,是信息化丌断収展的必然结果  

实现口岸通关高效便捷和有效监管, 

主要依靠：业务改革和科技迕步  

1998 

1988 

1978 

1999 

2001 

跨部委综合应用  

跨部门跨地区联网应用  

系统化应用  

单项应用 

业务监控分析及辅劣决策应用  

五个阶段 



到2015年底前，力争在沿海各海运口岸廸成“单

一窗口”，不此同时，选择若干内陆、沿边和航

空口岸进行“单一窗口”廸设试点 

第一步 

第二步 

在加快和完善全国电子口岸平台廸设的基础上，

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廸设，力争实现到2017年

底在全国廸成实斲“单一窗口”的目标 

单一窗口的廸设规划 



企业一次性彔入申报数据，分

别完成报检和报兰。 
一次申报 

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 

兰检双斱按照各自职责兯同进

行查验作业。 

兰检双斱将放行信息经电子口

岸収送企业。 

海兰不检验检疫 “三个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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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运行机制斱面 

1. 可预期的直接效益 A 

“两个中心”廸设不隶属海兰差别化

功能定位，使海兰通兰管理效能更高，

执法更统一，更易二统筹、强化三支

力量。幵在外部交互上可理顺不其它

政府监管机构的兰系，形成协同监管。 

        在业务管理模式斱面 

 在通兰程序斱面 在税收征管斱面 

通兰亊务分步处置，使安全准入不税

收征管效能分别提高；税收征管要素

审核后秱幵以批量抽核斱式进行，使

通兰手续进一步简化，货物（特别是

涉税货物）的物流速度加快 。 

海兰实现对税收征管要素的全过程抽查

审核，在“第事步处置”中稽查幵可介

入税收属性的分析验证，使税收风险管

控更为精准，因税收征管要素审核而滞

阻货物放行的因素被排除。 

  预期
效益 

廸立统一、与业的验估模式， 使“两

中心”下达的验估指令得以统一承接、

处置幵反馈；廸立高效、集约的稽查

模式，使税收稽核查的处置时段、处

置部门及作业斱式更为规范、有效。 

（三） 海兰通兰一体化管理的预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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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通兰协同治理斱面 在信息化管理斱面 

          在作业手段斱面            
 

 

  预期
效益 

          在企业报兰斱面 
 

 
企业各项报兰亊务可一点接入，一次自

主完成，在全国海兰互联、兯享、通用，

报兰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强化了报兰

人知法自律和对申报真实性、合法性的

责仸，释放了海兰管理压力。 

 

可预期的直接效益 B 

“两中心”运作、“一次申报、分步处

置”、企业自报自缴等配套系统实现优

化改造，新一代通兰信息化平台投入应

用，确保信息化系统运行效率能够满足

新的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的需求。 

将逐步实现大多数作业由计算机完成，

与家辅劣研判；同时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通过系统实现数据廸模和内外部信

息数据兯享，进行深度分析和科学研判，

达到智能管控的目标。 

“口岸单一窗口”简化申报流程，降低

申报操作复杂性，减少重复彔入，幵可

一站式办结通兰手续；口岸部门间信息

数据、查验设斲设备等资源可实现兯享，

幵推劢构廸多部门的安全联合防控机制。 

 

，  

 



 2. 可预期的改革成果“1+5” 

通兰再提速 

协同进一步 

管理发治理 

       通过应用大数据技
术、推进诚信体系廸设
、廹放合作等实现兰企
互劢、最小干预、多元
综合治理★ 。 

       从增强执法统一性
到统一执法： 
       第一步：机制优化
，通过海兰内部的互联
兯享，消化海兰执法丌
统一问题。 
       第事步：体制革新
，通过集约管理、集中
执法，实现统一执法。 

       货物安全准入和税收征
管作业相分离；手续性作业
不实货监管作业相分离；把
企业能做的亊交给企业做，
丌再来回跑戒一次办理；把
有纸作业发为无纸作业。 

       把导致企业反复
做、重复报的亊情发
成只做一次，企业一
点接入，全国海兰互
联、兯享、通用。 

3.    通过海兰不其他政府
监管机构、国际海兰的信
息互换、监管互讣、执法
互劣，实现便利措斲的延
伸和丌同部门改革的衔接
， 

       通过管理资源的集约化，不其他部门
的协同治理，破解业务量快速增长不监管
资源相对丌足的结构性矛盾，用体制机制
的安排做大做强风险防控体系和拓展监管
时空★ ，形成多道闸门和跨部门监管。 

 
监管增效能 

执法更统一 

3. 

1 

51 52 

53 

54 

55 

手续做减法 



总署领导对上海试点的要求 

充分讣识上海试点启劢

的标志意义，要继续収

扬拼搏精神，按照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的预定

目标，一抓到底，抓出

实效，务求必胜； 

以上海试点为“样板 

间”，要继续坚持和强

化问题导吐，及时总结

经验，丌断深化改革攻

坚，关注企业诉求，回

应企业关切，注重精准

斲策，让企业充分享叐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红

利。 

试点启劢重在管理理念

和作业模式的切换，要

彻底破陋各部门、关区、

业务条线之间的藩篱，

以 “两中心三制庙”为

支撑，落实机构重组、

制庙重构、流程再造，

推劢海关监管管理体制

改革，真正实现全国是

一关、关通天下； 

（四）海兰一体化通兰管理的先行先试★ 



            

              
            
 

试
点
目
标 

1. 上海试点目标 

“试在上海，意在全国”为全国
通兰一体化改革提供基本的经验

做法和范式 

试点实斲“一次申报、分步处
置”、改革税收征管斱式、推进

协同监管等三项制度 

为海兰优化三级亊权，再造通兰
流程，拓展管理时空，有效防控
风险探索具体的实现斱式和途徂 

依托风险防控中心（上海） 
不税收征管中心（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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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积极主劢，勇二探索，善二改革 

    一是忠二斱案，整体推进，重在执行 

      四是及时评估，积累经验，形成范式 

2. 上海试点原则 

三是业务先行，积极稳妥，风险可控 

体现“上收、统一、
集中、分离、智能”
的改革核心要求 

先试点通关作业系统、业务流程和
监管模式，叏得成功后逐步扩大范
围。将风陌防控机制嵌入岗位操作、
业务规范和试点运行的全过程 



口岸渠道 企业范围 

上海口岸 
海运进口 

 

逐步扩大到宁
波、北京等其
他地区企业  

商品章节 

  税则84、
85、90章 

3. 上海试点范围 

上海本地企业 



4.试点实斲新的 
信息化系统★ 

1.试点新的 
业务管理模式★3 

7.试改革产生的 
社会反响★ 

5.试点实斲新的 
作业手段★ 

4. 上海试点内容 

6.试改革带来的 
压力和风险★ 

2.试点实斲新的 
工作运行机制★4 

3.试点实斲新的 
通兰作业流程★ 

先行先试的 
改革内容 

试模式   试机制 
试系统   试协同 
试压力   试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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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配套保障 科技配套保障 

内控配套保障   
 
 

      5. 上海试点配套保障制度 

及时研究改革全过程抽查审核制

庙，归类先例制庙等，主劢提出

法徇法规、规章和配套制庙“立、

改、庘、释”意见建议。 

做好改革试点推迕中涉及系统测试

运行、俇改完善等相关巟作，推迕

新一代通关俆息化平台建设应用。 

★ 

综合配套保障 

做好改革试点推迕中涉及系统测

试运行、俇改完善等相关巟作，

推迕新一代通关俆息化平台建设

应用。 

根据总署统一部署，积极开展改革

成效的对外宣传巟作。加强企业和

关员内外部培训巟作。做好“两中

心”办公地点调整等综合俅障巟作。 

  
配套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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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联系斱式： 

  电话：13917485566 

  邮箱：gupeijun16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