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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通关制度

（环节）



通关程序：

1.申报

2.查验

3.征税

4.放行

基本通关制度（环节）



特别通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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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程序：

1.申报

2.查验

3.征税

4.放行

5.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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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程序：

1.申报

2.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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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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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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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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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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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用的单证是保证进出口货物顺利通

关的基础。报关单位及其报关员必须在

向海关申报进出口货物前，认真准备好

报关必备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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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报关应备单证除进出口货

物报关单外，可分为基本单证、特殊单

证、预备单证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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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单证是指与进出口货

物直接相关的商业和货运

单证。

主要包括：

(l)发票一份（如有运输

保险单应一并提供）；

基本单证基本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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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箱单一份(但大宗散装货及单一

品种且包装内容一致的件装货物没有

装箱单)；

(3)提货单或装货单一份(海运进口或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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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单一份(空运)；

(5)包裹单一份(邮运)；

(6)领货凭证一份(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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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

(8)海关签发的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

证明以及保税备案手册。

第3—6项单证，根据实际货运方

式，提供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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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项单证，根据实际货运方

式，提供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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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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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行特殊管制

的证件，主要包括：

(1)配额许可证管理证件，包括我国计划

部门签发的配额证明和对外贸易管理部门

签发的进出口货物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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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各类特殊管理证件，包括机电

产品进口证明文件、商品检验、动植

物检疫、药品检验等主管部门签发的

证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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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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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单证主要是指在办理进出口货物手

续时，海关认为必要时需查阅或收取的

证件，主要包括：

(l)贸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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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物原产地证明；

(3)委托单位的工商执照证书；

(4)委托单位的帐册资料及其他有关单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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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制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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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是进出口货物

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递交的申

报货物情况的法律文书，是海关依法监

管货物进出口的重要凭证，

基本通关制度（环节）



报关单位必须认真、如实地填写，并

对所填制的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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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单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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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单预录入是指在实行报关自动

化系统处理《进(出)口报关单》的海关

进行申报的一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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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关递交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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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单位在预备好报关随附单证，

按规定填制好《进(出)口报关单》，

或完成报关单预录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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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正式的每份《进(出)口报关

单》上加盖报关单位的报关专用章，

负责报关的报关员及其所属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的报关业务

负责人)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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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报关员才可以向进出口口岸

的海关正式递交报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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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接受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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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接受报关员递交的报关单，是海

关与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

发生法律关系的开始，也是海关依法对

进出口货物进行实际监督管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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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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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审单是指海关工作人员通过审核

报关员递交的报关单及其随附有关单

证，检查判断进出口货物是否符合《海

关法》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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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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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地点

报关资格

报关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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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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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如超

过海关规定的报关期限未向海关申报并

办理进口手续的，海关将依法征收一定

数额的滞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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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滞报金是以经济手段加速通关的

一种措施。我国海关从1987年开始实行

滞报金征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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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于1990年10月制定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滞

报金制度》，到目前已经建立了一套比

较规范、完整的滞报金征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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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起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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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起征日期

海运、空运、陆运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

申报进境之日起第15日开始，至报关单

位向海关申办货物进出口手续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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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运进口货物自收件人收到邮局通知之

日起第15日开始，至收件人向海关申办

货物进口手续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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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关运输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

起第15日开始或货物运抵指运地之日起

第15日开始，至报关单位向海关申办货

物进口手续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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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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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按日计收，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向

海关申报之日亦计算在内。滞报金的日

征收额为进口货物到岸价格的0.5‰，滞

报金的起征点为人民币10元。

基本通关制度（环节）



滞报金以元计收，不足人民币1元的部分

免收。

海关征收滞报金，要向缴纳单位开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滞报金收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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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免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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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报金的免征范围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免予征收滞报

金：

（1）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自运输工具申报

进境之日起超过3个月未向海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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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根据《海关法》第21条的规定已将

货物提取变卖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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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经海关批准，

向海关提供担保，先提取货物并在担保

期限内补办申报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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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海关扣留的进口货物在被扣留期

间，不计征滞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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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征滞报金不满人民币10元的。

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在规

定期限内报关，其原因不在进口货物收货

人或代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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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向海关提出申请，并提供确切证明，

经海关审查认可的，可不按滞报论处或

减收滞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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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货物的查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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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是国家赋予海关的一种依法行政

的权力，也是通关程序中一个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根据《海关法》第十九条

的规定，进出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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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收发货人申请，海关总署特准可

以免验的以外，都应当接受海关的查

验。这里主要介绍海关查验的要求及报

关单位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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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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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是指海关在接受报关单位的申报

后，依法为确定进出境货物的性质、原

产地、货物状况、数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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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货物申报单上已填报的内容相

符，对货物进行实际检查的行政执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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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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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查验货物，一般在海关监管区内

的进出口口岸码头、车站、机场、邮局

或海关的其他监管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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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出口大宗散装货、危险品、鲜活

商品、落驳运输的货物，经进出口收发

货人的申请，海关也可结合装卸环节，

在作业现场予以查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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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况下，经进出口收发货人或

其代理人的申请，海关审核同意，也可

派员到规定的时间和场所以外的工厂、

仓库或施工工地查验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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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的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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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根据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以

及现场监管的实际需要和海关人力、

物力、场地的条件，对进出口货物的

查验分别采取彻底查验、抽查、外形

查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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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的实际监

管，同时简化手续，加速验放，减少

进出口货物滞留口岸的时间，重点打

击进出口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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