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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进出口货物商

品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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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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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制度的概念

协调制度是在《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

分类目录》(CCCN)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标

准分类目录》(SITC)的基础上，协调国际

上多种主要的税则、统计、运输等商品分

类目录而制定的一部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

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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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调制度的结构

21个类

97个章

1221个品目

5080个6位数级子目

分
类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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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制度商品分类目录的基本结构

归类总规则

注释 (类注、章注、子目注释)

商品名称及编码表
归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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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名称及编码表

2、调制度采用的分类原则

（1）遵循科学的分类原理和规则，采
用常见的商品分类标志进行分类

（2）照顾商业习惯和实际操作的可行
性

难于按常用的分类标志进行分类的大宗进
出口商品单列类、章和品目

（二）商品名称及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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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性商品编码

（1）协调制度列目原则

（2）品目号列

（3）一级子目

（4）二级子目

（5）例外
0208.9

8474.8

前提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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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调制度商品归类

5、品目条文及其归类时的
法律地位

6、子目条文及其归类时的
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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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释

1、三种注释

2、注释的作用

3、注释归类时的法律地位

4、注释运用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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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类总规则

1、六条归类总规则

2、归类总规则的作用

3、归类总规则归类时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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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调制度》的优点

1、完整

2、系统

3、通用

4、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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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制度的重审和修订

1、修改法律归类依据

4、五个版本

3、删除或增列品目和子目

2、修改目录结构

1988
2002

1996
1992

2007



13

四、《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协调制度所列商品名称及编码范围最具权威
性的解释文件，归类时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

注：

海关总署规定《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是我国海关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归类的主要依据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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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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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一、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一）归类总规则一

1、规则一原文

类、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为查找方便
而设；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应按品目条
文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如品目、类注
或章注无其他规定，按以下规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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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则一的要点
（1）类、章及分章的标题的作用

（2）品目条文、类注和章注在品目归
类时的法律地位

（3）品目归类时归类依据的运用次序及
注意事项

3、运用规则一归类实例

68.12

石棉制的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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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类总规则二
1、规则二原文

规则二(一)

品目所列货品，应视为包括该货品的
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在报验时该项不
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具有完整品或制成品的基
本特征；还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完整品或
制成品(或按本款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归
类的货品) 在报验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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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二(二)

品目中所列材料或物质，应视为包括该

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或物质混合或组合

的物品。品目所列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

品，应视为包括全部或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

质构成的货品。由一种以上材料或物质构成

的货品，应按规则三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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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规则二归类实例

2、归类总规则二的要点

（1）有条件地扩大了品目条文所列
出的货品范围

（2）归类总规则二适用的条件

品目44.20

例：涂清漆的木制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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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类总规则三

1、规则三原文

当货品按规则二(二)或由于其他
原因，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上以
上品目时，应按以下规则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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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三 (一)

列名比较具体的品目，优先于列名
一般的品目。但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
上品目都仅述及混合或组合货品所含的
某部分材料或物质，或零售的成套货品
中的某些货品，即使其中某个品目对该
货品描述得更为全面、详细，这些货品
在有关品目的列名应视为同样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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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三(二)

混合物、不同材料构成或不同部件组
成的组合物以及零售的成套货品，如果不
能按照规则三(一)归类时，在本款可适用
的条件下，应按构成货品基本特征的材料
或部件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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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三 (三)

货品不能按照规则三(一)或(二)
归类时，应按号列顺序归入其可归入
的最末一个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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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则三的要点

※品目和类、章注释无其他规定。

※因某种原因货品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个以
上品目。

（1）归类总规则三的使用条件

http://www.bl-changjiang.com/pic/kt/KT---013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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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品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个以
上品目的归类方法（具体列名、基本特征、

从后归类）（释义见下页）

（3）三条方法的运用顺序

具体列名 基本特征 从后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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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具体的判断标准

◎与类别名称相比，商品的品种名称更具体。

◎所列名称明确包括某一货物的品目，比所列
名称未明确包括该货品的品目更具体。

◎具有单一功能的机器设备

□按原理、功能列名的比按行业用途列名的具体

□同为按用途列名的，则以范围小、关系最直接者为具体

http://www.bl-changjiang.com/pic/kt/KT---013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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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基本特征方法的适用对象

◎混合物

◎不同材料构成及不同部件组合的货品

◎零售的成套货品（释义见下页）

http://www.bl-changjiang.com/pic/kt/KT---0135.jpg


28

◆“零售成套货品”应具备的条件

为了某种需要或开展某项专门活动将用
途互补、配合使用的货品组合在一起；

由归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品目的货品
（两个及以上）组成；

无需重新包装就可直接零售的成套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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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基本特征判断标准

◆争议统一者：海关最高当局（国际通行）

外观

形态

功
能

用
途 商业

习惯

价值
比例 社会

习惯

使用
最终
目的

综合分析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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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电冰箱压缩机（电动机额定功
率为0.4千瓦）的专用零件（压缩机

进、排气阀片）

84.14        
84.18

3、运用规则三归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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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例2：蛋形巧克力（内装塑料制小玩偶）

巧克力具整个商品的基本特征

应归入品目18.06

巧克力 品目18.06

小玩偶 品目95.02（ 9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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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归类总规则四

1、规则四原文

根据上述规则无法归类的货品，应归
入与其最相类似的货品的品目。

2、规则四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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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规则四归类实例

说明：品目56.01（ 5601 . 30）

例：切断尼龙纱线，2～3㎜长，专用
于卡车轮胎的增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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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归类总规则五

1、归类总规则五原文

除上述规则外，本规则适用于
下列货品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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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特殊形状仅适用于盛装某个或某套物

品并适合长期使用的照相机套、乐器盒、枪套、

绘图仪器盒、项链盒及类似容器，如果与所装

物品同时报验，并通常与所装物品一同出售

的，应与所装物品一并归类。但本款不适用于

本身构成整个货品基本特征的容器。

规则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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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规则五 (一) 规定的以外，与所装货品
同时报验的包装材料或包装容器，如果通常
是用来包装这类货品的，应与所装货品一并
归类。但明显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包装
容器可不受本款限制。

规则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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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类总规则五是解决货品包装物归
类的专门条款

（2）包装物按货品归类的条件

（3）货品按包装物归类的条件

（4）货品与包装物分别归类的条件

2、规则五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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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          92.02

3、运用规则五归类实例

皮革制小提琴盒和适于装在该盒内的
小提琴（同时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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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归类总规则六

1、规则六原文

货品在某一品目项下各子目的法定归
类，应按子目条文或有关的子目注释以及以
上各条规则来确定，但子目的比较只能在同
一数级上进行。除本制度目录条文另有规定
的以外，有关的类注、章注也适用于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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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类总规则六是解决某一品目下各级
子目的法定归类的条款

（2）子目的比较只能在同一数级上进行

（3）子目条文、子目注释、归类总规则一
至五修改后（品变子），适用于同级子目归
类
（4）子目注释优先于类、章注释

2、规则六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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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605.4011

1605.2000

3、运用规则六归类实例

水煮的小虾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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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归类的具体步骤

（一）商品归类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 确定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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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特
征

查
阅
类
及
章
分
章
标
题

列
出
待
选
择
章
标
题

品
目
条
文
类
及
章
注
释

确
定
品
目

归
类
总
规
则
二
～
五

品目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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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
服装
类纺
织商
品

第
11
类
第
61
章

1、针织束腰胸衣，材质按重量计棉占90%，莱卡
（氨纶）占10%

第
61
章
章
注
2

（1）

品目
62.12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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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套山地自行车未组装件（无车座）装于
一个木箱内

无
车
座
自
行
车
套
件

第
17
类
第
87
章

品
目
及
注
释
无
规
定

归
类
总
规
则

2（1）

品
目

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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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确定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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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定
一
杠
子
目

确
定
二
杠
子
目

确
定
三
杠
子
目

确
定
四
杠
子
目

子目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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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杠子目确定一杠子目

一杠子目条文

适用的注释

确
定
子
目

修改
后的
归类
总规
则

二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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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制钢笔尖粒的铱合金丝（品目71.10）

例题

子目注释2 子目7110.4 子目7110.49

子目7110.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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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煮熟的猪肝罐头 ”应归入品目16.02 

1602.2“动物肝” 与1602.4“猪的” 比较

将归类总规则三（一）“品”字换成“子”字

1602.2000（具体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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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材料

原理、功能及用途

杂项制品

（二）抓准待归类商品的特征，确保品目归类的
全方位把握

1、商品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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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人造石墨制的轴承

例2：奔驰轿车上用的电动风档刮雨器

例3：20公斤装、化学纯级、粉末状硝酸钠

例4：牛骨制成的梳妆用梳子

2、实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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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运用注释解决归类

误将子目归类先于品目归类

非同级子目进行比较

（三）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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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进出口商品分类目录

商品分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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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

（一）海关进出口税则

1、海关税则与协调制度的异同

2、商品编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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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统计目录》

（三）《进出口商品名称与编码》

二、《进出口商品名称与编码》商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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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商品分布框架图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农食矿化 材料及制品 整机及零部件

原材料 半制成品 制成品

1-38章 39-83章 84-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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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进出口货品
商品归类的海关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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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归类的依据

二、商品归类对货物报关的要求

（（一一））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二）分门别类特殊要求（二）分门别类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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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归类制度

((一一))含义含义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
（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在货物实际进出口（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在货物实际进出口
的的4545日前，向直属海关申请就其拟进出口的货日前，向直属海关申请就其拟进出口的货
物预先进行商品归类，简称预归类。物预先进行商品归类，简称预归类。

((二二))预归类决定的作出和使用预归类决定的作出和使用

（三）（三）《《预归类决定书预归类决定书》》的废止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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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归类引起的退、补税管理

※※ 对于对于多征多征的税款在一年内退还的税款在一年内退还

※※ 对于对于少征、漏征少征、漏征的税款在一年内补征的税款在一年内补征

※※ 对于明确归类的商品，如果由于进出口货物的对于明确归类的商品，如果由于进出口货物的

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违反规定造成的少征、漏征违反规定造成的少征、漏征的的

税款，则在税款，则在33年内追征年内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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