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商检立法工作始于民国时

期。

1932 年 12 月，国民政府为适应

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颁布了《商品检

验法》，这部法律客观上阻止了部分不

良商品的输出输入，促进了对外贸易

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

民政府十分重视商检立法工作。1950

年 3 月，中央贸易部召开第一届全国

商品检验会议，以法规的形式确定商

品检验局的职责任务，并将全国的商

检工作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

展和逐步完善，商检立法进入了新阶

段。1980 年经国务院批准确立了新的

历史时期商检工作的“二十五字”方

针，对建立健全法制提出了更明确的

要求。1984 年国务院批准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简

称《商检条例》)，把检验、鉴定、监督管

理确定为商检工作的主要任务。198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 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

《商检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

我国商检工作的宗旨、任务、管理体

制、检验内容及依据，赋予商检部门既

把关又服务的职能。

四川商检机关作为国家商检局的

派出机构，在把关服务中，严格执行国

家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

政策，结合四川地区外经贸发展的实

际，制定配套措施，确保进出口商品检

验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进入 80 年

代以后，四川商检机关加大了对商检

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力

度，成立了专门机构，将法制建设纳入

规范管理中。1985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

发布《四川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实施办

法》，标志着四川商检机关法制建设步

入了新的时期。



第一节 法 律

一、《商品检验法》

1932 年 12 月 14 日，国民政府公

布《商品检验法》，内容基本上与《商品

检验暂行条例》相同，规定进出口商品

检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有掺伪之情

弊者，二有毒害之危险者，三应鉴定其

质量等级者。应施检验之商品，非经检

验领有证书，不得输出或输入。应施检

验之外国商品，持有出口国检验证书

者，得以相应待遇酌免检验，但发现与

原证书不符时仍须检验。

《商品检验法》公布后，我国商品

检验工作有了法律依据。通过对进出

口商品实施强制性核证，客观上阻止

了部分不良商品的输出输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

(一)《商检法》的内容及实施

根据我国“七 ．五”立法规划，在

总结以往商检工作，特别是实施 1984

年国务院《商检条例》经验的基础上，

1989 年 2 月 21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简称《商检法》)，同日以第十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同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商检法》是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的根本法。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了我国商检工作的宗旨、任务、管理体

制、检验内容及依据等重要内容。它在

《商检条例》的基础上，突出了国家对

进出口商品检验把关的重点，规定了

实施强制性检验的范围，充实了实施

监督管理的内容，并赋予商检部门既

把关又服务的职能。《商检法》的公布



实施，标志着我国商检工作已进入一

个以法治检的发展阶段。

《商检法》共 6 章 32 条，由总则、

进口商品的检验、出口商品的检验、监

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组成。它明确

规定：国家授权商检部门根据对外贸

易发展的需要，制定、调整、公布《种类

表》。商检机构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内

容包括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重量、

包装、安全、卫生。对列入《种类表》的

进出口商品，必须经商检机构和国家

商检部门、商检机构指定的检验机构

实施强制性检验。对列入《种类表》外

的进出口商品，商检机构可以抽查检

验。对重要的进出口商品及其生产企

业实行质量许可制度和对出口食品

厂、库实行卫生注册登记制度。对进出

口商品加施商检标志或封识。

《商检法》还规定，商检机构根据

需要，通过考核可以认可符合条件的

国内外检验机构承担委托的进出口商

品检验工作，并进行监督，对其检验的

商品抽查检验。参与国际上的对商品

及其质量的认证。商检机构和其指定

的检验机构以及经国家商检部门批准

的其他检验机构，可以接受对外贸易

关系人的申请或者外国检验机构的委

托，办理进出口商品鉴定业务。

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有关各方的法

律责任及对违反《商检法》的行为，《商

检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四川对《商检法》的宣传贯彻

工作
1989 年 6 月至 7 月，四川商检机

关组成 4 个《商检法》宣传组，分赴成

都、绵阳、内江、宜宾、泸州、重庆、万

县、达县、南充 9 个地市，依靠当地市

政府、行署力量，由当地政府出面召开

了出口生产企业、进口货物收用货单

位、外贸经营公司及主管部门的局长、

经理、厂长、质检科长参加的《商检法》

宣讲会。参加会议人员共计 1035 人

1989 年 7 月，四川商检机关联合

四川省司法厅在成都共同举办了有

17 家新闻单位参加的学习宣传贯彻

《商检法》新闻发布会。会上，四川商检

局副局长梁世鹏结合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通知》精神，提出

了具体的贯彻措施，并接受新闻记者

采访。

1989 年～1990 年，四川商检机关

在学习宣传贯彻《商检法》过程中，共

翻印散发《商检法》及条文解释等资料

5625 份。举办四川商检机关内部执法

人员《商检法》学习班 14 期，95 % 以上

的执法人员参加了培训。此外，四川商

检机关还分地区、分行业举办 了认可

检验单位、认可检验员《商检法》学习

班 27 期，共有 1158 名认可检验员参

加学习。四川商检机关执法人员利用

检验工作、监督管理、召开目光校对会

和颁发出口商品质量许可证等时机，

宣传《商检法》363 次，听讲人员 7358



人次。

《商检法》公布后，国家商检局陆

续公布了《进出口商品报验的规定》等

配套规章。为确保《商检法》的贯彻实

施，四川商检机关设立政策法规科，配

备专职人员，对按照原《商检条例》制

定的规章制度进行清理，共修订规章

制度和办法 30余个。新订 19 个，基本

上适应了《商检法》及配套法规的需

要。
四川商检局在修订规章制度的同

时，一方面对四川地区新增《种类表》

内的 26 类 82 种商品的检验标准、检

测设备以及检测手段进行了摸底调

查。对人员进行培训，及时添置仪器设

备，作好新商品的开验准备。另一方面

宣传贯彻《进出口商品报验的规定》。

《进出口商品报验的规定》于 1989 年

9 月 1 日公布后，分地区陆续召开了

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外贸经营单位和

进口商品收用货部门报验人员会议 7

次，参加会议人员 675 人。

第二节 法 规

一、《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

1928 年，国民政府工商部为保护

国内工商利益，提高国际贸易信用，增

进输出商品价值，于 12 月 31 日公布

《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计 8 条。规

则规定：设立商品出口检验局，于商品

出口时检验。商品出口检验局设于商

品集中之地，其组织法另定之。凡检验

合格之商品由局填给证书，无证书者

不得通关缴税贩运出口。应施检验商

品暂分为生丝、棉麻、茶叶、米麦及杂

粮、油、豆、牲畜毛革及附属品，其他贸

易商品 8 类。

二、《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1930 年 4 月 14 日，国 民 政 府 工

商部废止《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

同时公布《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计 23

条。《商品出口检验暂行条例》增加了

输入商品检验内容。规定：凡国产商品

及输入商品，有检验之必要者，依本条

例检验之。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

施检验。一有掺伪之积弊者；二有毒害

危险之可能者；三须鉴定其品质等级

者。应施检验之商品种类，由工商部定

之。应施检验之商品，非经检验领有证

书，不得输出或输入或买卖。应施检验

之外国商品，持有出口国检验证书者，

得免于检验，但发现与原证书不符时

仍须检验。

三、《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草案)》

1950 年 3 月，中央贸易部召开第



一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讨论制定了

《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草案)》和《商品

检验暂行细则》，确定了统一检验的商

品种类，统一各项商品的抽样方法、抽

样工具和抽样数量，统一一检验项目和

检验方法，统一抽样后对货物的封固

印识办法，统一证书格式和有效期以

及检验收费办法等。

四、《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1951 年 2 月，巾央贸易部召开第

二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组织修订《商

品检验暂行条例》，同年 11 月 22 日。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财经委

员会公布执行《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汁 17 条。

《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规定：商品

检验要执行输出输入商品品质管制政

策，施行商品检验，以促进对外贸易的

发展及保护国内生产建设。凡输出输

入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条例

检验之：应鉴定其品质及等级是否合

乎规定标准者；应检验其有无毒害病

菌情形者；应检验其有无掺伪情弊者；

应检查其包装是否合乎规定标准者。

凡输出输入商品衡量鉴定等公证事

项，统由商品检验局办理。商品检验局

如未慎重执行检验致检验结果发生错

误时，应负行政上之责任。

《商品检验暂行条例》的施行，统

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的

“检政”。该条例于1954 年 1 月 3 日废

止。

五、《输出输人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1954 年 1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公布实施《输出输入商品检验

暂行条例》，计 13 条。该条例明确规

定，商检局的职责任务是负责对输出

输入商品实施品质管制任务及统一办

理对外贸易公证鉴定，对重要的进出

口商品实施法定检验。法定检验的商

品，应按对外贸易部规定的标准和抽

样、检验方法执行检验。对外贸易合同

另有规定的，按合同规定办理。

《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

商品检验行政法规，它将进出口商品

检验工作纳入国家行政管理轨道，表

明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是国家赋予商
检部门的职责任务，是贯彻对外贸易

管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条例一

直执行到 1984 年 1 月 28 日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条例》及在四川省的贯彻与实施

1984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批准

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条例》(简称《商检条例》)，共 7 章

27 条。

《商检条例》规定：国家商检局是

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工

作的主管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及其分支机构(统



称商检机构)监督管理本地区的进出

口商品检验工作。一切进出口商品都

必须经过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商品

的质量、重量、数量和包装；重要的进

出口商品由商检机构负责检验；《商检

机构实施检验的商品种类表》(简称

《种类表》)由国家商检局制定；商检机

构对于各有关部门、检验机构的进出

口商品检验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外

贸易公证鉴定工作由商检机构办理；

对违反《商检条例》规定的应根据情节

轻重，由商检机构处以罚款，或由主管

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商检条例》的发布施行，确立了

国家商检局及其设在各地的商检机构

的三大任务，即法定检验、公证鉴定和

监督管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84 年 9 月 17 日至 20 日，四川

商检局在成都召开四川省进出口商品

检验工作会议。四川省有关委、厅、局、

地、市、州外贸进出口公司、出口商品

生产企业、进口商品收用货部门、运

输、保险、银行、海关及专业检验机构

等 218 家单位的 281 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以宣传贯彻《商检条例》为主

要内容，结合四川省实际，就认真贯彻

实施《商检条例》，加强四川省进出口

商品检验工作，讨论拟定了《四川省进

出口商品检验实施办法》(简称《实施

办法》)。该办法于 1985 年 6 月 17 日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实施办法》规定：全省一切进出

口商品都必须经过检验。四川商检局

监督管理全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四川商检局对列入国家《商检机构实

施检验商品种类表》的进出口商品实

施法定检验。对未列入《种类表》的少

数重要进出口商品，四川商检局可根

据实际需要，列入省《地方检验种类

表》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法

定检验。未列入《种类表》和《地方种类

表》的出口商品，四川商检局采取各种

方法进行监督检查。对外贸易公证鉴

定工作由四川商检局或中国进出口商

品检验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办理。

1986 年 2 月，四川商检局与四川

省财政厅联合发文，作出“关于对违反

《商检条例》行为进行惩处的规定”，下

发各地、市、州财政局，各进出口单位

贯彻执行。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实施条例》及其在四川省的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

验法实施条例》(简称《商检法实施条

例》)，于 1992 年 10 月 7 日经国务院

批准，10 月 23 日由国家商检局发布

实施。《商检法实施条例》共 7 章 61

条，由总则、进口商品检验、出口商品

检验、进出口商品鉴定、监督管理、法

律责任和附则组成。



《商检法实施条例》是在改革开放

的形势下，为贯彻落实《商检法》而制

定的一部与《商检法》相互配套的重要

涉外经济法规。它主要从五个方面做

出了具体规定。

(一)具体规定了商检机关对进出

口商品既要严格检验把关，又要便利

进出口贸易和维护对外贸易关系人的

合法权益的工作宗旨。

(二)既有强制性检验，又有凭申

请受理的检验。

(三)既规定了对外贸易关系人的

权利和责任，也规定了商检部门的权

利和责任。

(四)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

的需要，规定外国在中国境内设立进

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须经国家商

检局审核同意，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办理批准和登记手续，方准

在指定的范围内接受办理检验鉴定业

务，并应当接受商检部门的监督管理；

对于违反规定的，《商检法实施条例》

规定由商检机构责令其停止检验鉴定

业务，并可以处以罚款。

(五)为有利于发挥商检部门主管

机关职能作用，又利于发挥社会检验

力量的作用，具体规定国家商检局和

商检机构可以指定、认可、委托和批准

其它检验机构，办理规定范围内的检

验业务。

《商检法实施条例》的发布实施，

对于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

位，适应关贸总协定的法律法规透明

度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标

志着商检工作在法制化进程中更加规

范化，使依法施检、依法管理有了具体

的执行依据。

1992 年 11 月 14 日，四川省《商

检法实施条例》新闻发布会在成都召

开。有关部门、外贸公司、生产企业的

领导、代表参加了会议。四川省及成都

市的主要新闻单位采访了这次会议。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大凡，副

省长刁金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

话，强调《商检法实施条例》发布施行

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

《商检法实施条例》的顺利施行。会上，

四川商检局局长梁世鹏宣讲了《商检

法实施条例》。



第一节 品质管制和产地检验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其中第 37 条中

规定：我国“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

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对外贸易管制是

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就是

把一切对外贸易活动置于国家集中领

导和统一管理之下。进出口商品检验

作为对外贸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亦实施了进出口商品品质

管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

商品检验局基础差、人员少、设备简

陋、技术水平低，不能满足西南出口物

资检验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贸易部

指示，先行整顿，调整原有业务，充实

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贯彻执行商检方

针政策。

1950 年 3 月中央贸易部召开第

一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明确商检工

作主要是为对外贸易服务，工作重点

应放在出口商品检验上，为提高出口

商品质量，须举办产地检验。会议明

确，重庆不再是直接输出商品的口岸，

今后工作重点为：一是输出商品的产

地检验；二是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办理

内销检验。

为减少因产地检验把关不严，商

品运至口岸后不能出口所造成的损

失，从根本上提高四川省出口商品质

量，重庆商品检验局根据第一次全国

商品检验会议精神，招聘了少数中级

技术人员，充实了部分检验岗位，开始

筹备产地检验。

1951 年 2 月中央贸易部召开第

二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确定 1951 年

商检工作的总方针为“执行输出入商

品的品质管制政策，以达到改进生产，

提高出口商品信誉，与鉴定进口商品



质量的优劣，而保障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维护正当贸易利益起见，并办理有

关对外贸易的公证事务。”这一方针明

确了当时商检工作的职责任务和作

用。

为适应西南经济发展需要，贯彻

商检工作的总方针，重庆商品检验局

在继续整顿改造的同时，招收丝检、农

检人员。农检人员经过西南农学院为

期 1 个月的培训后，于 1951 年 12 月

正式开展检验业务；补充了设备，积极

开办了广柑、边销茶的产地检验工作。

1951 年，派出云南、雅安、灌县(1988

年改名都江堰市)三个边销茶产地组，

同年 12 月，成立了雅安、灌县产地检

验工作组，开始执行产地检验任务。此

外，在原山羊板皮品质检验的基础上，

施验羊皮检疫。应四川丝业公司要求，

派出检验人员赴南充、阆中丝厂开展

驻厂扦样、监视打包及封识等工作。

1952 年 4 月，云南茶检组成立，

并开始工作。8 月，重庆外销茶叶正式

开验。增设了江津、南充果品产地检验

组。应西南区畜产公司的要求，设立重

庆、昆明、贵阳猪鬃厂驻厂检验，增派

重庆、乐山丝厂扦样员。

1953 年，国家商检总局确定商品

检验工作的方针是：加强输出输入商

品的品质管制，保证出口商品的品质，

以巩固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

誉，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重庆商品检验局通过执行品质管

制政策，实施产地检验，促进了产品质

量的提高。实施产地检验前，边销茶水

分高达 30 % ，且夹杂泥石，霉变多。经

产地检验后水分下降到 20 % 以下，杂

质减少，霉变得到改进。西康石棉，在

实行驻厂检验前，杂质多，分级不准，

达不到国外要求，运抵天津后常返工

换包和另行检验，经过驻厂检验后，石

棉纤维长、质量好，可直接出口。既使

利了生产和销售，又增强了商检信誉

此外，在取缔掺假作伪假茶方面，配合

地方烧毁桤木假茶 7 万余斤。

1954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在总结

产地检验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产地

茶叶、烟叶、云母检验工作。茶叶检验

分设四川雅安、灌县、北川茶检组，云

南下关、凤关茶检组，四川石棉产品检

验组，增设成都烟叶产地检验组。

1956 年 7 月起，重庆商品检验局

恢复川红茶产地检验。同年，重庆茶厂

直接向重庆商检局报验。重庆商品检

验局派出检验员赴宜宾茶厂驻厂进行

产地检验。

随着外贸经济发展，商检工作提

出出口商品应将原始检验转移给生产

单位自验。尽管如此，到 1957 年止，重

庆商品检验局的产地检验工作组、驻

厂扦样员、检验员仍分布在所辖西南

片区的 36 个地方，共计 64 人，占全局

总人数的 1／3 多。

1963 年，产地检验 工作 更加分
散，任务较集中、固定和较长期检验工



作的点面，分布省内 12 个专区、市的

107 个厂矿和 35 个发货站。尤其农产

品，季节性强、突击性大、发运集中、任

务紧急，四季度检验 工作量占 全年

49．10 % 。

1974 年四川出口粮食、柑桔达 15

万多吨，分布在 50 多个县的加工点，

纵横 2000 多公里的 1497 个包装加工

生产厂，仅发货站就多达 56 家。另外，

罐头、冻品、蛋厂达 26 个。在面临检验

任务增加，商检人员不能适当补充，商

检自验较少的情况下，部分检验工作

采取了与厂检共同检验或凭厂检结果

换发商检证单的办法。

1978 年，由商检自行检验的商品

只占 1／3，大部分驻厂检验员身兼数

厂检验任务，自此，由驻厂改为走厂执

行检验任务或凭厂检结果换发商检证

单。

1978 年后，四川外贸逐步对外自

营出口。为适应出口商品就地商检的

需要，四川商检机关克服人员、技术、

检测手段等方面的困难，积极创造条

件恢复和开验新商品，扩大了产地检

验范围。四川省出口的《种类表》内商

品 95 % 实现了产地检验。

第二节 厂检与商检相结合

1954 年，全国商检局长会议上提

出：出口商品检验应向苏联学习。苏联

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是由生产部门自

己设立检验机构分别进行，商检局只

是进行监督与检查。我国商检工作也

应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向

这个方向发展。因国内出口商品多系

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农畜产品、土特产

品，生产部门检验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绝大多数商品仍须进行商检，为此，应

逐步实行苏联的办法，稳步发展。采取

以下四项原则：

(一)开始指定少数商品和重点商

品试点，种类不宜太多；

(二)生产单位确实具备检验条

件；

(三)商检局应负总的监督检查责

任；

(四)国外接受生产单位检验条

件。

除此以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

是生产单位能按照一定标准生产；二

是有独立检验机构；三是检验技术经

商检局检查承认。

在具体步骤和措施上，只要生产

加工部门具备组织上有独立检验机

构，技术上符合出口要求，思想上重视
保证质量三个条件，可以通过少数商

品重点试行，取得经验，有计划有步骤

积极而稳妥地将出口商品的原始检验



工作转移到生产部门。商检根据与生

产部门签订的转移协议，对其检验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于出口时查验换证，

不再重复检验。充分调动生产部门的

检验力量，解决出口要求同商检力量

不相适应的矛盾，共同保证按质按量

按时完成出口检验任务，并将这种做

法作为今后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的发展

方向。

根据上述四项原则，三个条件，重

庆商品检验局积极协助生产单位创造

自行检验条件，对已具备条件的，及时

协商签署协议进行转移，由生产部门

自行检验，对未具备自行检验条件的，

采取厂检与商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

验。

1955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将云南

的炼锡、四川和云南的压制茶分别移

交给所属公司的生产单位自行检验。

1956 年，将云母转移给雅安云母

厂自行检验。

1957 年，将石棉、毛纺织品、川、

滇、黔红茶分别转移给所属生产单位

自行检验。

1958 年，将生丝的外观检验及重

量检验、猪鬃、水银检验分别转移给生

产单位自行检验。

1959 年，将硫磺、罐头、羽毛、肠

衣、蛋品，分别移交所属公司或生产单

位自行检验。

从 1955 年开始，到 1959 年 10月

止，重庆商品检验局共转移商品 17

种，厂矿 32 家，分别占 1959 年已开验

商品的 52 % ，全部厂矿的 32 % 。转移

商检人员 28 人。

通过采取厂检与商检相结合的方

式，使生产单位更加重视产品品质，加

强检验组织，提高检验技术，同时，也

利于商检部门深入了解生产情况，全

面地发现品质问题。在指导生产方面，

商检部门经过与生产单位的共同努

力，使出口商品品质和出口合格率显

著提高。其中罐头的胖听从最高的

10 % 下降到 1．2 % ～0．3 % ，蛋品合格

率从厂检前的 50 % 提高到 80 % ，皮鞋

合格率从厂检前的 40 % 提高到 90％

以上。

1984 年，《商检条例》发布，明确

了商检部门统一管理进出口商品质量

的职责，四川商检机关开始把检验把

关与监督管理结合起来，逐步把质量

管理向生产过程延伸，在厂检与商检

相结合的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

(一)对部分出口生产企业开始实

施分类管理。四川商检机关针对出口

生产企业技术、检验条件参差不齐的

情况，在出口商品的检验方式上采取

了分类管理。按生产技术条件，产品质

量稳定性，厂检能力等方面因素划分

一、二、三类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检

验管理。四川省丝绸生产厂多，产量

大，工厂条件差异很大，四川商检机关

在对所有丝绸生产企业实行编号注册



后，实行了分类管理。一类企业生产的

产品，由生产厂自行检验，商检抽查换

证；二类企业的外观检验和抽样工作

由商检考核的认可检验员承担，外观

检验和抽样后，将样品送商检机关进

行器械检验；三类企业的抽样、外观、

器械检验全部项目均由商检机关承

担。对一、二类厂，商检机关每月抽批

检验，考核产品质量稳定情况和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全年累计，工厂的质量

水平和检验符合率达不到规定指标

的，将降类或停止换证。实行分类管理

后，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解决了商检

力量不足的问题。

(二)对重要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试

行派驻质量监督员。四川商检机关在

贯彻国家商检局制定的《对重要出口

商品生产企业派驻质量监督员试行办

法》中，于 1987 年 11 月开始向成都双

流羽绒厂、巴中罐头厂、南充丝二厂三

家企业派驻了国家首批质量监督员，

对企业的出口商品实行生产和检验全

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促进企业产品

质量的提高。

第三节 对出口商品出厂和中转实施查验

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至 1961

年间出现严重困难。四川出口商品货

源紧缺，原材料品质低次，包装不稳

定，商检部门过去转移给生产部门自

验的出口商品，有的没有执行监督检

查，致使国外及口岸反映强烈。1960

年收到国外及口岸反映 548 批，其中

国外反映 198 批，口岸反映 350 批。

为加强品质管制，堵塞漏洞，把好

关口，保证出口商品质量。重庆商品检

验局在贯彻 1960 年全国商检局长会

议提出商检工作必须“从生产出发，积

极主动地深入产地千方百计协助生产

单位改进和提高出口商品品质，提高

出口商品合格率，增加出口货源”的精

神的同时，一方面加强产地工作，努力

促进生产，并对所检验的商品进行分

类排队，集中人力上的优势，共派出技

术骨干 119 人次，到产地、工厂对加工

的原辅料、成品、检验、包装、储运等环

节中的问题，认真研究，具体帮助，查

原因，提措施，培训技术力量，解决重

大生产加工技术问题 36 项。其中罐头

合格率由原来的 60 % ～70 % ，提高到

99 % ～100 % 。合川蛋粉存在的包装电

焊不牢、外包装木质疏松和加工不良、

污染破损以及运输环节中的缺陷等问

题，通过出厂和中转查验，引起了生

产、经营、运输部门的极大重视，经过

共同努力，使生产得到改进，蛋品品质

合格率从 70 % 提高到 85 % 以上，包装

存在的问题由 1961 年的 80 % 下降到



2 % 。

另一方面，根据外贸部颁发的《出

口商品发运地检验和口岸查验放行办

法》和《关于加强对出口商品包装检查

及对易腐的重点商品抽验方法的规

定》，结合内地检验工作情况，于 1962

年制定《重庆商品检验局加强出口商

品出厂和中转查验放行暂行办法》，规

定驻厂检验和监督检查工作职责。要

求驻厂员在商品出厂查验和在重庆、

成都两地转口或直接联运出口申请中

转查验中，必须做到对品名、标记、批

号、数量查核无误，对包装检查无破

损、污染、水湿、松散、变形，并具有保

护商品品质、数量和适于长途运输条

件，对易腐或品质不稳定的商品，适当

抽查品质或核对主要项目是否符合规

定，在确保品质时，方可签章换证。不

经重庆、成都两地中转，口岸商检局一

律凭重庆商品检验局驻厂员签发的单

证受理查验换证工作。在重庆、成都主

要发运站，加强设防，执行把关。仅重

庆一个发运站，1962 年 6 月～12 月

内，对重点商品生丝、罐头、呢绒、绸

疋、蛋粉等查验，发现品质变坏，批次

混乱，重量短溢，包装破损、污染等问

题 24504 件，占查验数的 6．95 % ，中

转查验起到了把关作用。

1962 年，四川出口商品引起国外

索赔和口岸反映的有 145 批，比 1961

年的 276 批下降 47．47 % ，1963 年 42

批，比 1962 年 的 145 批 又 下 降

71．04 % 。重庆商品检验局 1960 年～

1963 年出口商品国外索赔及口岸查

验情况见下表：

重庆商品检验局 1960 年～1963 年出口商品国外

索赔及口岸查验反映情况统计

重庆商品检局由于加强了出厂和

中转查验，堵塞了漏洞 ，保证了发运

质量，减少不合格商品流向国外和口

岸，为此，国家商检局肯定了重庆商品

检验局的作法，并将其加强品质管制

的具体作法批转介绍给全国商检系

统。

1963 年，重庆出口商品在加强了



产地和驻厂检验与监督检查工作，质

量比较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停止部分

商品的中转查验以及发运时的监装工

作。

1964 年 1 月 1 日，停止发运时的

出厂和中转查验，1962 年制订的《加

强出口商品出厂和中转查验放行暂行

办法》同时废止。

第四节 “二十五字”方针

1980 年 12 月全国进出口商品检

验局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

确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商检工作的方

针：加强管理、认真检验、公正准确、维

护信誉、促进外贸、为四化服务(简称

“二十五字”方针)。这一方针于 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执行。

“二十五字”方针中提出的“加强

管理”，其核心是建立健全法制，有一

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认真检

验”，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合同、标准

和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各项检验和鉴

定业务。“公正准确、维护信誉”，是我

国商检方针的核心和基本要求。无论

是法定检验或是鉴定业务，都必须在

加强管理，认真检验的基础上，做到立

场公正、检验准确，以维护检验证书的

信誉，充分发挥各种检验证书应有的

法律效力和经济效用，达到促进对外

经济贸易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目的。

1981 年 6 月 25 日至 30 日，四川

省进出门委员会、省计经委、省财贸办

公室、省外贸局和四川商检局为贯彻

“二十五字”方针，在成都联合召开了

“四川省进出口商品质量和检验工作

会议”。四川省有关厅、局、地、市外贸

公司及大型企业近 300 家单位参加会

议。会议贯彻了商检工作方针及国务

院关于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的指

示。

根据“二十五字”方针的规定，四

川商检机关首先加强了内部基础管

理，1979 年至 1988 年，先后制定各种

技术岗位责任制、检验流程管理办法、

内部差错事故处理办法、测试样品管

理、签证管理办法等 30 余个，制定检

验原始记录 51 种。制定和收集整理了

机电产品、轻工、丝类等商品检验操作

规程。建立了进出口商品检验档案，除

原有的商品档案外，凡新开验的商品

都建立专门档案。内容有生产单位、出

口品种、规格、生产、检验数、重量、质

量情况，输往国别，国外和口岸反映，

工厂检验机构、人员、设备、建制情况，

商品检验依据、检验方法，商品获奖情

况等。从 1988 年开始，又在机关内部

实行指(目)标责任制管理，将经济指



标、检验量指标、质量指标、监管工作

指标、综合指标落实到处(室)，并制订

了配套的考核办法，确保内部管理落

到实处。

其次，在进口商品的检验管理上，

四川商检机关针对进口商品点多面

广，量大价值高，检测复杂等特点，采

取多种管理方式，切实加强质量把关。

(一)对进口到货加强催验。根据

到货流向通知单，及时向收用货单位

发出催验通知单，督促其验收并反馈

验收情况，以便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商

品组织力量复验。

(二)建立检验网，提高检验验收

率。根据进口商品的流向、结构，结合

四川省检测机构的分布和条件，对一

些量大面广的商品，组建了检验网。针

对进口金属材料到货分散、笨重、集中

检验困难大的特点，至 1988 年止，建

立地方性的金属材料检测站 7 个，使

进 口 金属 材料验收 率按批次 计达

86 % ，按重量计达到 95 % 。

(三)对进口的一些先进设备、仪

器，充分利用科研单位、大型厂矿的先

进检测手段和能力，组织社会力量共

同检验或认可检验，保证了检验质量。

在加强进口商品检验管理的同时，把

好出口商品质量关。1979 年至 1988

年，四川商检机关共检验出口商品

294480 批，商品检验货值为 1003863

万元。商检检验的品种由 1978 年的

70 多种增加到 1988 年的近 300 种，

增加了 3 倍；年检验批量由 1978 年的

21902 批增加到 1988 年的 34249 批，

增 长 了 56．37 % ；商 品 检 验 总 值 由

1978 年的 33066 万元增加到 1988 年

的 310435 万元，增长 8 倍多。10 年来

经过检验，共发现不合格出 口商品

4396 批，货值近亿元，不合格商品批

次和货值分别占 检验批次、货值的

1．49 % 和 1 % ，不合格商品不准出口，

保证了出口商品质量。

从 1990 年开始，四川商检机关为

贯彻全国商检局长会议精神，狠抓“四

落实、两管理”即：落实检验人员、落实

检验规程、落实检验手段、落实基础工

作；加强检验流程管理、加强检验批次

管理。重点抓了《种类表》内进出口商

品检验工作。

在四川省进出口商品总量中属

《种类表》内的 出口商品共计 15 类

275 种，进口商品共计 11 类 69 种。对

《种类表》内的每一种进出口商品，四

川商检机关都落实到人。

对《种类表》内的进出口商品落实

检验标准或检验依据，并按检验标准

或检验依据的规定和要求严格施检，

保证四川省出口商品的质量。对不合

格的进口商品，及时检验签证对外索

赔，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川商检机关建立进出口商品检

验实验室 17 个。其中一级实验室 1

个，二级实验室 8 个。对主要的出口商

品配置了一定的检验设备。部分商品



借助社会检测手段进行检验。检验人

员把好检验关，检验结果准确，没有出

现因检验结果不准确而导致索赔的情

况。

商检的基础工作是搞好检验工作

的保证。四川商检机关拟制了 146 种

商品的证稿、检验抽样记录等检验原

始记录，统一和规范了内部单证。

1991 年以来，四川商检机关就检

验流程的管理，制定了《检验、签证周

期流程管理办法》，并在工作中严格执

行、严格考核。1991 年 1 月至 9 月，平

均检验周期 4．37 天，比平均计划周期

缩短 4．13 天，平均签证周期 1．58 天，

比平均计划周期缩短 2．42 天。此外，

对大部分出口商品实行批次管理，对

预验的商品实行批号管理，对于容易

掺假作伪、批次混乱的农副产品制定

了批次管理办法。

第五节 法 定 检 验

法定检验是指商检机构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必须经商检机

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实施强制性检

验和检疫，未经检验和检疫的，不准输

出或不准销售使用。实施法定检验进

口商品的收货人和实施法定检验出口

商品的发货人，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和

期限内，向商检机构报验。进口商品未

经检验的，不准销售、使用；出口商品

未经检验合格的，不准出口。

一、商检机构实施进出口商品法

定检验的范围包括：

(一)列入《种类表》的 进出口商

品；
(二)应施卫生检验的出口食品；

(三)出口危险货物的包装容器；

(四)应施检疫的动物产品；

(五)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

冷冻品的船舱、集装箱等运输工具；

(六)有关国际条约规定须经商检

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

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

二、法定检验商品种类的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工商部于通

商各口岸实施商品检验，先行开展商

品出口检验，并从各口岸大宗出口商

品办起。1928 年 12 月 31 日工商部公

布《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将实施

检验商品暂分为生丝、棉麻、茶叶、米

麦及杂粮、油、豆、牲畜毛革及附属品、

其他贸易商品八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贸

易部于 1950 年规定出口施验的商品



种类有豆类等 29 类 217 种；进口施检

商品种类有肥料等 6 类 29 种。重庆商

品检验局除进行整顿改造外，仅对畜

产品猪鬃、羊皮、桐油、厂丝等 14 种商

品进行法定检验。

1954 年随着外贸发展，《种类表》

中商品增至 309 种。

1955 年 1 月 29 日，对外贸易部

调整《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出

口商品种类调整为 31 类 207 种；进口

商品种类为 9 类 59 种；特销商品压制

茶 13 种。

1962 年对外贸易部新增棉布等

21 种商品列入《种类表》，实施法定检

验。

1965 年 5 月 15 日四川省人民委

员会正式批复：植物检疫移交农业部

门。重庆商品检验局于 1966 年 2 月 1

日正式停止办理植物检疫工作。

1974 年 2 月，随着工农业生产迅

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较大发展，进出

口商品结构和 质量要求有了变化。

1960 年制定的《种类表》已不适应形

势发展要求。为进一步把好进出口商

品质量关，以适应新的情况，对外贸易

部对现行《种类表》进行调整并下发执

行，调整后的《种类表》出口商品为 39

类 185 种，比原《种类表》新增 73 种，

减少 23 种，进口增到 15 种。

1978 年对外贸易部颁布调整后

的《种类表》，实施法定检验出口·商

品有 34 类 196 种，进口商品 15 种。

1981 年 4 月 1 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批准重庆商品检验局将出口榨菜等

列为四川省地方法定检验商品。

1981 年 8 月 15 日国家商检总局

通知，从 10 月 1 日起，出口自行车及

零件列入法定检验商品。

1982 年国家商检总局通知，出口

机床等六类机电产品于 7 月 1 日实施

法定检验。

1983 年国家商检局通知，进出口

钢材、铝锭、铝材、铜锭、铜材 等列 入

《种类表》，从 198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法定检验。

1984 年 2 月国家商检局调整《种

类表》，出口商品为 42 类 307 种，进口

商品为 18 类 68 种。

1989 年国家商检局公布新《商检

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

其中列入进口商品 40 类 148 种，出口

商品 64 类 33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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