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务工作是商检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政策性、涉外性、综合性很强

的业务管理工作。检务管理主要是指

报验、签证、计费和放行的管理以及对

签证工作的流程管理。四川商检检务

管理工作始于 1931 年，主要是对出口

桐油实施检验管理。到 1946 年，检验

商品 10 余种，到 1949 年 10 月，没有

检验过进口商品，由于没有专门的机

构管理检务工作，仅要求商人于输出

或输入前向所在地的商品检验局报请

检验。商品检验证书由局长、检验处主

任及主管组技正签名，加盖局印颁发。

因当时国外不承认我商检证书，只能

用作国内通关，不能在国际贸易上发

挥应有的证明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商

品检验局设立报验课，后改为检务科，

专管进出口商品的报验、扦样、签证统

计、计费等工作。随着外贸的发展，为

适应内地点多面广、产地分散的特点，

报验改为分散报验，签证也由局集中

发证改为下放到科室签证。由于全局

检务管理薄弱，无专人统管，差错时有

发生。为此，重庆商品检验局于 1959

年 5 月制订《商检证单使用管理办

法》，规定专人负责、管理证单，建立领

用登记制度。针对出口商品报验工作

不规范的实际，重庆商品检验局于

1962 年 12 月制订《管理检验暂行规

定》，规定出口商品的报验，原则上应

建立在生产厂检验和经营部门验收合

格的基础上，在成交条件确定、完成生

产工序、包装完整、编批刷唛后商检局

才接受报验。

1974 年，四川进口商品逐渐增

加，重庆商品检验局确定由工业品检

验室统管进口商品的报验、检验、审签



索赔证书，并建立起了签证、归档制

度。

1973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检务科

技室成立，专门负责全局的签证放行

工作，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检务工作制

度。

1984 年，四川商检局明确了进出

口商品的报验由各检验处受理，委托

检验的报验由检务部门统管。1984 年
4 月，四川商检局率先在进口金属材

料检验中实行“四统一”的管理办法，

使报验、检验、签证、补费工作更加规

范。翌年，为进一步加强检务管理工

作，四川商检局制订了“六个有关检务

管理的办法”，并将进出口商品的报验

工作纳入检务部门统一管理之中。自

此，四川进出口商品的报验、签证、计

费和放行工作由检务部门统管起来。

从 1988 年到 1992 年，为更好地

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四川商检局又

陆续对检验签证流程、商检证单、签证

印签、检验签证差错空白证书、签证流

程时限等的管理作出新的规定，从而

缩短了检验签证周期，提高了检验签

证工作质量，使检务管理工作更加规

范化、制度化。

四川商检机关从 70 年代后期开

始签发原产地证书。1986 年以前签证

工作是经过检验部门审查拟稿再送检

务部门办理的，从 1986 年起，改由检

务部门办理，此项工作有效地促进了

我省外贸生产经营部门出口创汇。



第一节 检 验 规 定

1928 年 12 月 31 日，国民政府工

商部规定对八类出口商品实施检验。

随着外贸的发展，检验商品种类有所

扩大，直至 1949 年。

1950 年 3 月，中央贸易部制订了

《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草案)》，对输出

输入商品检验范围作出规定：①应鉴

定其品质等级者；②有毒害之危害者；

③有掺伪之情弊者。同年，全国商检会

决定：各商检局就现有设备及人力可

能的范围内受理委托检验。8 月，中央

贸易部核复重庆商检局所呈委托检验

表，物品种类为：油脂类、生丝检验。

1951 年 2 月，增加包装检验。

1954 年 1 月 3 日，政务院批准公

布的《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第三条规定，凡输

出输入商品属于 下列情形之一者，应

施法定检验：(1)列入现行实施检验商

品种类表内者；(2)国营企业对外贸易

合同规定应由商品检验局检验者；(3)

应检验动植物及其产品有无害虫病菌

者；(4)应检验其有无掺伪情弊者。同

时，规定“对外贸易公证鉴定工作，统

由商品检验局办理”。根据《条例》和对

外贸易部决定，检验范围包括四方面：

①将输出数量大，品质不稳定和发生

问题较多的出口商品列入《种类表》内

进行检验管理(进口当时只有棉花一

种列在表内)；②对外贸易合同规定应

经商检局检验的商品；③根据动植物

及其产品进出口检疫办法和我国同外

国签订的检疫协定和合同规定，应进

行检疫的出口商品；①根据国家规定，

应经检验才许进口的商品，如西药、量

具等。

1962 年 12 月，四川商检机 关根

据对外贸易部颁发的《进出口商品检



验工作细则(暂行)》的有关规定，明确

受理检验范围是：①对外贸易合同、信

用证、成交函件要求商检局检验(包括

商品的品质、数(重)量、包装检验及产

地、价值证明等)的出口商品；②现行

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内的出口商品

(包括援外物资)；③按规定应施动植

物检疫的出进口商品；④由苏联等国

家进口需要评议出证的商品；⑤由西

方国家进口，经口岸商检局易地该局

检验的商品；⑥无合同或合同未规定

商检出证的表外出口商品，凭申请按

公证鉴定性质受理；⑦生产、经营或其

他单位需要了解物品的品质规格报请

委托检验时，视技术、设备条件可能和

在不影响出进口商品检验工作的情况

下，酌情受理。

1984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条例》规定，一切进出口商品都必须经

过检验。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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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种类表》

的进出口商品，由有关部门自行检验。

未列入《种类表》，但对外贸易合同规

定由商检机构检验出证的进出口商

品，由商检机构负责检验。四川商检机

关根据上述规定，制定了进出口商品

报验须知，对接受检验范围规定如下：

①凡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制定的《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

商品种类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四川省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的商

品；②贸易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由商检

局出证的；③应施检疫的出口动物产

品、应施卫生检验的出口食品及食品

原料；④装运出口粮油食品、冷冻品等

易腐食品的集装箱；⑤须凭商检证书

结算和收、用货部门验收发现问题需

对外索赔的进口商品；⑥凡对我国实

行普惠制国家，又符合给惠国方案者，

凭申请办理普惠制产地证(F O R M

A )；⑦对外贸易关系人申请的公证鉴

定工作；⑧国内外的委托检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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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第五条规定，列入《种类表》的

进出口商品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

必须经过商检机构或者国家商检部

门、商检机构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

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商检

局于 10 月 23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对

进出口商品实施法定检验的范围作了

明确规定：①对列入《种类表》的进出

口商品的检验；②对出口食品的卫生

检验；③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

性能鉴定和使用鉴定；④对装运出口

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的船舱、集装

箱等运载工具的适载检验；⑤对有关

国际条约规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

出口商品的检验；⑥对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

商品的检验。《实施条例》中还规定：商

检机构对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

品，可以抽查检验并实施监督管理。法

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对外贸易

合同约定或者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

发货人申请商检机构签发检验证书

的，由商检机构实施检验。

第二节 《种类表》的实施

1931 年四川开始对出口桐油实

施检验。当时汉口商品检验局桐油检

验 万县分处，每年 检验 20 余 万担。

1936 年 4 月汉口商品检验局接收重

庆市立商品检验所后，在重庆设立检

验分处，办理桐油和牲畜品检验。1938

年开办出口肠衣检验。

1939 年 3 月 11 日，重庆商品检

验局成立后立即开始对猪鬃、猪鬃扎

子、羊皮、黄牛皮、猪肠衣、桐油等的检

验工作。

1940 年 2 月增加毛皮检验。4 月

开验生丝公量检验，9 月开验生丝品

质检验。

1942 年开办油脂及生丝委托检

验。

抗日战争期间，交通受阻，重庆多

数商品不能出口而停验。1942 年至

1945 年只检验猪鬃、猪鬃扎子、生丝、

桐油等三、四种商品。1946 年抗战胜

利后渐次恢复，可检验 10 余种商品，

仍以畜产品及桐油、生丝等为主，牲畜

的检疫工作未开展。

重庆商检局自成立至 1949 年 11

月，没有检验过输入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四川

不是直接输出商品的口岸，仅对畜产

品、羊皮、桐油、厂丝等 14 种出口商品

进行检验。

1951 年四川商检机关开验了山

羊板皮检疫、广柑检验、边销茶产地检

验。

1952 年畜产品除猪鬃、羊皮外，

皮张等商品因调拔口岸或不在产地一

次包装成件而停验。该年开始少量设

备检验业务。

1954 年，新开验猪鬃检疫、羽毛、

晒烟、毛毯、石棉、云母、红桔检验。

1955 年因出口茶检工作转移生

产部门，商检停止派员驻厂，同时停止

四川边销压制茶产地检验。年内有日

本自动缫丝车设备进口，由于进口商

品检验不经常，尚无专门科室和专业

人员负责检验。

1956 年开验罐头、肠衣、烤烟、精

纺织品及硫磺产地检验。恢复重庆、宜

宾红茶产地检验，云母系内销商品而

停验。



1957 年羊皮、呢绒、毛毯已从《种

类表》内撤销而停验。

1958 年开验冻肉、蛋粉、大米、绿

柱石、松香、铅等 10 余种商品。水银、

毛纺品已不再列入《种类表》，自 5 月

1 日起停验。

1959 年开验皮鞋、呢绒、冻兔等

商品，冻兔仅两个厂生产出口 10 余万

吨。南充窑藏柑桔，经过两年试验后，

正式检验出口。

1961 年开验绸缎、干蛋、冰蛋、石

棉制品、绵球。

1962 年开验苹果、绢丝，接受立

德粉出口检验。停验茶叶、绸缎。

1963 年开验闹钟、蚕豆、玉米。

1964 年开验硼 砂，接 受 氟硅 酸

镁、氟硅酸锌出口检验。停验皮鞋、大

米、苹果。

1965 年，由于六机部所属 9 家工

厂迁入万县地区，该地区有了进口设

备检验。

1968 年停验干蛋、冰蛋。

1970 年恢复干蛋、冰蛋检验。

1972 年开验漂洗核桃、核桃仁。

1973 年恢复皮鞋检验。

1974 年开验皮蛋。对食品开展农

药残留量的检测工作。恢复苹果法定

检验。

1975 年开验机械产品。

1976 年开验新鲜鸡蛋、烟叶。

1977 年开验搪瓷杂件。派员赴西

藏亚东检验尼泊尔进口大米 8000 吨。

1978 年开验糠醛、皮褥子。恢复

绢丝检验。对食品开展黄曲霉毒素检

测工作。停验干蛋。

1979 年开验捻线丝、照相机、晒

烟、花生仁、棉布、灯芯绒、衬衫、胶合

板等。

1980 年开验电池、冻牛肉、冻猪

分割肉、冻猪大排、西服、黑钨砂、毛皮

大衣、棉纱、精干麻及进口合成纤维等

21 种商品。恢复冻肉、猪鬃、茶叶、呢

绒等检验。此外还接受出口钢材检验。

该年检验的进出口商品达 77 种。

为贯彻外贸部、交通部、公安部关

于做好进口机动车辆检验和监管的联

合通知精神，由四川省交通厅、公安

厅、外贸部联合发出通知，从 11 月 1

日起在重庆、成都、南充、万县 4 个商

检机构执行汽车检验。

1981 年 4 月 1 日，将出口榨菜等

列入四川省地方法定检验商品范围。

该年恢复羊皮检验。停验照相机。本

年度共检验进出口商品达 96 种。

1982 年开验革皮 服装、布 面胶

鞋、自行车链条、半导体收音机、轴承、

电机、电线电缆、柴油机、柴油发电机

组、机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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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一做法，1983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四川新都县召开省进

出口金属材料检验管理工作会议，讨



论制订《四川金属材料检验管理暂行

办法》，对金属材料的报验、检验、鉴证

等作了规定。

当年恢复对苏出口冻肉。进口棉

花达 2600 吨，分布重庆、达县、广元等

地。

1984 年开验家用缝纫机、直柄麻

花钻头、普洱茶、进口钢材，受理国际

联运集装箱拆箱鉴定。

1985 年开验蜂蜜、纸张、养麦、松

香、苎麻纱布、芸豆、乌龙茶及危险品

包装性能鉴定和使用鉴定。

1986 年开验起重设备、天然香

料、盐渍菜。

1987 年开验丝织品。

1989 年根据国家商检局公布的

《种类表》，四川商检机关对 40 类 148

种进口商品、64 类 333 种出口商品实

施检验。

1990 年国家商检局对 1989 年公

布的《种类表》中的部分商品进行了细

化，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四川

商检机关根据细化后的《种类表》，对

进口商品 17 类 303 种，出口商品 17

类 589 种实施检验。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布的商检机构

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

一、1951 年度检验商品种类表

(1951 年 10 月 18 日国家贸易部发布)

现 行 检验 商品

甲、出口检验

农 检 品

一、禾谷类

1．高 粱

2．玉 米

3．菜

4．小 米

5．小 麦

6．稻

①粳 稻

②籼 稻

③ 糯 稻

7．稻米

①粳米

②籼米

③糯米

二、豆类

1、大豆

①黄豆

②青豆

③黑豆

①青仁青大豆

⑤青仁黑大豆

⑥其它大豆

2．小豆



①绿豆

②赤 豆

③其 它小豆

3．豇豆

4．蚕豆

5．芸 豆

6．豌豆

7．扁 豆

8．饲 料 豆

①马料 豆

②其 它饲 料豆

9．花生 果

①大路 货

②手 拣 分级货

10．花生仁

①普通 货

②大路 货

③手 拣分 级货

① 烤花 生仁

三、油籽类

1、芝麻

① 白芝 麻

②黑芝麻

③黄芝麻

④熟芝麻

2．亚麻 籽

3．芥籽

4．油 菜籽

5．棉籽

6．蓖麻 籽

7．大麻 籽

8．苏籽

9．葵 花 籽

四、果仁类

1 ．核 桃

2．核 桃 仁

3．杏 仁

① 甜 杏 仁

② 中 甜 杏 仁

③ 苦 杏 仁

4．桃 仁

五、瓜籽类

1．西 瓜 籽

2．南 瓜 籽

六、干果类

1 ．乌 枣

2．红枣

七、麻类

1 ．麻

2．苎 麻

3．大 麻

4．黄 麻

5．洋麻

6．亚 麻

八、棉花类

废 棉

① 破 籽 花

② 飞花 (绒 绒、车 肚 、地 街 、地 脚 )

③ 油 花 (弹 油 花 )

④ 短 绒 (小 花 衣 )

九、烟类

1．晒 烟 叶

2．烤 烟 叶

十、桂类



1．桂皮

2．桂筒

3．桂籽

十一、茶叶类

1．红茶

①工夫茶

②小种茶

2．绿茶

①珍眉

②贡熙

③珠茶

④雨茶

3．乌 龙茶

①乌 龙

②包种

4．砖茶

①米砖

②青砖

③黑砖

5．其它茶

①毛 茶

②龙井

③花茶

④大方

⑤白茶

⑥六堡茶

6．副茶

①花香

②芽雨

③秀眉

①茶片

⑤茶末

⑥茶梗

⑦茶籽

十二、农产品加工类

粉丝(绿豆粉)

十三、手工艺品类

1．草帽辫(麦杆制)

2．发网

畜 检 品

十四、肉类

1．鲜冻肉

①鲜冻猪肉

②鲜冻牛肉

③鲜冻羊肉

④鲜冻家禽肉鲜味等

2．制过肉

①火腿

②灌肠

③盐猪牛羊肉

④酱猪牛羊肉

⑤腊味(腊肉、腊肠)

⑥牛肉干

⑦肉松

⑧盐家禽及野味等

⑨其它制过肉

十五、肠衣类

1．猪肠衣

①盐猪肠衣

②干猪肠衣

2．牛肠衣

①盐牛肠衣

②干牛肠衣

3．羊肠衣



盐 鲜 羊 肠 衣

4．大 肠

① 猪 大 肠

② 牛 大 肠

③ 羊 大 肠

5．牛 食 道

十六、毛皮类

1．羔 皮 (包 括 褥 子 )

2．猾 皮 (包 括 褥 子 )

3．已硝 山 羊 皮 ( 包 括 褥 子 )

4．黄 羊 反

5．寒 羊 反

6．元 皮

7．黄 鼠 狼 皮

8．香 鼠 反

9．灰 鼠 反

1 0．花 鼠 皮

1 1．飞 鼠 皮

1 2．松 鼠 皮

1 3．猞 猁 皮

1 4．狸 猫 皮

1 5．家 猫 皮

1 6．玛 瑙 皮

1 7．虎 皮

1 8．豹 皮

1 9．狐 皮

2 0．沙 狐 皮

2 1．狼 皮

2 2．狗 皮

2 3．貂 皮

2 4 ．扫 雪 皮

2 5．貉 皮

2 6．獾 皮

2 7．水 獭 皮

2 8．旱 獭 皮

2 9．地 狗 皮 (艾 虎 皮 )

3 0．家 兔 皮

3 1．野 兔 皮

3 2．马 骡 驴 狗 皮

3 3．白 猕 皮

3 4．狸 麝 皮 (青 鬃 皮 )

3 5．木 龙 皮

十七、制革原料皮

1．生 山 羊 皮

2．水 牛 皮

3．黄 牛 皮

4．马 骡 驴 皮

5．猪 皮

6．麂 皮

十八、猪鬃类

1．猪 鬃

2．猪 鬃 扎 子

十九、毛类(包括带骨带尾及成把者)

1 ．山 羊 毛

2．獾 毛

3．狸 毛

4．貉 毛

5．灰 鼠 尾 毛

6．黄 鼠 狼 尾 毛

7．猪 毛

8．马 毛

9．马 鬃

1 0．马 尾

1 1．牛 毛



1 2．犀 牛 尾 毛

13．犁 牛 尾 毛

14．狗 毛

15．野 兔 毛

1 6．成 把 驼 毛

二 十、绒 类

1．绵 羊 毛

2．山 羊 绒

3．驼 绒

4．摇 车 毛

二十一、羽类

1 ．鸡 毛

2．鸭 毛

3．鹅 毛

4．鸭 绒

5．鹅 绒

6．锦 鸡 皮

7．地 鸡 皮

8．带 皮 鸡 毛

9．各 种 禽 类 翎 管 羽 毛

二十二、蹄角骨类

1．牛 蹄 甲、牛 角

2．羊 蹄 甲、羊 角

3．杂 骨

4．细 工 骨

5．细 工 角

二十三、蛋类

1．鲜 蛋

① 鲜 鸡 蛋

② 鲜 鸭 蛋

2．制 过 蛋

① 皮 蛋

②腌蛋

③糟 蛋

二十四、蛋制品类

1．干蛋

①干蛋黄

② 干全蛋

③ 干 全蛋片

④ 干蛋白

2．湿 蛋

①湿蛋 黄

②蜜黄

3．冰 蛋

①冰 蛋黄

②冰 全蛋

③冰 蛋白

二十五、动物油脂类

1．猪油 脂

2．牛油 脂

3．羊油 脂

二十六、人发

1．档 发(度 货)

2 ．头发(小短 )

丝 检 品

二十七、蚕丝类

生丝

化 检 品

二十八、植物油脂类

1．脂舫油

①花生油

②豆油

③ 蓖麻 油

④棉籽油



⑤芝麻油

⑥菜籽油

⑦芥籽油

⑧茶油

⑨亚麻 仁油

⑩大麻油

⑾桐 油

⑿核 桃油

⑩梓油

⑩木油

⒂松 脂

⑩ 苏籽油

2．芳香油

①茴油

②桂 油

二十九、籽饼类(包括碎饼及粉)

1．花 生饼

2．豆 饼

3．棉 籽饼

4．芝麻 饼

5．菜籽 饼

6．亚麻仁 饼

三十、骨粉类

1．生骨粉

2．蒸制 骨粉

3．脱胶骨粉

4．蹄角 粉

三十一、食盐类

1．粗 盐

2．洗涤盐

三十二、药材类

1．五 倍子

2 ．大 黄

3 ．甘 草

4．麝 香

5．虫 白 腊

矿 检 品 ：

三十三、矿物类

1 ．钨 砂

2．锰 矿

① 软 锰 矿

② 硬 锰 矿

3 ．钼 砂

4．生 锑

5 ．铁 砂

6．矾 土

7 ．萤 石

8．磷 灰 石

9．煤 炭

三十四、金属类

1 ．炼 锑

2 ．炼 锡

3．生 铁

三十五、合金类

焊 锡

乙、进口检验

农 检 品 ：

一、禾谷类

稻 米

二、棉花

1 ．美 棉

2 ．印 度 棉

3．埃 及 棉

4 ．其 它 棉



化 检 品：

三、化学肥料

1．氮质肥料

①硫酸铵

②硝酸钙

③硝酸铵

④硝酸钠(智利硝)

⑤氰氨基化钙

2．磷质肥料

①过磷酸钙

②沉淀磷酸钙

3．钾质肥料

①氯化钾

②硫酸钾

4．混合肥料

丙、进出口检验

植 检 品：

一、植物病虫害

1．输入植物及其包装品

①生活植物之全株或一部

(一)苗木

(二)观赏植物

(三)接插销穗及砧木

(四)块根块茎及磷茎

(五)其它生活植物

②繁殖种子

(一)作物种子

(二)园艺种子

(三)森林种子

(四)其它可供繁殖之植物种子

③果品及蔬菜

(一)新鲜果品蔬菜

(二)干枯果品蔬菜

④供食用、工业原料或其它用之植

物产品

(一)谷类

(二)豆类

(三)油料种子

(四)其它植物产品

2．输出植物

国别 应施检验之植物 种类

苏联 繁殖籽种 谷类 豆类 马

铃薯 油料植物

匈牙利 食粮 玉米 油籽

捷克斯洛伐克 果实蔬菜 球茎花

卉豆类及其它植物

籽实

罗马尼亚 果实 块根 块茎植物

种籽

波兰 马铃薯 蔬菜 果实 豆类

籽实

印度 烟叶 马铃薯 柑橘植物

甘蔗 橡皮树

锡兰 生活植物

马来联邦 草棉植物 咖啡植物

甘蔗植物 香蕉植物

橡皮植物 生活棕榈植

物 生活茶树 椰子果

实 棕榈种子

印尼 植物及其一部分(包括果实

及种子。但莱菔 蒿苣 番

茄 芹菜 甜菜 胡萝 卜

甘兰 葱 艽 芫荽

芸苔石 刁柏 翠菊 石



竹 凤仙花 天人菊 向

日葵 罂粟 花菜豆 豆

大豆 核桃 粟果等不

包括在内)。

新西兰 马铃薯 生活植物之全株

或一部

南非联邦 马铃薯

英国 马铃薯 多年性木本植物或

其一部分块茎根及

霍布母株之供栽培

者 葱头及艽葱种

子之供繁殖者 桃

金壤菊花全株及其

除根之切枝

加拿大 供观赏繁殖或栽培之植物

苗木 新鲜果品蔬菜

美国 生活植物及种子 新鲜折花

球根类 蔷薇科苗木 繁

殖用之谷果

菲律宾 地下茎 果实 果实核

繁殖用种子 生活植物及

其一部分 果实 块根及

块茎 鳞茎 苜蓿草 车

轴草及其它牧草种子

瑞典 马铃薯 生活植物

比利时 马铃薯 番茄及茄子植物

果树

希腊 棉籽及籽棉 生活植物 甘

草 柑橘果实

德国 鳞茎 繁殖用种子 生活植

物及其一部分

日本 地下茎或块根 马铃薯种子

柑橘果实 生活植物及其

一部分

智利 各种成熟种子(包括粮食豆

类)

挪威 马铃薯 针属及松属种子

(须经消毒)

保加利亚 谷类 豆类 果实 马

铃薯 生活植物 面果

实(新鲜果实)(须经消

毒) 生活植物 球茎

花卉 踯躅植物

二、罐头类

1．动物产品罐头

2．植物产品罐头

3．混合制品罐头

试行检验商品

甲、出口检验

丝检品

蚕丝类

1．绸匹

注：1．表列之植物种类得按国外市场之需要随时由中央贸易部以命令公布增检或停检。

2．输往其它国家(表内未列之国家)应检验之植物种类得按各输入中之要求随时由中央

贸易部颁布增列。



二、实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

(1955 年 2 月国家对外贸易部发布)

(甲)出 口检验商品种类

农产品

一、禾谷类：1．高 粱 2．玉 米 3．

大 米 ((1)梗米、(2)籼米)

二、豆类：1．大豆 ① 黄 大豆 ② 青

大 豆 ③ 黑 大豆 ④ 其 它 大 豆 2．绿

豆 3．赤 豆 (亦 名 红 小豆 ) 4．蚕 豆

(饲 料蚕 豆) 5．豌豆(饲料豆) 6．花

生 果 ① 大 路货 ② 手 拣分 级 货 ③

手拣 不分级货 7．花生仁 (①大路货

②手拣分级货③手拣不分级货④小粒

种)

三、油籽类：1．芝麻(①白芝麻② 黄

褐 芝麻) 2．亚麻籽 3．芥籽

4．油 菜 籽 5．棉 籽 (改 良棉 籽、本

地棉籽) 6．蓖麻籽 7．大麻籽

8．花籽 9．葵花籽

四、果仁类：1．核 桃 2．核 桃 仁

3．杏仁 (① 甜杏仁 ② 中甜杏 仁

③苦杏仁)

五、麻类：1．苎麻 2．大麻 3．麻

4．黄麻 5．洋麻、亚麻

六、棉花类：1．细绒 白棉 2．细 绒

黄棉 3．粗 绒白棉 4．废棉 (①破籽

花 ②飞 花 ③油棉 ④短绒 ⑤弹

过 废棉)

七、烟类：烤烟 叶

八、香料类：1，桂 皮 (包 括 桂 筒 )

2．桂芯 3．桂碎

九、茶叶类：1．红茶(①工夫茶 ②

小 种 茶 ③ 副 茶 一 花 香) 2．绿 茶

(①珍眉 ②珠茶 ③贡熙 ④雨茶

⑤龙井 (包括 旗 譛) ⑥ 大 方 ⑦

毛峰(包括碧螺春、淮山、莲心) ⑧副

茶 —— 秀眉) 3．乌 龙茶 [①水 仙

②乌龙 ③铁观音 ④色种 (包括梅

占、桃仁、奇兰)] 4．花茶(①茉莉 花

茶 ②玉兰花茶 ③珠 兰花茶) 5．

压制茶(①青砖 ②红砖)

十、蚕丝类：1．生丝 2．柞蚕丝

3．柞蚕挽手 4．绢丝

十一、绸匹类：1．纯 家蚕 丝 织 品

2．家蚕丝人造丝交织品 3．柞蚕丝

绸

畜产品

十二、肉类：1．家畜肉(①鲜冻猪肉

② 鲜冻 牛 肉 ③ 鲜 冻羊 肉 ① 火

腿) 2．禽肉 (①家 禽(包括 鸡、鸭))

② 野禽(野鸡、沙牛鸡、沙鸡))

十三、肠衣粗：1．盐猪肠 衣 2．盐

羊肠衣 3．干牛肠衣。

十四、毛皮类：1．羔皮 (包括褥 子)

2．猾皮(包括褥子) 3．已硝 山羊

皮 (包括褥子) 4．寒羊皮 5．元皮

6．黄鼠狼狼皮 7．香鼠皮 8．灰

鼠皮 9．花 鼠皮 10．猞猁皮 11．

狸猫皮 12．家猫皮 13．虎皮 14．



豹 皮 15．狐 皮 16．沙 狐 皮 17．

狼 皮 18 ．狗 皮 19．貂 皮 20．扫

雪 皮 21 ．貉 皮 22．獾 皮 23．水

獭 皮 24．旱 獭皮 25．地 狗 皮 (艾虎

皮 ) 26．家 免 皮 27．野 兔 皮 28．

马、骡、驴、驹 皮 29．子 皮 (白 抹 皮)

30．九 江 狸 皮 (狸 麝 皮、青 狞 皮 )

31．木 龙 皮 32．绵 羊 皮

十五、制革原料皮：1．山 羊 皮 2．

水 牛 皮 3．黄 牛 皮 4．马、骡、驴 皮

5．猪 皮 6．虎 皮

十六、猪鬃类：1．猪 鬃 2．猪 鬃 扎

子

十七、毛类：(包 括 带 骨 带 尾 及 成 把

者)1 ．山 羊 皮 (不 包 括 笔 料 用 毛) 2．

獾 毛 3．狸 毛 4．貉 毛 5．灰 鼠 尾

毛 6．黄 鼠狼 尾 毛 7．猪 毛 8．马

毛 9．马 鬃 1 0．马 尾 11．牛 毛

12．犀 牛 尾 毛 13．犁 牛 尾 毛 14．

狗 毛 15．野 兔毛 16．成 把 驼 毛

十八、绒类：1．绵 羊 毛 2．山 羊 绒

3．驼 绒 4．摇 车 毛

十九、羽类：1．鸭 毛 2．鸭 绒 3．

鹅 毛 4．鹅 绒

二十、蛋制品：1 ．干 蛋 ① 干 蛋 黄

② 干 全 蛋 ③ 干 蛋 白 2．湿 蛋

① 硼 酸 盐 蛋 ② 安 息 香 酸 纳 盐 黄 ③

蜜黄

3．冰 蛋 ① 冰 蛋 黄 ② 冰 全

蛋 ③ 冰 蛋 白

二十一、动物油脂类：1．猪油脂 2．

牛油脂

二十二、罐头类：1．果品罐头

①糖头果 ②糖酱果(蜜饯) ③

果酱 ④果冻 2．蔬 菜罐 头 3．肉

类罐头 4．水 产类罐 头 5．混 合制

品罐头

化工矿产品

二十三、植物油脂类：1．脂 肪 油 (①

花生油 ②豆油 ③蓖麻油 ④棉籽

油 ⑤芝麻油 ⑥菜籽油 ⑦芥籽油

⑧茶油 ⑨亚麻籽油 ⑩大麻油

⑾ 桐 油 ⑿ 苏 籽 油 ⒀ 梓 油 ⑩ 桕

油 ) 2．芳香 油 (① 茴 油 ② 桂 油

③薄荷油)

二十四、籽饼类(包括碎饼及粉)：1．

花生饼 2．豆饼 3．棉籽饼 4．菜

籽饼 5．芝麻饼 6．亚麻籽饼

二十五、盐类：食盐

二十六、芳香物类：薄荷脑

二十七、植物鞣料类：五猁子

二十八、金属矿产类：1、钨精矿 2．

钼 金矿 3．生锑

二十九、非金属矿产类：1．铝 氧 石

(矾土、焦宝威石) 2．氟石 3．磷灰

石 4．硫磺

三十、金属类：1 ．炼锑 2．炼锡

三十一、合金类：焊锡



(乙)进口检验商品种类

一、棉花类：棉花

二、化学肥料类：1．氮 质肥料(①硫

酸铵②硝 酸铵③硝酸钙④硝 酸钠 (智

利硝)⑤氰氨基化钙) 2．磷质肥料：

过磷酸钙 3．钾持肥料(①氯化钾②

硫酸钾)

兰、染料类：1．直接性染 料 2．盐

基性染料 3．硫化染料 4．酸性染

料 5．酸性媒染染料 6．染染料(还

原性染料、海 昌染料、锭青染料、溴代

锭青染料) 7．可溶性还原染料 8．

不溶性偶氮染料(纳夫妥、显色基、显

色兰、快色素染料)

四、颜料类：1．锌钡白 2．钛白

3．众青

五、生橡胶类：1．俊烟片 2．绉片

六、石油产品类：1．润滑油 (①电机

油 ②车用机油 ③航空机油 ④船

(丙)特销商品

压制茶：1．青砖 2，黑砖 3．红

砖 4．毛类 5．芽细 6．康砖 7，

金尖 8．茯砖 9．方包 10．圆包

11．天 贡 类 (天 尖、贡 尖、乡 尖、生

用机油 ⑤柴油机油 ⑥机器油 ⑦

锭子油 ⑧冷冻机油 ⑨饱和汽缸油

⑩过热汽缸油 ⑾维字汽缸油 ⑿

齿轮油 ⑩海波齿轮油 ⒁黑机油

⑩透平油 ⑩压缩机油 ⒄车轴油

⒅变压器油 ⒆电容器油 ⒇其它润

滑 油) 2．润油脂(①钙基润滑脂②

钠基润滑脂⑧钠钙混合基润滑脂④石

墨润滑脂⑤其它润滑脂)

3．凡士林(工业用)

4 ．石腊

七、有机化学产品类：

①冰醋酸 ②甲醛。

八、无机化学产品类：1．保险粉 2．

红矾钾 3．红矾钠

九、西药类：1．生药 2．化学药品

(医疗卫生用) 3．生物学制品 4．

制剂 5．成药

尖) 12．紧茶 13．饼花(小饼)

附注：出口检验蚕丝类中之柞蚕丝、

柞蚕挽手、绢丝三种上海暂不开验。

三、实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

(1958 年 4 月 4 日国家对外贸易部发布)
一、粮谷类

1．籼 米

二、豆类

1．大 豆

2 ．花 生 仁

三、果仁类

1 ．核 桃 仁

2．苦 杏 仁



四、棉花类

1．棉短绒

2．细绒棉 (皮辊棉、锯齿棉)

五、烟叶类

1．烤烟 叶

六、茶叶类

1．红茶：①功 夫茶 ② 分 级 茶③ 花

香

2．绿 茶：①珍眉 ② 珠 茶③ 贡熙 ④

雨 茶⑤秀眉

3．乌 龙茶

4．花茶

七、丝类

1．桑蚕 丝：① 厂丝 ②双 宫 丝 ③绢

丝

八、鲜果类

1．苹果

2．桔柑

九、肉类

1．畜 肉 ① 冻 猪 肉 ② 冻 牛 肉 ③ 冻

羊肉④冻家 兔

2．家 禽肉：① 冻鸡②冻 鸭

十、肠衣类

1．盐猪肠 衣

2．盐山羊肠衣

3．盐绵羊肠 衣

4．盐牛肠衣

5．盐猪大肠衣

6．盐牛大肠

7．盐牛拐头

十一、毛皮类(包括褥子)

1 ．羔 皮

2．猾皮

3．元皮

4．黄 鼠狼皮

5．香 鼠皮

6．灰 鼠皮

7．狸子皮 (野猫皮、花猫皮)

8 ．旱獭皮

9．地狗皮 (艾虎皮)

10．家 兔皮

11 ．绵羊皮

12．寒羊皮

十二、制革原料皮类

1．生山羊皮

2．黄牛 皮

3．水牛皮

4．麂皮

十三、猪鬃类

1．猪鬃

十四、绒类

1 ．绵羊毛

2．山羊绒

3．驼毛

十五、蛋制品类

1．干 蛋：①干鸡 蛋 黄② 干 鸡 全 蛋

③干鸡蛋白

2．冰蛋：① 冰鸡 蛋 黄 ② 冻鸡 全 蛋

③冰鸡蛋白

十六、罐头类

1．果品罐头：① 糖水 果 罐头 ② 糖

浆果罐头 ③果酱罐头④果冻罐头

2．蔬菜罐头

3．肉类罐头

4．水产品罐头

5．混合制 品罐头

十七、植物油类

1 ．桐油

十八、调味品类

1．食盐 2．蜂蜜

十九、树脂产品类

1．松香



二十、非金属矿产品类

1．硫黄
2．氟石：①氟石块 ②氟石粉

二十一、金属矿产品类

1．钨精矿：①钨锰铁矿及钨锰矿

②钨酸钙矿

2．钼精矿

二十二、纺织品类

1．棉织品：① 原色布 (包括各 种

机织细布、坯布)②印染成品布(包括

各 种 色布、漂布、印花 布、条格府 绸)

注：不包括各种色织布、针织布、手工织布、

绒布(如灯芯绒、格子绒)等。

2．毛织品：①纯羊毛粗织品②纯

羊毛精纺织品③非纯羊毛织品(包括

混纺及交织品)(注：不包括长毛绒、驼绒

及毛毯)

3．丝及人造纤维织品：①纯桑蚕

丝 织品(包括绢纺)②纯 柞蚕丝织品

(包括绢纺)③人造纤维织品(包括长

短纤维织品)④丝和其它纤维的混纺

或交织品⑤人造纤维和其它纤维的混

纺或交织品。

二十三、服装类

1．毛织品大衣和长毛绒大衣

2．毛织品西服、西裤

3．府绸衬衫

4．防雨卡其雨衣

二十四、麻类

1．大麻

二十五、乳制品类

1．炼乳(包括脱脂及全脂的淡炼

乳、甜炼乳)

2．奶粉(包括全脂、脱脂奶粉)

3．奶油 (包括鲜制、酸制、重制、

连续式机制奶油)

二十六、冷冻水产品类

1．冻鱼

2．冻对虾

二十七、蛋类

1．鲜鸡蛋(不包括对港出口的鲜

鸡蛋)

二十八、木材类

1．胶 合 板 ① 缎 木 胶 合板 ② 桦

木胶合板 ③水曲柳胶合板 ④柳安

胶合板 ⑤其它树种胶合板。

注：不包括成套箱板及每张面积未超

过一平方米的胶合板。

二十九、淀粉类

1．马铃薯淀粉

2．玉蜀黍淀粉

3．小麦淀粉

4．甘薯淀粉

5．木薯淀粉

三十、皮鞋类

1．男皮鞋

2．女皮鞋

3．童皮鞋

注：不包括拖鞋

三十一、胶鞋类

1．胶面胶鞋

2．布面胶鞋

三十二、搪瓷产品类

1 ．搪瓷脸盆

2．搪瓷口杯

3．搪 瓷食盆

4．搪瓷碗

5．搪瓷痰盂

6．搪瓷桶

7．搪瓷壶

三十三、纸张类

1．新闻纸



2．有关纸 (不包括色 粉连 纸)

三十四、自来水笔类

1．金笔

2．金笔零 件

三十五、干电池类

1．复 式 干 电 池 (甲 乙 电 池 组、收

音 机用 )

三十六、缝纫机类

1．家用 缝纫 机

2 ．缝 纫 机 零 件

注：包括手摇缝纫机

注 ：本表系长春商检局 1962 年 1 月根据对

外贸易部于 1958 年 4 月 4 日以(58)检行字

148 号通知并按(59)检行密林字 101 号指

示 及(59)检 行字 132 号、(59)检 行 字 288

号、(59)检局一字 73 号等有关开验新商品

的通知，予以增列补充修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检验局现行实施检验出进口商品种类表

(1978 年 7 月 1 日国家对外贸易部颁发)

第一 出口商品部分

一、粮谷类

1．大米(不包括碎米和米粉)

2．玉米
3．荞麦

二、豆类

黄大 豆

三、植物油类

1．桐油

2．花生油(包括香味花生油)

3．豆油
4．棉籽油

四、鲜果类

1．苹果

2．柑 桔 (包 括 输 港 澳 苹 果、柑 桔，

不包括金桔、柠檬和柚类)

五、肉类

1．畜肉①冻猪肉 ②冻牛 肉 ③

冻 羊 肉 ④ 冻 家 免 (以 上 包 括 分

割、去骨肉) ⑤冻猪副 产 品 ⑥

冻牛羊副产品

2．家 禽肉：① 冻 鸡 ② 冻 鸭 ③

冻鹅(以上包括分割鸡、鸭、鹅)

六、罐头类

1．果品罐头

2．蔬菜罐头

3．肉类罐头

4．禽类罐头

5．水产品罐头

6．其 它罐头 (包括 果 汁罐 头，不包

括瓶装果汁)

七、蛋制品类

1．干 蛋：① 干 鸡 蛋 黄 ② 干 鸡 全

蛋 ③干鸡蛋白(片、粉)

2．冰 蛋：① 冰 鸡 蛋 黄 ② 冰 鸡 全

蛋 ③冰鸡蛋白

八、蛋及再制蛋类

1．鲜鸡蛋 2．鲜鸭蛋 3．皮蛋

九、乳制品类

1．炼乳(包括 脱脂、全 脂、淡炼 乳、

甜炼乳)

2．奶粉(包括全脂、脱脂奶粉)

3．奶 油 ( 包 括 鲜 制、酸 制 奶 油，不

包括人造奶油)

十、水产品类

1．鱼 类：① 冷 冻 鱼 (包 括 冻 鱼、冻



鱼段、冻鱼片) ②卤水鱼

2．虾 类：① 冻 对 虾 ② 冻 虾 ③

冻虾仁

3．贝类 (包括带壳的 或不带壳 的，

不包 括 干 制 品)：(1 ) 海 (田) 螺

(2)赤贝 (3)蛤：①海蚌②蛏

4．其 它 水 产 品：① 海 蛰 皮 ② 冻

墨 鱼 ③ 冻 墨鱼 片 ④马 蛤 鱼 子

⑤盐渍鲱鱼子

十一、调味品类

1．蜂蜜

2．酱油

3．鱼露

十二、食糖类

1．白砂糖

2．方糖

3．冰糖

十三、果仁类

1．核桃仁 2．核桃 3．苦杏 仁

4．花 生 仁 5．花 生 果 (花 生

仁 和 花 生 果 不 包括 加 工 制 品 和

熟制品)

十四、烟叶类

1．烤烟 叶 2．晒烟 叶

十五、茶叶类

1．红茶：①功夫茶 ②红碎花

2．绿 茶：①珍眉 ②珠茶 ③ 贡

熙 ④雨茶 ⑤秀眉

3．乌 龙 茶 (不 包 括 乌 龙粗 茶)

4．花茶

十六、树脂产品类

松香

十七、天然香料类

1．香茅油 2．桂油 3．薄荷油

4．茴油 5．桉叶油 6．芳油 7．白

樟油 8．黄樟油 9．山苍子油 10．

樟 脑 (以 上 包 括 天 然 的 及 以 天 然 香 料

为原 料 油 合成 的) 11．薄 荷 脑

十八、毛皮类(生皮、熟皮、染色皮、镶头皮，

包括褥子)

1 ．黄 狼 皮 2 ．湖 羊 皮 3．猾 皮

4．水 貂 皮 5．旱 獭 皮 6．元 皮

7．香 鼠皮 8．灰 鼠皮 9．艾虎 皮

1 0．水 獭皮

十九、制革原料皮、革类

1 ．山 羊 板 皮 (不 包 括 山 羊 绒 皮 )

2．麂 皮 3．牛 皮 (包 括 水 牛 皮、黄

牛 皮 ) 4．马 皮 5．猪 革 皮 6．羊

革 皮 (包 括 山羊 革 皮和 绵 羊 革皮 等)

二十、肠衣类

1．盐 猪 肠 衣 2．盐 山 羊 肠 衣

3．盐 绵 羊 肠 衣 4．盐 牛 肠 衣 5．盐

猪 大肠 头

二十一、鬃毛类

1．猪 鬃 2．猪 鬃 扎 子 3．山 羊

毛 (包 括 山 羊 把 毛 ) 4．马鬃 5．马

尾

二十二、绒类

1 ．绵 羊 毛 2．山 羊 绒 3．免 毛

4 ．驼 毛

二十三、羽毛、羽绒类

1 ．鸭 毛 2．鹅 毛 3．鸭 绒 4．

鹅 绒

二十四、毛皮制品类

1．毛 皮 大 衣 2．翻 毛 皮 大 衣

3．毛 皮童 大 衣 4．毛 皮 夹 克 (包括 皮

面 毛 皮 里) 5．皮 猴 6．皮 帽 (以 上

包 括 革 面 或 绒 面 革 毛 皮 里的 服 装 )

二十五、非金属矿产品类

1．氟 石：① 氟 石 块 ② 氟 石 粉

2．矾 土 (包 括焦 宝 石 ) 3．重 品 石 (包

括 块、粉 ) 4 ．滑 石 (包 括 块、渣、粉 )



5．石英石(包括石英沙)

二十六、金属矿产品类 1

1．钨精矿：①钨锰铁矿及钨锰矿

②钨酸钙矿 2．锑矿(包括锑 沙、锑

块 ) 3．锰 矿：① 软锰 矿 (包 括 软 锰

粉) ②硬锰矿

二十七、燃料类

1．原油 2．煤炭 3．焦炭 4．

石油焦 5．成品油：①汽油 ②煤油

③轻柴油

二十八、化工原料类

1．工业用盐(氯化钠) 2．糠醛

二十九、棉花类

细绒棉(皮辊棉、锯齿棉)

三十、丝类

桑蚕丝：①厂丝 ②双宫丝 ③

绢丝 ④经纬线丝 2．柞蚕丝(包括

药水丝)

三十一、纺织品类

1．棉织品：①原色棉布 ②印染

成品布(包括各种色布、漂布、印花布)

③绒布(包括染色、印花的单面绒、

双面绒) ④灯芯绒(以上不包括各种

色织布、手工织布和十五米以下的 短

匹棉布及低级配棉织品) ⑤棉和 涤

纶短纤维混纺织品(漂白、染色、印花、

色织)

2．毛织品：①纯羊毛粗纺织品

②纯羊毛精纺织品 ③羊毛与合成纤

维混纺或交织精纺织品(不包括长毛

绒、驼绒、人造毛皮及毛毯)

3．丝织品：①纯 桑蚕 丝 织品 (包

括桑绢纺) ②纯柞蚕丝织品(包括柞

绢纺) ③桑蚕丝与化纤长丝交织品

①合成纤维长丝织品

三十二、服装类

1．大衣：①毛织品大衣②长毛绒

大衣③羊毛和合成纤维混纺或交织品

大衣 2．西 服、西 裤 (包 括 长 短西

裤)：①毛织品西服、西裤 ②羊毛和

合成纤维混纺或交织品西服、西裤

③毛织品及羊毛和合成纤维混纺或交

织品的女式两件套(包括三件套) 3．

衬衫：①府绸衬衫 ②棉涤纶衬衫(包

括色织的及各种男、女长袖、短袖、硬

领、软领衬衫

(以上不包括童装、睡衣、绣衣)

三十三、轻工业用品类

1．日用搪瓷产品类：①搪瓷面盆

②搪瓷口杯 ③各种食用搪瓷制品

2．家用缝纫机(包括手摇缝纫机)

3．自行车及零件(包括内外轮胎)

4．闹钟 5．半导体收音机 6．照

相 机(包括照相机镜头) 7．电扇 及

零件 8．电池 9．胶合板：①椴木胶

合板 ②桦木胶合板 ③水曲柳胶合

板 ④柳桉胶合板 ⑤其他树种胶合

板 ⑥水泥胶合板 (以上不包括成

套箱板及每张面积不超过 1 平方米的

胶合板) 10．皮鞋(包括皮便鞋不包

括拖鞋和人造革皮鞋)①男皮鞋②女

皮鞋③童皮鞋④皮训车鞋(又名旅游

鞋、练功鞋、健身鞋、运动鞋) 11．胶

鞋：①胶面胶鞋②布面胶鞋

三十四、成套瓷器类(均为十五头以上)

1．茶具 2．餐具 3．咖啡具



第 二 进 口商 品部 分

1．玉 米 2．小麦 3．大 豆 4 ．

棉 花 5．黄 麻 6．西 沙 尔 麻 7．纤

维 素 纤 维 (粘 胶、铜 氨、醋 酸 ) 8．合

成 纤 维 (涤 纶、棉 纶 ) 9．天 然 橡 胶

1 0．纸张 11．化 肥 12．原 糖 13

鱼粉 14．毛皮、制 革 原 料皮 革 15．

绒类 (绵羊毛、驼绒、山羊绒 )

五、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局现行实施

检验进 出口商品种类表

(1987 年 3 月 国家商 检局发布)

出口商品部分

一、粮谷类

1．大米 (不包 括碎米和米 粉)

2．玉米 3．荞麦

二、豆类

黄大豆

三、植物油类

1．桐油 2．花生油(包括香味花

生油) 3．豆油 4．棉籽油

四、鲜果类

1．苹果 2．柑桔(包括输港澳苹

果、柑桔，不包括金桔、柠檬和柚类)

五、肉类

1．畜肉：①冻猪肉 ②冻牛肉

③冻羊肉 ④冻家兔(以上部分分割、

去骨肉) ⑤头猪副产品 ⑥冻牛羊

副产品 2．家禽肉：①冻鸡 ②冻鸭

③冻鹅(以上包括分割鸡、鸭、鹅)

六、罐头类

1．果品罐 头 2．蔬 菜罐 头 3．

肉类罐头 4．禽类罐头 5．水产品

罐 头 6．其它罐头(包括果汁罐头，

不包括瓶装果汁)

七、蛋制品类

1．十蛋：①干鸡蛋黄②干鸡全蛋

③干鸡蛋白(片、粉) 2．冰蛋：①冰

鸡蛋黄②冰鸡全蛋③冰鸡蛋白

八、蛋及再制蛋类

1．鲜鸡蛋 2．鲜鸭蛋 3．皮蛋

九、乳制品类

1．炼 乳 (包 括 脱 脂、全 脂、淡 炼

乳、甜炼乳) 2．奶粉(包括全 脂、脱

脂奶粉) 3．奶油(包括鲜制、酸制奶

油，不包括人造奶油)

十、水产品类

1．鱼类 ①冷 冻鱼 (包括冻鱼、冻

鱼段、冻鱼片)② 卤水鱼 2．虾类：①

冻对虾②冻虾③冻虾仁 3．贝类(包

括 带 壳 的 或 不 带 壳 的，不 包 括 干制

品)；①海(田)螺②赤贝③蛤④海蚌⑤

蛏 4．其它水产品：①海蛰皮 ②冻墨



鱼 ③ 冻 墨 鱼 片 ④ 马 蛤 鱼 子 ⑤ 盐 渍 鲱 鱼

子

十一、调味品类

1 ．蜂 蜜 2 ．酱 油 3 ．鱼 露

十二、食糖类

1 ．白 砂 糖 2．方 糖 3．冰 糖

十三、果仁类

1 ．桃 核 仁 2 ．核 桃 3 ．苦 杏 仁

4．花 生 仁 5 ．花 生 果 (花 生 仁 和 花

生 果 不 包 括 加 工 制 品 和 熟 制 品 )

十四、烟叶类

1 ．烤 烟 叶 2 ．晒 烟 叶

十五、茶叶类

1 ．红 茶 ：① 功 夫 茶 ② 红 碎 茶 2．

绿 茶：① 珍 眉 ② 珠 茶 ③ 贡 熙 茶 ④ 雨 茶

③ 秀 眉 3 ．乌 龙 茶 ( 不 包 括 乌 龙 粗

茶) 4 ．花 茶

十六、树脂产品类

松 香

十七、天然香料类

1 ．香 茅 油 2 ．桂 油 3 ．薄 荷 油

4．茴 油 5 ．桉 叶 油 6．芳 油 7．

白 樟 油 8 ．黄 樟 油 9 ．山 苍 子 油

1 0．樟 脑 (以 上 天 然 的 及 以 天 然 香 料

为 原 料 油 合成 的 ) 1 1 ．薄 荷 脑

十八、毛皮类(生皮、熟皮、染色皮、镶头皮，

包括褥子)

1 ．黄 狼 皮 2 ．湖 羊 皮 3．猾 皮

4 ．水 貂 皮 5 ．旱 獭 皮 6．元 皮

7 ．香 鼠 皮 8．灰 鼠 皮 9．艾 虎 皮

1 0．水 獭 皮

十九、制革原料皮、革类

1 ．山 羊 板 皮 (不 包 括 山 羊 绒 皮 )

2 ．麂 皮 3 ．牛 皮 (包 括 水 牛 皮、黄

牛 皮 ) 4 ．马 皮 5．猪 革 皮 6．羊

革 皮 (包括 山 羊 革 皮 和 绵 羊 革 皮 等)

二十、肠衣类

1 ．盐 猪 肠 衣 2．盐 山 肠 羊 肠 衣

3．盐 绵 羊 肠 衣 4 ．盐 牛 肠 衣 5 ．

盐 猪 大 肠 头

二十一、鬃毛类

1 ．猪 鬃 2 ．猪 鬃 扎 子 3．山 羊

毛 (包 括 山 羊 把 毛 ) 4．马 鬃 5．马

尾

二十二、绒类

1 ．绵 羊 毛 2．山 羊 绒 3．兔 毛

4 ．驼 毛

二十三、羽毛、羽绒类

1 ．鸭 毛 2 ．鹅 毛 3．鸭 绒 4．

鹅 绒

二十四、毛皮制品类

1 ．毛 皮 大 衣 2．翻 毛 皮 大 衣

3．毛 皮 童 大 衣 4．毛皮 夹 克(包 括 皮

面 毛 皮 里) 5．皮 猴 6．皮 帽 (以 上

包 括 革 面 或 绒 面 革 毛 皮 里的 服装)

二十五、非金属矿产品类

1 ．氟 石：① 氟 石 块 ② 氟 石 粉 2 ．

矾 士 (包 括 焦 宝 石 ) 3．重 晶 石 (包 括

块、粉 ) 4．滑 石 (包 括 块、渣、粉 )

5 ．石 英 石(包 括 石 英 沙)

二十六、金属矿产品类

1 ．钨 精 矿：① 钨 锰 铁 矿 及 钨 锰 矿

② 钨 酸 钙 矿 2．锑 矿 (包 括 锑 沙、锑

块 ) 3．锰 矿：① 软 锰 矿 (包 括 软 锰

粉 )② 硬 锰 矿

二十七、燃料类



1．原料、 2．煤炭 3．焦炭

4．石油焦 5．成品油：①汽油②煤油

③轻柴油

二十八、化工原料类

1．工业用盐(氯化钠) 2．糠醛

二十九、棉花类

细绒棉(皮辊棉、锯齿棉)

三十、丝类

桑蚕丝：①厂丝②双宫丝③绢丝

④ 经纬线丝 2．柞蚕丝(包括药水

丝)

三十一、纺织品类

1．棉织品：①原色棉布②印染成

品布(包括各种色布、漂布、印花布)③

绒布(包括染色、印花的单面绒、双面

绒)①灯芯绒(以上不包括各种色织

布、手工织布和十五米以下的短匹棉

布及低级配织品)⑤棉和涤纶短纤维

混纺织品(漂白、染色、印花、色织)

2．毛织品：①纯羊毛粗纺织品②纯羊

毛精纺织品③羊毛与合成纤维混纺或

交织精纺织品(不包括长毛绒、驼绒、

人造毛皮及毛毯) 3．丝织品：①纯

桑蚕丝织品(包括桑绢纺)②纯柞蚕丝

织品(包括柞绢纺)③桑蚕丝与化纤长

丝交织品④合成纤维长丝织品

三十二、服装类

1．大衣：①毛织品大衣②长毛绒

大衣③羊毛和合成纤维混纺或交织品

大 衣 2．西服、西裤 (包括长短 西

裤)：①毛织品西服、西裤②羊毛和合

成纤维混纺或交织品西服、西裤③毛

织品及羊毛和合成纤维混纺或交织品

的女式两件套(包括三件套) 3．衬

衫：①府绸衬衫②棉涤纶衬衫(包括色

织的及各种男、女长袖、短袖、硬领、软

领衬衫)

(以上不包括童装、睡衣、绣衣)

三十三、轻工业用品类

1．日用搪瓷产品类：①搪瓷面盆

②搪瓷口杯③各种食用搪瓷制品 2．

家 用缝纫机 (包括手摇缝纫机) 3．

自行车 4．闹钟 5．半导体收音机

6．照相机(包括照相机镜头) 7．

电扇 8．电池 9．胶合板：①椴木胶

合板②桦木胶合板③水曲柳胶合板④

柳桉胶合板⑤其它树种胶合板⑥水泥

胶合板(以上不包括成套箱板及每张

面积不超过 1 平方米的胶合板) 10．

皮鞋类：①男皮鞋②女皮鞋③童皮鞋

(包括皮便鞋不包括拖鞋和人造革皮

鞋) 11．胶鞋类：①胶面胶鞋②布面

胶鞋

三十四、成套瓷器类

1．茶具 2．餐具 3．咖啡具

三十五、机床及工具类

1．金属切削机床：①车床②铣床

③刨床④磨麻⑤镗床⑥钻床(包括台

钻)⑦插床⑧拉床⑨齿轮及螺纹机床

⑩切断机床⑾电加工及超声波机床⑿

其它金属切削机床 2．锻压机械(暂

不包括重型锻压机械)①机构压力机

②液压机③自动锻压机④锻锤⑤锻机

⑥剪切机⑦整形机⑧操作机⑨其它锻

压机械 3．木工机械①车床②刨床

③铣床④锯机③开榫机⑥其它木工机



械 4 ．刃 具、钻 头 5．磨 料、磨 具

6．砂 轮 机 7．量 具、量 仪 、百 分 表

8．机 床 附 件 类

三十六、电机类(船用电机除外)

1．交 流 电 动 机 2．直 流 电 动 机

3．分 马 力 电 机 4．一 般 交 流 发 电

机 5．发 电 机 组 (5 00 千 瓦 以 上)

三十七、轴承类

1．微 型 轴 承 2．0 类 轴 承 类

3．1 类 轴 承 4．2 类 轴 承 5．3 类 轴

承 6．4 类 轴 承 7．5 类 轴 承 8．6

类 轴 承 9．7 类 轴 承 10 ．8 类 轴 承

11．9 类 轴 承 12．关 节 轴 承

三十八、电线电缆类(船用电缆除外)

1．裸 线、 2．电 磁 线 3．布 电

线 4 ．电 力 电 缆 5．控 制 电 缆 6．

通 信 电 缆

三十九、汽车及部分起重运输设备类

1．吉 普 车 2．载 重 卡 车 (包 括 翻

斗 车 ) 3．越 野 汽 车 4．旅 行 车 5．

客 车 6．半 挂 车 7 ．工 具 车 8．油

罐 车 9．冷 藏 车 10．汽 吊 车 11．

叉车

四十、柴油机类(船用柴油机除外)

陆用柴油机(600 马力以下)

四十一、钢材类

1．中厚钢板①一般中厚钢板②

锅炉钢板③造船钢板 2．薄钢板①

一般薄钢板②镀锌铁皮③马口铁④矽

钢片 3．优质钢①优质碳素钢②合

金结构钢③工具钢④高速钢⑤不锈钢

⑥弹簧钢⑦轴承钢 4．钢管①焊缝

管②无缝管③锅炉管④油管⑤套管⑥

钻管(包括钻铤、钻杆)⑦地质管⑧合

金管⑨不锈管⑩钢瓶 5．金属制品

①钢丝②钢带③钢丝绳④其它制品

6．型钢(包括工字钢、槽、扁、角钢等)

7．盘圆 8．铁道器材 9．其它

(包括钢坯、钢锭)

(以上品种包括各种冷轧、热轧、冷拔、

顶锻、挤压等加工方式的一切钢材)

四十二、锅炉压力容器类

①锅炉②气瓶③槽车④贮运容器

⑤反应容器⑥换热容器⑦分离容器

进口商品部分

①、玉米

②、小麦

③、大豆

①、棉花

⑤、黄麻

⑥、西沙尔麻

⑦、纤维素纤维(粘胶、铜氨、醋酸)

⑧、合成纤维(涤纶、锦纶)

⑨、天然橡胶

⑩、纸张

⑾、化肥

⑿、原糖

⑩、鱼粉

⑩、毛皮、制革原料皮革

⒂、绒类(绵羊毛、驼绒、山羊绒)

⑩、钢材类

1．中厚钢板①一般中厚钢板②

锅炉钢板③造船钢板 2．薄钢板①



一般薄钢板②镀锌铁皮③马口铁④矽

钢片 3．优质钢①优质碳素钢②合

金结构钢③工具钢④高速钢⑤不锈钢

⑥弹簧钢⑦轴承钢 4．钢管①焊缝

管②无缝管③锅炉管④油管⑤套管⑧

钻管(包括钻铤、钻杆)⑦地质管⑧合

金管⑨不锈管⑩钢瓶 5．金属制品

①钢丝②钢带③钢丝绳④其它制品

6．型钢(包括工字钢、槽、扁、角钢等)

7．盘园 8．铁道器材 9．其它

(包括钢坯、钢锭)(以上品种包括各种

冷轧、热轧、冷拔、顶锻、挤压等加工方

式的一切钢材)

十七、有色金属类

1．铝锭 2．铝材(包括铝板、铝

带、铝管等) 3．铜锭 4．铜材(包括

铜板、铜带、铜管等)

十八 锅炉压力容器类

①锅炉②气瓶③槽车④贮运容器

⑤反应容器⑥换热容器⑦分离容器

六、商检机构实施检验 的进出口商品 种类表

(1989 年 8 月 1 日国 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发布)

一、进口商品(40 类 148 种)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二、出 口 商品(64 类 333 种 )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本表中加“ * ”标记的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加“ * * ”的自 1990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第一节 报 验

一、报验规定

出口商品生产、经营部门和进口

商品收用货部门和代理接运部门(简

称外贸关系人)，按有关规定向商检机

构申请办理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和

委托检验的手续的过程，称为进出口

商品的报验。

接受报验是商检工作的第一个程

序。

1928 年 12 月 31 日国民政府工

商部公布《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

第四条规定：该规则所列的商品出口

时，应于报验关税前，将商品名称、产

地、品质、数量及起运期限、运往处所

填具详单连同检验费于当地或距离最

近的检验局检验。

1932 年 12 月 14 日，国民政府公

布的《商检法》第九条规定，应施检验

的商品，由商人于输出或输入前向所

在地的商品检验局报请检验。

1954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颁发《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

行条例》。重庆商品检验局于 1954 年

6 月、1962 年 12 月分别制订《报验须

知》、《受理检验暂行规定》。规定出口

商品的报验，原则上应建立在生产厂

检验和经营部门验收合格的基础上，

在成交条件确定、完成生产工序、包装

完整、编批刷唛之后，才接受报验。未

具备上述条件的报验不予受理。

各种检验的申请，报验人必须填

写统一规定的检验申请单(包括出口

商品检验申请单、换证查验申请单、苏

联等国家到货评议申请单、委托检验

申请单等)。

各种检验申请，报验人必须分别

提供以下有关证件和资料：



(1)出口商品报验：合同、信用证

函电、买卖双方谈判记录、生产检验结

果单、非疫区证明书、检疫证明、明细

单、经营验收证明、凭样成交的并提供

成交小样(包括买卖双方签封同意的

或公司向国外发样时制备品质相同的

样品)等。无合同或合同未规定商检的

表外商品，由省级以上的外贸公司提

供有关品质、规格和包装条件证明。

(2)换证、查验：未派驻厂监督检

查人员的查验换证，应提交统一格式

的厂检结果单、非疫区证明书、检疫证

明、明细单、经营验收证明。

(3)进口到货检验报验：原苏联等

国家到货评议和资本主义国家到货检

验，均按国外进口到货验收索赔须知

规定，提供有关证件。

(4)委托检验报验：由报验人自送

样品，凡经他处检验之物品委托复验

者，应提交原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及

验余样品。

(5)出口商品的预验报验：尚无合

同、信用证或暂未成交的出口商品，商

检可以受理预验，在申请单上加盖“预

验”图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受理：①经预验后不能在短期内出运

(一般在两个月以内)；②易腐及品质

易变的商品。

此外，还规定出口商品报验人，必

须是外贸经营部门或其他委托代理的

单位。

1958 年 10 月 2 日外贸部发布

《出进口商品检验工作细则(暂行)》，

第三条规定报验人向商检局申请检验

时，应提供有关合同或资料。第四条规

定对凭样品成交的商品，报验人应提

供成交小样。

随着外贸发展，四川自营出口逐

渐增多，1980 年 12 月重庆商品检验

局制定“报验须知”。根据 1984 年 1 月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条例》，四川商检局重新制订

进出口商品《报验须知》，具体规定如

下：

出口商品报验必须填写“出口商

品检验申请单”，随附对外贸易合同或

售货确认书、信用证及有关单证函电

等，凭样成交的应提供双方确认的成

交小样。报验商品应在生产单位检验

合格、经营部门验收并附厂检结果单

和验收单。如申请重量鉴定，应加附重

量明细表或磅码单。申请集装箱检验，

应加附装箱清单、发票、提单、承担契

约等。

进口商品报验必须填写“进口商

品检验申请单”，并提供对外贸易合

同、国外发票、装运提单、装箱单和进

口货物到货通知单。申请进口商品品

质检验的，还应提供国外品质证明书

(或质保书)、使用说明书及有关标准

和技术资料。凭样成交的，须加附成交

样品。申请验残鉴定，还应提供理货残

损单、铁路商务记录、空运事故记录或

海事报告等证明残损单证。中请数重



量鉴定，应提供重量明细单、理货清

单、装箱单、实货清单等。进口商品经

收用货部门自行验收或由其他单位检

验的，应加附详细验收记录、磅码单或

检验结果单等。

鉴定报验必须填写“进出口商品

鉴定商品单”，根据鉴定工作需要提附

有关外贸合同、国外发票、装运提单、

残损单、重量明细单等有关证明。

委托报验必须填写“委托检验申

请单”，由申请单位自送样品，列明检

验要求，必要时提供有关检验标准或

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只对样品负责，供

报验人了解商品品质、规格、等级等情

况，一般不作为成交或索赔的依据。办

理国外委托报验，应有国外委托书、函

电及托收信用证，并提供检验依据和

有关资料。

1987 年 8 月，四川商检局根据检

验签证工作的实际，对 1984 年制定的

《报验须知》进行了修订，明确了接受

报验的范围、报验所需要提供的单据

资料、不接受报验的原因、报验时间、

商检证书期限等事项。

1989 年 9 月 20 日，国家商检局

发布《进出口商品报验规定》。同年 11

月 28 日，四川商检局根据国家商检局

“关于未获得出口质量许可证的(种类

表内)服装和纺织品不得接受报验的

通知”要求作出补充规定，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起，只有获得出口质量许可

证的服装和纺织品，商检局才接受报

验。

为进一步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

四川商检局决定从 1991 年 5 月 1 日

起对已实施食品卫生注册、登记和质

量许可证(简称“两证”)的出口商品必

须取得商检机构颁发的“两证”；进口

商品必须提供商检机构颁发的进口商

品质量许可证编号，商检机关方接受

报验。

二、接受报验

50 年代初期，接受报验工作由报

验课统一办理。随着外贸申报预验商

品和产地检验商品增多，改为分散报

验，即由检验科室或产地发运站、派驻

生产厂检验员直接受理，执行重庆商

品检验局制订的《报验须知》。在具体

工作中，由于缺单少项、资料不齐、要

求不一致等原因，给检验工作带来一

定影响。

1984 年，四川商检局规定，进出

口商品的报验工作由各检验处受理；

委托检验的报验由检务部门统管。

1986 年 4 月 14 日，四川商检局

下发《进口金属材料检验管理办法》，

实行“四统一”( 统一向商检报验，统

一由商检安排检验，统一由商检出具

检验结果单，统一由商检收费)的管理

办法。同时要求到货后，各收、用货单

位必须持“到货通知单”、合同、发票、

运单、质保单、装箱单、理货单据等向

商检局报验。



1987 年，通过调整论证及各项准

备，四川商检机关于 9 月 1 日起改变

过去由各检验处接受进出口商品报验

的做法，实行由检务部门统一管理、统

一接受报验的做法，同年底除进口汽

车登记和出口生丝报验以外，其余的

报验工作，全部由检务部门统管。

1989 年 7 月，国家商检局下发

《进出口商品检验签证管理办法》，明

确了由检务部门统一管理报验、签证

和计费工作。四川商检机关结合实际，

进一步规范了报验、签证的管理措施。

在特殊情况下，经检务部门同意，检验

部门可以承办某些商品的检验或鉴定

项目的报验、签证放行工作，有关单证

由检务部门统一集中归档。

1990 年，四川商检机关在贯彻

《进出口商品检验签证管理办法》中，

对报验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不符

合注册、登记、许可制度、专管规定的

商品报验，不予受理。同时，对报验人

所提供的信用证、合同及有关单据资

料进行审核，对查出的问题要求报验

人予以更改或注明，并要求报验人提

附的单据必须齐全。

1992 年，本着提高报验工作质量

和效率，方便外贸的精神，四川商检机

关举办 5 期报验员培训班，参加培训

的各类报验单位达 300 余家，计 650

人次。通过培训解决了以往报验中存

在的问题，报验工作进一步规范。

第二节 计 费 管 理

1950 年 3 月第一届全国商品检

验会议确定收费“从值收取，费率最高

不得超过 3‰”的原则，同时决定费率

由各地商品检验局按本地市场价格自

定。重庆商品检验局根据这一原则，制

订了收费办法，报西南贸易部审批后

于 1953 年公布执行(见表 3—1)。

1953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检验费率(额)表



1955 年 1月 29 日对外贸易部颁

发“输出输入商品检验费率表”，并于

公布之日起执行。新颁布的费率表规

定，出口商品最高检验费率不超过

2‰。同年 3 月重庆商品检验局制定了

相应的法定检验费率(额)表(见表 3

—2)。

重庆商品检验局法定检验费率(额)表

(1955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



1957 年 12 月，外贸部对 1955 年

颁布的“输出输入商品检验费率表”又

作了调整。

(1)降低费率的有：

毛类：原费率为 1．5‰，新调整费

率为 1‰；

肉类：原费率为 1．5‰，新调整费

率为 1‰；

蛋类：原费率为 1．5‰，新调整费

率为 1‰；

植物检疫：原费率为 2‰，新调整

费率为 1‰。

(2)提高费率的有：

金属类：原品质费率 0．5‰，新调

整费率为 1．5‰；

合金类：原品质费率 0．5‰，新调

整费率为 1．0‰；

蛋制品类：原检疫费率 0．5‰，新

调整费率为 1．5‰。

(3)金属矿产类和非金属矿产类

合并为矿产品类，新费率为 1．0‰。

1958 年 10 月，对外贸易部公布

《出进口商品检验工作细则(暂行)》规

定，经商检局办理的出口商品的品质

检验和出进口商品的动植物检疫工

作，不收检验费。经商检局委托其它机

关检验的，需要费用时应由报验人负

担。外贸部征得财政部同意，取消了对

出口商品检验收费，但对进口检验费、

公证鉴定费、委托检验费和国外负担

的出口检验费仍照收。

1973 年 11 月 11 日，外贸部商检

局通知各地商检局讨论进出口商品收

费规定，准备对出口商品检验恢复收

费。同年底，外贸部确定恢复出口商品

检验收费。规定，出口商品对外费率按

2．4‰收取，对内费率按价值不同分别

采取：3 万元以下商品收 10 元～30

元，3 万元以上按 1‰收取。进口商品

根据不同品种按 2．4‰～5‰的费率

收取。

1977 年 2 月 5 日，外贸部对进口

商品检验收费办法作出补充规定，凡

经检验不符合合同规定，对外出证索

赔的，均按对外费率收费，计费时按合

同或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计收，即合

同(或标准)规定检验四项、三项、二

项、一项 的，分 别 按 其 商 品 总 值的

0．5 % 、0．4 % 、0．3 % 和 0．24 % 计 收，

最低费额 50 元；经检验合格的，按对

内费率收费，即实际检验四项、三项、

二项、一项的，分别按其商品总值的

0．25 % 、0．2 % 、0．15 % 和 0．12 % 计

收，最低费额为 20 元。

1978 年外贸部对进出口商品检

验、鉴定工作收费作出规定，凡经检验

不合格或合同规定以商检证作为结算

依据而对外出证的进口商品，以及由

国外申请人直接申请或由国外负担检

验费的进出口商品，一律按收费表的

“对外费率或费额”计收检验费，最低

费额均为 50 元。检验费金额应在证书

上注明。进口商品经检验合格不对外

出证的，以及出口商品的检验费由国



内负担的，一律按收费表的“对内费率

或费额”计收检验费。

1980 年 9 月 18 日，重庆商品检

验局对 1961 年 10 月制订的委托检验

费额表进行了修订，并下发执行(见表

3—3)。

重庆商品检验局委托检验费额表
表 3— 3





1983 年 11 月 1 日起，四川商检局对委托检验实行了新的收费标准(见表 3

—4)。

四川商检局委托检验计费表



1986 年 7 月 9 日，为使委托检验收费更为合理，四川商检局对原收费标准

进行了调整，新标准于同年 8 月 1 日起执行(见表 3—5)。

四川商检局委托检验计费表

一、一般商品

注：以上 检 验 凡 使 用原 子 分光 光 度 计、气相 色 谱 等 精 密 设 备者 ，凡属 易 燃 易 爆，有 毒有 害



物质者，每个试样均应增收 30 元(由检验处在结果单稿上注明)。

二、丝类

三、纤维类

1987 年 3 月，由于我省出口生丝

丝价 升 高，标准价 为 53000 元／吨，按

300 公 斤 一批 计，每 批 货 值 为 15900

元，原该商品检验计费额已不适当。根

据外贸部规定，四川商检机关重新审

定出口生丝的检验计费，规定每批商



品总值在 1501 元～20000 元范围内，

不分等级，统一按一个档次收品质检

验费 25 元(土丝、双宫丝同)；商品如

为 10 件一批的，因检验样品成倍增

加，视作两批收取品质检验费；每批商

品重量检验最低收费仍为 10 元；500

公斤一批的出口绢丝，商品总值已超

过 30000 元的应按 1‰的费率收取品

质检验费，其重量检验费不变。

1988 年 1 月 15 日，国家商检局、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联合下发调整后

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收费办法》。

对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工作的费率、

费额作出详细的规定，同时，对进出口

商品检验、鉴定工作计费方法也作了

相应的规定。

同年 12 月，四川商检局对委托检

验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见表 3—6)。

四川商检局委托检验产品收费标准





以上产品如需制样，增收 15 元制

样费，如属危品毒品(指重金属及主含

量两项)，每个样增收 50 元。

1989 年《商检法》实施后，进出口

商品的检验、鉴定工作作了相应的调

整，为此，国家商检局、国家物价局于

1990 年 4 月 6 日联合发文，对新增加

的检验、鉴定等项目的收费标准做出

规定。具体规定(一)商检实施检验的

质量、规格、数量、重量、包装、安全、卫

生等项目，(二)查验，(三)进口成套设

备，(四)鉴定业务，(五)封识管理，

(六)实施产品认证和商检标志，(七)

办理复验，(八)办理免验，(九)办理复

议等项目的费率费额的收费标准。

为贯彻 上述 规定，四川 商检 局

1990 年 5 月 29 日下文，对出口商品

检验费额、凭单换证、封识管理费额、

实施产品认证和商检标志的样品检测

费及鉴定业务收费作了进一步的规

定，并下发执行。

1992 年 5 月 7 日，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重新制定的《进出

口商品检验鉴定收费办法》和《进出口

商品检验鉴定收费标准》。从进出口商

品品质检验、鉴定、安全(卫生)、其它

等四个方面对收费标准进行了规定。

四川商检局检务部门根据报验商品的

合同单价、检验鉴定项目按计费标准

进行计费。



第一节 签 证 种 类

各种进出口商品检验证书、鉴定

证书和其他证明书统称为商检证书，

是对外贸易有关各方履行契约义务和

处理索赔争议具有法律依据的有效凭

证，也是海关通关验放、征收关税的必

要证明。1936 年实业部规定的证书格

式有四种，即输出国外适用者为淡青

色；国内适用者为淡红色(由国外输入

国内之商品)；出口至口岸适用者为白

色；国内转口适用者为淡黄色。以上证

书格式均为三联，由左至右，第一联证

书，第二联报关凭单，第三联存根。输

出国外之证书背面加英译文。检验证

书项目有报验品类、检验结果及发证

日期，由局长、检验处主任及主管组技

正签名加盖局印颁发。除证书外，使用

的单证有：报验单、抽样凭单、检验记

录、稽查单、报请复验单、商品改装报

告单、补发证书请求单、换发证书请求

单、转口报告单、分批报告单、不合格

通知、复验不合格通知。

1940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规定的

商品检验证书分为生丝公量、生丝品

质、蚕种、猪鬃、毛皮类、牲畜、烟叶类、

茶叶等 27 种。检验证书项目有报验品

类、商品种类、标记及号码、件数、净

重、载运船名、出口日期、运往地点、受

货者、检验结果，并规定证书有效期。

1950 年，中央贸易部召开第一届

全国商品检验会议，对证书格式进行

了统一。

1953 年 9 月，外贸部商检局颁发

中英合璧“产地证明书”格式。同年，经

中央对外贸易部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

会研究，同意重庆商品检验局的意见，

在内销成型茶合格检定单上加印藏

文，旨在让藏族同胞能直接了解检验

工作的意义及品质优劣情况。汉藏文



合璧成型茶检验合格检定单自 1953

年 9月 1 日起使用。

1955 年 2 月 15 日，对外贸易部

根据国务院指示，颁布苏联及人民民

主国家到货检验及出具异议书办法，

并附异议书格式与填制程序说明。规

定自 3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1955 年 4 月 12 日，外贸部通知，

根据第七届国际植物保护与植物检疫

会议决定，凡参与会议的苏联及人民

民主国家相互间进出口植物性货物

时，应由出口国家进行检疫工作，一致

签发统一格式的“植物检疫证书”，证

明检疫情况，并自 1956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使用。原中俄合璧证书停止使用。

四川出口柑桔、植物种籽等均出具“植

物检疫证书”。

1955 年 8 月，重庆商品检验局统

一使用规定的新证书(格式 27 种)。

1958 年 10 月，证书格式合并为

一种。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填写品质、

重量等内容，如国外有特殊格式要求

的，也可按国外提出的要求签发。国内

使用的证书格式由各地商品检验局自

行制订，不作统一规定。

1959 年，外贸部商检局决定，自 8

月 1 日起由厂方自行检验的外销商品

使用统一的厂检结果单。

自此，四川转移的出口商品开始

使用统一的厂检结果单。经商检查验

的出口商品，在厂检单上加盖合格检

定章放行。

1960 年 3 月，外贸部商检局制定

统一的放行章、监督检查单、放行单及

厂检监督检查章、结果单格式，自 5 月

10 日起使用。

1967 年 10 月 15 日，外贸部商检

局决定：对朝、越、蒙进口到货需出证

索赔的，不再签发“异议书”，一律改用

通用证书格式。可不再组织评议小组

评议。

1977 年，外贸部商检局规定证书

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1)证明品质、规格，适用品质检

验证书。

(2)证明重量，适用重量检验证

书。

(3)证明数量，适用数量检验证

书。

(4)证明动物产品或食品检疫，适

用兽医检验证书。

(5)证明供食用动物产品、食品卫

生检疫及人发等，适用卫生、健康检验

证书。

(6)证明动物产品及食品消毒，适

用消毒检验证书。

(7)某些需要证明商品产地的，适

用产地证明书。

(8)某些需要证明商品价值的，适

用价值证明书。

(9)证明残损商品，适用残损检验

证书。

(10)证明其他检验、鉴定工作的

检验证书，包括验仓、监装、重量、水尺



计重、容量计重、流量计重、仓口监视、

载损鉴定、载损验残、载损衡量、积货

鉴定等。

其他证单：检验情况通知单、不合

格通知单、放行通知单、放行单。

1981 年 8 月，国家商检总局下达

新的证书格式 10 类 16 种，各种证书

由五个部分构成：

(1)局名头：包括局名、局徽、地

址、电话、电报挂号。

(2)证书种类名称：包括正、副本

字样，合同、信用证规定或申请要求的

单项或合并证书名称，并附证书号码

和签证日期。

(3)商品识别部分：主要由报验人

申报时填写，能证明本批次商品的有

关项目，如发货人、受货人、商品名

称、报验数量、标记号码、运输工具、发

货口岸、目的港等。

(4)检验、鉴定结果和评定结论部

分：这是商检局检验鉴定工作的结果，

是要负证明责任的主要部分。

(5)签署部分：包括检验日期、地

点、签证公章和签署人的签名。

1984 年 7 月 1 日，国家商检局规

定新的证书格式，共分 8 类 18 种格

式，即进口、出口检验证书，兽医、卫生

(消毒、健康)证书，产地(包括普惠制

产地)证书、公证鉴定证明、丝类证书

以及其他各种专用证书等。国内单证

格式 7 种即放行单、检验合格检定单、

检验不合格通知单、检验情况通知单、

委托检验结果单、出口商品检验结果

单、进口物资检验结果单等。

1990 年，四川商检局发出通知，

根据国家商检局《关于统一五种内部

单证的通知》规定，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新的进 口商品检验申请单、

出口商品检验申请单、出口商品预验

申请单、进口商品原始检验、鉴定记录

(首页)和出口商品原始检验、鉴定记

录(首页)。并规定各类商品的原始检

验、鉴定记录仍继续作为附页使用。

到 1992 年，四川商检局对外签发

的商检证单类别为：进口索赔证书、出

口品质证书、出口数量证书、出口重量

证书、出口兽医卫生证书、换证凭单、

放行单、检验情况通知单、检验结果

单、不合格情况通知单、一般原产地证

书、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等 12 种。

第二节 签 证 管 理

一、规定

1935 年 6 月，国民政府实业部规

定，商品检验证书，由局长、检验处主

任及主管组技正签名，加盖局印颁发。

当时，因国外不承认我商检证书，只能



用作国内通关，不能在国际贸易上发

挥应有的证明作用。

1953 年 1 月 12 日，外贸部商检

局规定，对外签发产地证，必须属于法

定检验范围内之商品或申请品质鉴定

之商品，方可签发该项证明书。1956

年又通知，对西方国家出口商品的产

地证可由输往国驻华领事馆签发；商

检局只签发对外合同或信用证中有要

求的部分。

1956 年，外贸部商检局为维护我

国商检工作信誉，慎重对待对外索赔

检验证件，克服当时在核签索赔证件

时的混乱差错现象，避免在国内外引

起的责难和纠纷，对审核签发手续作

出规定：

(1)涉及向国外索赔的检验证件，

一律由主办检验室主任或公证鉴定科

科长负责审核签发。关系其他科室的

问题，一定要共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

后，再对外签发。

(2)向国外索赔的检验证件，属于

案情复杂或索赔数额与损失折价比率

较大，易地检验或委托其他机构检验

等情形之一的，由室主任或科长召集

有关组长及经办人员讨论决定后签

发。

(3)向国外索赔的检验证件，属于

原检验结果与商检局审核评定意见不

一致或较为重要复杂的特殊案件，意

见难以一致的，由室主任召集会议讨

论后报告局长决定签发。

1958 年 10 月 2 日，外贸部制订

《出进口商品检验工作细则(暂行)》规

定，经检验发证的商品，应在商检局规

定的限期(一般商品为两个月，鲜果

类、鲜蛋类为两星期)内出口，在限期

内不能出口的，由商检局发给检验单，

在出口时申请换发证书，商检局可根

据商品情况，予以换证或重检。

1959 年，外贸部商检局通知，对

苏联出口冻猪、牛、羊肉签证，应根据

苏方要求及参照过去签证内容进行签

证，停止使用公式化的签证方法。对其

他国家和其他商品，也要避免公式化

的签证。

1967 年 2 月，外贸部商检局制订

《内地进口商品对外签证保密暂行规

定》。根据这一规定，重庆商品检验局

除对西方国家进口易地检验商品可按

现行办法代签进口卸货口岸商检局证

书外，以后遇有需要签证的进口商品，

可代签武汉商品检验局证书。

1970 年 2 月 15 日，外贸部第四

业务组通知，进口商品证书编号使用

代号。重庆商品检验局代号为 15。具

体使用办法是冠在证书编号×字第×

号前面。如重庆商品检验局为“15 字

第××号”。

1975 年，外贸部商检局通知，为

了掌握进口检验对外出证索赔情况，

各局进口检验证书副本要抄报外贸部

商检局备查。

1977 年，外贸部商检局印发《检



务工作细则》规定，经商检局检验合格

的或需经到货地商检局汇总出证的商

品，一律签发“检验情况通知单”。需要

对外索赔出证的以及合同规定以商检

证为结算依据的，应签发中文加注译

文内容证书。经检验合格或同意换证

的出口商品，应按规定签发检验证书。

国外不需证书的，“种类表”内商品需

签发放行单，或在出口货物明细单上

加盖放行章；对预验的出口商品，在本

局辖区内出口的，凭预验结果证明换

证。需在其他口岸换证的出口商品，经

发运地商检局检验合格后，发给“检验

合格检定单”。凭厂检结果单换证的出

口商品，经商检局查验合格的，在厂检

单上加盖“检验合格检定章”。商检局

签发的检验证书，均以局长、主任、兽

医的印章对外签证。一般均不接受国

外客户提出手签证书的要求，个别国

家坚持要手签者，一般须经外贸部商

检局同意后办理。重庆商品检验局签

证使用局长、主任、兽医印章，对外尚

无手签证书。证书文种使用范围：对朝

鲜、越南、蒙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及港澳地区，一般签发中文内容的

证书(对港澳的兽医、卫生证用中英文

签发)；对苏联一般可签发中俄文内容

的证书；对法国签发中法文兽医、卫生

证；除上述范围外用中英文签发。

1981 年 8月，国家商检总局制订

《签证管理办法》。强调商检局所签发

的各种进出口商品检验证书、公证鉴

定证书和证明书，是全部检验工作和

管理工作的反映，体现检验工作成果

和检验技术水平，代表商检局对外作

出证明的涉外文件。每种检验证书和

证明工作都必须在检验结果准确可

靠、评定结论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使用

明确的证明语言，表明商检的证明态

度和独立负责精神，以提高证书的可

信性、增强证书的说服力。对外签证必

须符合我国的法律法令、对外贸易方

针政策、商检条例及有关规章制度办

法的规定，明确局长、签证处(科)负责

人、检验室主任、检验、鉴定人、主任检

验员、主任兽医、主任鉴定人以及其他

签证人员的职责权限。对进出口检验

证书文字和文本规定：出口检验证书

一般用英文签证；进口索赔、结算证书

一律使用中英文合璧证书。核签制度

规定：进口商品经检验合格的，由检验

员签字，主任检验员审签；不合格向国

外索赔的证书，一律由主办检验或鉴

定的室主任负责审核后，主任检验员

或主任鉴定人签发；案情重大的由室

主任审核提出意见报告局长核定，由

主任检验员或主任鉴定人签发。

同年 9 月 1 日，国家商检总局对

证书格式作出规定，签发证书一律采

用手签而不用名章。国外所需证书，需

由签发人逐份手签；国内有关部门留

存副本可不签字，但必须有公章。根据

上述规定，四川商检机关于 1982 年 1

月 14 日确定，由局领导授权 55 人任



主任检验员、主任鉴定人、主任兽医，

担任首批证书手签人，对内负责审核

签署检验员填制的检验结果单／鉴定

报告和证稿，对签证商品的抽样方法

和检验方法的正确性负技术责任，并

对所签发证书质量负直接责任。

1982 年 3 月，国家商检总局发出

修改《签证管理办法》中的合并证书条

目的通知，将该办法第二十三条修改

为，进口商品的品质问题、重量问题和

致损原因属于不同索赔对象的残损短

少问题，必须分别出证，不能合并出

证；出口商品的兽医、卫生、消毒、产

地、来源、价值、品质、重量、数量、包装

等检验鉴定工作项目，因目的要求和

使用的对象不同，除国外信用证指明

要求合并证书者外，必须分别出证，不

能合并签发。

1983 年，四川商检局发文规定，

凡遇有收用货单位依靠买卖双方协商

解决索赔的和超过有效索赔期的，一

律不予办理补证手续。

1984 年，国家商检局下发《进出

口商品检验签证管理办法(试行)》和

《关于签证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11

月 15 日，四川商检局对《进出口商品

检验签证管理办法》作出补充规定并

下发执行。12 月 27 日，四川商检局下

发《委托检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委托检验和签证由检务部门统一管

理。

1985 年 12 月国家商检局规定，

不是在我国进行加工和制造的商品或

进口国对我国有配额限制的转口和过

境贸易商品一般不再签发产地证书。

1987 年 1 月 1 日起，商检证书编

号均以商检机构代号，即按国家标准

G B4657—84 和 G B2260—84 规定办

理。四川商检局为 5100，成都商检局

为 5101，南充商检局为 5129，万县商

检局为 5122。

1989 年 9 月 1 日，国家商检局颁

布《进出口商品检验签证管理办法》，

主要规定是：证稿拟写要正确简练、意

图明确、用词恰当、文字通顺。证稿和

委托检验结果单，要由检验员签字，主

任检验员或主任鉴定人审核签发，签

发证书采用手签或者手签章。

1992 年 4 月 5 日，国家商检局对

签发出口动物产品兽医、卫生、检疫证

书作出规定：(一)检疫协定、合同、信

用证没有注明分证条款的，动物性出

口产品经检验、检疫合格后签发兽医／

卫生／检疫抬头合一的检验证书。证书

的证明部分必须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畜(禽)来自安全非疫区；经兽医宰前

宰后检疫健康无病；加工、包装、储藏、

运输等合乎卫生要求；适合人类食用。

对如合同、信用证要求单独出具证书

的，应按要求分别出具兽医证书、卫生

证书、检疫证书。(二)凡出口到我国签

有双边检疫协定的国家的动物产品，

在签证时应注明宰前、宰后疫病情况。



二、管理

1949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设立报

验课，后改为检务科，专管进出口商品

报验、扦样、签证统计、计费等工作。随

着外贸形势的发展需要，为了适应内

地点多面广，产地分散的特点，1958

年由局集中发证改为下放到科室签

证，出口商品谁检验谁签证。进口商品

批量小，指定谁办谁签证。生丝证书在

丝检科配有专人审核签证放行。上述

签证方法虽方便生产、经营部门，有利

于外贸及时发运出口，但造成全局检

务管理薄弱，无专人统管，有的证单审

核不严，也有空白证单交生产、经营部

门代签代发，差错时有发生，证书归档

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

1959 年 5 月，为了加强证单的管

理，避免证单散失、浪费及使用不当等

情况发生，重庆商品检验局制订《商检

证单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专人负责管

理，建立领用登记制度，按月清理使用

情况，并负责对产地工作组和驻厂检

验员使用证单情况进行核查。

1974 年，进口商品逐渐增加，重

庆商品检验局决定进口商品检验工作

划归工业品检验室管理，规定由该室

统一审签索赔证书，并建立了签证、归

档制度。

1976 年，外贸部商检局通知，凡

有条件的地方，检务部门应设专人负

责把好审证关。

1977 年全国检务会议提出，建立

专门机构管理检务工作，会议制定了

检务工作细则，规定了检务职责、任务

及接受报验、签证放行、计费等统一做

法。

1978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根据商

检任务的需要，成立检务科技室。从此

有了专门机构统管签证放行工作。由

于建立健全了检务工作制度，使进口

签证不误索赔，出口签证不误结汇。

1980 年 3 月，重庆商品检验局制

订《证单签发保管办法》，规定证单使

用范围、证单审核签发、制证保管等事

项。同年 9 月，又制订“进出口商品检

验证书稿”，全局统一使用，以加强证

书管理，做到各负其责，层层把关。

1981 年，根据国家商检总局颁发

《签证管理办法》，四川商检机关建立

严格的签证管理责任制，对制证、出

证、换证、内部审核手续作了补充规

定，要求商检人员亲自到场，减少凭单

换证；进口商品需要出具索赔证，均应

到现场亲自复验；对过去未验但又属

于法定检验和合同规定必须商检的出

口商品，换证需经处长同意，个别特殊

情况换证，报局长批准；监督管理商品

需换证，由处长审批。自此以后，商检

自验率提高，凭单换证下降(见表 3—

7)。



出口商品检验情况

1986 年 8 月 1 日四川商检机关

开始使用自拟的“检验签证流程单”。

从接受报验到扦样、检验、出证(包括

审证、翻译、制证、校对等)等，各环节

都在有时限的规定下进行，每月统计

一次各种商品检验签证流程时限，有

效地促进了检验签证周期的缩短。

1987 年 8 月 6 日，四川商检局为

加强检务工作管理，修订了六个管理

办法，即《检务工作联系制度》、《证书

拟稿须知》、《检验签证流程管理办

法》、《空白证书管理办法》、《检验签证

差错管理办法》、《检验样品管理办

法》，并下发执行。同年 9月，改变过去

多年来由各检验处接受进出口商品报

验工作的作法，改由检务部门统一对

外接受报验，重新拟定了报验、扦样、

检验、签证三合一格式的流程单，从 9

月 1 日起执行。

1988 年 11 月 8 日，根据国家商

检局有关规定，四川商检机关实行 了

“检验签证流程管理报表”月报制度，

掌握了全川检验签证流程情况。

1989 年 3 月 15 日，针对连续发

现伪造商检生丝证书和进口车辆检验

证明的情况，四川商检局对 1987 年发

布的《空白证书管理办法(试行)》作出

补 充规 定：(一)负责生丝签 证的 局

(处)，必须立即落实专人(或兼职)专

柜管理生丝空白证书，建立领用核销

制度，每月登记库存数、实用数、废证

数、抄检务处备查。(二)负责汽车检验

的局(处)，亦必须立即建立进口车辆

检验证明的保管使用制度。

同年 9 月 22 日，四川商检局结合

贯彻国家商检局《进出口商品检验签

证管理办法》和《商检证单及签证印鉴

管理的规定》，拟定了有关报验受理、

签证放行、空白商检证单及签证印鉴

管理、报验签证流程管理，管理办法的

执行等五个方面的补充规定。以前的

签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同时作废。

1990 年，四川商检局除严格执行

《商检证单及签证印鉴管理规定》以



外，结合四川实际，制定了九条具体实

施办法。对空白证单及印鉴确定了专

人、专库、专柜存放。并分别建立了空

白证单总台账和领发账。对检务处制

证用的证书，规定当日领取当日核销。

其使用数、报废数当日清点登记，定期

销毁。对产地发证的，须由有关检验员

填写“证书领用申请单”，检验处长签

字后，报请检务处长批准方能领取，发

证后及时核销。对前次领用的证单未

核销的不能再领用新的证单，有效地

堵住了漏洞。

1991 年 2 月，四川商检局下发了

《检验、签证差错管理办法》、《检验、签

证周期流程管理办法》及《空白证书管

理办法》，使检务管理工作更加规范

化、制度化。

1992 年，四川商检局下发了新的

《检验签证流程管理办法》，并对外公

布了《检验签证周期流程时限表》(见

表 3—8)，以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鉴

定)签证工作的管理，加快检验签证速

度，缩短周期，提高检验签证工作质

量，使商检内部工作流程规范化、程序

化。

四川商检局检验签证周期流程时限表



三、签证专用印章

1935 年 6 月，国民政府实业部规

定，检验证书由局长、检验处主任及主

管组技正签名，并加盖局印后的才有

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年

使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重庆商品

检验局”签证方印。

1953 年对外贸易部通知启用“中

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重庆商品检验

局”签证方印，原章停用。同年 6 月，启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重庆

商品检验局”签证圆印，原章停用。

1968 年 11 月，经重庆市革 命委

员会批准，成立重庆商品检验局革命

领导小组，启用公章，原局章只限对外

签发商检证书有效。

1973 年 5 月，启用“中华 人民共

和国重庆商品检验局”印章(不冠对外

贸易部字样)。使用军代表赵贵生、张

殿臣印章签证。

1976 年 10 月，先后启用革 命领

导小组组长吴舒泽、副组长乔德昌印

章签证。

1982 年 7 月，重庆商品检验局更

名为四川商检局，使用主任检验员、主

任鉴定人、主任兽医手签章，停止使用

局长、主任印章签证。

1984 年 7 月，正式启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四川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中

英文对照签证专用章。

1987 年，重庆海关、四川商检局

联合发文规定，经商检局签发的进口

索赔检验证书，海关凭盖有“进口货物

通关之章”的副本通关。

1988 年 12 月，四川商检机关对

出口商品检验放行启用“放行之章”及

“此份证书副本仅供国内通关”字样的

胶皮图章。

1989 年 12 月 16 日，四川商检机

关根据国家商检局文件精神，启用新

的出口商品放行通知单、出口商品检

验换证凭单及其附页。明确新的放行

单上不再盖“放行之章”。现用的放行

章、封样章、校对章、证明产地专用章、

证明发票专用章继续使用。

1990 年 8 月 1 日，四川商检机关

启用“四川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机动车

辆检验专用章”，原“成都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机动车辆检验专用章”作废。

1992 年，启用新的放行章，全称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放行章”，删去当时放行章中的

“之”字。新章为铜章，其直径 42 m m，

与签证章规格一致。该章用于出口商

品放行单和出口商品报关单。放行单

上不再使用中英文对照的签证章。



第一节 一般原产地签证管理

出口商品的产地证明书，是世界

各国实行进口贸易管制和配额管理的

一种手段，又是海关凭以核定减免进

口关税的有价证件。许多进口国海关

对产地证的审查十分严格，没有产地

证或发现证明内容不真实、签证手续

不完备的，就退证、拒付或不准货物通

关入境。不少出口国家和地区，也十分

重视产地证书的签发管理工作，订有

严格的管理法令和制度，把它作为争

取享受优惠，增收外汇，扩大出口，发

展外贸的一个重要管理制度来对待。

产地证的签证机构，按照国际惯

例，一般要求由进口国驻出口国的使

领馆签发或认证，或是由出口国官方

公证鉴定机构与商会团体签发。

1935 年 4 月 2 日，实业部公布

《货物产地证书签发规则》。共计 8 条。

该规则依据化简关税税则国际公约第

11 条的规定制定。明确货物产地证书

以实业部商品检验局或检验分处为主

管签发机关，未设检验局或检验分处

之地，由海关监督签发，无监督者由税

务司代签。其签发过程为，出口商就近

到主管签发机关领取请求单，自行逐

项填明并呈验货物提单发票或其他证

明文件(如货物原产地商会或同业分

会的证明书)连同证书费呈缴，经签发

机关核实无误，签发货物产地证书。此

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国

家要求由他们驻中国使领馆签证。由

于我国外贸部的坚持，先后争取到由

商检局和贸促会对外签证。“文化大革

命”期间，商检局和贸促会的签证下作

受到冲击和削弱，各外贸公司相继采

取由公司在发票上申明产地的做法，

以联合发票取代产地证书，引起 一些



国家拒收公司的联合发票，或拒付货

款，增加了外商进口或转口我国商品

的困难。

1981 年 11 月国家商检总局派员

去香港考察，港商及我在港合资企业

反映：由于我们有些公司以联合发票

代替正式产地证书，我出口商品经香

港转口时，他们不得不再花一笔钱在

香港申请商会换发“中国出产制造”的

产地证书或转口证书，影响他们及时

转运和结汇，强烈要求由商检局和贸

促会签发正规的产地证书。

为改变这种状况，以便出口商品

能够顺利通关过境，保证及时安全收

汇，1982 年 2 月 20 日，国家商检 总

局、中国银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出口商品产地

证书签证管理的联合通知”，决定凡进

口商要求出具一般产地证书的，除信

用证特殊规定允许使用联合发票者

外，均应按照目前作法申请商检局或

贸促会签发正式产地证书，不能再以

公司自行申明产地的联合发票代替产

地证书；否则，银行将拒绝接受。

四川商检机关从 70 年代后期开

始签发原产地证书。到 1986 年以前，

签证工作是经过检验部门审查拟稿再

送检务部门办理的。从 1986 年起，改

为由检务直接办理。1990 年 5 月，国

家商检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商检机

关自 1990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按签发

产地证统计表(X W O 212)要求进行统

计，以加强对一般产地证的管理。到

1990 年底，由四川商检局和四川省贸

促会签发原产地证书，四川省外经贸

委贸管处对欧共体签发纺织品原产地

证书。“七五计划”期间四川商检机关

共签发 3500 份原产地证书，签证国别

和地区主要有香港、新加坡、日本、美

国、欧洲共同体国家。主要签证商品

有：丝绸类、猪里革、罐头、猪鬃、羽绒

及羽绒制品、肠衣、芸豆、硅铁、盐湿

皮、原料皮等。1990 年，四川商检机关

签 发原产地证书 492 份，签证 金额

1947．43 万美元。出具原产地证书的

出口商品总值约占四川省当年出口总

值的 2．4 % (重庆除外)。该年，在四川

商检机关办理原产地证书的有 60 家

出口企业。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启用国家商

检局下发的新的签发一般原产地证书

统计表。同年 3 月 7 日，李鹏总理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

则》。该规则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

货物原产地证明书(以下简称原产地

证书)是证明有关出口货物原产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证明文件，由国家

商检部门设在地方的商检机构、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分会以及国

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

机构，按照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

门的规定签发。为配合原产地规则的

实施，4 月 1 日，对外经贸部李岚清部

长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



产地规则实施办法》。该办法对签发机

构、申请资格、申请与签发及处罚作出

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为做好原产地规则贯彻执行工

作，1992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全国

商检系统原产地证书工作座谈会在成

都召开。全国 34 个商检局的 67 名代

表讨论了原产地规则的重要意义，研

究了如何贯彻落实和加强一般产地证

签证工作的具体措施。会后，四川商检

机关本着“大力宣传、切实贯彻、优质

高产、服务外贸”的原则，及时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一)召开四川商检

机关原产地证工作座谈会，就原产地

证的具体签证事宜作出统一部 署。

(二)四川省外经贸委、四川商检局、省

贸促会于 4 月 29 日联合举办省级外

贸单位原产地证申领员培训班。(三)

四川商检局、成都市外经贸委于 5 月

7 日联合举办市级外贸单位(包括出

口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原产地申领

员培训班。

1992 年 5 月 1 日起，四川商检机

关按照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办法对外

签证。5 月初至 6 月底，共签证 51 份，

金额 403．01 万美元。截止年底，已对

50 家工厂进行了原产地证注册登记。

第二节 普惠制原产地签证管理

普遍优惠制(G E N E R A LIZ E D

S Y S T E M O F P R E F E R E N C E S)，简

称普惠制(G ．S．P)。普惠制是发达国

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

成品(包括某些初级产品)普遍的、非

歧视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

普惠制的目标是：(1)增加发展中

国家出口收益；(2)促进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3)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率。

其作用是由于给惠国实行减、免

关税产生的差额，使受惠国出口商品

的价格具有更大的竞争能力，吸引进

口商购买更多的受惠产品，从而扩大

了受惠国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工业化。

我国正式接受对外签发普惠制原

产地证书是在 1980 年。

1978 年 10 月至 1979 年 10 用，

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士等四国

先 后决定给予我国“普遍优惠制”待

遇。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在 1979 年 7 月

宣布从 1980 年 1 月 1 日起给予我国

“普遍优惠制”待遇。

1979 年 10 月 7 日 外 贸部 发出

“关于抓紧学习和利用‘普惠制’的通

知”，决定从 1979 年 12 月 1 日起，凡

属给惠国规定必须由官方机构签发产



地证者由外贸部商检局负责凭公司的

申请填报，办理签证工作。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会不再出具“普遍优惠制”产地

证。

为做好普惠制签证管理工作，保

证对外签证符合给惠国有关规定，使

我国出口商品在给惠国顺利通关，获

得减免关税的优惠待遇，1979 年 9 月

外贸部商检局在郑州召开普惠制会

议。会后，四川商检机关对会议精神作

了认真研究，并在中层干部和主要业

务技术人员中作了传达，为宣传普惠

制知识，又派员到外贸部门为有关人

员讲课。同年 11 月对四川省外贸系统

和有关单位发出了实行普遍优惠制待

遇申请产地证书的通知，同时寄送了

申请书、填表须知及中国自印的格式

A，并规定办理普惠制产地证书，申请

人必须正确填写申请书各栏详细内

容，特别是对于使用了进口原料而制

成的出口商品，必须按规定填明，以保

证其真实性，以免被给惠国查出虚假，

追究法律责任，取消享受普惠制资格，

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损失。同年 12

月完成了《普惠制原产地规则概要》一

书英译汉的翻译工作。按照规定向已

宣布对我国实行普惠制待遇的 19 个

给惠国(即：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

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

丹麦、希腊、挪威、芬兰、瑞典、瑞士、奥

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

本)办理机构公章及确定 3 名签证人

员手签字迹的证书样本注册手续。

我国正式接受对外签发普惠制原

产地证书是在 1980 年。同年 5月四川

商检机关正式开始签发普惠制原产地

证书，主要有土产进出口公司中药材

和竹制品及畜产进出口公司裘皮大

衣。7 月国家商检总局在武汉召开普

惠制会议，下达四川商检机关编写《中

国利用普惠制》一书的二、三、四章节

的任务，四川商检机关组织检务人员

按时完成任务。10 月至 11 月，为培训

外贸公司签证人员，组织编写 7 期普

惠制基本知识简介。11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成都由四川省外贸局举行全省普

惠制学习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外

贸局、省级进出口部门负责人、业务

员、制单人员及银行有关人员。会上四

川商检机关介绍了全国利用普惠制的

情况，讲解了原产地要素和各国方案，

组织学习国家商检总局下发的普惠制

签证管理办法。这次会议，宣传了普惠

制内容，使外贸生产经营部门了解普

惠制对我国的好处和如何利用普惠制

以及申报的办法，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目的。

该年，四川商检机关派员参加了

在上海举办的欧洲共同体代表团的讲

座、在青岛举办的联合国贸发会代表

团的讲座。

为了适应新工作，四川商检机关

当年初步建立了申报、登记、签证、统

计、档案保管等办事程序和管理制度，



证书的审签及对外咨询均指定了专职

人 员。当 年 共 签 证 37 份，总 金 额

53．34 万美元，签证国别 5 个，受惠的

出口商品 7 种，申报的外贸公司 3 个。

1981 年，四川开展自营业务，直

接成交有所增加。四川商检机关为配

合外贸交易会成交的需要，根据四川

出口商品种类，按各给惠国受惠减免

税率情况，整理出 81 类 194 种给惠商

品，为外贸提供利用普惠制的便利条

件。同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受国家商

检总局委托在重庆筹办五省市普惠制

讲座，由英国普惠制专家斯托威尔讲

授。7 至 9 月，签发 6 批青紫蓝兔皮大

衣，输往英国。英国海关来函查询货物

是否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经

查核复函确认。全年普惠制签证共计

297 份，总额为 1081．8 万美元，占外

贸直接出口额的 15．45 % 。签证的给

惠国有 14 个，其中签证数日本、联邦

德国最多，金额以联邦德国居首。

从 1982 年 2 月 1 日起，成都商检

处对外办理普惠制签证业务。该业务

的开展方便了成都省级出口公司申报

普惠制签证工作，解决了报验、签证存

在的单证不齐或制证有误、频繁的函

电往来等困难。商检局在签证工作中

坚持严格审证，对不符合普惠制给惠

国方案的，不予签证。对含有进口成分

非原产地出口商品，坚持申请人提供

详细证明，同时派人到厂核实后才予

签证。在证书质量方面，除内容准确

外，证面清洁美观，做到少盖或不盖校

对章，盖校对章的证书不超过签证数

量 10 % 。该年 9 月 13 日，国际海关 D

分区五支局来函查询四川省轻工业品

出口分公司输往英国的手工刻花玻璃

器皿是否属于中国原产。10 月 4 日，

经凋查核实确认中国出产并回函。同

年 12 月 1 日起，《国家进出口商品检

验局普惠制产地证明书签证管理办

法》付诸实施。该年共签证 547 份，比

上年增加 84．2 % 。

1983 年共签证 736 份，比上年增

加 34．5 % ，主要对日本、联邦德国签

证。

1984 年共签证 1069 份，比上年

增加 45．2 % ，签证金额增加 53．3 % ，

其中重庆增加较快，签证量及受惠金

额分别增加 162．6 % 和 182．3 % ，对日

本、联邦德国签证金额最多，分别占

36．5 % 和 32．4 % 。

1985 年共签证 1320 份，总金额

4389．45 万美元，比上年签证份数增

加 23 % ，申请公司 18 个，以化工、畜

产品为多，分别占签证总额 26．1 % 和

21．4 % 。该年，四川商检机关为加强普

惠制的利用，在广州秋季交易会前组

织出口公司业务人员学习普惠制知

识，并介绍有关商品税则号和减免关

税情况，使公司了解自己所经营商品

的受惠情况，在对外谈判签约时能够

充分利用这一优惠制度。

1986 年四川省土产、畜产、化工



进出口公司普惠制签证增加较多，利

用普惠制积极性也进一步增强。各公

司均普遍反映使用普惠制，对扩大出

口、开拓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同年

5 月，法国尼斯地区海关查询成都商

检局签发的 85239 号证书真实性和合

法性，7 月 22 日经核实证书符合给惠

方案并及时回函。该年 9 月商检举办

普惠制学习班，有关出口公司均派员

参加学习，学习班上，总结了上半年利

用普惠制及签证情况，组织学习普惠

制知识，介绍了利用普惠制事例，对填

制普惠制证书做了进一步的要求。

1987 年，国家商检局下发了《处

理给惠国对普惠制产地证退证查询的

管理规定(试行)》、《对普惠制项下出

口受惠商品的原产地调查及填制调查

卡片和受惠卡片的规定(试行)》及《普

惠 制签证管理 人员职责和 要求 (试

行)》三个文件，加强和规范了普惠制

签证管理工作。该年，四川商检机关共

对 21 个给惠国签证 2757 份，比上年

增加 25．6 % ；总金额 9438．3 万美元，

比上年增加 19．9 % 。受惠的出口商品

发展到 200 多个，主要是农产品、畜产

品、化工医药、金属材料、轻工纺织品

等。申请的出口公司有工贸、技贸、外

贸等 41 个进出口公司。该年四川商检

机关先后收到意大利、英国等海关发

来的四次查询件(非例行查询)，相应

进行了核查。

1988 年 6 月 11 日，国家商检局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惠制签证管

理工作的通知》，对外国商人直接申请

普惠制证书、异地申请普惠制证书，对

采用加工标准的给惠国如何在第八栏

填写原产地标准，对在我国生产的产

品使用外国商标的签证掌握、退证查

询工作以及搞好对“三资”企业和“三

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

配和补偿贸易)业务产品的普惠制签

证工作进行了明确。

该年四川商检机关接受申请办理

普惠制签证的出口商品有畜产、工艺、

土产、医药、纺织、丝绸、机械、五金矿

产、轻化工等类 140 多种，向 20 个给

惠国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 3667 份，受

惠商品总值 14402 万美元，签证份数

比上年增加 46，97 % ，受惠商品总值

比上年增加 52．59 % ，其中：含有进口

原材料成分的受惠商品仅占签证份数

的 7．55 % ，占总受惠金额的 6．50 % 。

1989 年 9 月，国家商检局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遍优惠制原产地

证明书签证管理办法》，明确普惠制产

地证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证明文

件。我国普惠制产地证书签证工作由

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负责统一管

理，由国家商检局设在各地商检局及

其分支机构负责签发。对需要香港签

署“未再加工证明”的普惠制产地证

书，经给惠国确认，国家商检局委托香

港中国检验有限公司负责签署，并对

普惠制的注册和申请、制证、签证、调



查、惩处作了规定。该办法于 9 月 1 日

起施行。1982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普

惠制产地证明书签证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该年四川商检机关办理普惠制产

地 签 证 4390 份，受 惠 商 品 金 额

17934．8 万 美 元，分 别 比 上 年 增 加

19．72 % 和 24．53 % 。受惠商品主要有

丝绸、丝绸服装、纺织品、全棉服装、羽

绒制品、皮革及制品、化工、医药、土产

品、矿产品和各类工农具产品。这些受

惠商品中，含有进口原材料成分的商

品占签证总份数的 8．95 % ，占受惠金

额的 6．92 % 。输往欧共体的受惠商品

占签证总份数的 56．86 % ，占受惠金

额的 50．77 % 。

1990 年，四川商检机关举办了普

惠制学习班，向有关单位宣传专业知

识和签证要求，并对申请签发普惠制

证书的各出口单位进行重新登记。全

年 共 签 证 4979 份，受 惠 商 品 金 额

38915 万美元，签证份数和受惠商品

金 额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加 13．42 % 和

116．98 % ，其中对德国和日本两个给

惠国签发的证书总量和商品总额超过

了签证总量和总额的 50 % 。出口受惠

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皮革制品、羽绒制

品、中药材、化工、医药品、铁合金、棉

纺织品、各类服装等，电子、机械等工

业品虽比往年有所增长，但所占比例

仍较小。受惠商品中含有进口原材料

成分的占总签证份数的 9．64 % ，占受

惠商品总额的 4．99 % 。9 月 28 日，国

家商检局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遍

优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签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新的单证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和启用。

1991 年，为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

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商检

局于 10 月 16 日下发《签发旅游零售

商品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的管理规定

(试行)》。

全年四川商检机关向 21 个给惠

国办理签证 5762 份，受惠商品金额

24514 万 美 元，签证 数 比 上 年 增 长

15．73 % ，受惠 商品金额比 上年减 少

36．86 % ，按平均减免关税 10 % 计算，

四川出口贸易全年获得减免关税约

2451 万美元的经济效益。该年有 60

家外贸单位在四川商检机关正式登记

注册，其中 10 家为“三资”企业。主要

受惠商品有服装、畜产品、医药和化工

产品。含有进口原材料成分的商品主

要是羽绒制品、医药和少量轻工产品。

该年，共收到三次普惠制国外海关查

询。

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共签发普

惠制证书 7150 份，签证金额 30692 万

美元。主要给惠国是日本、德国、荷兰、

意大利、法国等。

从 1980 年实 施普 惠 制到 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共签证 34906 份、总

金额 158637．85 万美元，按 平均减免

关税 10 % 计算，四川出口 贸易共获得



减 免 关 税 约 15863．79 万 美 元 的 经 济 效 益 (见表 3— 9)。

1 980 年～1 992 年 普惠制 原 产地签证统 计表




	概况
	第一篇  机构、体制与职能
	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早期机构
	第二节  重庆商品检验局
	第三节  四川商检局
	第四节  分支机构

	第二章  体制、职能
	第一节  体制
	第二节  职能与业务辖区


	第二篇  法规政策
	第一章  法律、法规
	第一节  法律
	第二节  法规

	第二章  方针政策
	第一节  品质管制和产地检验
	第二节  厂检与商检相结合
	第三节  对出口商品出厂和中转实施查验
	第四节  “二十五字”方针
	第五节  法定检验


	第三篇  检务管理
	第一章  检验范围
	第一节  检验规定
	第二节  《种类表》的实施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布的商检机构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

	第二章  报验及计费
	第一节  报验
	第二节  计费管理

	第三章  签证、放行管理
	第一节  签证种类
	第二节  签证管理

	第四章  产地证签证管理
	第一节  一般原产地签证管理
	第二节  普惠制原产地签证管理


	第四篇  进口商品检验
	第一章  机电仪产品及机动车辆检验
	第一节  机械设备检验
	第二节  电子仪器检验
	第三节  机动车辆检验

	第二章  成套设备检验
	第一节  大型成套设备检验
	第二节  中小型成套设备检验

	第三章  金属材料检验鉴定
	第一节  钢材检验鉴定
	第二节  其它金属材料检验鉴定


	第五篇  出口商品检验
	第一章  农食土畜产品检验
	第一节  农副土特产品检验
	第二节  食品检验
	第三节  畜产品检验

	第二章  纺织品检验
	第一节  生丝检验
	第二节  纺织、服装检验

	第三章  轻工机电产品检验
	第一节  轻工产品检验
	第二节  机电产品检验

	第四章  化矿金属材料产品检验
	第一节  化矿产品检验
	第二节  金属材料检验

	第五章  包装检验
	第一节  一般货物包装检验
	第二节  危险货物包装检验


	第六篇  监督管理
	第一章  进口商品监督管理
	第一节  进口商品督促验收
	第二节  进口商品质量许可证制度
	第三节  进口商品封识标志管理
	第四节  《种类表》外商品抽查管理

	第二章  出口商品监督管理(上)
	第一节  出口商品质量许可证制度
	第二节  出口食品厂(库)卫生注册登记
	第三节  实验室认证
	第四节  认可检验员

	第三章  出口商品监督管理(下)
	第一节  驻厂质量监督
	第二节  出口商品封识标志管理
	第三节  《种类表》外商品抽查管理
	第四节  ISO9000系列标准推广及管理


	第七篇  综合管理
	第一章  科研与制标
	第一节  科研成果
	第二节  标准制(修)订
	第三节  微机开发应用
	第四节  科技资料管理

	第二章  综合业务
	第一节  制度建设
	第二节  目标管理
	第三节  信息管理
	第四节  行业财务管理
	第五节  队伍建设
	第六节  档案管理


	附录
	一、四川商检大事记
	二、四川商检局(其前身为重庆商品检验局)历任领导人名录
	三、四川商检局历任党支部、党组正副书记名录
	四、荣获省、部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个人)名录
	五、四川商检外事往来情况
	六、四川商检机构规范性文件辑存
	七、《商检志》编辑人员名单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