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月 1日起大陸「通關一體化」�

正式實施

大陸經濟新常態和貿易發展新業態，海關轉變

職能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全國通關監管新

機制：2014年海關實施「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

其核心內容是將大陸地各地海關按地理位置，劃分

為5個區域，同一區域內，位處內陸的企業可以向

其所屬內陸海關申報，由出入境口岸海關辦理通關

手續，避免內陸企業為進出口事項的兩地奔波；

2016年6月起上海、廣州和北京啟動了大陸通關一

體化改革的試點工作；2017年7月1日，大陸海關

「通關一體化」全面實施，啟用全國海關風險防控

中心和稅收徵管中心兩個中心，實現全國海關風險

防控、稅收徵管等關鍵業務集中、統一、智慧處

置。同時建立全國口岸所有運輸方式進口全部商品

適用「一次申報、分步處置」通關作業流程和企業

自報自繳稅款、海關對稅收徵管要素審核後置等改

革措施，以強化跨部門、跨地區通關協作。

問題一：大陸通關一體化到底意味著什麼？

所謂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是指企業可以任意選

擇通關或者報關地點和口岸，可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

辦理相關手續。企業在貨物通關時一次申報，海關在

貨物放行前、放行後分步處置，即在口岸完成對貨物

的安全准入甄別後，先予放行；貨物放行後，再由屬

地海關開展稅收後續管理。稅收徵管方式也改為由企

業將自行錄入進口貨物申報資料，自行辦理相關稅費

繳納手續，待貨物放行後，海關再對企業納稅情況進

行抽查審核。這意味著今後進出口企業在大陸任意一

個海關，皆可完成申報、繳稅等海關手續，避免在屬

地海關和口岸海關間來回奔波，可實現申報更自由，

手續更簡便，通關更順暢。

問題二：�大陸通關一體化與傳統通關模式的

區別有哪些？

1、  傳統的通關模式：從上海口岸進口貨物，就在

辦理口岸清關手續（口岸清關模式）；如果企

業是內地的，可選擇轉關模式，使用監管車輛

運輸；如具備「屬地申報」資格，按屬地申報

方式報關。

2、  區域通關一體化的作業流程，就是：屬地申

報、屬地放行，沒有企業資格限制。為企業口

岸通關提供了口岸清關、轉關、「屬地申報、

口岸驗放」、「屬地申報、屬地放行」、「區

域一體化通關」等五種通關方式，企業可根據

自己物流需要自主選擇通關方式。

3、  大陸通關一體化改革模式：在通關環節實施

「一次申報、分步處置」。全國海關設立風險

防控中心和稅收徵管中心，實現關鍵業務集

中、統一處置，為企業提供統一的通關便利。

稅收徵管方式，由過去的海關審查確定企業申

報稅收要素、核定企業應繳稅款，轉變為企業

自行申報稅收要素、自行計算並繳納稅款、海

關受理後放行貨物，海關對進出口企業、單位

申報的價格、歸類、原產地等涉稅申報要素的

審核步驟由「事中」轉移到了「事後」，簡化

了口岸通關環節手續，減少了口岸通關時間。

審核工作全部轉移到後續環節，在後續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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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關主要由稽查部門承擔後續監管職責，

也就是說，海關在事後稽查，今後企業將面臨

更多的來自於海關稽查部門的監管風險。

總之，以前辦理通關業務流程，企業網上申報

後，關務人員在大廳等待叫號，海關服務視窗工作

人員人工接單，審核關稅並繳納稅款後等待放行，

辦好一票業務一般需要半天時間。現在企業可在任

意一個海關完成申報、繳稅等海關手續，稅款由企

業自報自繳，申報時即可完成。

問題三：通關一體化下通關基本作業模式？

（一）  海關現行通關流程是接受申報、審單、查驗、徵

稅、放行的「串聯式」作業五大流程

1、 企業通關前的準備：企業在報關前應做如下準

備：A、確認艙單資訊。B、選擇申報口岸。

C、準備報關隨附單證。

2、通關中報關作業：

A、  申報：凡向海關申報的進出口貨物，企業均可

在電子口岸（含「單一視窗」）平台完成單證

申報、資訊查詢等作業。申報時企業按有紙和

通關無紙化的規定錄入報關單電子資料、傳輸

隨附單證，向海關申報。

B、  報關單審核：企業電子申報後，系統按預先設

定的參數設定、通道決策等控制條件，對電子

資料報關單進行規範性、邏輯性審核。

C、現場作業時：

（1） 接單徵稅：申報地海關完成報關單接單及徵

稅作業。

（2） 貨物查驗：如在口岸查驗的，口岸海關依據

申報地海關布控指令對貨物實施查驗，錄入

查驗結果，查驗結果資訊口岸海關和屬地海

關互通共用；如轉運分流到屬地查驗的：對

選擇在申報地海關實施查驗的，企業獲知查

驗後，向申報地海關提出申請。

（3） 貨物放行：無需查驗的貨物由申報地海關放

行。查驗貨物，查驗正常的，由查驗地海關

放行；查驗發現僅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由

查驗地海關放行；其他查驗不正常需後續處

理的，由申報地海關完成後續處理並放行。

全面實現電子放行的：企業在申報地海關申

報放行後，無需辦理紙面簽章放行手續，口

岸監管場所、港務部門直接憑電子放行資訊

辦理提貨、發運手續。企業可憑電子放行資

訊直接辦理貨物出場（庫、區）手續。

3、 通關後證明聯簽發：目前都是由海關自動發送

報關單至相關部門；報關單收付匯、出口退稅

證明聯向申報地海關申請簽發；進出口貨物證

明書向申報地海關申請簽發。

（二）通關一體化改革後的通關流程改變要項

全國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後，採用「一次申

報、分步處置」的新型通關管理模式，在企業完成

報關和稅款自報自繳手續後，安全准入風險主要在

口岸通關現場處置，稅收徵管要素（歸類、審價

等）風險主要在貨物放行後處置。

海關在「分步處置」模式下，第一步，風險防

控中心分析貨物是否存在禁限管制、侵權、品名規

格數量偽瞞報等安全准入風險並下達布控指令，由

現場查驗人員實施查驗。對於存在重大稅收風險且

放行後難以有效稽（核）查或追補稅的，由稅管中

心實施貨物放行前的稅收徵管要素風險排查處置；

需要在放行前驗核有關單證，留存相關單證、圖像

等資料的，由現場驗估崗進行放行前處置；需要實

施實貨驗估的，由現場查驗人員根據實貨驗估指令

要求實施放行前實貨驗估處置。貨物經風險處置

後符合放行條件的可予放行。第二步，稅收徵管

中心在貨物放行後對報關單稅收徵管要素實施批

量審核，篩選風險目標，統籌實施放行後驗估、稽

（核）查等作業。這項改革措施將大幅壓縮貨物通

關時間，減少企業通關成本，提升通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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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對台商企業來說，全國通關一體化

改革下帶來哪些實惠呢？

1、  企業可任選海關通關，消除了申報的關區限

制，通關更順暢。

A、 選擇通關方式：口岸清關、轉關、區域一體化

等多種通關方式供企業自主選擇。

B、 自主選擇申報地：企業自由選擇企業註冊地或

貨物進出地海關辦理申報放行手續。

C、 自主選擇查驗地點：企業可在申報地和口岸海

關之間自主選擇查驗地點。

2、  大陸各地通關的政策和規定標準一致，海關執

法統一，通過設立「兩中心」，海關執法將更

加統一、協同和高效。對企業而言，無論在哪

裡通關，大陸各地海關都採用同一執法口徑和

監管標準；企業辦理海關業務時，面對的不再

是某一個海關，而是大陸海關這個整體，實現

「一個標準、一套程式、一個聲音」，為企業

提供統一的通關便利待遇。

3、  簡化口岸通關環節手續，海關將重點放在後續

審查和處理上，降低企業貨物存留在港口、碼

頭、場站的時間，提高通關效率。

A、  內陸企業辦理跨關區通關手續時，可自行運輸貨

物，免去轉關運輸繁瑣的監管手續和使用轉關車

輛的費用，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B、  簡化異地加工貿易備案手續，企業可以憑《加

工貿易業務批准證》辦理異地加工貿易手冊設

立手續，海關不再製作異地加工關封。

C、  統一風險防控的標準，執法統一，企業在一地

辦理的「三預」（預歸類、預審價、原產地預

確定）專業認定、暫時進出境等行政許可決定

等審批手續，可以在一體化範圍內海關通用。

D、  在總署總擔保及匯總徵稅項目的基礎上，實現

「一份保函、全國通用」。

E、  監管證件全國通用，允許許可證件簽註口岸為任

一口岸的貨物（有指定進出口口岸管理規定的除

外），在任一海關辦理申報驗放手續。發證機關

出具的許可證件，商務部出具的許可證，質檢總

局出具的通關單，也在各區域之間相互認可。

問題五：�台商企業在報關環節實際操作中需

要注意哪些特殊問題？

1、  報關單修改、撤銷原則：原則是「誰審結誰修

撤」；由接單現場統一負責受理報關單數據修

改、撤銷申請；對紅通道審結的報關單，由審

單部門進行審批和修撤，涉及跨關區的，由接

單現場負責聯繫異地審單中心；綠通道報關單

電子資料由接單現場處理。

2、  歸類與審價認定原則：由審單中心負責審結的

報關單，各海關歸類認定結果互認；依「誰質疑

誰認定的」原則進行商品歸類認定；各關審價部

門不負責價格認定申請。取消專業審單，各區

域通關一體化審單中心不再辦理相關業務。

3、  退稅原則：按照「誰徵誰退」的工作原則，即

由開具稅款繳款書的海關（即稅款實際入庫海

關）負責辦理。

4、  補稅原則：按照「誰發現誰啟動補稅程式」的

原則進行。由業務現場統一出具補稅稅單。

5、  稅款擔保業務：對於專業審單審結的單證，報

關單稅款擔保徵收及延期業務由審核該報關單

的審單處負責，具體操作由接單現場辦理。稅

款擔保退轉意見的出具由審結該報關單的審單

處及相關職能部門負責，具體操作由接單現場

辦理。

6、  通關作業無紙化簽約仍然是由企業與需要採用

通關作業無紙化方式申報的海關分別簽約。

台商企業需要做的就是：全面熟悉和瞭解海關

通關一體化改革各項內容，充分利用好這些政策，

使企業的貨物進出口更便捷，更省成本。

（本文作者為蔡老師企業經營管理團隊總經理、海

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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