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运出口，不要让“提前申报”成为企业的负担 

 

     

    一、政策依据 

    传统模式下，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0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申报管理规定》 出口货物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

区后、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新作业模式下，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2014 年第 74 号（关于明确进出口货物提

前申报管理要求的公告）,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提前申报

的，应当先取得提（运）单或载货清单（舱单）数据。其中，提前申报进口货物

应于装载货物的进境运输工具启运后、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前向海关申报；提前申

报出口货物应于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前 3 日内向海关申报。 

    二、目的和初衷 

    “提前申报”是海关为了加速企业通关，在货到以前提前进行单证审核，使

货物到港后就能提货或装船的一项便捷通关措施。 

   三、我国营商环境改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多次提出要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贯彻落实海关总署关于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提高口岸进出口货物通关时效，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各

地海关出台了相应措施，推行出口“提前申报、运抵验放”模式，并配套相关容

错机制。还有的城市出台了奖励措施，每票报关单奖励 30-60 元。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发布的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由第

78 名提升 32 位，位列第 46 名，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最好名

次。中国进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年度十大改进经济体之列。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由去年的 46 名，

再次提升 15 位，位列 31 位，首次进入全球前 40 位。 

   四、海运出口流程 

   推行“提前申报”对企业和口岸都是利好，尤其是陆运口岸。海运口岸进口

由于实施了“提前申报”和“两步申报”，通关效率大大提高。而在海运出口，

提前申报有一些困难，下面我们看一下海运出口流程： 

    1、订舱 

将客户提供的订舱委托书发给船公司安排订舱。船公司批复仓位后，会有一

份 S/O, 就是装运通知书。S/O中有关于这班船的所有详细信息，如船名航次，

提单号，提箱场地等信息,客户按此时间要求安排出运货物，否则有可能造成延

误船期。 

    2、提空装箱、重柜还场 

集装箱的免费用箱期一般有七天（特殊申请除外），所以要根据客户货物的

生产情况，合理安排提箱，拖车的时间，过早提空柜，会产生用箱费，提货晚了

有可能造成延误船期。 

    3、申报放行 

录入舱单，海关接收到数据，发送报关单，产生运抵报告，报关单放行或查

验后放行。 

这里说明一下，深圳出口通关时间是出口货物自运抵关监管区至报关单证放



行的时长。多数报关单是发送后电脑很快放行，所以如果“发送报关单”比“产

生运抵报告”早，就是提前申报，如果晚就不是。 

    4、装船 

    报关放行后，船到港，码头将集装箱装到船上。 

    5、船舶离港 

一般情况下，出口货柜是在船舶到港的二十四小时以前申报放行的，除非特别

赶的情况，向船公司申请延迟交放行条时间，可以再晚一些放行。 

 
  

五、海运出口的特点： 

从流程可以看出，海运不象陆运，陆运一份报关单或多份报关单对应一个柜，

通关后随时可以过境。而海运一份报关单可以对应多个柜子，报关单放行后，要

等船到港了才能装船离港。也就是说在船到港前有 1-7天时间可以报关。通常情

况下，海运出口有几个关键时间点：截补资料－截还重柜－堆输舱单－截放行条。

错过了一个环节，柜子就可能赶不上这水船，为了确保能赶上船，会提前几天还

柜，以便有时间报关或查验。 

   六、什么情况确实需要“提前申报” 

目前什么情况下确实需要用“提前申报”？那就是工厂确实赶货，或者是危

险、易腐、冷藏类商品在结关前一天或半天还柜，留给报关的时间非常紧张，这

时候提前申报可以争取半个小时的时间。需要工厂、车队司机、申报人员高度配

合。工厂装完柜马上把申报资料发给报关人员，在司机从工厂到码头这段时间里，

申报人员发送舱单，发送报关单，司机抵达码头，重柜还场产生运抵报告，报关

单放行。如果遇到系统有问题无法申报或海关查验就赶不上这水船，需要改另外

一水船。可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七、 海运出口“提前申报”遇到的困难： 



   目前海运出口有少数赶船的柜是先申报后重柜还场。多数是重柜先还场，再

申报。 

海运出口柜有 1-7天的报关时间在码头等船到港，为什么一定要还柜前完成

报关？如果一定要提前报关，主要问题有： 

    1、没装柜时申报数量只能估算，如果申报出现错误机率大。 

    2、工厂装好柜有准确的申报数量后，如果是晚上，不能还柜，要等提前申

报后才能还柜，会耽误时间和产生停车费。    

    3、一份报关单报好几个柜子，有时几十个柜，要分几天才能装完柜。如果

要等报关数据整理好、报关单发送后才能还柜。一是没地方停车，二是拖车不够，

三是会产生堆积和大量停车费。 

    4、整个货柜重量一般到码头过磅才能确定，在工厂过磅一般是参考，另外

有的工厂没有过磅设备。 

5、柜子还码头前报关，也就是提前申报，S/O 的信息无法直接从码头获取，

出现申报错误机率大。例如塞车或车坏了，柜子还场时过了截重柜时间，设备交

接单上是没有船名的。还例如订舱人或船东更改了船名，如果已经提前申报，那

就报错了。（这种情况由船公司改船，会增加时间和成本） 

八、修改撤销报关单的政策和时间 

根据海关总署 2014 年第 74号公告，出口提前申报货物，因故运抵海关监管

场所的货物与提前申报内容不一致的，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需向海关提

交说明材料，有关报关单修改或撤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

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0号）及相关规定办理。    

就是说如果申报错误，需要准备资料，申请修改。目前在营商环境逐步改善

的情况下，关员和科长二级审批，至少需要 1天时间。 

    九、“提前申报”给企业带来的困惑 

    为了完成海运出口提前申报任务，海关、码头、企业想尽各种办法： 

    1、将物流信息和电子信息分开，重柜还场时不产生运抵报告，只有在发送

舱单后才产生运抵报告。 

    2、发送报关单后，由企业填写运抵信息发送给码头。 

    3、约谈大企业，要求大家提前申报。从前面的困难可以看出，企业要真正

地提前申报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可以答应，但做不到。 

4、有的规定没有提前申报就办理退关，作废报关单，重新提前申报后再还

柜。 

    5、有的规定还柜后不能申报，结关前一天才能申报，以减少柜子在码头待

的时间。如果碰到海关查验就赶不上船，要改下一水。 

6、抢运抵，舱单录入后不发送，等报关单核对完成后再发送舱单，利用发

送舱单到运抵报告正常有几分钟，抓住这个空隙时间,让“发送报关单”比“产生运

抵报告”早，人为创造“提前申报”。 

7、为了提高提前申报比例，海关接收到舱单信息后，码头延后发送运抵报

告时间，延后一个多小时，企业一直查询报关单是否放行，有时真的就赶不上船

了。 

   以上第 1条是不真实的运抵时间，第 2条稍微好一点，由企业掌控运抵时间，

但增加了企业作业环节，第 3-7成了企业的负担，申报人员一直要盯着这份单，

不停地查询海关接收到舱单没有？一旦查到接收了，马上发送报关单。如果忙其

他事，柜子产生了运抵报告，提前申报任务就失败了。申报企业苦不堪言，我们



已经忘了“提前申报”的初衷。 

   您可能说会不会是操作习惯问题？先申报再进场确实有很多好处呀？提高流

通速度，降低成本，特别是对有较高时效要求的货物价值更有用。应该说海运出

口全部实行“提前申报”是个理想状态。工厂和拖车公司不会牺牲成本来满足提

前申报要求。所以这个提前申报的任务压到申报环节，但从目前的操作流程看实

施效果不理想。 

   十、建议： 

1、针对不同运输方式设置不同的考核准则，陆运、空运和海运分开考核。

海运出口可以设置：货物实际到码头的时间（进闸时间，不是产生运抵报告的时

间）到报关单申报的时间；报关单申报到海关放行的时间；柜子放行后到船离港

的时间。这样可以清晰看出哪一段时间比较长，从而有针对地采取措施，改善优

化营商环境。而不是为了追求“产生运抵”和“申报放行”那几秒钟的时间倒置，

给企业带来很大困扰和负担。 

2、海运提前申报考核指标设置：进口提前申报的权重大于出口提前申报。 

3、出台相应容错机制，方便快速修改报关单。 

4、为了迎接世界银行的考评，一定要在这个大前提下谈流程改进。物流不

变，将信息流设置为发送报关单后再产生运抵报告，这样保证每一票都是提前报

关，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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