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个人通关平台 

 

 

笔者从事风险防控工作的几年里，业务范围由最初的快

件逐步拓展到跨境电商、邮递物品及旅客行李物品等，在对

非贸业务进行风险分析和处置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些较为

共性的问题，因此抛砖引玉，就个人通关平台的构建提一点

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一、通关需求的主体是界定通关类别的基本条件 

在传统职能框架下，以企业为通关主体的大货贸易一直

是海关监管的主要方向，一方面大货贸易货值高、占比重，

是国际间货物通关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在监管资源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企业法人作为执法相对人，无论是税收还是非

税查发，都能够实现较高的监管效能。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发生

剧变，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根本性变革了终端产品

的贸易方式，“生产商-代理商-贸易商-分销商”逐步被“B2C”、

“B2B2C”、“C2C”等交易模式所取代，特别是随着区块链、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其他商品在国家间

的流动方式也会被高度信息化的供应链管理所取代，通关的

主体和需求更加多样化。 

在风险条块的实际工作中，笔者首先要区分开展通关业



务的 “主体”和“责任”。以 B 类快件为例，按照监管要求

属于个人物品，但据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部分快件运营人

在快件渠道通过盗用个人身份信息报关，将货物集中结关后

进行二次销售，甚至伪报夹藏禁限类物品。这些风险的防控

对于业务量较大的监管现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举一

例，1210 跨境电商，被国内代购行业称为“保税区清关”，

其操作方式多为“货主”借“带壳”的跨境电商企业通关，

缴纳一定的费用，通过盗用个人信息，伪报“三单”数据，

就可以将有严格监管条件且需要全额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消

费税的一般贸易货物通过跨境电商渠道清关进境。从缉私及

稽查部门反馈的情况看，这类企业涉及商品种类多，单件商

品价值低，后续监管占用行政资源多且成效有限，因此上述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清关行为，近几年加速发展，虽然也常见

此类案件的查缉，但背后的运营主体在各个通关渠道反复漂

移，基本上处于禁而不绝的状态。 

因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厘清通关业务主体，按照物品清

关的实际需求主体分类，排除物流、申报企业的干扰，建立

方便易用的个人通关平台，通过信息手段将自然人纳入到海

关监管体系中，同时与企业法人区别开来，按不同主体履行

相应的责任。 

二、构建个人通关平台的实现路径 

1、手机上网的高普及率为个人通关平台的建设提供了



基础性的物质条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

群的占比为 99.1%，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5.09 亿，占

网民整体的 59.6%，随着 5G 网络建设的加快推进，移动互

联网的应用程度将不断加深。 

2、新冠疫情期间手机 APP、公众号、小程序、二维行

程码的大规模应用，已证明绝大多数的政务服务、行政审批

等可以通过线上完成，客观上完全具备通过手机完成个人通

关业务的条件。而人脸识别、手机实名认证、身份证件号码

验证等技术手段，在部分海关的监管实践中已经应用，目前

只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平台将这些验证手段整合到一起。 

3、抛开定义从实际出发，从简易到完善，先行搭建业务

平台，上线网页、APP、小程序等并加载到微信、支付宝、

云闪付等常用平台上，在部分关区、部分业务领域，实现基

本的查询、确认、放弃等功能，再逐步拓展到申报、缴税、

追溯、反馈等，最后将全部通关主体为个人的业务整合到平

台内部，实现全国范围内海关个人业务“一网通办”、“一站

对外”。 

4、逐步建立分级防控和奖惩机制。制定风险级别的标

准，并对通关主体进行动态管控，这一方法已在货运渠道被

证明是成熟且有效的。个人通关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也能在全



国全关区范围内对高风险收发货人实现精准布控，全领域全

口径的防控，同时，将个人通关情况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结

合起来，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联系配合，建立起相应的奖

惩机制。 

三、阻碍和困难 

1、检验检疫部门转隶至海关后，部分上位法的修订仍

未完成，这给现场执法带来一定的困扰。针对个人通关业务，

通关主体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违法违规的认定，海关处置的

依据等等都需要上位法修订后再明确，相关的规章、操作规

程也需要不断摸索和完善。 

2、经费问题。不光前期的系统开发、更新和完善，日

常运营中产生的信息费、人员维护、服务器更新、信息安全

等，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在经费不断压缩的大环境下，开

发运营维护个人通关平台需要提前统筹各方面因素，避免成

为“半拉子工程”。 

3、宣传、推广和配套。不同于每天与海关打交道的贸

易公司、报关行，居民个人多数不了解海关业务和政策，因

此宣传和推广比个人通关平台的建设更重要，但归根结底还

是要靠功能的不断完善，操作和使用的更加便捷。与此同时，

如上文所述，我国仍有 5 亿人不是网民，如何同时满足他们

的通关需求也是一道难题。但相对于建立平台所产生的的巨

大社会效益和监管效能，目前可预知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可以



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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