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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 
监测评估体系的研究 

 

【摘要】本研究立足海关工作、通关环境等基层实践，通过前

期调研获取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科学合理的数学统计方法，构建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评估得出近三年前海

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并论证监测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吻

合度与可复制性，为加强海关治理能力建设贡献“前海经验”。 

【关键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贸易便利化 评估体系 

 

一、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对发展对外贸

易、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

对标国际规则，探索如何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通过构建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

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空白，评估得出区域

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和创新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二）研究思路及目标。 

“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一词源于 20 世纪上半

世纪。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世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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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组织(WCO)等多个国际组织对贸易便利化都各自进行了研究

并制定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但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各组

织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

体系及研究尚处空白。 

本研究以深圳关区前海湾保税港区为研究对象，以 2016 年

至 2019 年为时间节点，结合特殊监管区域的通关服务、制度环

境、基础设施与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及辐射能力等项目实际，研

究适用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评估得

出区域发展质量综合指数，为深圳关区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提供可

复制推广的“前海样本”，为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更高水平开

放、更高质量发展贡献“前海经验”。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指标选取及内涵 

（一）指标构成。 

根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组成及贸易特点，

参照 WB(世界银行)、WTO（世界贸易组织）和深圳前海蛇口自

贸片区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本研究选取了 5 个一级指标，包括通

关服务评价、制度环境评价、基础设施及服务评价、贸易发展潜

力评价、辐射能力评价，12 个二级指标和 36 个三级指标（详见

表 1）。 

（二）指标内涵。 

三级指标内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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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涵 

1.通关服务评价 

1.1 通关效率 

1.1.1 进口海关通关时间 进口报关单从申报至放行时间 

1.1.2 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进口货物从运抵海关监管区域至清关后提离海关监管区域
所用时长 

1.1.3 出口海关通关时间 出口报关单从申报至放行时间 

1.1.4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出口货物从运抵海关监管区域至清关后提离海关监管区域
所用时长 

1.2 到货特征 1.2.1 进出区货物/商品种类 在特殊监管区域内发生进出区物流的货物种类多样性 

1.3 通关成本 

1.3.1 经营性收费项目减免 
政府部门对区内货物在通关环节所花费的经营性收费是否
给予减免 

1.3.2 一线进出境通关成本 
货物在一线进出境通关环节中所花费的费用，包含报关费
用、查验装卸费用、海运柜调拨费用等 

1.3.3 二线进出区通关成本 
货物在二线进出区通关环节中所花费的费用，包含报关费
用、查验装卸费用、海运柜调拨费用等 

1.3.4 保税仓储费用 货物在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存储中所花费的仓租费用 

1.4 清关手续 
1.4.1 贸易单证无纸化率 衡量特殊监管区域内货物通关过程中无纸化单证占比 
1.4.2 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情况 特殊监管区域内是否实施进口商品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 

2.制度环境评价 

2.1 国际化程度 
2.1.1 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地区数量 区内进出口贸易涉及的贸易国家/地区数量 
2.1.2 授权经营者（AEO）企业数 区内贸易涉及的授权经营者（AEO）企业数量 

2.2 企业满意度 

2.2.1 办事效率满意度 企业对于特殊监管区域内海关办事效率满意程度 
2.2.2 政策稳定、连续性满意度 企业对于特殊监管区域内相关政策的稳定性方面是否满意 

2.2.3 政策公平性满意度 
企业对特殊监管区域内相关政策在执法统一性、公平性方
面是否满意 

2.2.4 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满意度 企业对特殊监管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创新措施是否满意 
2.2.5 信息公开程度满意度 企业对于海关相关政策、信息公开是否满意 

3.基础设施及服务评
价 

3.1 硬件设施与
功能 

3.1.1 规划签约项目占地面积 特殊监管区域在获批设立时的规划占地面积 
3.1.2 验收运作面积占比 特殊监管区域实际被验收运作的面积占规划面积的比例 
3.1.3 保税仓储面积 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仓库的总面积 

3.1.4 保税仓储使用率 
特殊监管区域内实际投入使用的保税仓库占保税仓库总面
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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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出入区卡口放行能力 
评价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卡口满足车辆进出区的承载能力，
由卡口通道数量及每日卡口服务放行时间组成 

3.2 信息化水平 
3.2.1 署级系统应用率 

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使用总署级别业务系统申报的单证占
比  

3.2.2 单一窗口使用率 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申报的报关单占比 

4.贸易发展潜力评价 

 
4.1 货物贸易基
础 

4.1.1 进出口总值 评价特殊监管区域一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 
4.1.2 进出口贸易额增速 评价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速  

4.1.3 占地方进出口外贸总值比重 
评价指定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贸易值占所在地市进出口外
贸总值的比重 

4.1.4 单位面积进出口总值 
指定特殊监管区域每年度每平方公里产生的进出口贸易
额，等于年度进出口贸易额/特殊监管区域获批规划面积  

4.1.5 保税功能多样性 
根据国发（2019）3 号文件，评价特殊监管区域在保税物
流、保税加工、保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服务等五方面
的功能多样性  

4.2 贸易新业态 

4.2.1 新业态贸易规模 
特殊监管区域内新业态业务（包含跨境电商、平行进口车、
融资租赁等）年度贸易总值  

4.2.2 新业态贸易额增速 
特殊监管区域内新业态业务（包含跨境电商、平行进口车、
融资租赁等）年度贸易额增速  

4.2.3 新业态企业数量 
特殊监管区域内从事新业态业务（包含跨境电商、平行进
口车、融资租赁等）的企业数量 

5.辐射能力评价 

5.1 贸易枢纽作
用 

5.1.1 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速 与“一带一路”国家发生的进出口贸易增速 

5.1.2 交通辐射能力 
特殊监管区域与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口岸的直接联
通、辐射能力，主要通过直航、直运班次数量衡量 

5.2 制度创新可
复制推广度 

5.2.1 省级（及以上）可复制推广改
革创新措施数量 

特殊监管区域海关推行的省级（以及上）可复制推广改革
创新措施数量  

表 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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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编制设计 

（一） 方法选择。 

1.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种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具有简洁性、系统性和实用

性等优点。 

（1）获取判断矩阵 

根据贸易便利化领域的专家意见，深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多家资深报关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多年的经验，和课题组内部

评估意见，对所给出的指标体系通过两两比较，并根据表 2 反

复研讨，得出判断矩阵。 
 

指标 i比指标 j 赋值 

同等重要 1 

稍微重要 3 

较强重要 5 

强烈重要 7 

极端重要 9 

稍微不重要 1/3 

较强不重要 1/5 

强烈不重要 1/7 

极端不重要 1/9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1/2、1/4、1/6、1/8 

表 2 1-9 标度表 

 

（2）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

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BE%81%E5%90%91%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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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检验通过，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权向量：若不通过，

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 

一致性指标为 0 时，有完全的一致性；一致性指标越大，

不一致越严重。 

随机一致性指和判断矩阵的阶数有关，一般情况下，矩阵

阶数越大，则出现一致性随机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其对应关

系如表 3： 

 

矩阵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表 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标准值 

 

一般，当一致性比率 ＜0.1 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

度在容许范围以内，满足一致性检验，否则，重新构造判断矩

阵。 

（3）求各指标近似权重。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且对特征向量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  

（二）权重设定。 

通过 Delphi 法对数位通关便利化研究的专家以及资深从

业人员进行匿名函询法调查问卷，采用 AHP 法针对调研结果进

行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确立评估体系的一级指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2%E4%B8%80%E5%8C%96/221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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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再结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跨境贸易组成情况与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管委会贸易便利化研究成果，生成贸易便利化水平评

价的二级、三级指标权重。 

本研究设立的各级指标总权重为 1，这种设定权重的方法

可以有效减少各级指标内部的相关性，从而提升最终结果的科

学性。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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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相应总权重 

1.通关服务评价 
（0.312） 

1.1 通关效率 
（0.396） 

1.1.1 进口海关通关时间（0.25） 0.0309 

1.1.2 进口整体通关时间（0.25） 0.0309 

1.1.3 出口海关通关时间（0.25） 0.0309 

1.1.4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0.25） 0.0309 

1.2 到货特征 
（0.102） 

1.2.1 进出区货物/商品种类（1.0） 0.0318 

1.3 通关成本 
（0.295） 

1.3.1 经营性收费项目减免（0.1） 0.0092 

1.3.2 一线进出境通关成本（0.2） 0.0184 

1.3.3 二线进出区通关成本（0.2） 0.0184 

1.3.4 保税仓储费用（0.5） 0.0460 

1.4 清关手续 
（0.207） 

1.4.1 贸易单证无纸化率（0.5） 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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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情况（0.5） 0.0323 

2.制度环境评价 
（0.177） 

2.1 国际化程度 
（0.397） 

2.1.1 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地区数量（0.7） 0.0492 

2.1.2 授权经营者（AEO）企业数（0.3） 0.0211 

2.2 企业满意度 
（0.603） 

2.2.1 办事效率满意度（0.4） 0.0427 

2.2.2 政策稳定、连续性满意度（0.2） 0.0213 

2.2.3 政策公平性满意度（0.1） 0.0107 

2.2.4 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满意度（0.2） 0.0213 

2.2.5 信息公开程度满意度（0.1） 0.0107 

3.基础设施及服务评价 
（0.204） 

3.1 硬件设施与功
能 

（0.840） 

3.1.1 规划签约项目占地面积（0.1） 0.0171 

3.1.2 验收运作面积占比（0.15） 0.0257 

3.1.3 保税仓储面积（0.25） 0.0428 

3.1.4 保税仓储使用率（0.25） 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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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出入区卡口放行能力（0.25） 0.0428 

3.2 信息化水平 
（0.160） 

3.2.1 署级系统应用率（0.5） 0.0163 

3.2.2 单一窗口使用率（0.5） 0.0163 

4.贸易发展潜力评价 
（0.195） 

4.1 货物贸易基础 
（0.335） 

4.1.1 进出口总值（0.2） 0.0131 

4.1.2 进出口贸易额增速（0.2） 0.0131 

4.1.3 占地方进出口外贸总值比重（0.25） 0.0163 

4.1.4 单位面积进出口总值（0.2） 0.0131 

4.1.5 保税功能多样性（0.15） 0.0098 

4.2 贸易新业态 
（0.665） 

4.2.1 新业态贸易规模(跨境电商、平行进口车、融
资租赁等贸易总值）(0.34) 0.0441 

4.2.2 新业态贸易额增速(0.33) 0.0428 

4.2.3 新业态企业数量（0.33） 0.0428 

5.辐射能力评价 
（0.112） 

5.1 贸易枢纽作用 
（0.667） 

5.1.1 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速（0.67） 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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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交通辐射能力（0.33） 0.0247 

5.2 制度创新可复
制推广度 
（0.333） 

5.2.1 省级（及以上）可复制推广改革创新措施数
量（1.0） 0.0373 

表 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监测评估指标权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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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合专家意见、调研结果及海关特殊监管区跨境贸

易的实际情况得出一级指标权重分配示意图如图 1。 

 

 
图 1 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一级指标权重划分 

 

（三）获取数据。 

本研究数据主要包含三个来源：海关数据、地方政府数据、

企业调研。 

其中海关业务数据为2016至2019年的蛇口海关前海湾保

税港区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海关总署统计数据、

深圳海关执法评估系统数据、深圳海关统计查询分析系统数据

以及前海湾保税港区现场海关监管数据。 

地方政府部门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管委会、深圳市政府。 

企业调研数据主要来自前海湾保税港区园区管理单位、物

0.312

0.1770.204

0.195

0.112

通关服务评价 制度环境评价 基础设施与服务评价

贸易发展潜力评价 辐射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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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仓储企业、进出口经营企业及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的相关调

查问卷结果及客观数据。 

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评价 

（一）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结果。 

1.区域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以前海湾保税港区 2016 年数据为基期，设定 2016 年各级

指标得分为 1，基于所得的三级指标相应总指标权重后，结合

三级指标规范化后的指标值，利用加权和的方法得出 2017 年

至 2019 年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综合指数，见表 5。 

 

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

质量综合指数 
1.191 1.665 2.998 

表 5 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从表 5 可见，2017 年至 2019 年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

综合指数逐年提高，且 2019 年提升十分显著，得分比 2017 年

提高 151.7%，从数据的角度反映前海湾保税港区 2019 年经济

发展迸发出强大活力。 

2. 区域发展质量一级指标得分 

通过计算得出2017至2019年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综

合指数一级指标得分及总得分见表 6，其直观对比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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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得分 

基期值

（2016） 

2017 2018 2019 

通关服务评价 1 1.06 1.221 0.998 

制度环境评价 1 1.034 1.229 1.279 

基础设施与服务评价 1 0.977 1.047 1.074 

贸易发展潜力评价 1 1.315 2.417 5.306 

辐射能力评价 1 1.918 3.407 10.769 

表 6 前海湾保税港区一级指标得分计算结果 

 

 

图 2 前海湾保税港区 2017、2018、2019 年一级指标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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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得出2017至2019年前海湾保税港区发展质量综

合指数二级指标得分见表 6,其直观对比图见图 3。 

 

二级指标 

基期值 

（2016） 

2017 2018 2019 

 通关效率 1 1.148 1.489 0.707 

到货特征 1 0.893 1.039 1.869 

通关成本 1 1.042 1.078 1.083 

清关手续 1 1 1.003 1.005 

国际化程度 1 1.026 1.445 1.564 

企业满意度 1 1.039 1.087 1.092 

硬件设施与功能 1 0.972 1.008 1.041 

信息化水平 1 1 1.25 1.25 

货物贸易基础 1 1.516 2.871 3.329 

贸易新业态 1 1.268 2.188 6.302 

贸易枢纽作用 1 2.377 4.359 15.397 

制度创新可复制推广度 1 1 1.5 1.5 

表 6 二级指标得分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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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前海湾保税港区 2017、2018、2019 年二级指标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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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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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十分显著的提升，与前海湾保税港区整体发展趋势相符。

2019 年，前海湾保税港区进出口贸易总值 1285.52 亿元（来

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月报），同比增长 49.37%；入库税款

162.2 亿元，增长 48.3%；前海湾保税港区占深圳经济特区进

出口外贸总值比重从 2017 年的 1.46%提升至 4.32%，单位面

积进出口总值从 2017 年的 109.9 亿元/平方公里增长至 346.5

亿元/平方公里。 

其次，具体到二级指标得分来看，计算结果也与前海湾保

税港区实际发展情况相吻合，比如 2019 年 6 月份开展 9610

出口跨境电商业务以来，全年新业态贸易额迅猛增长至 120.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6.16%，当年贸易新业态指标得分显

著提高。另外“离港空运服务中心”项目发展迅猛，更多贸易

国/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前海湾保税港区，进出区货物/商品

种类、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地区数量明显增多，与“一带一路”

国家间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因此 2019 年的贸易枢纽指标得分

大幅提升，成为最大亮点。 

可见无论是从整体贸易还是局部业务发展状况，本评估体

系的总体和具体指标计算结果都贴合实际发展情况。 

3.评估体系的可复制性 

本研究评估体系可用于测算多个年度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同理其他特殊监管区域可通过本研究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计算

自身某年度区域发展质量综合指数；也可以其他特殊监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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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期值与自身比较得出对标结果，因此本评估体系具有可

复制推广性。 

五、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改革研究结论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监测评估体系具备可复制

推广条件。 

本研究选取的评估指标项在各个特殊监管区域中均具有普

适性；利用 Delphi 法和 AHP 法合理设置权重分配，得出计算

结果与前海湾保税港区近四年发展水平一致，计算结果科学有

效。本评估体系既可用于纵向评估某一特殊监管区域近几年的

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又可横向对比全国范围内特殊监管区域

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排名，具备向各个特殊监管区域推广复制

的理论研究基础和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二）通过监测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本次课题研究发现前海湾保税港区部分指标项仍存在优化

空间，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落实地方政府特殊监管区域运行管理主体责任 

（1）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集聚 

充分考虑各个特殊监管区域政策优势、地缘特点、产业基

础、资源要素配备等实际情况，加快整合优化特殊监管区域，

形成各有侧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区域间合作产业规划布

局。围绕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精准招商引资，加快

引进一批辐射带动强、产业关联度高、技术先进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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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和企业入区，利用区内政策优势，

加速形成区内外、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依托“保税+”、“互

联网+”，推动发展展示交易、服务、检测维修、转口贸易、融

资租赁等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发展一批龙头企业。 

（2）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加大特殊监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推动完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卡口、道路、仓库、查验平台、监管设备

等硬件设施，及单一窗口服务平台等配套软件设施建设。加大

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依托公路、水运、铁路等轴带支撑，形

成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水陆空口岸衔接顺畅、高效快捷的物流

通道和多式联运体系，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构建集约高效的大湾区联动发展格局。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新业态发展 

由地方政府牵头，财税、交通、海关、市场等部门参与，

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合理设置行业准入规定和许可，增强

特殊监管区内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收费透明度，降低企业合规

成本。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探索新业态发展，同时建立健全

各方主体协同监管机制。加大创新政策宣传力度，加强创新制

度复制推广，吸引更多新业态企业入驻，精准扶持新业态发展，

实现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良好营商格局。 

2.强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监督管理主体责任。 

（1）优化监管配套系统建设，提升海关监管科技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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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解决面临的监管矛盾、整合创新现有资源等实际情

况入手，依托信息化手段，继续深化关检融合，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针对跨境电商等新兴数字贸易，探索开发海关大数据分析

挖掘技术，建立完善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实现关企数据交互平

台与海关监管作业系统的实时对接。 

（2）创新监管思路，构建新型监管机制 

一是整合优化海关内部流程管理，为企业提供高效、多元

的通关服务，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释放改革红利。二是推动海

关与国家外汇管理、市场监管、公安、银行等部门的合作，建

立多方协同、联合共管机制，切实提高监管效能。三是深入挖

掘开发特殊监管区域制度创新“试验田”功能，积极培育新业

态，做好创新后续监管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精准服务提高企业

获得感。 

（3）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组织相关的国际规则磋商和制定，

加快中国海关关于数字贸易的中国标准输出，争取更多的数字

贸易监管国际话语权，更好维护跨境贸易企业权益，为外贸发

展和全方位开放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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