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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的签发机构、适用范围与效力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以下简称《证明》）是由海关签发的

执法文书之一。

《出入境检验检疫证单填制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

检疫行业标准 SN/N4833-2017)附录 A《检验检疫证单种类及适用范围》

“A.2.4.1 编号 5-1《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规定：“《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证明》适用于经检验检疫合格的法定入境货物，是入境货

物准予销售、使用或安装调试的合格凭证。”

《证明》上注有货物的品名、品牌、原产国、规格、生产日期等

信息，示例见下图。

图 1 纸质版《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与电子版《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在法律效力方面，该《证明》仅表明进口货物的来源和途径正当，

并已依法按照检验检疫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程序对进口货物的检验

检疫证书进行了审查和认定并按照相关规定对进口货物抽批进行检



查，但并不能确保每一件货物在销售流通环节符合相关品质与动植物

检疫标准。

二、《证明》的申领流程

通常情况，企业从申请《证明》到拿到证书需要经过 7个环节，

详细流程见图 1。但是经调研了解到，《证明》的申领手续会因进口

货品、进境口岸关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本报告将以进口冻品为

例，对广州、深圳、厦门、宁波、上海、天津、青岛等七个口岸的《证

明》申领手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摸底调查。

图 2 《证明》申领流程

注：①橙色框表示企业动作，蓝色框表示海关动作；②虚线框表示可能发生的动作

1.《证明》的申请手续

对于需要海关出具《证明》的进口货物，企业在“单一窗口”平

台上进行货物申报时会同时向海关申请出具该《证明》，操作页面见

附件 1，如果企业选择申领电子版《证明》时还需要填写申请人的手

机号，以便后续接收查询码等信息。

据了解，对于进口冻品《证明》的申请手续，部分口岸对于企业



在线上或线下递交资料的要求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同一口岸不同关区

海关对资料的上传、递交要求也不相同。

对于“单一窗口”上传的资料要求，广州南沙海关最为复杂，要

求企业通过系统上传单证达 11 项，分别为：合同、发票、装箱单、

卫生证、批次单、航程、预核销单、货物清单、承诺书、合格保证、

价格申明（限巴西鸡肉），而最简便的天津各港区和蛇口海关，一份

都不需要，其他口岸介于两者之间。此外，上海口岸的洋山海关与外

高桥港区海关对于需要上传的货物清单有不同的格式要求。

对于现场窗口递交资料的要求，广州南沙海关依然最为复杂，要

求窗口提交单证 12 份（上述 11 份单证外加报关单），最简便的是宁

波北仑海关，不需要“跑腿”去现场递交资料。

有关不同口岸关区对于进口冻品申领《证明》系统上传、现场递

交资料的要求汇总详见下表：



表 1 不同口岸需系统上传或现场递交的资料情况汇总

注：上海口岸的需要出该《证明》的进口冻品在被海关布控查验时，虽然也需要递交资料到海关窗口，但是是以快递形式递交的，并不需要企业
亲自跑到现场窗口递交。



2.海关进行检验检疫工作

海关会对法定检验检疫货物，根据有关工作规范、企业信用类别、

产品风险等级，判别是否需要实施现场检验及是否需要对产品实施抽

样检测。当海关完成对入境货物的所有检验检疫工作，并且结果合格

（或经处理后合格）时，海关会向企业签发该《证明》，结果不合格

的货物则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示例样本见附件 2），进行退

运或销毁处理。

特别说明：即使是对于法定强制检验检疫货物，尽管海关会进行

必要的检验检疫工作，但不要求企业必须申领该《证明》，也是依企

业申请出具。

3.《证明》的领取

目前海关提供了两种领取方式，即现场窗口领取纸质版《证明》

与线上下载、打印电子版《证明》。在本次调研的 7 个口岸1中，仅深

圳、厦门（今年 5 月份开始申领电子版）两个口岸以线上领取电子版

《证明》的方式为主；而其他 5 个口岸主要是选择去现场领取纸质版

《证明》，这也反映出目前电子版《证明》的申领比例并不高，出现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电子版《证明》没有海关签字与盖章，大多数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不认可电子版《证明》，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进口冻品的管控十分严格，大多数市场监管部门

不接受没有签字和盖章的《证明》。

三、《证明》的出证耗时分析

本报告利用某公司的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系统数据对其主要业

务口岸 2021 年 1-5 月份进口冻品货物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1广州南沙、深圳盐田、深圳蛇口、厦门、宁波、上海、天津、青岛



出证耗时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经统计，该公司不同业务口岸该《证明》的出证耗时情况如下图

所示：

图 3 2021 年 1-5 月份某公司部分业务口岸进口冻品的“出证耗时”统计情况

注：①出证耗时统计的起始点为检验检疫合格且海关放行的时间点即图 2中的步骤 3，

终止点为企业收到领证信息的时间点即图 2中的步骤 6。②深圳蛇口与厦门口岸因缺少

必要的时间统计节点，上图中的出证时间为口岸业务人员根据工作经验估计的平均出证

时间。

由上图可以看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的平均出证耗时约

为 2 天。通过不同口岸之间的横向对比发现，深圳盐田的出证耗时最

长，经了解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与企业现场窗口递交资料的时

效性有关；二是深圳盐田口岸的业务量较大，海关复核、拟稿、出证

工作量大。



图 4 2021 年 1-5 月份某公司部分业务口岸进口冻品的“出证耗时”分布情况

由图 4 可以看出，青岛、宁波、广州南沙三个口岸出证耗时在 2

天以内的占比达到 80%以上；其次是天津与上海口岸占比在 60%-70%

之间；相比之下，深圳盐田出证效率较差。

四、存在问题与建议

1.不同口岸关区对于申领《证明》需上传或递交资料的要求差异

较大

由表 1 可明显看出，不同口岸海关对系统上传和现场窗口递交材

料的要求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同一口岸不同关区海关对于上传材料的

格式要求也不一样，加大了企业操作的复杂程度，因此建议海关能够

统一操作规范。并且对于系统已经上传的单证资料，不在要求现场递

交，简化操作手续；此外，对于要求上传的货物清单（厦门口岸要求

上传的“出证信息表”也类似于货物清单的作用），均是为了在拟证

时能够直接复制上面的货物明细，而这些信息在货物报关时均已填报，

因此建议通过系统优化升级，取消上传货物清单的这项操作，实现海



关在拟制证书时能够直接调用系统中已经填报的货物明细，降低证书

拟制内容的出错率；同时一并取消在报关申报时已经在单一窗口中上

传资料的线下窗口递交要求。

2.海关内部出证流程复杂

实地暗访考察发现，某现场海关内部出证流程细分为科长分配、

拟稿、复核审批、打印证书、签字、盖章、发证 7 个环节，效率低下，

人力资源浪费。建议进一步整合、优化内部出证流程，提高出证效率。

图 5 某口岸内部办证流程

3.电子版《证明》无海关签名和印章，影响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海关总署将“推进提升电子版《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申领比

例，推进电子版《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的跨部门合作和电子证明

信息共享”，列入 2021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中，

以便进一步推进通关过程中的无纸化。

但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电子版《证明》的申领比例尚有待



提高。而《证明》的电子化服务尚未全面推展开的原因是：电子版的

证书上没有盖章和签名，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或最终使用/销售企业不

予认可。并且电子版《证明》右上角用以验别真伪的二维码在扫描后

还需输入证书编号和查询码（仅申请证书时填写的手机号能接收到证

书编号和查询码），而不是自动跳转至官方页面，操作不便，且没有

起到验别真伪的作用。

因此一方面建议借鉴电子发票认证方式，在电子证书上增加电子

签章和电子签名，并调整电子版《证明》版面，将“签字”栏调整为

“签字/识别二维码”栏，并且扫描二维码后能够直接跳转到官方页

面。另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扩大宣传，提高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

对电子《证明》的认可度，明确电子证书的法律效力，共同推动《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证书》的无纸化工作。

4.为防控疫情，各口岸地方政府要求进口冻品必须持《证明》方

可提离港区2，串联式办证耗时直接延长冻品的通关时间

为了防控疫情，各口岸政府要求进口冻品需进集中监管库进行消

杀工作，并且各地集中监管库要求在预约入库或者提离出库时必须提

供该《证明》，如此串联的工作方式，无形之中延长了货物销售入市

时间。而该《证明》仅是证明经检验检疫合格，予以通关放行，并不

能够像核酸检测报告一样能够证明货物是否具有疫情传播风险。因此

建议不将该《证明》作为冻品提离港区的前置条件，企业在销售上市

前能够提供该《证明》即可，以便能够进一步压缩进口冻品货物的在

港时间。

5.这一《证明》本身存在的必要性有待进一步论证，探讨《证明》

的可替代性

2 此港区是广义上的港区，不单指码头前言区域。



该《证明》是原检时代的遗留产物，其法律作用被原检定义为：

仅表明进口货物的来源和途径正当，已依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检验检

疫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对进口食品进行了审查和认定，但并非确保进

口货物在销售流通环节完全符合安全标准。所以如果这样货物的放行

通知书、报关单等证书即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完全可以替代《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附件 1 “单一窗口”平台申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的操作页面



附件 2 《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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