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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业标准

《报关服务作业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印发〈2010年海关行业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署法函[2010]170号），为规范

统一全国的报关服务作业，提高报关质量，特制定本《报关服务作业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二、制定本《规范》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报关服务通常指代理报关作业，属于国际公认的服务贸易第 12项（其他）范畴。今天，我国的报关

服务与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相伴发展，已有 90.7%进出口通关业务由报关服务完成，形成了专门的报关服

务市场和技术含量、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的公共产品。制定行业标准，将有利于推动行业自律，促进企业守

法经营和规范经营；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的服务水平，达到提高报关质量和通关效率；有利于协助海关加

强对报关市场、报关企业、报关员的有效管理，是行政法规的补充和完善；有利于加强报关企业内部管理 ，

改善和净化报关环境，避免无序的恶性竞争；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报关立法工作的进程。

三、本《规范》的起草过程

2009年，我们响应业内报关立法的呼声，开展了立法需求的前期调研。在时机条件均不成熟的情况下 ，

我们于 2010年初接受海关总署法制部门建议，决定先行制定报关服务行业标准，并就报关服务的作业目

标、工作领域、作业流程、发展状况开展了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上，经多次协商，向海关总署法制部门正

式提出了制定报关服务行业标准的立项申请。4月 22 日，经海关总署批准，《报关服务作业规范》列入《2010

年海关行业标准立项计划》。随后，我们组建了由各地报关行业自律组织、报关企业和院校研究机构专家

组成的起草小组。4月初至 7月中，起草小组审定了《实施方案》，开始了草拟工作，采取分头草拟，集中

统稿审稿的方法，两下两上，四易其稿，7月 14日经起草小组第三次会议集体审定的本《规范》征求意见

稿成型。

四、制定本《规范》的技术路线

一是依法制定，规范草拟。这是起草本《规范》的技术路线，也是具体起草的工作原则。为此，我们

多次组织起草小组成员认真学习相关法规，以保证本《规范》符合《海关法》、《标准化法》以及《合同法 》

等相关规定，并请海关总署制定标准的专家对起草小组人员进行培训，具体讲解标准和编写规则，保证了

草拟工作的规范进行；二是尊重实践，尊重人才。为保证本《规范》不偏离的报关服务运营规律，起草小

组成员主要来自报关企业的具有多年业务一线实践经验的报关员、业务管理人员，以及长期从事教学研究

的专家学者，所占比例达 52%。这些报关企业的海关管理类别大多为 AA类、A类。起草小组成员绝大多

数本科以上学历。平均从业经历 21年。三是簇标准布局，统筹安排。所谓簇标准布局，就是围绕报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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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制定顺序号不同的、相互关联的若干标准，形成系统规范统一同一对象的标准体系。本《规范》的定

位就是诸多围绕报关服务的簇标准之一。这样，既突出了规范统一的主题，使本年度完成任务成为可能，

又可为今后制定其它簇标准留有工作接口。四是兼顾普适性和前瞻性。本《规范》在该原则指导下，既符

合我国报关服务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引入了风险管理、信用管理、信息管理和质量控制等理念，保持适度

的前瞻性，力图对提高报关服务的整体效率和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五、本《规范》的主要内容

（一）本《规范》层次共分 7章、45条、65段、103列项。其中，前两章是依据《海关行业标准编写

规则》及其相关法规，对本《规范》一般要素的描述。第 3、4、5、6、7五章为“作业要求”，是本《规

范》的主体。其中，第 3章对本《规范》涉及的有歧义的术语进行了定义；第 4章对报关服务作业范围进

行原则性描述；第 5条对主要作业环节提出了规范要求；第 6章指出了报关服务的作业风险和来源；第 7

章提出了报关服务作业过程中的自律要求。

（二）本《规范》统一的是报关服务的作业活动。即报关服务的相关概念、作业范围、主要业务环节

的作业流程和规范要求，以及风险处置、自律要求。本《规范》适用主体为依法开展报关服务作业的报关

企业，不适用国际快递业务和自理报关。

（三）本《规范》统一报关服务作业流程的起点为洽商委托，终点为退还单证。其主干以时间先后为

序，呈明显的线性结构，并明确了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工作和要求。

（四）本《规范》提示了开展报关服务面临的作业风险和责任划分。

（五）本《规范》在第 5章“主要业务环节作业规范要求”中引入了风险处置、信用管理、信息管理

等理念，并根据报关企业发展需求提出了报关增值服务作业的内容、规程和质量，与传统报关服务作业并

列设置。

（六）本《规范》坚持注重可操作性，着力促进报关企业实际操作与海关监管要求的对接，以及报关

行业的自律发展，并力求各项要求具体化，以可度量和可检验。

《报关服务规范》起草小组

201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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