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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我国进出口规模
已跃居世界首位，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保障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健康有序
发展，严防疫病疫情传入传出、保证商品质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报检工作是检验检疫的重要环节和联系企业的纽带，
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专业性和及时性，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方面的
贡献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结合检验检疫理论和检验检疫实践，以培养学生的报检职业综合
能力为核心目标，介绍了报检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实务操作流程，对有关出
入境货物报检的基本规定做了详细介绍，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应
用能力，本书还引用了大量的典型案例。另外，本书在总结历年报检员资
格全国统一考试试题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些课后练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高职高专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物流管理、货运
代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等专业的学生使用。本书根据 《2014 年报检水平测
试》标准编写而成，作为全国报检人员水平测试的参考书，有较好的参考
价值。

本书由谢荣军、吴奇帆共同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 谢荣军负责编
写项目三，吴奇帆负责编写项目一、项目四，邓珏靖负责编写项目五，倪
莹莹负责编写项目二、项目六，高洁负责编写项目七，肖新梅负责编写项
目八、项目九，李黎明负责编写项目十、项目十一。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纰漏，敬请读者多提
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在下次修订时完善。

编 者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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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检验检疫概述

【学习目标】
1. 了解出入境检验检疫的定义及发展;
2. 了解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职能与作用;
3. 掌握出入境检疫的职能部门与管理体制。

任务一 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产生与发展

【任务引入】
2014 年 8 月 14 日，上海机场检验检疫局检疫人员在对来自日本福冈的 MU532

次航班旅客行李进行例行查验时，一名携带两个大纸箱的中国籍男子引起了检疫
人员的注意。经 X 光机及开箱查验发现，两个纸箱均内套泡沫箱，从中截获 62. 9
千克鲜冻带骨牛肉。检疫人员查看旅客护照后发现该旅客有多次中日间往返记录。

【任务分析】
牛肉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的禁止旅客携带入境

的动物产品，且日本为疯牛病疫区，我国不论货检、旅检或邮检，所有渠道都全面
禁止输入日本牛肉。国家质检总局也多次发布警示通报，严厉打击偷运日本牛肉的
行为。

上海机场局检疫人员迅速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对该批日本牛肉予以截留销毁，开
具了《出入境人员携带物留验 /处理凭证》，并对当事人处以 5 000 元人民币的行政处
罚。为防范不法分子非法携带日本牛肉入境，上海机场局加大了对日本重点航班的查
验力度，提高行李查验比例，同时在“人—机—犬”三位一体综合查验模式的基础上，
采用行李转盘巡查方式，进行了严密布控。

思考:
1. 什么是出入境检验检疫?
2. 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主管机构有哪些?
3.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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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定义

出入境检验检疫是指检验检疫部门和检验检疫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际惯
例等的要求，对出入境的货物、交通运输工具、人员等进行检验检疫、认证及签发官
方检验检疫证明等监督管理工作。出入境检验检疫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经济的顺利发
展，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活环境的安全与健康。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从其业务内容划分，包括进出口商品检验、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以及国境卫生检疫。

【知识链接】
我国进出境检验检疫制度内容包括: 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制

度以及国境卫生监督制度。
1. 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
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其口岸进出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商品所进
行品质、质量检验和监督管理的制度。

商品检验机构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重量、
包装以及是否符合安全、卫生的要求。我国商品检验的种类分为四种，即法定检验、
合同检验、公证鉴定和委托检验。

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进出
口商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检验标准检验; 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有强
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依照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检验。

2.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制度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制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

条例的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其口岸进出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境动植
物、动植物产品生产、加工、存放过程实行动植物检疫的进出境的监督管理制度。

我国实行进出境检验检疫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
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传入、传出国境，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和
人体健康，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口岸进出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动植物检疫监督管理的方式有: 实行注册登记、疫
情调查、检测和防疫指导等。其管理主要包括: 进境检疫、出境检疫、过境检疫、进
出境携带和邮寄检疫以及进出境运输工具检疫等。

3. 国境卫生监督制度
国境卫生监督制度是指进出境检验检疫机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

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国家其他的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标准，在进出口口岸对进
出境的交通工具、货物、运输容器以及口岸辖区的公共场所、环境、生活设施、生产
设备所进行的卫生检查、鉴定、评价和采样检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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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国境卫生监督制度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实施
国境卫生检疫，保护人体健康。其监督职能主要包括: 进出境检疫、国境传染病检测、
进出境卫生监督等。

二、进出口商品检验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进出口商品检验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进出境商品检验的产生与发展见表 1 － 1。

表 1 －1 新中国成立前进出境商品检验的产生与发展

1864 年
英商劳合氏的保险代理人———上海仁记洋行代办水险和船舶检验、鉴定业务，这是中国
第一个办理商检业务的机构

1928 年
国民政府工商部颁布了《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规定对生丝、棉麻、茶叶等 8 类商
品实施检验

1929 年
工商部又颁布了《商品出口检验局暂行章程》。同年，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这
是中国第一个由国家设立的官方商品检验局。之后又在汉口、青岛、天津、广州设立了
4 个商品检验局，并在其他指定管辖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1930 年 工商部改为实业部，各地商检局改属实业部领导

1932 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商品检验法》，这是中国商品检验最早的法律。对违反该法者进
行罚款或进行惩处，开创了中国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法定检验的先河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进出口商品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发展见表 1 － 2。

表 1 －2 新中国成立后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发展

1949 年 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设立商品检验处，统一领导全国商检工作

1951 年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了《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部关于进出口商品检验的行政法规

1952 年
中央贸易部分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在外贸部内设立商品检验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
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加强了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的管理

1953 年
政务院在《商品检验暂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了《输出输入商品暂行条例》，并于
1954 年 1 月 3 日公布实施

1980 年

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改革商检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外贸部商品检验总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 ( 副部级) ，并将各地商检局的建制收归中央，实行中央与地方
双重领导，以中央领导为主的垂直领导体制，地方局改称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冠以所在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名称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由
外经贸部归口管理

1984 年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

1998 年
全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已增加到 502 个，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的人员数量已达到
18 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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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 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产生与发展 ( 见表 1 －3)

表 1 －3 新中国成立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产生与发展

1903 年
中东铁路管理局建立的铁路兽医检疫处，对来自沙俄的各种肉类食品进行检疫工作，这
是中国最早的动物检疫

1927 年
制定公布了《毛革肉类出口检查条例》 《毛革肉类检查条例实施细则》，并在天津成立
了“农工部毛革肉类检查所”

1928 年
国民政府制定了《农产物检查所检查农产物规则》 《农产物检查所检验病虫害暂行办
法》等一系列规章，是中国官方最早的动植物检疫机构和相关的动植物检疫法规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动植物检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动植物检疫的发展见表 1 － 4。

表 1 －4 新中国成立后动植物检疫的发展

1949 年 建立了由中央贸易部领导的商品检验机构

1952 年
明确由外贸部商检总局负责对外动植物检疫工作，其中，畜产品检验处负责动物检疫、
农产品检验处负责植物检疫，并制定了《输出输入农畜产品检验暂行标准》

1954 年
政务院颁发《输出输入植物检疫暂行办法》《输出输入植物应施检疫种类与检疫对象名
单》，规定进口的农林种子、苗木及播种材料、植物产品等必须实施植物检疫

1965 年
在全国 27 个口岸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所，以后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开放的口岸设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机构

1982 年
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口岸动植物检疫工作。国
家动植物检疫总所的成立，将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领
导为主的垂直领导体制。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

1983 年 农业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1991 年 正式对外发布施行《动植物检疫法》，这是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动植物检疫法律
1995 年 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更名为国家动植物检疫局

四、国境卫生检疫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国境卫生检疫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境卫生检疫的产生和发展见表 1 － 5。

表 1 －5 新中国成立前国境卫生检疫的产生和发展

1873 年
印度、泰国、马来半岛等地霍乱的流行并向海外广泛传播。在华列强在上海、厦门海关
设立了卫生检疫机构，订立了相应的检疫章程，并任命一些当时被外国掌管的海关官员
为卫生官员，开始登轮检疫。这就是中国出入境卫生检疫的雏形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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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在上海建立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总管理处订立全国检疫章程。各地卫生检疫从海
关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部门，隶属国民政府内务部卫生署领导。同年颁布了《海
港检疫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卫生检疫法规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境卫生检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境卫生检疫的发展见表 1 － 6。

表 1 －6 新中国成立后国境卫生检疫的发展

1949 年 原有的 17 个海陆空检疫所更名为“交通检疫所”

1957 年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
部卫生检疫法规

1958 年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1986 年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标志着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工作进入了法制
化管理的轨道

198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成立

1989 年 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1992 年 各地卫生检疫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 × ×卫生检疫局”

199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局”

五、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产生与发展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产生和发展见表 1 － 7。

表 1 －7 新中国成立前国境卫生检疫的产生和发展

1998 年
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国家卫生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并于 1998 年 4 月
成立

1999 年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设立在各地的直属局挂牌成立

2001 年
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同时成
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分别统一管理管过质量认
证、认可和标准化工作

六、新中国成立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我国的检验检疫机构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成了由国家质检总局总管全国的检
验检疫工作，具体机构演变过程见图 1 －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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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演变

任务二 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职责和作用

【任务引入】
2014 年 7 月，上海机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对来自荷兰的航班进行旅客行李 X

光机例行查验时，发现多名中国籍男性旅客的行李箱内有大量疑似植物果实。工作人
员随即进行了开箱查验，发现 3 名旅客携带共计 4 箱玛卡，总重量为 83. 5 千克。该批
旅客携带的玛卡为散装和简易袋装，卫生条件差，仍具有繁殖能力。

【任务分析】
玛卡，MACA的音译，是十字花科植物晒干的地下根茎，为南美洲国家秘鲁的特

产，国内又称“秘鲁国宝”，具有调节人体免疫力、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功效，适合长
期适量服用，近来在国内市场深受消费者欢迎。但是，植物玛卡种植过程中吸收养分
能力极强，导致种植后数年内土壤肥力无法恢复，会给我国农业与生态环境带来严重
损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旅客携带入境的植物产
品。上海机场局工作人员当即对该批旅客的违法行为予以了严正告知，并决定对该批
玛卡予以截留销毁，同时开具了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留验 /处理凭证》。而且，工作人
员现场检疫时发现活虫三头，将其装入指形管，并逐一筛查出部分带有虫孔、疑似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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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体的玛卡，单独装入一箱，送实验室作进一步检测。近期，上海空港口岸旅检工作
人员在对来自荷兰的航班查验过程中，已多次发现有来自南美秘鲁、厄瓜多尔、苏里
南等地区的转机旅客携带大量玛卡入境，将进一步加大对荷兰航班的查验力度。

思考:
1. 检验检疫职能部门工作内容包括什么?
2. 检验检疫工作有什么作用?

【相关知识】

一、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的法律地位

( 一) 国家以法律形式从根本上确定检验检疫的法律地位

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根本
上确定了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法律地位。

( 二)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四部法律的行政执法机构，依法具有
执法主体地位

( 三) 中国相对完整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体系，是依法施检的执
法基础

( 四) 中国检验检疫法律具有完备的监管程序，保证了法律的有效实施
( 1) 四部检验检疫法律都有一个具有强制性、闭环性的监管措施，最主要的是货物

的进出口都要通过海关最后一道监管措施。我国现行的通关模式是“先报检、后报关”。
( 2) 通过与海关配合，保证有关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 3) 进口国要求出口国的检验检疫部门行使检验检疫职责，履行义务。
( 4) 合同规定凭检验检疫部门检验证书交货结算和对外索赔的，没有证书无法装

船结算和对外索赔，起到了监督和制约作用。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作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出入境检验检
疫对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保证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安全和人民健康，维护对外贸
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出入境检验检疫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为涉外经济执法机构，根据法律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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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疫职能，对一切进入中国国境和开放口岸的人员、货物、运输工具、旅客行
李物品和邮寄包裹等实施强制性检验检疫 ; 对涉及安全卫生及检疫产品的国外生
产企业的安全卫生和检疫条件进行注册登记 ; 对发现检疫对象或不符合安全卫生
条件的商品、物品、包装和运输工具，有权禁止进口，或视情况在进行消毒、灭
菌、杀虫或其他排除安全隐患的措施等无害化处理并重验合格后，方准进口。对
于应经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注册登记的向中国输出有关产品的外国生产加工企业，
必须取得注册登记证书，其产品方准进口。这些强制性制度，是国家主权的具体
体现。

( 二) 出入境检验检疫是国家管理职能的体现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为执法机构，根据法律授权，对列入应实施出口检验检
疫对象和范围的人员、货物、危险品包装和装运易腐易变的食品、冷冻品的船舱、
集装箱等，按照中国、进口国的或与中国签有双边检疫议定书的外国的或国际性的
法规、标准的规定，实施必要的检验检疫; 对涉及安全、卫生、检疫和环保条件的
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实施生产加工安全或卫生保证体系的注册登记，或必要
时帮助企业取得进口国有关主管机关的注册登记; 经检验检疫发现检疫对象或产品
质量与安全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商品，有权阻止出境; 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危险品包装
容器，不准装运危险货物; 不符合卫生条件或冷冻要求的船舱和集装箱; 不准装载
易腐易变的粮油食品或冷冻品; 对未取得安全、卫生、检疫注册登记的涉及安全卫
生的产品的生产厂，危险品包装加工厂和肉类食品加工厂，不得生产加工上述产品。
经检验检疫合格的产品或取得生产加工安全卫生注册登记编号的企业，包括取得国
外注册的企业，突破了国外的贸易技术壁垒，获得市场准入资格，使其产品在进口
国能够顺利通关入境。

上述这些对出境货物、包装和运输工具的检验检疫和注册登记与监督管理，都
具有相当的强制性，是国家监督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

( 三) 出入境检验检疫是国家维护根本经济权益与安全的重要的技术贸
易壁垒措施，是保证中国对外贸易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 1) 对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和监督认证是为了满足进口国的各种规定要求。
( 2) 对进出口商品的官方检验检疫和监管认证是突破国外贸易技术壁垒和建立国

家技术保护屏障的重要手段。
( 3) 加强对重要出口商品质量的强制性检验是为了促进提高中国产品质量及其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利扩大出口。
( 4) 加强对进口商品的检验是为了保障国内生产安全与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国家

对外贸易的合法权益。
( 5) 在国际贸易中，对外贸易、运输、保险双方往往要求由官方或权威的非

当事人，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重量、包装、装运技术条件提供检验合格证明，
作为出口商品交货、结算、计费、计税和进口商品处理质量与残短索赔问题的有
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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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对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促进农畜产品的
对外贸易和保护人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使其免受国际上重大疫情灾害影响，是中国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担负的重要使命。

对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品以及装载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品的容
器、包装物和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 ( 含集装箱) 实施强制性检疫。这对防止动
物传染病、寄生虫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及其他有害生物等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
疫情性传入传出，保护国家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履行我国与
外国签订的检疫协定书的义务，突破进口国在动植物检疫中设置的贸易技术壁垒，从
而使中国农、林、牧、渔产品在进口国顺利通关入境，促进农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 五) 国境卫生检疫对防止检疫传染病的传播，保护人体健康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屏障

中国边境线长、口岸多，对外开放的海、陆、空口岸有 100 多个，是世界各国开
放口岸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各种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发生和流行，还出现了一批新的传染病，特别是鼠疫、霍乱、黄热病、艾滋病等一些
烈性传染病及其传播媒介。随着国际贸易、旅游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出入境人员迅速
增加，随时都有传入的危险，给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对出入境人员、
交通工具、运输设备以及可能传播传染病的行李、货物、邮包等物品实施强制性检疫，
对防止检疫传染病的传入或传出，保护人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三、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内容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是主管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的行政执
法机构。其主要职责任务有以下内容。

( 1) 研究拟定有关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的实施细则、办法及工作规程，督促检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贯彻执行。

( 2) 组织实施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和监督管理; 负责国家实行进口许可制度的
民用商品入境验证管理; 组织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的前期监督和后续管理。

( 3) 组织实施出入境卫生检疫、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 组织实施出入境动植物
检疫和监督管理; 负责进出口食品卫生、质量的检验、监督和管理工作。

( 4) 组织实施进出口商品法定检验; 组织管理进出口商品鉴定和外商投资财产鉴
定; 审查批准法定检验商品的免验和组织办理复验。

( 5) 组织对进出口食品及其生产单位的卫生 7711 第二十五章出入境检验检疫基础
知识注册登记及对外注册管理; 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标识、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出口
质量许可并负责监督检查; 管理和组织实施与进出口有关的质量认证认可工作。

( 6) 负责涉外检验检疫和鉴定机构 ( 含中外合资、合作的检验、鉴定机构) 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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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认可并依法进行监督。
( 7) 负责商品普惠制原产地证和一般原产地证的签证管理。
( 8) 负责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的统计工作和国外疫情的收集、分析、整理，

提供信息指导和咨询服务。
( 9) 拟定出入境检验检疫科技发展规划; 组织有关科研和技术引进工作; 收集和

提供检验检疫技术情报。
( 10) 垂直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 11) 开展有关的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检疫协议的

实施工作，执行有关协议。
综上所述，出入境检验检疫对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贯彻中国的对外交往，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任务三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体制与机构

【任务引入】
2014 年 7 月，俄罗斯一批重 2 741. 79 克拉、价值 150 多万美元的首饰用毛坯钻石

在上海检验检疫局钻交办申报入境，这是自我国加入金伯利进程组织以来首批经上海
口岸申报入境的俄罗斯毛坯钻石。

【任务分析】
由于俄罗斯产钻石一般直接出口至比利时，经比利时分选后销售流通至世界各地，

因此鲜有我国与俄罗斯直接进出口毛坯钻石的贸易，而对上海口岸来说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收到俄罗斯签发的金伯利进程证书，且该证书有多项内容仅使用俄文填写，无
法识别。钻交办工作人员高度重视此次俄罗斯毛坯钻石在上海口岸入境的核查验证工
作，为了既不耽误企业通关时间，又能及时验证证书的真伪，工作人员立即向俄罗斯
主管金伯利进程的机构发去电邮详细询问，同时向国家局及兄弟局咨询俄罗斯签发的
金伯利进程证书的样式，并使用中俄翻译软件，逐项翻译证书内容。在收到俄罗斯金
伯利进程主管机构的确认邮件并从其他渠道证实了该份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后，钻
交办工作人员立即对该批毛坯钻石实施了检验，经核查验证无误后予以放行。

上海局作为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金伯利进程执行机构之一，监管全国一般贸易项
下及上海地区加工贸易项下的毛坯钻石进出口贸易，2014 年 1 月至 6 月，钻交办共核
查来自美国、比利时和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进口毛坯钻石 81 批、重 40 多万克拉、金额
达 2 000 多万美元。

思考:
1. 统管全国的检验检疫工作是哪个机构?
2. 具体执行检验检疫工作是哪个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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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的管理机制

国家质检总局在统管全国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的过程，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分为直属局和分支局，是负责所辖区域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
检验的行政执法单位; 实行垂直管理的体制，即直属局由国家质检总局直接管理，国
家质检总局组织机构见图 1 － 2。

图 1 －2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机构图

【知识链接】
( 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内设机构: 办公厅、法规司、质量管理司、计量

司、通关业务司、卫生检疫监管司、动植物检疫监管司、检验监管司、进出口食品安
全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产品质量监督司、食品生产监管司、执法督查司 ( 国家
质检总局打假办公室) 、国际合作司 ( WTO 办公室) 、科技司、人事司、计划财务司、
督察内审司、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

( 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直属事业单位: 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国际
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中国纤维检验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中心、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中国质量报社、中国国
门时报社、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 3)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挂靠单位: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中国国际
旅行卫生保健协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中国计量协会、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标
准化协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中国防伪行业协会、中国设备监理协会、中国质量万
里行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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