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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对进出境非贸易性物品实施监管是中国海 首先对准澳旅睿行事物品实施免税通道和应税

关的一项重要任务。非贸易性物品包括进出境 通道聪放制度。 1987 年，在各重点口岸旅检现

旅客行李物品、郁递、快递物品，印刷品及音 场对各类旅客实施了红碌通道验放制度。 1992

像制品，文物、货币、金银及其制品，境内外 年，在简化班客通关于镇上又有校大突破，大

机关、团体等机构互赠的礼品以及中国常驻境 部分旅客可口头申报。 1996 年，海关全面采用

外和外国(国际组织)常驻中国机构的办公或 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申报通道和无申报通道通关

公务用品啡。进出境物品监管的基本任务是: 的做法，使海关旅检通关制度更加完罄。 2006

依法监督管理物品的合法迸出，在方便绝大多 年，全国海关正式启用"旅客通关风险管理系

数正常往来的同时，制止极少数走私违法活动。 统" 0 2∞7 年，与口岸安检部门同步检查旅客

基本环节是:接受申报、查验放行、厨续管理。 托运行李的"一机两屏"模式在全国空运、陆

20 世纪 50 - 60 年代，迸出境旅客数堕较 路口岸运行。 2∞8 年旅客舱单系统"在全

少，主要为外交人员、出国干部、华侨及海澳 国空港口岸旅检现场投人使用，大幅提高通关

问胞。海关根据国家制定的监管办法及验放尺 效率和方便旅客进出境。在物品管理方面，通

度办理各类人员行李物品的验放手续。 1978 年 过调黯税制及物品分类，实现突出囊点，管住

以后，对外交流、旅游探亲、投资经商等进出 管好禁止和限制物品，限制进出境的物品湛步

境旅客逐年增加， 2∞8 年达到 36135 万人次， 减少，申报范围逐步缩小，充分放宽对一般生

是 1980 年 1106 万人次的近 33 倍。为方便旅客 活用品的管理，通关手续不断简化的目的。

合法进出，加快通关速度，悔关不断对旅客行 对进出境邮递物品监管是梅关非贸易性物

学物品在政策适用、分类管理、监管模式进行 品监管的重要方朋，包括"邮袋、邮包、印刷

改革，简化通关于续，提南工作效率。 1979 年， 品以及特快专递邮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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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少数海关开展 了快递运输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快递业务

进出境邮袋监管业务。随着中国与朝鲜等国光 盘快速增长， 2008 年，悔关监管的快递数盘

后签订通邮协定，各地相继院国际邮件交换局 为 10666 万件，是 1980 年邮、快递总数 1282

或交换站，由海关派驻人员对进出境邮袋的装 万件的近 10 倍。

卸、开拆、 3璋鼓封等实瞄监管，梅关凭邮局掘交 为i适蔬应快i谦摄业的发膜，海关总署在 198阳5 

的由椰F路清单验放。白 20 世纪 8削O 年代开始，为 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罔悔关对进出境快i递摄

加强对进出境邮袋监管，悔关在邮路清单j上工才?统充 物品脏管办法》扎， 1993 年撞新制定《中华人

一力加0.1盖盖 "验t吃立

20 世纪 50 - 6ωO 年代，由于当时的政?治台、 年、 2004 年、 2006 年又进行了 3 次修订工作。

经济原因，悔关对进出境邮包采取"细查细瑜" 通过不断完善监管措施，加强科技投入，海

监管模式，并采用"限量、限值、限次数"的 关对快件监管逐步建立起中心式集中监管，

做法，严格控制邮包进出境数最，直至改革开 EDI (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报关，快件分类管

放。 80 年代以后，随着进出境邮钮数量的大幅 理等一整套监管体系。中国海关快件诵关管

增加以及科技手段在邮钮监管中的广泛应用， 理系统和快件自动化检查系统的陆续投入使

海关逐步放宽脸放尺度，验放速度随之加快。 用，实现了快件机检图像与快件报关单信息

2007 年，海关总署姐织研发的"邮递物品通关 同屏对比，既加快了快件的通关速度，又严

子系统"投入运行，结束纸质报关单证的使用， 密了监管。

通关效率大幅提高。 此外，海关还按照国家公约和国际惯例，

特快专递物品简称快递，快递业是…种 对驻华使领馆公私用物品进行监管。

新兴服务业，以"门对门"的服务形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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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客行李物品监管

申报单格式进行修改。

第一节旅客通关监管
1986 年，海关总署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在

客流量较大的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试行"红蜡

通道"捡放制度，明确放客申报责任。旅客行

…、接受申报 李申报单分设"旅行 IJ 用物品"和"申请进口

物品"两个栏目 O 入境旅客须将外币、金饰、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海关结合实际情 重点管理物品等填报在"旅客行李申报单" (滥

况，制定行李物品报关规则，审核进出境旅客 澳旅客填在"回乡证" )上，持有关证件通过通

行李物品的申报。 道:出境旅客，如入境时填写申报单的，须一

1951 年 4 月，中央财政侵济委员会发布 并将申报单交给海关。对持"通行证"前往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以下简称《暂 澳地区定居、探亲、公干的旅客只摆在"通行

行海关法})，规定进出境行李物品的所有人应 证"上登记申报，不填写申报单;对旅游船旅

将其携带的物品如实向悔关申报。 容和加入旅行团来华旅客，其行李物品比较简

1956 年 2 月，全国海关统一使用《中华人 单，实行口头申报或集体书面申报方式，

民共和国进出境旅客行李申报单}o1958 年 9 月， 求此类旅客逐个填申报单。

对外贸易部修订《海关对进出国境旅客行事物 1987 年 7 月，海关总署发布《搭乘旅游船

品监管办法} ，将旅客申报单分为进口、出口 进出境旅客办理海关手续须知} ，规定搭乘旅

两种格式，分别使用中文、中苏、中朝、中越、 游船进出境旅客，进境时仪携带旅行自用并保

、中德、巾英、中法等版本。 1979 年，对 证复带出境的照相机、便携式收音机、摄影或

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为简化旅客通关于续，对 摄像机进境，可免填"旅客行李申报单"申报

[第三分册当代卷] 1 14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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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旅客免予在"回乡证"上登记申报) ;携 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向海关申报物品的

带超出上述范围的物品，应另向海关口头申报。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

进境旅客离团探亲访友或换其他运输工具出境， 客选择"红绿通道"通关的规定> ，及配套的

应填写"旅客行李申报单" (港澳旅客在"回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简化进出境旅客通

证"上登记 >.，向海关申报;出境旅客在中国友 关手续的公告> ，规定携带物品须向海关申报

谊商店等商业部门用外汇购买的珠宝、金银饰 的，均须选择"红色通道"通关;携带物品无

物、工艺品等物品，应持盖有"外汇购买"章 须向海关申报的，可选择"绿色通道"通关;

的购物发票，在办理出境手续时，向海关口头 对携带须向海关申报但不需复带进境物品的出

申报;携带文物(包括已故的中国现代著名书 境旅客，免除书面申报，适用口头申报，海关

画家的作品)出境，应凭文物管理部门签发的 对其证件不作申报情况批注。 旅客通关手续更

"文物出口证明书"向海关申报。 加简化 与国际海关通行的"申报"和"无申

1989 年 5 月，海关总署下发《海关关于 报"通关模式接轨，红绿通道分流旅客比例达

迸出境旅客选择"红绿通道"通关的规定> , 到 2:8。

第一次以法规形式确立中国海关实行的申报 1995 年 12 月 25 日，海关总署制定《中华

与查验融为一体的通关制度。 该规定明确进 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 , 

境旅客必须书面申报;出境旅客可以免除书 规定旅客向海关申报仅限于书面形式。 在实施

面申报，旅客携带金银、文物、外汇等出境， 双通道制的海关监管场所，口岸海关设置"申

应主动口头向海关申报;对因公出国人员和 报"通道(又称"红色通道" )和"无申报"通

出国探亲、留学人员携带出境并将复带进境 道(又称"绿色通道" ) 。 旅客携带物品按规定

的"旅行自用物品保留登记手续;对持 无须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可选择"元申报"

有"免税物品登记证"的长期出国人员仍凭 通道进出境;旅客须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

登记证验放。 在申报台前向海关递交"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

1992 年 11 月，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 办理申报。 其他时间、地点所做出的申明，均

图 3-4-1-1 20 世纪 80 年代，拱北海关

旅检现场设置的"红绿通道"

11432 1 [第三分册 ·当代卷 ]

图 3-4-1-2 20 世纪 90 年代，拱北海关旅检现场

设置的"申报"和"无申报"通道



第四篇栩固监督'
第一章旅客行李物品监管 E

不视为申报。海关在旅客通过申报台府开始菇 物、动物产品、动物尸体、标本、植物、楠

验旅容行李物品时，不再接受旅客申报。 物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土壤、微生物、人

2005 年 5 月 31 日，海关总署下发《改革 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戒血液制品等申报

航空口岸进出境旅客申报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项目。

知~ 0 7 月，全国航空口岸梅关扁用新修订的 2008 年 2 月，全罔悔关实行新的进出境旅

申报单，进出境旅客一律填写申报单，向海 客申报制度，需要串报的旅客范闹、申报单证、

关书丽申报。申报单为一式一联卡片式，分 申报项目实行统一标准。新版申报单中需要旅

进、出境两种版本，有中英文两种文字，首 在填报的项目再次简化，只列明海关茧点管理

次采用国际上通行的问答式，方便旅客填写， 项目，并将进出境职报内容合并在一张单内。

背面印有禁止进、出境物品衰，供旅客参阅。 进出境臆客没有携带w.申报物品的，无须填写

申报项目吸收检脆检疫申明卡内容，增加动 申报单，可直接通关;携带有应申报物品的旅

且:筒

城侧5佩 盖tt R AII懈闵蜘 年月 1'1
栩栩省下列物晶帽.tf. ~[J.划 J I 掏带有下列"品消冻"口"划 d

M、m配部带帽、您!口 1 蛐、翩翩翩翩‘金
1 2. 11民麟郎在锦州歌晴lê<佳能地人14刷肿'自糖、命徽等倒像愈鹏

口 a 翩翩掷恻'阳峭的单价
舰斌人民币'删生刷赋树晴制L
孚锵咆鹏幡就行商用物幅画

口且越斌2制"元人民邸'陪钞.戴趟
斌折合阴阳.XJt.币现钞

口也货物、焦柿、广俯"

f骨.v.口6.~闹翻"脯响酬锹ØI
口1

携带喻上越饰品的，请详细填写如下帽'尊

，品~/J'I':i种 | 剧号 I!数量|金额 1 海关批注

理险阻'血ØI('

雄窑雏名:

币rìllí

一、瓢'哥揭示，
1. 投有掷带腹内梅关申报物品的旅褥，无精填写本
申报麟，可她挥"无市报混划" (又称"银色调坡
标识为 11 4胁" )现关.
2. 拂带有脱向部关申报物品的撒事，照当填坞本申
报单，向梅关书而申报，并端择"申报珊嫌，. (又称
"红色llU雄..标识为 11." )趟关.梅朵兔子般
臂的人员制及随问成人旅行的 Hi 周岁以下旅客可不
填写申报尊.
3. 训f:Jl:替保管本申报单，以便在趣相时撒由此使用.
4. 本申报单所称"赌民旅窑".JJ(指战i鹏常也黯揣在
中阳关墙内的旅窑，吁在周民旅客....指其现常窍膺
地在中阳关搅外的旅客.
5. 不如察申报的旅客将原栩栩版法律责任..
二、中华人踊共和阔麟.1l:珑蝙物品，
1.各种战棉、仿真武楠、弹药JA揭炸物品。
2. 伪i璋的货币放伪瑜的有价证券$
3‘对中阳政治、貌挤、文化、现棉有害的印刷品、
胶卷、照片、唱片、影片、;珉音带、澈像带、激光明
盘、激光视报、计算机存储介屑Jj(其它物品:
4. 各种剧性毒茹t
5. 鸦片、吗啡、梅洛刷、大麻以放其官能使人成瘾
的麻醉品、精神商伤1
6. 新鲜水果、黯科就藏、活动物(犬、猫除夕卡〉、
动物产品、动植物病原体和鲁威.&.其它有.1:.物、动
物尸体、土楠、特捞回位物材料、动楠物戒惰跚行的
目踪和地区的有央动楠物.&其严品和其它戚槐吻t
7. 布凋入商僧腑的、来自疲区的以及其节能传播疾
病的食品、商品戚其官物品-
-、中华人隐共和阁静止出搪精品，
1.列入麟止进境施围的所有物品
2. 内容扭曲及国*秘密的手楠、印刷品、股带、照片、
唱片、影片、景音带、录像带、撒光唱撒、撒光视撒、
计算机存储介ßIi及其官物品:
3. 珍贵文物及其它璇止出槽的文物:
4. 濒她的和珍贵的刷、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和
篝殖材料.

阁 3甲4一 1 …3 中华人民共和因海关进出境niR客行李物品申报单式样( 2008 年 2 月 1 日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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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须填写申报单向海关书面申报。 进、出境申 60 年代初期，大批华侨归国，海关根据国

报内容合并在一张申报单中，旅客进、出境时 务院指示精神对归侨行李物品实行"检查从宽，

均选择"红色通道"通关的，只需在一份申报 一律免税"的政策，采取"重点检查与一般检

单的相应栏内分别填写，简化申报手续。 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进出境旅客除核实金银

饰物 、 货币、重点物品和代带物品外，其他物

二、查验放行 品通过口头询问，采用"估、摸、看、 称"等

方法，简便查验，加快通关。

按国家相关规定，海关对进出境旅客填报 改革开放后，进出境旅客日益增多， 1979 

的行李物品申报单进行审核，检查有无藏匿、 年全国进出境人员 827 万人次，是 1978 年的

夹带禁止及限制进出境物品;检查有无超过 2.4倍。 其中，绝大部分是取道广东各口岸的往

"自用合理数量"物品的情况并办理相应的免 来港澳旅客，尤以九龙海关最多，给现场通关

税 、 征税 、 退运、罚没及放行手续。 海关对进 造成很大的压力 。 1979 年， 广东海关针对进境

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的查验可分为手工检查与仪 旅客未携带应税物品占多数的情况，率先开展

器检查， 一般查验与重点查验，开箱查验与外 旅客通关监管模式改革。 同年 7 月，九龙海关

形查验。 在入境通道设置"免税通道"和"应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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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物昂脂臂'
第一置在 旅客行李物晶监管.

出境现场增设"有物品申报"和"无物品申 抽验;对绕道点抽验的物品，检查完毕后，海

报"通道，其中经无申报物品通道的旅客无须 关在旅客证件上怨代号;对填申报单从"绿色

向悔关申报，对巳过机检的旅客行李物品一般 通道"涌过的放容，检在员收回一联申报单并

不再蔚验。此后，这种监管模式在全国悔关遂 荒章。翌年红操通道"验放制度推广到全

步推行。 r司悔关，工作区域布局由"柜台式"调整为

1985 年，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在进口现场形 "通道式"实现客流的分离和疏通，提高验放

成以机枪为中心，申报、机检、或验、放行一 路度。

条龙的流程布局;九龙海关针对口岸进出境旅 1992 年，为进一步简化涌关于续，海关资

客中被查获有走私违法行为的仅占旅客总人数 验时不再批注旅客身份和进出境日期。在绿色

万分之二，人境旅窑携带重点物品未自行填报 通道设立"重点检查通道" (设有行李检玉是机)

的不到 3%，大多数旅客遵守海关规定等情况， 和"非鼓点检查通道"。旅客行李物品经

对入境港模旅客携带旅途自用重点物品及金银、 点检查通道机检发现问题的开包复查，

外币，试行"旅客填报、海关抽舱由旅客 "非建点检查通道"的一般不再查验。

自行在"回乡证"上填报，海关不再逐一审核 1999 年 1 月，公安边防部门启用 IC 卡(集

签章，仅做抽查的监管方法。此法得到海关总 成电路卡，存有持有者相关信息)式港澳居民

署肯定后在全国海关推广。 来往内地通行证，采用读码机自动识别证件和

1986 年，海关总辛辛在九龙海关潜澳旅客 记录有关资料，免盖出入境检验章，不再对此类

人境检查现场，试行"红绿通道"分类监管验 进境港澳旅客的旅行证件加盖年份章。

放制度。在"旅客填报、海关抽脸"的基础 2008 年，花京承办第 29 届奥林匹克衷卒

上，将原"应税通道"和"免税通道"改设为 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加强安保

"红色通道" (RED CHANNEL )和"操色通道" 工作，北京、天津、太原、呼和浩特、大连、

( GREEN CHANNEL ) 0 入境旅客携带港币 5000 石家庄、沈阳、长春、哈尔滨、 t悔、南京、

元以上、金饰 50 克以上，或行李物品超噩超 杭州、合肥、青岛、广州、深圳等地海关对进

值，须办理有关于续的，应走"红色通道 境旅客行李物品全部机检，发现疑点的，全部

出境旅客携带行半物品超量坦值，或未将登记 开箱查验。

应复带出境的物品带出和有关物品未结请海关

手续的，应走"红色通道"通关;海关对选

择"红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采用口

询、抽查、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扩大口询

二、禁止、限制迸出境物品

为保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卫

面，缩小抽查面，控制重点对象;海关检查究 生等方面的利益，海关总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毕，在其证件或申报单上签浊。海关对选择 会问国务院主管部门公布禁止进出境物品品名

"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不再核签、 井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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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禁止进出境物品

1951 年叫 1993 年禁止进出境物品变化情况…览囊

且立l 禁止进口物品 禁止叫品 法规 l 
1951 年|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央人民政府特许发行的地方货币

〈中华人民共和踊禁止国

家货币出入困境办法〉

1956 年

1958 年

( 1 )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 1 ( 1 )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
(2 )光线电器材管理条例规定应 1 (2) 光线电器材管现条例规定应

当受管制的器材 |当受管制的器材

(3 )中国货币 1(3 )中剧货币
(4 )中国货币票掘和有价证券 1(4 )中国货币票据和有价证券

(5 )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I (5) 外国货币、外国货币禀掘和
道德有害的印刷品(包括日记本、|有价证券

历书、图片、乐谱、书报、刊物、 1 (6) 黄金、白银、白金和上明贵

广告等)、手稿、替苟本、铅版、 1 :重金属制成品[附件(二三)规定 l\ ::~::IJ/~~UU L nJ 11 \ I IYW I'L- I (海关对进出困境旅客
纸版、 j底片、照片、留声机唱片、|限量除外

I/r:71=-' ~J J-L r=I 04"'- ^ LL 行李物品监管办法〉
电影片、巴录音的录音带等 1 (7)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的、 1

(6 )使人能成瘾的麻醉药品和鸦|文化的、艺术的珍贵文物图书

片、。马啡、海洛因、可卡因(高 1 (8) 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和不准

根)等毒品和吸食毒品的用具、|出口的印刷品、手稿、警写本、

烈性蒂药 |铅版、银版、底片、照片、巴荣
(7)彩票 |音的最音带等

(8 )巳摄影未经冲洗的底片和胶卷 1(9) B摄影米经冲洗的底片和胶卷
(9) )'酌电子 1 ( 10) 珍贵禽兽

( 11 )活鸽子

( 1 )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 1 ( 1 )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
(2 )无钱电收发借机及英主要器材 1(2 )无线电收发借机及其主要器材

(3 )人民币(按照货币协定或议定 1(3 )人民币和人民币有价证券

书办理的除外 1(4) 未经核准的外国货币、禀据

(4) 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i 和有价证券

道德有害的手稿、印刷品、胶卷、 I (5) 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或不准
照片、唱片、影片、最音带、最|出口的手稿、印刷品、胶卷、照

像带等 |片、唱片、影片、最音带、录像 I( 海关对进出困境旅客

(5 )烈性毒药，能使人成瘾碑的麻|带等 |行李物品监管办法〉

醉药品和鸦片、吗啡、海洛因等 I( 6) 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的、
(6 )带有危险性病菌、虫害的瑞|文化的、艺术的珍贵文物图书
植物及摸产品 1( 7)珍贵的动物、榄物及其种子

(7 )有碍卫生的和来自疫区能传 1 (8) 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珠宝饰

捕疾病的食品 i 物(出境撒客按规定限量携带的
(8 )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真他物|除外)

1(9 )剧家规定禁止出口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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