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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进口商品检验

，” ，- t． 概述
1

*

’I

‘

●
， 1日

自汉唐两代开辟陆海丝绸之路与外国通商以来，国外输入中国的商品概以香料、珠宝、象牙等为大

宗商品。唐开元二年(714年)建立市舶使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化至明清时，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产生了“牙行”、“十三行”等半官方的机构，为中外商人的交易活动提供中介服务。

18世纪末，英国为了改变用大量白银抵付与中国贸易差额的状况，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

统计，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200箱(每箱100～120千克)，以后平均每年增加

7800箱。道光十四年(1834年)增至2．18万箱。道光十七年六月至十八年五月(1837年5月～1838

年6月)中国从英国进口商品总值中，鸦片即占去61％，英国也一下子由入超变为出超，致使清廷大量

的白银外流。

。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以失败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卅、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攫取了海关协定关税的特权，掀

起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在繁多的进口商品中，似鸦片、棉布为大宗商品。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

鸦片战争天津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后成立海关总税务司，各口岸总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官员均由英、

法、美、德外国人担任，中国海关主权丧失殆尽。

同治九年至十三年(1870～1874年)间，平均在进口商品总值中鸦片占39．2％，棉纺织品占32．2％，鸦

片居首位。光绪二十年(1894年)，棉纺织品的比重上升为35．3％，但鸦片仍占21．1％。洋货泛滥成灾，充

斥市场。民国元年(1912年)鸦片方停止进口。进口商品总值在100万关两(当时与美元的比值约为每关

两折合0．7美元)商品为46种，其中来自英、日两国的棉布占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各国向中国倾销商品，不经任何检验，致使劣质商品充斥市场。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国民政府

先后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成立商检局，对进口人造肥料、蜂蜜、糖、火酒、蚕种等5种商品进行

检验，以防止伪劣商品和有毒物质输入，不合格禁止运销内地投产或销售。此为中国官方机构对进口

商品实施检验之起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敌视中国，搞封锁禁运，中国进

口商品的三分之二来自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主要有汽车、机床、钢材、有色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橡

胶、军工品等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急需的物资。，
．-

商检部门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环节，为贯彻国家统制对外贸易和品质管制政策，一直以出口商品

为检验把关的重点。1951年公布的《1951年度检验商品种类表》中进口商品只有禾谷、棉花、化肥3

类。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口商品的检验范围逐步有所扩大，1955年外贸部公布的《现行实施检验商

品种类表》进口商品已增至9类59种。对列入《种类表》的商品，由商检部门实行强制检验，《种类表》

外的商品由收用货单位自行验收，发现质量不合格，规格不符和重(数)量短缺等问题时，再向商检部门

申请检验鉴定。1955年外贸部商检总局规定，检验和对外出证，区别不同国家采取以下两种做法：检验

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商品签发检验鉴定证书对外提出索赔；检验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进口到货，

须由商检和接货、收用货单位及其主管上级部门组成评议小组及由商检部门出具异议证书对外提出异

议。这一办法延续至1965年才停止执行。

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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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中，对进口商品全部取消法定检验。由于接货、收用货单位验收不够认真及时，甚

至不验收，以致贻误许多对外索赔的良机。此期问，在进口到货中，外商以旧顶新、以劣充优、残损短

缺、规格不符，甚至有意破坏捣乱等情况不断发生。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影响国内

生产建设。 ．．

“文化大革命”中，商检工作完全瘫痪，丧失了对进口商品进行质量把关的工作条件。

1973年国家计委发出(73)计生字第600号《关于加强进口物资检验工作的通知》，要求把进口物资

检验工作抓紧抓好。1974年外贸部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恢复进口商品的法定检验，对进

口玉米、小麦、大豆、棉花、黄麻、西沙尔麻、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天然橡胶、纸张、化肥、原糖、鱼粉、毛

皮和制革原料皮、绒类15种商品实施法定检验。

1984年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明确商检部门是统一管理进出口商品

检验工作的主管机关，规定一切进出口商品必须经过检验。同年，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公布《现行实

施检验进出口商品种类表》，进口法定检验商品增至18类58种。

1986年国家商检局、国家经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联合召开全国进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工作会

议，共同研究加强协作配合，把好进口商品质量关的问题。会后发布《进口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1989年《商检法》开始实施。1989年公布的《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进口商品进

一步扩大至40类148种。主要进口商品大都列入法定检验。同年，国家商检局公布首批《实施进口商

品安全质量许可制目录》，列入《目录》的商品有9类，即：汽车、摩托车、摩托车发动机、电冰箱、电冰箱

压缩机、空调器、空调器压缩机、电视机及显像管。1995年国家商检局公布《第二批实施安全质量许可

制度的进口商品目录》，列入《目录》的商品有38类，包括锅炉、移动式压力容器、固定式压力容器、锅炉

压力容器附件等。凡列入《目录》的商品，国外生产厂家必须事先向中国国家商检部门申请质量许可

证，经国家商检部门对送审样品进行检验，并对工厂生产条件进行全面考核合格后，发给质量许可证和

安全标志，其产品方准进入中国市场。这一做法，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又较有效地从源头解决进口商

品的安全性能问题，对维护国家生产和消费者安全乃至环境保护都起到重要作用。1982～2000年进口

商品检验概况见表2．1。 一

表2．1 1982～2000年进口商品检验概况

合计 农副产品 纺织品 轻工品
年份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检验 42572 3194 6444 1475
1982 843038 331852 111479 21972

合格率(％) 92．36 79．31 91．78 96．95

检验 50943 2472 2435 1542
1983 771698 241064 74448 20625

合格率(％) 87．84 81．63 86．30 93．53

检验 81232 3883 4153 4152
1984 614481 132718 33160 28971

合格率(％) 86．26 53．13 71．86 93．24

检验 130817 4632 5851 5624
1985 753604 113945 50328 45575

合格率(％) 90．57。 55．09 81．37 83．31

检验 128908 7694 5061 6158
1986 702056 105496 30268 65792

合格率(％) 92．15 82．57 89．24 90．75

检验 122239 9041 4824 6779
1987 972912 2041lO 25695 92339

合格率(％) 91．36 81．51 91．38 90．65

检验 109647 14375 6419 7811
1988 2020334 396323 127915 147884

合格率(％) 85．43 72．83 85．03 86．72

检验 117722 11659 8710 9040
1989 2673208 428854 239280 223381

合格率(％) 87．24 78．64 78．29 89．78

112弱J商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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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合计 农副产品 纺织品 轻工品
年份 ，

批 会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检验 108631 14850 45102-2 6962 6514
1990 2095040 153925 89330

合格率(％) 87．40 7 8．86 80．90 86．74

检验 121944 2250419 17972 393766 10040 ，193336 9351 124213
1991

合格率(％) 88．09 87．82 82．72 81．83 85．44 78．10 90．33 89．05

检验 146162 2677433 18392 419783 10157 169682 8984 』145368
1992

合格率(％) 89．58 89．9l 84．48 84．12 88．65 78．69 91．10 93．07

检验 178473 ‘3768276 ，21806 ，9．72835 12613 116864 3779 71685．
1993

合格率(％) 92．82 95．94 88．36 89．24 95．69 。96．17 94．44 97．26

检验 204607 3726101 23377 466195 20435 203479 4563 67456
1994

合格率(％) ’94．38 96．29 90．94 94．82 95．81 96。16 96．16 98．03

检验 171593 3604390 ．25255 704760 28353 262599 46ll 70913
1995

合格率(％) 89．65 94．14 93．94 91．10 94．60 92．16 94．95 97．7l

检验 292411 4127165 37043 662983 ，。54609 298577 14192 130119
1996

合格率(％) 90．04 95．84 96．14 91．98 96．66 98．53 98．00 97．73

检验 ．371204 4409726 54832 648421' 65457 310834 ．22646 173033
1997

合格率(％) 96．02 96．70 96．89 89．64 97．07 98．18 98．07 ’98．41

检验 427403 4309985 58962 548895， 56789 222492 26661 ‘199027
1998

合格率(％) 95．55 96．10 97．76 85．94 98．02 94．89 98．12 98．70

检验 582087 4827596 93877 573333 56677 174538 37528 ，274959，
1999

合格率(％) 96．91 97．14 ’97．18 91．12 99．06 99．08 98．84 99．30

‘检验 1264369 7878297 279491 108318l 118432 317847 85908 ．343774
2000

合格率(％) 98．84 98．71 99．30 94．85 99．55 99．21 99．83 ‘99．82

五金矿产品 化工品 ，机电产品 其他
年份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检验． 8197 10458 9708 3096
1982 45665 275825 18153 38092

合格率(％) 96．42 95．73、 90．63 88．18

检验 22557 9478 8681 3778
1983 79897 251117 45627 58920

合格率(％) 91．40 90．t2 80．89 ’80．39

检验 37668 12225 18704 447
1984 ，140322 210310 44396 24604

合格率(％) 93．29 85．35 82．54 30．88

检验 49312 10599 54147 652
1985 230691 141585 169618 ，1862

合格碎：(％) 96．18 86．02 92．8l 63．61

检验 52095 10501 44158 3241
1986 226325 87497 181553 5125

合格率(％) ‘96．67
”

89．07 90．57 89．52

检验t， 44560 14659 41194 1182
1987 233403 ’170134， 239905 ‘7326

合格率(％) 96．96 89．09 88．56 85．84

‘检验 29980 410503 1730(j’ 474575 32987 775
1988 419084 35050

合格率(％) 91．81 86．59’ 86．09 92．90

17964 35734 4286
1989‘

检验 30329
618039， 432598 578425 152631‘

合格率(％) 89．69 85。02 86。13 66．48

检验 18916 19544 37207 4638
1990 466639 382155． 。414265。 137704

合格率(％) 88．23 ‘92．31 87．44 82．07

．检验 17468 474024 26581 599406 40125 462557 407 3115
1991

合格率(％) 84．94 94．15 93046 91．78 88．64 85．04 86．24 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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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五金矿产品 化‘ 二品 机电产品 其他
年份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批 金额(万美元)

检验 19073 714945 26960 472119 62369 733：763 227 21773
1992

合格率(％) 87．68 96．1l 91．48 91．83 91．01 88．46 71．63 71-52

检验 32803 1648881 21471 301273 85516 1350700 485 6038
1993

合格率(％) 93．84 96．47 93．64 91．71 92．87 97．49 91．96 97．83

1994
检验 30200 1130844 18735 366186 106627 1487747 670 ．4194

合格率(％) 93．37 96．53 97．06 91．75 94．60 98．63 94．48 97．56

检验 26342 906163 35030 519754 51205 1135275 797 4926
1995

合格率(％) 95．28 95．04 80．78 95．37 87．40 94．96 94．00 96．35

检验 58450 1260645 74718 644565 51834 1122843 1565 7453
1996

合格率(％) 97．7l 96．86 76．93 95．39 86．56 96．34 96．99 91．30

检验 95757 1452357 68834 623136 61875 1192153 1803 9797
1997．

合格率(％) 98．56 98．29 94．11 96．23 91．52 98．21 97．67 97．74

检验 126549 1269899 84678 660081 72469 1404458 1269 5122
1998

合格率(％) 98．86 97．65 89．25 95．09 92．44 98．25 97．64 99．12

检验 180985 1699304 104034 633637 107554 1469145 1382 2680
1999

合格率(％) 98．95 98．19 94．50 95．38 93．74 98．4l 98．12 98．43

检验 278960 3215287 236877 1016401 251530 1887787 11867 14020
2000

合格率(％) 98．13 99．61 99．27 99．28 98．04 98．81 99．64 98．51

第一节畜产品

r、． ，‘ 简 述
’

，‘

畜产品进口以皮张类商品为主，主要有制革原料皮、毛皮和革皮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检验

进I=／皮张，初期进口量较少，随着制革工业的发展，进口皮张数量不断增加。由于革皮服装和日用皮件

加工业的需要，使革皮的进口数量呈上升的势头。 ’r

1993年国家商检局发布进口皮张行业标准，统一规范了进口皮张检验的标准，进口皮张检验技术

达到新的水平。
。

进口羊毛商品列在本章进口商品检验纺织品中叙述。
，

：
，

皮张 ．。

皮张是生皮的俗称，生皮是从哺乳动物身上剥离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皮，也叫原料皮。原料皮

又分为制革原料皮和制裘原料皮。制革原料皮主要包括盐湿、盐干、淡干牛皮，马皮，猪皮，山羊皮、绵

羊板皮，麂皮等；制裘原料皮主要包括生绵羊皮、生羔皮、生灰鼠皮、生旱獭皮、生水貂皮、生狐皮、生兔

皮等。原料皮经过一系列的加工、鞣制、整理，制成革皮和裘皮；再加工成革皮制品如：革皮服装、皮鞋、

体育用品等；加工成裘皮制品如：裘皮服装、羊剪绒床毯、壁挂毯等。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进口皮张，并由天津商检局办理进口皮张检验业务。当时进口量非常

小，年进口量为1万"--2万张。只从苏联和蒙古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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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上海商检局开始检验进口皮张，只是按合同规定条款进行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存在技术、。

设备不足；缺乏检验依据；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和方法，极易出现不同结果。检验人员边检验、边学习：

边调查。1962年上海商检局会同有关公司、工厂共同研究，在原有验收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所积累的实

践经验和搜集的资料，拟定《进口牛皮试行验收办法》，初步统一验收方法。11965年，由上海商检局和上

海市畜产进出口公司共同起草，报外贸部商检局审批的《进口牛皮检验操作规程》发布实施。1|，^|

7从国外进口皮张，都必须具有输出国检疫机构签发的兽医证书。但除澳大利亚、阿根廷、新西兰等

具有检疫条件的国家外，马里、几内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尚不具备检疫条件，不能出具兽医证书。为’

此，对进口皮张的检疫工作，采取凡经国外检疫，并随附检疫兽医证书的，抽样10％进行复验；凡国外未。 ．。

”

随附检疫兽医证书，则将货物存放于仓库，进行逐张检疫a对检出的疫皮，由进口公司会同有关单位集． ，

¨

中消毒处理。 6．，’

“+

、‘ 一．一x —jj， 一．． ’，。

进口皮张检疫，最初采取以5张皮组成一个试样检疫。后按照外贸部商检局指示，改以2张皮一

个试样检疫。通过进口皮张检疫试验证明，以2张皮做一个试样检疫，可提高疫皮的检出率。_。

1971年，进口皮张数量增加。为防止动物疫病传人中围境内，保护农牧业生产，确保人民身体健．

康，农林部，轻工部，外贸部联合要求加强检疫工作。经研究决定：凡从非洲进口皮张的到达港，集中在h

上海、天津两地，并指定专厂消毒和鞣制加工。’ ?，1 7 7。 、：
， *．一’

‘。1973年，农业部、外贸部联合发函，对从蒙古进口马皮等畜产品的检疫消毒问题做出要求：1．马皮

仍按过去的规定进行消毒。2．进口的皮张、羊毛、兽骨一律发给天津，由天津市畜产进出口分公司指定． ：，

专厂按照不同的商品种类集中进行消毒处理。3．皮张、羊毛、兽骨，进口后不准直接向资本主义国家转

口或内销，必须经过消毒处理，或是经过加t成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口或内销。‘4．装载进口畜产品的

车辆及其他运输工具必须严格进行消毒。 ．、． ，．一。。
‘‘

：’ 。4-‘．． 一，⋯

1973年11月外贸部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进口制革原料皮、毛皮列入《种类表》内，于 ，

，

·：

1974年2月1日执行。
“

‘，‘ ，1’：。、+： !，

1974年进口皮张实施法定检验后，上海商检局主要采取督促进口公司、收货工厂做到批批验收，商：’ ’：。

检局监督检查和抽验，发现问题再复验，复验不合格对外出证。检验发现的主要问题：盐湿牛皮短重超 4．

过5％以上；皮张上刀伤、烙印、油脂过多等不符合合同规定。‘ t．，’r，．．
+·

：．。‘。
．_

1975年11月，天津商检局向外贸部商检局报告进口皮张存在的问题：进口皮张逐年增加，年进口

量50万～70万张，涉及四大洲12个国家和地区。1974"-'1975年的进货验收情况，从品质看呈下降的
．

一

趋势，1974年进口毛皮3663件，其中1477件不符合合同规定；蒙古马皮全部不符合合同规定。1974

年到货厂方未验收，无法对外出证的1960件；有769件批次不清，无法按规定验收；有76件包装散乱． ，，

无法验收；有138件混入其他批次，找不到原货；有62件验收记录丢失；有54件样品丢失无法验收；有
“

合同但货物下落不明的135件。超过索赔期的数量亦不在少数。t975年进口毛皮2155件，其中1202 ，，，

件不符合合同规定，有品质问题；包装过大或过小，外包装低劣；短重占对外出证的30％。为统一对外，．2。

改进进口皮张验收、检验工作，t976年5月外贸部商检局、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通知《试行进口皮‘|；。

张验收办法》，拟定《进口皮张和革皮验收、检验试行办法》。该《办法》适用于进口制革原料皮、毛。

皮、革皮。，：”。、 ：‘ ，。：．·!、_ 一，．i
．+4 ．。≯．：1，r|。、．j ． +：．

1978年，上海口岸从孟加拉国进口盐湿牛皮，数量大，批次多，破包多，分不清批次和包号。经检验
’

普遍短重、缺张、等级不符，并有腐烂变质，及时对外出证。其中品质21批，数量25批。’+。上海商检局为

落实进口皮张批批验收，采取凡上海收货的皮张督促收货部门验收，商检局下厂抽验，发现问题再会同

公司、工厂扩大抽样复验；由上海进口调拨外地的皮张，采取异地检验办法，通知有关商检局督促验收。 ．

加强审核厂检结果单，在审核过程中，按合同条款掌握，防止收货单位掌握过高或过低的偏向。签证做

到内容具体、准确，并掌握索赔有效期，及时出证。。
’

，一．
。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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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上海畜产进出口分公司从荷兰ANGO LANDA公司进口盐湿牛皮一批，发现脱毛变质、

伤残过多，对外出证。该公司派出口部经理莱姆斯拉格来沪看货谈判，在事实面前，外商表示提赔是合

理的，认赔2．38万美元。

，。1978年11月天津畜产进出口分公司通过中国香港大民公司(DAHLMANN CO．LTD)从联邦德

国KOHN&HAY K．G公司进口盐干绵羊皮14．7280万张，因品质无韧力，经商检局检验，于1979年

8月对外提出索赔后，卖方产生异议，曾多次派员到天津看货，并承认供货质量有问题。但是，外商同国

后，迟迟不办理索赔，一拖再拖，出尔反尔，最终拒绝索赔。为维护国家利益，支持天津畜产进出口分公

司向中国同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天津商检局在仲裁委员会开庭过程中，

以证人身份在法庭上发言。通过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庭内庭外调查、调解，经历3年多往来交涉。对

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最后裁决联邦德国KoHN HAY K．G公司赔偿62．4万美元。当时由于败诉方破

产，中方仅得12．5万美元。

1981年4月国家商检总局和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联合下达《进口皮张验收办法》及注意事

项的通知，修改1976年联合颁发的《进口皮张和革皮验收、检验试行办法》为《进口皮张验收办法》。

1985年天津口岸进口皮张有制革原料皮、毛皮、革皮三大类，共十几种。1985年天津商检局检验

皮张共114．6404万张，总货值2375万美元，较1984年增加86万美元。以检验数量计，制革原料皮占

24％，毛皮占5％，革皮占71％。天津口岸进口皮张的收用货部门多而分散，采取验收的做法是：对《种

类表》内皮张，采取共同检验；对《种类表》外皮张，先由用货部门向商检局申报，然后自行检验。检验合

格的报商检局注销；检验不合格的商检局复验出证，做到100％验收。1985年检验进口皮张不合格对

外出证7批，5．881万张，全部赔回，金额50．0261万元。索赔成效高于历年。另有42批凶到货超过索

赔期，无法出证。。 ’。
。

1989年国家商检局公布《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进口的制革原料皮、毛皮、革皮

列入《种类表》内。‘

7‘’’1990年1月，天津商检局向国家商检局报告进口皮张检验工作中发现问题及今后意见。1985"-"

1989年天津进口皮张检验总计1亿多美元，平均每年进口皮张2030万美元，比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减

少24％。制革原料皮占进口批的21．2％，制革原料皮对外出证占出证批的10％。1985～1989年共赔

回91．9982万美元。； ·：
一

||
． ∥，． ’ ，

商品质量和存在问题：美国英昌皮业有限公司是信誉最差的客户，1986年从该商进口皮张6批，有

5批不合格。1986年从美国好兰德有限公司进口蓝湿牛皮，经检验有破面、伤皮、危皮(抢砂皮)等伤

残，出证后外商来天津看货认同赔付4．8万美元j。

‘合同规定笼统，如蓝狐皮、水貂皮合同只规定“Saga”质量，精选级、一级、二级；制革原料皮盐湿牛

皮合同只规定好皮无刀伤及其比例等，而没有具体等级质量要求。 ，。 ，．，t
，

j．‘样品是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如合同规定三个等级，却是一张样品；有的样品没有买卖双方确认签

字或一方签字，缺乏法律依据。常年从蒙古国进口皮张，但样品多年不变，失去样品代表性一
。 超过索赔期，占进口批数的17％。

，改进建议意见：实施装船前检验，避免不合格商品抵港；对外签订合同，条款要规范化；样品法律

化；检验标准化，科学化。 。： 1．

’
’

1993年5月1日，国家商检局发布行业标准： 一r

SN／T 0107—92进口生牛皮检验规程： ，．。：

SN／T 0109—92进口生马、驴皮检验规程 ： ·

SN／T 0110一92进口生山羊板皮、绵羊板皮检验规程

SN／T 0114—92进口澳大利亚生绵羊、羔皮检验规程
。

，’

11262l商品检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SN／T 0115—92进口生旱獭皮检验规程， ，

!

‘，

SN／T 0116—92一进口水貂皮检验规程

‘SN／T 0117—92进口蓝狐皮检验规程 ．，

发布皮张检验规程使得进口皮张检验有章可循，统一规范。 ，

·

。 1994年上海口岸进口皮张48．1567万张，比1993年增加23．9％。经检验对外出证12．3834万张，

占收货的7．1％，外商已理赔7672．5美元。主要问题是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数量短缺等。。

进口皮张存在的质量问题，有从美国进口的蓝湿革皮发霉，革皮伤残、刀洞多；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盐湿绵羊皮数量短少；从法国进口的服装革的色花、裂浆、伤残过多等。贸易合同中品质条件规定不具

体，也无凭样品交货等条款。

1994年天津口岸进口皮张52万张(片)加13000吨，总货值1011．32万美元。其中制革原料皮10．21

万张加130吨，货值68．08万美元；毛皮21．55万张，53．02万美元；革皮20．24万片，货值890．22

万美元。
‘

进口围别和地区，数量首位是韩国，主要是革皮，货值680万美元，占总金额67．2％；其次是中国香

港，货值209．69万美元，占总金额20．73％；其余依次为美国、德国、新西兰、意大利、英国、俄罗斯和中

国台湾省等。
‘|

经检验不符合合同和样品质量及数量短少等对外出证共5，0936万张，货值80．66万美元。其中

制革原料皮2．6701万张，货值3．56万美元。索赔赔回金额约3．1454万美元。进口皮张不合格的特

点是数量短少占多数，其次是不符合样品质量或影响使用。 ．

1996年天津商检局全年共检验47．95万张(片)，总货值1002．97万美元。其中制革原料皮10．86

万张，货值71．13万美元；毛皮11．47万张，货值53．57万美元；革皮25．62万片，货值877．99万美元。

进口数量革皮仍居首位，其次是裘皮和制革原料皮。进口国别和地区，数量最大的是韩国，其次是中国

香港、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台湾省、印度、日本、巴西等。因不符合合同和标准规定，对外出证共11．89

万平方米加3700千克，货值25．71万美元。涉及韩国和澳大利亚，共赔回金额7．7231万美元。

1997年天津商检局检验进口皮张57．04万张、10I．3吨，总货值1190．54万美元。其中制革原料

皮93．1吨，货值11．85万美元；毛皮36．7万张，货值236．08万美元；革皮20．34万张，货值942．61万

美元。进口数量最多是革皮。进口国别和地区，依次为韩国、中国香港、意大利、泰国、澳大利亚、美国、

日本等。进口皮张对外出证2．55万张、46．3吨，货值134．8万美元，索赔赔回金额74．49万美元。存

在主要问题是糟板、刮伤、破洞、刀伤、烙印等。

1998年天津商检局检验进口皮张36．83万张、272．44吨，总货值1007．68万美元。其中制革原料

皮4．8吨，货值L 12万美元；毛皮24万张j267．64吨，货值167．22万美元；革皮12．38万张(片)，

624．19万平方英尺，货值839．34万美元。进口国别和地区，依次为韩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日本、意

大利、乌拉圭、巴西等。从巴西和意大利进口的革皮及澳大利亚进口的毛皮检验不合格对外出证，共赔

回50．68万美元。
+．

’

●

‘、

第二节农林产品
1-

简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少量农产品进口。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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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需要，进口农产品成为大宗商品。进口一定数量的粮谷，以调剂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畜、

禽、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混合饲料的推广应用，20世纪70年代，从秘鲁等渔业国大量进口鱼粉。随着外

贸的发展和国内食品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进口植物油的品种和数量不断调整。木材、水泥、钢材、

塑料是世界四大原材料，中国需要进口不同材种的原木，以满足工农业建设和木材加工的发展。

农产品进口情况比较复杂，到货集中数量大，进口国别多，标准不断修订，检验时间紧。尽管如此，

均按进口合同条款，产品标准规定严格检验。

一、粮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粮谷进口，但数量不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国进口大米130万

吨，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大米进口。主要来自越南、暹罗(泰国)、缅甸等

国，进口时未经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进口数量少而零星。

1960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为此，中国决定大量进

口粮食，国务院成立进口粮食办公室，外贸部成立粮食办公室领导和指挥粮食进口工作。天津、上海、

大连、秦皇岛、广州等口岸成立进口粮接运领导小组，下设接运办公室由粮食局、港务局、铁路局、外贸

局、卫生局、海关、商检局、外运公司、外轮代理公司等单位派员参加。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承担

购粮任务，并负责与国外签汀购粮合同。

1961年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数量达580．97万吨，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湛江等口岸商检

局对进口粮进行检验。为更好地做好进口粮食的检验工作，外贸部商检局于1961年4月3日在天津

召开进口粮碰头会，研究检验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此后，由于外贸的发展和品种调剂的需要，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吨粮谷进口。进口粮种主要是小

麦、大米、玉米、大豆和燕麦。进口粮谷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阿根廷。因进口粮谷围别

多，粮种多，给检验T作带来一定网难。检验依据主要是按照贸易合同规定的有关条款及出口粮谷的

检验方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1962年，外贸部商检局通知各口岸商检局(处)，关于进口粮检验样品保管期，检验结果有问题的，

不论是否是属于合同规定项目，均应保留样品至问题处理结束为止。检验结果无问题的，一般可不保

留样品。

外贸部商检局关于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小麦规格解释问题于1962年5月29日以(62)检局一字

第70号函复大连、青岛、天津商检局，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小麦合同中某些规格的理解与掌握：

1．澳大利亚次级品小麦合同中的“萌芽程度”和“已发芽”的鉴定方法，“萌芽程度”系指胚根胚芽已

突破种麦，但尚未伸出胚部范围者；“已发芽”系指幼根、幼芽已穿出种皮并已伸出胚部范围者。

2．小麦蛋白质检验中氮素换算系数与小麦面粉相同。’

3．加拿大小麦合同杂质项目内的“其他籽粒”，暂时仍按外贸部商检局(61)检局一字第190号函第

(四)项对大麦中“其他籽粒”的解释掌握。经查《加拿大谷物分级规程》的有关章节，粮谷以外的其他作

物籽粒或野生植物籽粒确应归属于“其他籽粒”。

1964年1月31日外贸部商检局以(64)检局一字第14号函，复进口澳大利亚燕麦杂质检验方法：

从澳方提供的材料和双方合同规定的品质条件看，澳方对杂质的解释仅包括燕麦以外的其他谷物和非

谷物杂质。对于燕麦谷粒上脱落的皮壳及瘪粒、空粒等，虽影响商品使用价值，但已在合同规定的容重

项目中反映出来，故不再计作杂质。

1965年9月16日外贸部商检局下发(65)检局一字第193号《关于进口阿根廷小麦检验和统一出

证办法的通知》，对进口阿根廷小麦的品质检验和出证办法按下列规定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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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验结果符合合同和阿方标准及其允许误差的，只按合同规定项目签发中文证书。
。

．2．检验结果不符合合同和阿方标准及其允许误差的，签发中外文证书。 ．

一

1965年和1966年分别在上海、天津成立动植物检疫所，进口粮谷的植物检疫工作转归动植物检疫

‘所办理，商检局只负责进口粮谷的品质、重量的检验工作。外贸部第四业务组于1970年6月10日在

天津召开六口岸进口粮碰头会，会上拟定《进口小麦品质检验方法》。该方法外贸部以(70)贸业字第34

号文发给各口岸商检局执行。
’ ’

‘。

’为进一步做好进口粮检验工作，外贸部第四业务组修改和补充(70)贸业字第34号下发的《进口小

麦品质检验方法》。
～1

’·，

1．进口粮的扦样，仍采用天津碰头会上议定的在船舱分层设点扦样方法，每隔500吨扦取样品一

次，作一批结果，所用扦样工具一律使用长1米双套管扦样探子扦取样品。

2．杂质检验，筛下物中小籽粒拣出算“其他籽粒”，小麦碎粒不算杂质；灰尘、糠皮计算在“其他杂

质”内。

3．小麦瘪粒，完全无使用价值的作为杂质，含有少量淀粉的不算杂质。

4．水分检验，原规定“将试样100克剔除杂质”，系指去大型杂质，其他小型杂质不必拣出。：水分检

验仍采用130℃，40分钟快速法检验。+

’为切实把好进口美国小麦、玉米品质检验关和有利于统一对外，外贸部商检局以(73)贸检字第48

号文颁发《进口美国小麦、玉米品质检验暂行办法K+ ． 。
。’．

1973年，外贸部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将进口玉米、小麦、大豆列入《种类表》内，实施强

制性检验。
’

：

外贸部商检局于1974年9月22～25日，在上海召开进口粮检验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大

．连、青岛、上海、广州商检局和秦皇岛、塘沽、湛江、厦门商检处，并邀请外贸部进口局、中国粮油食品进

出口总公司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研究制定了进口粮检验暂行办法。会议讨论的几个具体问题：

， L关于检验依据问题· j

(1)进口法国小麦的检验，对合同规定的品质项目，在新检验方法下达前，暂按澳大利亚小麦品质

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出证。， ： I
．

(2)凡原进口合同规定的国别、品种，买方同意改交另一国别粮食品种时，应按改变后的国别品种

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出证。‘

关于进口粮转供出口检验，在作进口检验时按进口合同和有关规定执行；在做出口检验时按出口

合同和有关规定执行；进出口检验必须同时进行而项目解释和归属不同的，可分别按进出口合同规定

检验归属。另有规定者除外。
’“

．
． ，’

、 外贸部商检局于1974年12月14日以(74)检一字第269号文颁发《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

法》、《进口美国玉米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美国大豆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加拿大小麦品质检

验暂行办法》、《进口澳大利亚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阿根廷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和《进口

阿根廷玉米品质检验暂行办法》。 ， “， ’．

1977年8月，外贸部商检局在厦门召开进口粮商检工作座谈会，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建议。1977年12月17日外贸部商检局以(77)检一字第296号文下发《关于进口粮商检

工作座谈会讨论问题的审定意见的通知》，对有关扦样办法，把好进口粮质量关，发现死老鼠的处理及

澳大利亚小麦发芽率的掌握问题都做出规定。 一
．， 、。

1978年，外贸部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出进口商品检验种类表》，将进口玉米、小麦、大豆列入表内，自

1978年7月1日执行，实施法定检验。 ，

应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加拿大小麦局和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的邀请，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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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农业部和国家商检局赴加拿大粮食考察代表团一行12人，由刘德才率领于1979年6月6日～

7月3日参加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专为中国举办的粮食检验技术交流研讨班。通过学习、考察、讨论座

谈、索取有关资料以及同加方技术人员一起实际操作，不仅交流检验技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

谊，而且初步了解、弄清和掌握品质检验中的几个问题；全面了解加方对谷物标准的理解、掌握和检验

操作全过程；弄清加方对小麦冻伤粒、发霉粒、发芽粒等颗粒的鉴别，区分和检验掌握，并取得加方区分

为一般、较重和严重程度不同的缺点颗粒实物样品；弄清加方对杂质的检验程序及其项目归属；弄清过

去合同有规定而中方没有掌握的检验项目，即对比组别和其他组别的颗粒鉴别和检验掌握；弄清加方

从扦样、检验到登记发证的_丁作过程。学习加方对标准样品的制备程序和管理使用制度；学习加方对

装船留样和验余样品的保管使用和处理。双方协商一致，今后定期(或不定期)加强技术交流。

1979年，外贸部商检局下达《关于进口粮检验T作有关规定》(试行稿)，于1980年1月起执行。

1979年，外贸部商检局在青岛召开全国进口粮检验_丁作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制定《进口美国玉

米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阿根廷玉米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

口美国大豆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巴西大豆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泰国大米品质检验及扦样

的暂行办法》、《进口澳大利亚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阿根廷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加

拿大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进口澳大利亚大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

1979年，外贸部商检局下达《关于改革进口粮扦样工作方案》的通知。进口粮扦样要缩小扦样批

量，统一扦样工具，进一步研制深层和自动化的扦样机，逐步实现散装粮扦样全自动化。

1979年是中国进口粮到货较多的一年，不仅国别多，品种多。而且到货的等级、项目复杂。1979

年全国进口粮到货检验1235．53万吨，比1978年883．25万吨增长27．86％，比1961,----1979年，19年平

均每年进口601吨增长51．05％。进口品种有小麦、玉米、大豆、大麦、大米、绿豆和高粱等，来自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法国、泰国、巴西、巴拉圭等国家。t

通过上述到货的检验，发现品质不符合合同和出口国标准的552吨，占到货检验总数的45％。不

合格的主要原因是水分、杂质、破碎粒、发霉粒、损伤粒和污染粒等超过规定。据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

总公司统计，自1973年1月～1979年12月底的7年中，因进口粮到货品质不符合合同和出口国标准

及短重和植物病虫害等，已从国外赔回2089万美元，其中属于品质方面的1182万美元。

1980年国家商检总局下达《关于进口美国小麦“机检杂质(Dockage)”检验出证的通知》。

1．检验方法仍按外贸部商检局(79)检一字第396号文下达《关于进口粮品质检验暂行办法的通

知》的《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方法检验。

2．评定合格与否，应按合同规定办理。 ，。

3．原《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关于“机检杂质”检验结果数字处理的规定，改按“四舍六

人五单双”的数字修约规则办理(GB 8170一87数值修约规则)。

“机检杂质”的出证百分数采取组距数字与实际数字同时并列的形式。、 ：．

1980年鉴于中泰检验双方在执行中泰玉米合同的品质条款中存有争议，国家商检总局召集有关商

检局在上海作认真研究，制定《关于进口泰国玉米品质检验项目和颗粒鉴别技术的暂行办法》，以统一

检验掌握。 ： ，。

’

．

1980年湛江口岸进口美国小麦中发现含石块，对外索赔。
‘。 。。

， 1980年应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的邀请，国家商检总局并委派青岛、天津商检局等3人参加9月

8日～10月9日在加拿大温尼伯市举办的国际谷物讲习班。通过学习和交流检验技术，弄清的几个问

题：野燕麦的掌握及归属，“其他籽粒”的内容，容重的换算，其他组别与对比组别以及不相当于麻奎斯

品种的识别，“机检杂质”的含义，卡特除杂机的操作性能等。

1981年国家商检总局下发《关于进口美国小麦“机检杂质”的出证掌握》。根据1979年青岛全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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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粮检验工作会议制定的《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美国小麦“机检杂质”计算原则，

凡中方检验结果及国外来证超过合同规定，或只有任何一方检验结果超过合同规定者，均按不合格出
， 证，但内容及评语应有所区别。

“ ’

应国家商检总局邀请，美国联邦谷物检验署代表团于1981年8月19～31日访华。就过去中国进

口美国粮食质量、重量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办法，研究中方人员赴美检验粮食的有关问题。
‘

1981年国家商检总局在秦皇岛召开全国进口粮检验工作座谈会，会议检查和修改青岛全国进口粮

检验工作会议通过的10个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暂行办法，并讨论修改《关于进口粮检验工作有关规定》

(试行稿)为《进口粮检验工作有关规定》，自1982年1月1日起执行。会议统一进口粮检验操作规程、

统一检验目光；通过蛋白质硒快速测定法代替凯氏法用于日常进口粮检验工作。

1981年是中国进口粮到货数量较多的一年。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阿根廷、泰国等国
”

家进口小麦、玉米、大豆、大麦、糯米共499船，1457万吨。经9个商检局(处)检验，其中合格的365船，

1058万吨，分别占到货检验总船数的73．25％和总重量的72．60％；不合格的133船，分别占检验总船

数和总重量的26．75％和27．40％。．

1982年应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加拿大小麦局的邀请，中国粮检技术代表团在

国家商检总局张建平副局长的带领下一行14人，于8月6----30日参加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专为中方

举办的粮检技术讲座。提出对小麦杂质的样品量和检验野燕麦归属不二致问题，进行技术交流和座谈

讨论。还就中加双方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样品，由双方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检验结果表明：加方原寄

中方装船样品本身的杂质含量是不符合加方标准的，中方所提供的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给加

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j

1982年9月20日～11月30日，1983年4月5日～5月20日，上海、辽宁、山东、厦门商检局和无

锡轻工业学院完成进口美国2号软红小麦，2号硬冬麦；加拿大西部3号红冬小麦，1号红冬小麦7个

品级小麦的原粮理化、工艺、面团特性的试验研究工作，写出《进口小麦理化、工艺、面团特性研究报告》

第一册和第二册。1983年10月～1984年1月上海、辽宁、山东商检局合作完成加拿大西部1号红春

小麦蛋白质12．5％和蛋白质13．5％等7个品级小麦的原粮理化、工艺、面团特性的试验研究工作，写

出《进口小麦理化、工艺、面团特性研究报告》第三册。该项进口小麦品质研究工作，为外贸进口、商检

把关、面粉加工、合理使用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

1983年国家商检局下达《关于对加拿大小麦中所含野燕麦的检验归属问题的通知》，在加拿大红春

小麦和琥珀色杜兰姆小麦等级中规定的野燕麦最高限量标准，系指对完整的、带壳的野燕麦限量标准。

脱壳的野燕麦不受限量标准限制，但要归属于其他籽粒，并受其他籽粒限量标准的限制。从1983年4

月1日按此检验归属并对外出证。 j ．-

，，

，

’

应SGS远东公证行邀请，国家商检局及上海、山东、广东商检局一行5人于1983年11月25日～’

12月5日以中国商检公司粮检技术交流考察小组名义访问泰国曼谷。对泰国出口大米、玉米、绿豆检 。

验程序、检验方法、检验项目掌握等进行考察。经座谈讨论技术交流，对大米、玉米检验项目基本统一

认识。双方同意大米中C3小碎米控制在0．5％以下，糠粉计人杂质中，虫蛀粒计人损伤粒中，统一玉米

损伤粒、破碎粒、发芽粒、不熟粒的掌握等。‘。 ．

国家商检局和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商检局组成中国谷物计量与检验学习

小组16人，于1984年3月30日～4月19日参加加拿大国际谷物学院专为中方举办的谷物计量与检

”验技术培训班。对评定谷物等级，识别品种，鉴定组别，船货分析进行实际操作。从而对加拿大谷物委

员会实行谷物品质管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
、。+

1984年国家商检局给全国有关商检局(处)、中国(香港)检验有限公司寄发泰国出口白糯米标准。 ，

1984年国家商检局等单位反映，美国粮谷中含有强致癌物二溴乙烷(Ethylene dibromide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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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分子式CH。Br—CH。Br)残留，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应。

据了解二溴乙烷在一些国家曾经广泛用作土壤、粮食、食品加工等的杀虫、防腐、防霉的熏蒸剂。

国内外科学实验证明，二溴乙烷不仅能使人、畜致癌，而且还能使精(卵)子的遗传基因失常，使胎儿致

畸、致残等。许多国家已禁止二溴乙烷的生产和使用。美国环境保护局已正式宣布禁止把二溴乙烷用

于土壤、粮谷和磨粉业，并制定残留限量规定。进口美国粮谷的国家对此极为关注。联邦德国规定谷

物及其制品中二溴乙烷的残留限量不超过10ppb。

中国进口的美围小麦，据上海、大连商检局初步检验，美国小麦中确实含有二溴乙烷残留，最高含

量达37．2ppb；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分析81个样品中，有17个样品中检出二溴乙烷，含量在

3．05～20．83ppb。从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日本进口的小麦和面粉中均未检出。

为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外贸部、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城乡

环保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商检局联合下达《关于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二溴乙烷的通知》，严禁进口

被二溴乙烷污染的粮食，对库存被二溴乙烷污染的粮食要严格检验，经检验二溴乙烷残留超过限最标

准的应立即封存。

1985年国家商检局发布进口粮谷品质检验专业标准：

ZBB 20001—85进口美国小麦品质检验方法

ZBB 20002--85进口美国玉米品质检验方法

ZBB 20003--85进口美国大豆品质检验方法

ZBB 20004--85进口加拿大小麦品质检验方法

ZBB 20005--85进口加拿大大麦品质检验方法

ZBB 20006--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

ZBB 20007—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 补充规定美国小麦

ZBB 20008--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 补充规定美国玉米 ’；

ZBB 20009--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补充规定美国大豆

ZBB 20010—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 补充规定加拿大小麦

ZBB 20011—85进口粮谷品质检验技术操作规程 补充规定加拿大大麦

1986年国家商检局发布专业标准，1987年1月1日实施。

ZBX 11008--86进口泰国白大米、白糯米检验规程 ·

；ZBX 11009--86进口泰国玉米检验规程 ．7 ：
1‘

ZBX llOl0—86进口泰国绿豆检验规程

1986年1月，天津口岸进口美国黄大豆1船，3．15万吨。经塘沽商检局检验，该批黄大豆的杂质

和损伤粒两项超过合同规定，对外出具索赔证书。美国接到索赔证书后，派谷物检验博士、经理、美国

驻华大使馆农业专员等人来塘沽，美、中双方分别检验存查样品，美方观看中方检验项目的归属和检验

全过程后，对中方的检验表示满意，并确认赔偿45万美元。
‘

1986年9月，应加拿大谷物委员会邀请，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率团访问了加拿大。先后访问了

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农业部、小麦局、谷物学院，参观了有关农场、学院和科研机构。并与加谷委进行谈

判和技术交流，双方签署了“中加技术和人员交流”协定。
”

1987年中国进口粮的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仅1987年上半年到货就有806万吨，超过1986年全

年进口粮的总量。增加一些新的国别、新的粮种。r

国家商检局关于进口泰国大米的破碎粒的掌握问题函复广东商检局：进口泰国大米破碎粒的掌握

暂以泰国外贸部1987年1月27日发布的No．PN 302／V 169关于泰国出口大米标准的有关规定的各等

级大米相应破碎粒平均长度(单位以毫米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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