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关检机构融合的不断加深，传统海

关监管程序与检验检疫的监管逻辑逐渐协

调，涉检行政处罚的力度不断加强，进出口

企业对国际贸易和进出口活动中的涉检申报

应当加以重视。

一、2022年以来的涉检案件特点分析
为了便于进出口企业了解海关涉检案件

的处置特点，以进出口活动数量、规模及类

型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深圳和南京关区为

例，对2022年以来案件检索和分析。

（ 一 ）深圳海关涉检案件分析

笔者对深圳海关公示的涉检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整理，

共检索到77件涉检案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涉商品检验案件，

共有58件，主要涉及的商品包括鲜鳄梨、鲜龙眼、海味、肉制

品以及危险化学品等 ；处罚原因多是由于进出口货物属于法

检商品未依法报检，依照违法情节的不同大多处以货值10%—

20%的罚款。其中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危险化学品属于法检

商品应履行报检义务似乎易被企业忽视，需要引起重视。涉

动植物检疫案件8件，主要涉及的货物有蜂胶、草坪、货物柜、

红薯、腊味、水果等，绝大多数案件系因未办理检疫手续处罚

1000元。涉卫生检疫案件6件，货物类别涉及旧电脑主板配件、

旧发动机配件、旧外壳等旧品，处罚理由为废旧物品未向卫检

机关申报、未经卫检处理，大多处以1.2万元罚款，需要注意

的是废旧物品、交通工具等，除了涉及商检外，根据《国境卫

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还有可能需要卫检机关实施卫生处理及签

发卫生检疫证书，否则也将面临相应处罚 ；涉食品安全案件4

件，货物类别涉及肉制品、调味料等，多因出口未获得备案的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且货值低于1万元而被处以5万

元的罚款。此外，涉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固体废物案件1起（锂

充电电池），被处以1万元的罚款。

（ 二 ）南京海关涉检案件分析

2022年以来，南京海关检验检疫行政处罚案件共检索到

11起，其中数量最多的仍然是涉商品检验案件，以未如实申报

法检商品而逃避商检、擅自出口未报检法检商品的案件较为

高发，其中危险化学品未依法报检需引起重视 ；涉动植物检

疫案件2起，货物为地板及高背长额虾，其中出口地板因伪造

植物检疫证书而被处以2万元罚款 ；涉食品安全案件1起，最

终以经销商符合免予处罚的情形而不予行政处罚。从类似案

件的处罚结果看，根据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事实情况，南京关区

的处罚金额相对较低。

综合上述案例，四类涉检行政处罚案件中，以进出口商品

检验案件较为高发且依据货值按比例处罚较重 ；同类案件的

处罚，在法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不同地区海关的裁量尺度不

同，处罚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 ；从执法部门来看，不同海关涉

检处罚主管和实施部门并不一样，可能包括综合业务部门、通

关监管部门、现场处置部门和稽查部门。

二、涉检处罚的主要类型
（ 一 ）国境卫生检疫

实施国境卫生检疫，目的在于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

由国内传出，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出发点，逐渐发展为隔离检疫、

如何注意进出口涉检
行政处罚风险与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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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卫生处理的全方位卫生检

疫模式。

1.检疫对象

主要包括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工具及运输设备、尸体

骸骨、特殊物品、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风险的货物物品、动物

植物等。

2.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二十条，逃避

检疫的，根据行为及情节的不同，可能受到警告或者100元至

3万元以下的罚款等行政处罚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引

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触犯刑法中妨害国境卫

生检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等有关罪名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 二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目的在于防止动物传染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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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促进和平衡对

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逐步建立完备的动物检疫与植物检

疫制度。

1.检疫对象

主要包括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装

载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以

及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等。

2.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违反动植物检疫规定，可

能受到罚款、吊销检疫单证等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

六十一条的规定，按照违法行为的不同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

款、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注销注册登记等行政处罚。

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可能触犯刑法中妨害动植物防疫、检

疫罪而承担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

刑事处罚。

（ 三 ）进出口商品检验

进出口商品检验以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者

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家安

全为原则。

1.检验对象

（1）法检商品，指对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其他进出口商品

实施检验。主要包括农产品、冷冻品、动物制品、矿产、钢材、

化工品等，范围较广。但法检商品目录并非一成不变，海关总

署依据近年法检商品不合格检出情况、风险监测情况并结合

国家政策的调整要求，对列入目录的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

整。比如，固体废物本属于法检商品，但自2021年1月1日起

根据《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关总署关

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禁止以任何

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相关编码涉及商品已无法正常报关进口，

一并调出法检目录 ；钢卷等传统金属材料及制品，因属于原

材料类的中间商品，一般不直接面向消费者且工艺技术已趋

成熟，产品质量稳定，安全风险较低，故不再实施进口商品检

验 ；而对于再生黄铜原料、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等进口再生

原料调入法检目录，实施检验监管。

（2）抽查检验商品，是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根据

国家规定实施抽查检验。抽检商品范围每年动态调整。从保

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生命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抽检工作的重

点，与进出口商品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有关。2022年7

月13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开展2022年度法定检验商品以外

进出口商品抽查检验工作的第60号公告，明确2022年抽检商

品的范围包括学生文具、婴童用品、家用洗碗机、电子坐便器、

口腔器具、仿真饰品、儿童玩具、儿童自行车、儿童滑板车、

电热水袋等十类进出口商品。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经海关检验的其他进出口商

品。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九条及《海关总署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

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中所明确的“海关对列入国家《危险化

学品目录》（最新版）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实施检验”，故目录

中的危险化学品属于应当法检的其他进出口商品。

进出口商品检验以保护人类健康和
安全、保护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
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
护国家安全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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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1）法检商品未报检而擅自销售、使用、出口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三十二条，将会受到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的，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逃避商检

罪，而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的刑事处罚。

（2）进出口商品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情况，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三十三条，可能被海关责令

停止进口或者出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50%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本罪以销售金额5万元

为起刑点，按照销售金额的大小，承担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拘役、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处罚。

（3）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商检单证、印章、标志、封

识、质量认证标志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第三十四条，由海关职能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

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印章罪等罪名，被处以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

权利、罚金的刑事处罚。

（4）申报不实或者逃避商检的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由海关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

（5）对于抽检商品，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进出口商品抽查检验管理办法》的规定，配合海关抽检工作。

未经抽检合格，擅自销售、使用、出口的，将可能面临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能面临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刑事处罚。

（ 四 ）食品安全

1.对进口食品安全的管理

（1）制度上 ：健全进口食品全过程监管，需要建立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状况评估审查制度、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制度、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进口商的备案制度、进口口岸监

管制度、进口食品召回制度等。

（2）主体上 ：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

理商、进口食品的进口商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九十六条向我国海关职能部门备案及申请注册。

对境外出口企业来说，境外出口商及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向

我国出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且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

说明书的内容负责。

对境内的进口商来说，首先，应当建立对境外出口商及生

产企业的审核制度，重点审核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是否符合规

定的食用标准。审核不合格的，进口商不得进口相关食品及

食品添加剂。其次，进口商在报检时按照质检总局规定提供

合格证明材料。再次，进口商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若发

现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召回。最后，进口商应当建立食

品、食品添加剂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食品添

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或者进口批号、保

质期、境外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

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2.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提

供虚假材料进口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进口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食品、违法出口食品、违法出口食品、拒不召回问

题食品及进口商未建立并遵守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对境外

出口商或者生产企业审核制度的，依照违法情节的不同，面

临没收违法所得，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

料等物品，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以货值 1 万元为分界，

承担不同的罚款。上述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面临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等刑

事处罚。

三、对进出口企业的风险提示及合规建议
（ 一 ）熟悉商品监管要求，及时关注最新公告

结合整理的海关涉检处罚案例，可见与传统海关监管聚

焦申报规范（如商品归类、量价、贸易方式）的执法特点不同，

涉检案件由于商品特征带来的监管关注要素要复杂得多。以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为例，外来物种、有害生物品目繁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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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象因水果、水生动物、粮食、木质包装、出入境人员适用

的检疫监督规章又有明显不同，对企业来说不仅需要了解自

己进出口的货物，还需要了解可能涉及的动植检风险。

对于商品检验来说，进出口企业除需关注法律法规及海

关总署最新公告中对法检商品目录的规定外，还要关注抽

检商品范围，配合海关的抽检工作。特别提示，涉及固体废

物，外贸企业要熟悉固体废物的名目，加强对国外出口商提

供商品检测报告的审核，对原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进

口废物加强注意义务，不再从事固体废物的进口交易 ；对

于旧物的进口要满足商检及卫检的双重监管，熟悉涉检的

进口旧机电产品清单 ；对于进口食品，国内进口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完成备案和注册，审核食

品成分如实向海关报检。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采

信作为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风险

评估的基础上，针对部分法定检验商品，允许企业自行委托

社会检验机构实施检验，海关依法采信检验结果。2022 年

12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

办法》施行，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在货物申报前完成检验，进一

步加快通关时间，促进贸易便利化。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

用社会检验机构力量，合理配置海关监管资源。

（ 二 ）了解海关监管要求，避免常见违法风险

如前言所述，随着国家对国门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

高，海关对涉检案件的关注度也越来越

高，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的专项整治行

动尤为关注。2022 年海关组织开展“口

岸危险品综合治理”百日专项行动，聚焦

“滞留”和“瞒报”两个突出问题，“以快

防患、以严治乱、依规履职、综合治理”，

危险品在口岸停留时间缩短 63％、实现

“动 态 清 零”， 查 处 伪 瞒 报 危 险 品 1569

批。2023 年， 海 关 将 针 对 2022 年 监 管

情况，开展“打击进出口危险品伪瞒报专

项行动”，健全长效机制，分步骤扩大检

验监管模式改革试点。

检验检疫和海关通关程序合二为一

后，不仅为企业带来申报和通关便利，也

为海关打通进出口数据，实现更为智能精准的监管提供了便

利。以商品为中心的检验检疫监管特点和以商品归类等申报

要素为中心的海关监管特点全面融合，大大提高了海关大数

据分析和发现监管风险的能力。同时，包括海关行政处罚、稽

查在内的后续监管程序和执法队伍已经可以全面适用于涉检

案件，明显提高了海关查处相关违法案件的能力。因此，进出

口企业应当跟深入理解海关监管要求，关注常见违法风险，并

根据海关申报、后续监管要求，及时完善进出口工作方法。

（ 三 ）建立合规理念，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的合规本质是建立一种防范风险、识别风险、及时

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进出口企业需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

体系的建设，从业务立项到报关报检，再到清关后销售，应

当责任到具体经办人，时时关注业务进展 ；对“货运流”“单

证流”“资金流”中的环节要点，做好风险排查工作，及时弥

补监管疏漏 ；对企业高管及具体业务负责人，可以通过委

托第三方外部机构对其进行合规管理培训，提高风险识别

意识和危机应对处理能力。笔者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

过程中，发现进出口企业在作为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的过

程中，经常出现全权委托代理机构，而忽视自身才是海关法

上承担主要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主体，不必要的为代理机

构的过错“买单”。

（作者 ：李繇系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合伙人 ；张楠系国

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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