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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质检通〔2016〕408号

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建立中欧国际货运
班列沿线检验检疫区域合作机制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国与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与合作，推动提升中欧国际货运班列

物流效能。现将《建立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沿线检验检疫区域合作

机制的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质检总局

2016 年 8月 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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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沿线检验检疫

区域合作机制的工作方案

中欧国际货运班列（以下简称“中欧班列”）是深化我国与沿

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

手。推进中欧班列有序发展、扩量增效，更好地发挥发往中亚和

欧洲的集装箱班列运输平台作用，对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水平，适应日益增长的亚欧大陆国际货物运

输需求，释放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通道潜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中欧班列已形成经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和新疆阿拉山口、霍

尔果斯进出境的面向欧洲、中亚等国际货运线路。为进一步适应

日益增长的亚欧大陆国际货物运输需求，建立和推进中欧班列检

验检疫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检验检疫监管，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有效监管、

优化服务为重点，以落实“三互”、促进区域一体化为手段，以《质

检总局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意见》（国质检通〔2015〕

151号）和《质检总局关于促进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扩量增效检验检

疫工作方案》（国质检通〔2014〕503 号）文件精神为指导，服务

“一带一路”对外开发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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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以服务开放、促进发展，科学监管、方便进出，密切国际合

作、保障国门安全为原则，切实发挥检验检疫的职能作用，把促

进中欧班列安全、高效、持续发展作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

突破口和有效载体，建立中欧班列沿线检验检疫机构间联系紧密、

协调一致、运转高效的检验检疫区域合作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检验检疫区域一体化建设。建立班列沿线检验检

疫机构间“出口直放、进口直通”制度。入出境列车检疫由口岸

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对进口应检物，除废物原料、危险化学品及

其包装、大宗散装货物外，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核辐射监测、

入境集装箱检疫及表面检疫处理，免于口岸开箱查验，目的地检

验检疫机构负责入境集装箱及其装载应检物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

理。研究确定高风险农产品直通放行安全监管措施。对于出口应

检物，除危险货物及其包装、散装商品外，由产地局或采购地检

验检疫机构完成检验检疫监管工作后直接签发通关单，免于口岸

换证和查验。制定中欧班列检验检疫监管业务工作规范，统一中

欧班列检验检疫监管作业流程，优化进出口货物口岸查验管理机

制，不断提升工作质量。

（二）推进“三互”机制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国务

院和国家质检总局推进“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要

求和部署，建立中欧班列检验检疫信息化系统，实现全口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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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班列及货物数据的共享。加强数据统计分析、出口商品质量评

估及后续监管，及时调整检验检疫通关措施，提高查验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主动参与整合监管设施资源，支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口岸监管执法设施和机制建设。在应对突发事件、打击逃避检验

检疫行为、注重事后监管和稽查等方面提高区域合作机制水平。

（三）推进中欧班列扩量、增效。加快进境货物风险分析和

准入核准进程，统筹班列沿线内陆地区建设指定口岸，支持扩大

返程货物贸易发展，促进中欧班列扩量增效。

（四）促进新型外贸业态发展。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

购贸易、国际邮包、全球维修等新型业态应用班列运输，优化检

验检疫监管模式。

（五）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等的收集和研究，

利用检验检疫援外培训平台，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走出去”

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对企业自用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员工自用

物品等提供进出境便利措施。对农业“走出去”企业境外种植、

加工的农产品、食品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提供便利措施，支持扩

大进口。

（六）推进检验检疫全程无纸化建设。在受理报检、检验检

疫、出证放行环节采用电子化方式，实现全程无纸化。推行原产

地签证无纸化申报，积极开展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出入境特殊物

品卫生检疫审批证书等信息的自动校验核销和网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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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化疫病疫情联防联控。建立疫病疫情和异常情况信

息通报平台，及时通报班列沿线国家疫情疫病信息及检验检疫不

合格信息，加强风险数据收集、研判、预警、处置合作。持续推

进口岸核心能力建设。加强检验检疫非传统安全分析研究，提高

协同执法水平、共同维护国门安全。

（八）深化检验检疫国际合作。在总局领导下，及时收集并解

决班列运行中沿线国家检验检疫及通关方面的问题，促进与沿线

国家在检验检疫和通关放行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为中欧班列运

行创造更加便捷高效的国际环境。加强与有过境检验检疫要求的

沿线国家的磋商，为相关产品通关放行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中欧

班列承运货物采信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境外第三方检验、检测、

认证结果。

（九）支持中欧班列多式联运发展。探索铁空、水铁多式联运

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探索建立多式联运一体化协同监管机制。

（十）加强对外宣传。班列沿线有关直属局要加强对相关工作

的信息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争取各方更多关注支持。对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和促进班列发展的好经验和做法、意见和建议

及时上报总局通关司。同时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引导，让企业能全

面享受检验检疫相关政策支持和通关便利服务。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根据中欧班列运行路线，建立分别以

内蒙古局、新疆局牵头，班列发运地及沿线广东、四川、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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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河南、江苏、浙江、宁波、厦门、辽宁、湖北、天津、黑

龙江、陕西等有关直属局参加的中欧班列检验检疫区域合作组，

建立疫病疫情和异常情况信息通报平台，加强联系、协调，及时

研究解决班列运行相关问题。

（二）注重联系配合。区域合作组内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明确

分管业务处室及联系人，建立节点城市与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对

接机制。对班列运行中遇到的证单、检验检疫、查验放行等问题，

要及时协调有关检验检疫机构处理。

（三）协调重大事项。总局或总局授权牵头局不定期召开中

欧班列检验检疫监管工作会，及时研究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

要求和总局的工作部署，总结成功经验做法，解决检验检疫监管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逐步建立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有

效促进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健康发展的检验检疫监管体系。

新开展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检验检疫监管业务的直属局请按照

本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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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通关司、卫生司、动植司、检验司，食品局。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6年 8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