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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洪翔物流（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创联创新设计与标准化服务中心、

广州质安标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东保税区域协会、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河北陆港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上道标准技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协诚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企业协会、

广州保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东莞市保税物流企业协会、深圳技术大学质量和标准学院、中联富维国际

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四川省物流股份物流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公运东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翁健苗、彭志辉、邱雪霞、王旖旎、冯尚斌、侯海云、崔志强、肖劲锋、谢欢、

阮晓华、陈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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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物流服务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税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作业要求、增值服务作业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和投诉处

理。

本文件适用于保税物流服务的作业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1071 仓储服务质量要求

GB/T 30331 仓储绩效指标体系

GB/T 30333 物流服务合同准则

GB/T 32849 国际货运代理报检服务质量要求

GB/T 37518—2019 代理报关服务规范

SB/T 10977 仓储作业规范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GB/T 3284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报关 customs declaration

进出境运输工具的负责人、进出境货物的所有人、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办理运

输工具、货物、物品进出境手续的全过程。

[来源：GB/T 18354—2021，8.11]

3.2

报检服务 services for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pplication

报检单位根据委托方的委托，依法提供向检验检疫部门申请办理商品检验、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检疫

（以下简称报检业务）的有偿服务。

[来源：GB/T 32849—2016，3.1]

3.3

保税货物 bonded goods

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来源：GB/T 18354—2021，8.12]

3.4

保税物流 bonded logistics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场所，企业从事仓储、配送、运输、流通加工、装卸搬运、物流信息、方

案设计等业务时享受海关实行的“境内关外”管理制度的一种物流服务模式。

[来源：GB/T 18354—2021，8.35]

3.5

流通加工 distribu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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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需要，在流通过程中对货物进行改变包装、化整为零和工艺简单的加工改制，而对原来产

品的用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简单加工。

[来源：GB/T 18354—2021，4.54，有修改]

3.6

保税展示交易 bonded display transaction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注册的企业（以下简称“展示经营企业”），办理担保手续后，将进出境运输

工具、保税货物运到区外的固定场所进行展示和销售的经营活动。

3.7

保税维修 bonded maintenance

保税物流服务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功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运入境内（或保

税区外运入区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复运返回来源地的生产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保税物流服务企业

4.1.1 应建立保税物流相关制度、管理办法、作业规范。

4.1.2 应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监管设施、安全设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其他设施。

4.1.3 应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4.1.4 应对仓库内人员、设备、货物、保税仓库、计算机管理系统制定相应的安全与应急措施。

4.1.5 应配备满足保税物流服务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岗位及员工。

4.2 服务人员

4.2.1 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熟悉海关有关法律法规，遵守海关监管规定。

4.2.2 应参加上岗前的岗位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才能上岗。

4.2.3 操作仓库特种设备的人员应持证上岗。

5 作业要求

5.1 物流方案（单）设计

设计保税物流方案（单）时，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货物分类与申报、进出口手续办理、仓储

和运输安全、货物管理与仓储作业管理等。

5.2 仓储

5.2.1 仓储作业应符合 SB/T 10977 的要求。仓储作业质量指标及要求应符合 GB/T 21071 中的要求，

仓储作业绩效指标体系应符合 GB/T 30331 的要求。

5.2.2 入库作业应按以下要求：

——提前做好入库作业准备，包括但不限于：搬运设备、理货区域、储存区域、作业人员等；

——及时检查并确认货物的海关审批文件以及入库单据。入库单据包括但不限于：进口报关单、

提单、发票、装箱单、入库单等；

——货物到达保税仓库后，对保税货物进行验收，确认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与入库单据信息一致后

方可签收该批次入库货物；

——按照物流方案（单）的要求进行入库作业，并做好相关的账册登记手续。

5.2.3 在库作业应按以下要求：

——保持库区内的卫生清洁环境，保持货物保管所需的物理空间环境和温湿度环境；

——建立盘点制度，能满足临时盘点、定期盘点等要求；

——在仓储管理过程中发现短缺、损坏甚至灭失等情况，及时跟相关人员反馈；

——保税仓库货物的存储期限不超过 1 年。如需延期，查验海关审批文件，并根据延期审批的期

限和其他要求及时修改货物账册资料；

——综合保税区货物的存储期限根据合同约定，不设存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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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碎、易腐烂或有特殊要求的货物，在存储过程中进行相应的包装处理或堆放管理。

5.2.4 出库作业应按以下要求：

——提前做好出库作业准备，包括但不限于：搬运设备、包装材料、理货区域、作业人员等；

——如在保税仓或出口监管仓库的出库货物，检查并确认货物的海关审批文件，并确认保管货物

已经结清仓租等费用；

——如在综合保税区内仓库的出库货物，检查并确认货物已经结清仓租等所有费用；

——根据出库单的要求对出库货物进行货物下架、搬运、分拣、包装或换包装、贴标、装箱等操

作，并确认货物的数量、规格、包装等信息与出货单据信息一致。并与货主单位完成货物交

接手续；

——可根据出库单的要求对出库货物进行集拼操作，包括分级分类、分拆分拣、组合包装、打膜、

加刷码、刷贴标志、换包装、拼装、拆拼箱等；

——及时做好出库货物的销账登记等手续。

5.3 运输与配送

5.3.1 运输车辆出发前，应与报关业务人员核实货物包装状况、包装件数等信息。

5.3.2 运输过程中，应办理相应的海关手续，包括报关、清关、验关等程序。

5.3.3 码头与仓库之间运输货物时，同一车次保税货物不应与非保税货物混装。

5.3.4 运输途中如遇意外，应立即通知相关的报关人员通报海关。

5.3.5 收件人应对签单确认签收，进行货物卸货操作。如果收件人对货物拒绝确认后。请收件人说明

原因，在签收单上批准后，返回相关货物。

5.3.6 交接签收完毕后，送货人员应将货物交付收件人，并带回签收单的回执单。

5.3.7 货物运送完毕后，应及时将签收信息反馈到信息系统中，反馈的签收信息包括运送人员姓名、

收件人姓名、投送时间、货物完好状态、是否退货等。

5.4 流通加工

5.4.1 流通加工全过程应在海关的监管下进行。

5.4.2 应查验确认加工所使用的原材料来源，应追溯到具体的进口环节。

5.4.3 加工过程中应详细记录加工流程、时间、数量等相关信息。

5.4.4 加工完成后的成品应进行归类。

5.4.5 对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副产品等，应及时进行处理或处置。

5.4.6 简单加工不应改变原货物的本质特征和品质，只可进行简单的分拆、装配、组装、打包、标识

等处理，不应进行实质性的加工工序。

5.4.7 保税物流的简单加工不应涉及禁止加工或限制加工的货物。

5.5 装卸搬运

5.5.1 货物应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处理，对于液体或气体等易挥发或易泄漏的货物，应采取特殊措

施，如包装防漏、加压容器密封等。

5.5.2 货物记录应详细、准确并可追溯，包括货物出库清单、装卸记录、检查报告等。

5.5.3 装卸搬运时应严格按照货物包装上的储运指示标志进行操作。

5.5.4 装车货物应均衡分布，防止偏重。

5.6 物流信息

5.6.1 应准确记录货物数量、规格、批次号、发货地址、收货地址等信息。

5.6.2 应实时跟踪货物位置和状态，及时进行更新和通知。

5.6.3 物流信息应完整，包括起始地、中转地、目的地、运输工具、运输时间、运输里程、运费等关

键信息。

5.6.4 物流信息应具有可追溯性，即能够追溯到每一个环节和操作人员。

5.6.5 物流信息应进行保密和安全管理，涉及敏感货物或个人信息的物流信息，应加强安全保护。

6 增值服务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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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报关

6.1.1 总体要求

6.1.1.1 代理报关服务人员应符合 GB/T 37518—2019 中 4.2 的要求。

6.1.1.2 报关时不应对客户资料进行修改。

6.1.1.3 应提示客户进出口货物不应属于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

6.1.2 出口报关业务

6.1.2.1 应核查确认出口报关电子委托书、出口发票、装箱单、报关单草稿、电子底账、订舱单等报

关单据。如涉及加工贸易业务的应提供手册信息。

6.1.2.2 报关人员应在货物抵达海关监管区域前制作好出口报关单证等整套报关资料，并扫描上传海

关相应的出口业务申报系统，纸质文件留档。

6.1.2.3 应对产品规格、数量、金额、进出港口等信息进行检查确认，并做好复核登记。

6.1.3 进口报关业务

6.1.3.1 应核查确认进口报关电子委托书、进口发票、装箱单、提单和其他特殊单证（如手册、进口

许可证等）等报关单据。

6.1.3.2 报关人员应将进口发票、装箱单、提单、报关电子委托书及其他特殊单证等寄往指定报关行，

委托当地报关行办理进口清关手续。

6.1.3.3 海关等有关主管部门发出放行通知后，报关人员应及时通知相关业务部门做好卸货准备。

6.1.3.4 货柜到仓后，操作人员应对货柜整体拍照后再打开柜门，照片信息应含柜号及车牌号，卸货

过程中至少对货柜前中后三部分进行拍照留档。

6.2 报检

报检应符合GB/T 32849的要求。

6.3 保税维修

6.3.1 分类

保税维修业务一般分为两类：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的保税维修业务（以下简称“区内维修”）；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的保税维修业务（以下简称“区外维修”）。

6.3.2 区内维修

6.3.2.1 区内维修的企业应在区域内注册登记，并取得相应的企业资格认定。包括在特殊监管区域内

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或申请专门的经营许可证。

6.3.2.2 账册核销周期不应超过 1 年。

6.3.2.3 区内的维修用料件应按照保税货物实施管理。

6.3.2.4 区内已维修货物复运回境内区外的，保税维修业务产生的维修费用应照章征税，完税价格以

耗用的保税料件费和修理费为基础审查确定。

6.3.3 区外维修

6.3.3.1 维修账册核销周期应按海关实际监管需要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确定，最长不应超过 1年，而

开展飞机、船舶等大型装备制造业的，可参照合同实际有效期确定核销周期。

6.3.3.2 涉及进口设备的维修，在区外维修时，仍应进行相应的进出口手续，如报关、报检等。

6.4 保税展示交易

6.4.1 应查验从境外进入特殊区域的货物进境备案清单，并确认备注栏有标注“保税展示”字样。

6.4.2 应确认展示经营企业有向海关提供担保的凭证后，才可将保税货物运出特殊区域进行展示。

6.4.3 保税展示交易货物为海关监管货物，应查验海关审批文件后，才允许展示经营企业将保税展示

货物用于展示、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展示期间，需变更展示地点的，也应查验主管海关的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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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办理变更转运操作。

6.4.4 艺术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其他特殊货物进入特殊区域，应查验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或

证明。

6.5 跨境电商

6.5.1 服务企业应建立能与海关系统对接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6.5.2 报关（检）人员根据跨境电商交易类型和货物类型等情况，以及退税、结算、物流等需求，代

理或委托服务商申请进出口许可证等通关所需证件，协助办理通关手续。

6.5.3 可为货主企业代理进出口运输、仓储服务。

6.5.4 可对出库保税仓储货物批量少、批次频繁的货物办理集中报关手续。

6.5.5 服务企业对违禁货物和侵权货物有防控和审核义务。服务企业在报关前应建立货物审核机制，

对于禁限售货物或侵权货物，应不予通过审核。

6.6 出口复进口

6.6.1 操作全程应不超过 1 天。

6.6.2 在出口时，应向海关提交出口报关单和相关随附单据，通过主管海关审核后即可交付货物到保

税仓或出口海关指定堆放区。

6.6.3 在进口时，应向海关提交进口报关单和支付相应的关税、增值税等税费，通过主管海关审核后，

由服务企业或货主单位代理人限期提取货物。

6.6.4 应在保税区对保税物流出口复进口作业进行全程追踪与监控。

7 管理要求

7.1 单据与凭证管理

应保管好保税物流服务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单据与凭证，并明确相关的负责部门及负责人。单据与

凭证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手工填写的单据与凭证应字迹清晰、工整，内容完整；

——电子单据与凭证管理符合 GB/T 18894 的相关要求；

——报关单及随附单据的填制应符合 GB/T 37518—2019 中 7.1 的要求。

7.2 安全与应急管理

7.2.1 应定期检查、维护保税仓库设施和设备的正常运行情况和安全性。

7.2.2 应对仓库内的货物进行监控，不应存放与海关对本保税仓库规定范围以外的商品。

7.2.3 作业安全应符合 SB/T 10977 的规定，消防安全应符合 XF 1131 的规定。

7.2.4 应对保税货物进行防水（潮）防风防盗防虫蚁等安全操作。

7.2.5 应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建立完善的应急制度和演习演练制度。

7.2.6 应急事件发生时，按相应的应急预案执行。

7.3 数据管理

7.3.1 应遵循海关规定的程序采集、加工和处理数据。

7.3.2 应建立保税货物账套数据记录的保管制度，应具备完善的单证账册的保管措施。保管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独立的保管空间、防盗设施、专门的保管人员。

7.3.3 数据处理应符合 SB/T 10977 的规定。

7.3.4 应建立保税物流管理系统的数据容灾和备份制度。

7.3.5 企业信息系统的数据保存时间宜不小于 3 年。

7.3.6 存货区及作业区的录像监控信息宜至少保存 90 天。

7.4 合同管理

7.4.1 合同的签订应符合 GB/T 30333 中的要求。

7.4.2 合同条款应包含对保税货物的处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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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合同的存档期限应不少于 5 年。

8 投诉处理

8.1 应提供保税物流作业的投诉渠道和方式。

8.2 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进行处理，无法有效处理的，应及时向客户进行沟通。

8.3 所有投诉应记录完整，并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度查询。

9 作业质量评价与改进

9.1 保税物流服务企业应定期进行评价。评价可采取自评、服务对象评价、第三方机构评价等方式，

评价内容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时效性：包括货物的及时出入仓、通关速度等，可以通过物流流程监控与考核、货物状态跟

踪与提醒以及客户反馈等方式进行；

——安全性：保税物流作业的安全性，包括货物的完整性和防损措施，可以通过货物安全监控与

考核、人员安全监控与提醒、商业保险购买与跟踪等方式进行；

——考核体系：保税物流作业应有质量考核体系和绩效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包括订单完成率、货

物损耗率、订单出错率投诉率、仓库利用率等；

——信息透明度：保税物流服务的信息透明度和沟通效果，可以通过及时提供物流跟踪信息、回

应客户咨询和投诉等方式进行。

9.2 应根据评价结果对服务质量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应查明原因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及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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