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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8F_A3_E5_c28_33067.htm 报关企业在向海关发送

报关单电子数据或向现场海关交单前，应该对申报的电子数

据及随附单证做必要的审核以提高报关质量，便于快速通关

。其工作流程就是审核申报内容及其有关单证是否满足海关

规范申报的要求。 报关单审核的重点 报关企业在向海关发送

报关单电子数据或向现场海关交单前，应该对申报的电子数

据及随附单证做必要的审核以提高报关质量，便于快速通关

。其工作流程就是审核申报内容及其有关单证是否满足海关

规范申报的要求。 首先应根据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要求

及报关单填制规范对申报的报关单数据进行有重点的审核，

审核数据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各数据项之间及审证提示信息

与报关单数据项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进出

口口岸及口岸与运输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出口口岸是否

为货物最先进口或货物最终出口的口岸；进出口口岸与运输

方式是否对应。 收发货企业、地区及其与贸易方式、商品名

称之间的逻辑关系。进口是否为货物使用地的地区代码；出

口是否为货源地地区代码或名称；收发货地区与贸易方式及

货物属性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正常。 运输工具和提（运）单号

。审核运输工具和提 /运单号是否均已输入；运输工具与口岸

类别及运输方式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正常。 贸易方式。贸易方

式与征免性质、经营企业、商品属性及征免规定间逻辑关系

是否正常。 许可证与其它监管证件。许可证与其它监管证件

是否符合海关证件监管要求；证件与贸易方式及商品属性间



逻辑关系是否正常。 成交方式与运保杂费。进口组成 CIF价

格所需的各数据项内容是否录入齐全正确；出口形成FOB价

格所需的各数据项内容是否录入齐全正确.当运费、保险费及

杂费标志为“１”（费率）时，所输入的费率值有无过高或

过低的情况。若有，是否属于正常情况。如运费、杂费是否

高于30%，保险费是否低于0.1%等；当运费、保险费及杂费

标志为“3”（总价）时，费用币制和金额是否合理.当运费

标志为“2”（单价）时，所录运费单价及币制是否合理（保

险费、杂费标志不含单价）；杂费正负值的输入是否与海关

计算进出口商品完税价格的要求相一致；进口成交方式

为FOB时如无保险费，应审核该报关单是否为转关运输货物

。 件数、包装种类。件数与包装种类是否相对应，包装种类

的输入是否清楚合理，有无乱输入的现象。 毛重与净重及集

装箱个数之间的关系。审核毛重与净重之间比例关系是否正

常，二者是否以公斤为单位输入的 .同商品审核毛重与20英尺

标准箱个数之间逻辑关系是否正常。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与商品编号。商品名称、规格型号的录入是否明确规范，能

否充分说明商品的属性，能否满足海关商品归类、价格审定

、原产地确认、证件审定及执行其它有关职能的需要 .商品名

称与商品编号（含附加号）是否对应.跨年度时是否存在不同

商品编码问题。 原产地。审核原产地是否为进口货物的实际

原产国别地区 .原产地与商品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正常.

原产地代码填制是否与原产地证书一致。 成交数量、计量单

位与法定数量。当输入申报计量单位不同时，应注意审核三

者之间关系是否合理，法定数量的输入是否准确 . 成交币制

、单价和总价。成交币制、单价和总价是海关征税业务中关



键数据项，应根据输入商品的属性及申报计量单位进行重点

审核。 征免规定。征免规定是报关单数据项中最为重要的数

据项，征免规定输入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税收征、减、

免结果的正确性，应加强对征免规定与其它数据项（如贸易

方式、征免性质及商品编号等）之间的逻辑互控关系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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