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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5_86_E5_93_81_E5_c27_460509.htm 一、《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介绍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协调

制度”，又称“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的简称）。是指在原海关合作理

事会商品分类目录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的基础上，协调

国际上多种商品分类目录而制定的一部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

品分类目录。在现实工作中，为了适用于海关监管、海关征

税及海关统计，需要按照进出口商品的性质、用途、功能或

加工程度等将商品准确地归入《协调制度》中与之对应的类

别和编号。二、《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基本结构 《

协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品目和子目，即代表各种各样商品

名称及其规格的列目，2007年版HS的分布于21类、97章（其

中77章是空章）中、为使各个品目和子目之间界限分明，不

会发生交叉归类的情况，它在许多类、章下加有注释，有的

注释是专门针对某个子目的，叫子目注释。对于涉及到整个

《协调制度》各类、章商品分类的一些规则，《协调制度》

将其单独列出，称为归类总规则。总规则共有6条，作为指导

整个《协调制度》商品分类的总原则。 《协调制度》是一部

系统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所列商品名称的分类和编排

是有一定规律的。从类来看，它基本上是按社会生产的分工

（或称生产部类）分类的，它将属于同一生产部类的产品归

在同一类里，如农业在第一、二类；化学工业在第六类；纺

织工业在第十一类；冶金工业在第十五类；机电制造业在第



十六类等。从章来看，基本上按商品的属性或用途来分类。

第1至83章（第64章～66章除外）基本上是按商品的自然属性

来分章，而每章的前后顺序则是按照动、植、矿物质来先后

排列。如第1章～5章是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第6章～14章是活

植物和植物产品；第50章和51章是蚕丝、羊毛及其他动物毛

；第52章和53章是棉花、其他植物纺织纤维和纸纱线；第54

章和55章为化学纤维。商品之所以按自然属性分类是因为其

种类、成分或原料比较容易区分，同时也因为商品价值的高

低往往取决于构成商品本身的原材料。第64章～66章和第84

章～97章是按货物的用途或功能来分章的，如第64章是鞋、

第65章是帽、第84章是机械设备、第85章是电气设备、第87

章是汽车、第89章是船舶等。这样分类的原因：一是因为这

些物品由各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构成，难以将这些物品作为哪

一种材料制成的物品来分类。如鞋、帽，有可能是皮的，也

可能是布的或塑料的，有些还可能由几种材料构成的。例如

运动鞋，其外底是橡胶的，鞋内底是泡沫塑料的，鞋面底是

泡沫塑料的，鞋面是帆布的等。二是因为商品的价值主要体

现在生产该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如一台机器，其价

值一般主要看生产这台机器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

不是看机器用了多少贱金属等。从目的排列看，一般也是按

动、植、矿物质顺序排列，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原材料先于产

品，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先于加工程度高的产品，列名具体的

品种先于列名一般的品种。如在第44章内，品目4403是原木

；4404至4408是经简单加工的木材；4409至4413是木的半制品

；4414至4421是木的制成品。三、《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介绍 归类总规则是为保证每一个商品，甚至是层出不穷的新



商品都能始终归入同一个品目或子目，避免商品归类的争议

而制定的商品归类应遵循的原则。归类总规则位于《协调制

度》的部首，共有六条构成，它们是指导并保证商品归类统

一的法律依据。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归类总规则的使用顺序

为规则一优先于规则二，规则二优先于规则三，我们必须顺

序使用。下面，我们逐一介绍这六条归类总规则：规则一 类

、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具有法律效力的归

类，应按品目条文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如品目、类注或

章注无其他规定，按以下规则确定。规则解释： 第一段“类

、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要将数以万计的

商品归入编码表中的几千个子目之内并非易事，为便于查找

编码，《协调制度》将一类或一章商品加以概括并冠以标题

。由于现实中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情况下一类或一章标题

很难准确地对本类、章商品加以概括，所以类、章及分章的

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不具有法律效力。换句话说，类章

中的商品并不是全部都符合标题中的描述。例如：第十五类

的标题为“贱金属及其制品”，但许多贱金属制品并不归入

该类，如铜钮扣归入第96章“杂项制品”；贱金属制的机械

设备归入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

件”；如第22章的标题为“饮料、酒及醋”，但是通常被我

们认为是饮料的瓶装蒸馏饮用水却不归入该章，而应归入

第28章“无机化学品”，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第二段“具有

法律效力的归类，应按品目条文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 

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品归类，是按品

目名称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商品编码；第二，许多商品可

直接按目录规定进行归类。 这里介绍一下类注、章注（简称



“注释”）的作用。注释的作用在于限定品目、类、章商品

的准确范围，常用的方法有： 1、以定义形式来界定类、章

或品目的商品范围及对某些商品的定义作出解释。如第72章

章注一（五）将不锈钢定义为：按重量计含碳量在1.2％及以

下，含铬量在10.5％及以上的合金钢，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

。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手册中规定：不锈钢含铬

量不小于12％。显然两者规定不相同，但作为《协调制度》

归类的法律依据是前者。 2、列举典型例子的方法。例如第12

章章注一列举了归入品目1207的主要包括油料作物的果实；

再如25章章注四列举了归入品目2530的主要商品。 3、用详列

具体商品名称来定义品目的商品范围。如第30章章注四定义

了编码3006的商品范围由十一方面的商品组成（详见编码

第30章章注四）。 4、用排它条款列举若干不能归入某一类、

章或编码的商品。如第1章注释：本章包括所有活动物，但下

列各项除外⋯⋯这样的例子在类注、章注中还有很多。 某些

注释综合运用上述几种注释方法。例如，有的注释既作了定

义，又列举了一系列商品包括在内，或列出除外的商品。这

样能使含义更加明确。例如，第40章章注四，关于“合成橡

胶”的定义。 第三段“如品目、类注或章注无其他规定”，

旨在明确品目条文及与其相关的类、章注释是最重要的。换

言之，它们是在确定归类时应首先考虑的规定。例如，第31

章的注释规定该章某些编码仅包括某些货品，因此，这些编

码就不能够根据规则二（二）扩大为包括该章注释规定不包

括的商品。这里需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品目条文不明确，不

论类注、章注有无规定，就按规则二归类，而必须是在品目

条文、类注、章注都无其它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按规则二归类



。 规则一应用举例：例题一：牛尾毛------查阅类、章名称

第5章“其他动物产品”--------税目0511中未提到牛尾毛按其

他未列名动物产品归类-----------.查阅第5章章注四：“马毛

”包括马科、牛科的尾毛------归入05119940例题二：装有计

量装置的农业用离心水泵------查阅类、章标题名称，应属

第84章机械类货品 可涉及两个编码：8413的液体泵

，84248100的农业器具-------查阅第84章章注二规定：既符合

品目8401至8424，又符合品目8425至8480应往前归--------故归

入84131900规则一应用举例：例题一：牛尾毛------查阅类、

章名称第5章“其他动物产品”--------税目0511中未提到牛尾

毛按其他未列名动物产品归类-----------.查阅第5章章注四：

“马毛”包括马科、牛科的尾毛------归入05119940例题二：

装有计量装置的农业用离心水泵------查阅类、章标题名称，

应属第84章机械类货品 可涉及两个编码：8413的液体泵

，84248100的农业器具-------查阅第84章章注二规定：既符合

品目8401至8424，又符合品目8425至8480应往前归--------故归

入84131900规则二 （一）品目所列货品，应包括该项货品的

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在进口或出口时该项不完整品或

未制成品具有完整品或制成品的基本特征；还应包括该项货

品的完整品或制成品（或按本款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归类

的货品）在进口或出口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二）品目

中所列材料或物质，应视为包括该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

或物质混合或组合的物品。品目所列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

货品，应视为包括全部或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

。由一种以上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应按规则三归类。规

则解释：规则二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实际上是扩大编码的



商品范围，这里有二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品目所列商品包

括其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其具有完整品或制成品的基

本特征，就应包括在内。例如缺一个轮子的汽车，因其缺少

的部件并不能影响产品本身的特征，故应按完整品归类。第

二层意思是还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完整品或制成品在进口

或出口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例如完整的一辆汽车和缺少

的某些零部件的汽车，在归类时都按整汽车归。之所以这样

规定，是因为编码品目有限，不可能将各种情况的商品一一

列出。下面解释一下不完整品、未制成品的概念： 1、不完

整品：是指某个商品还不完整，缺少某些零部件，但却具有

完整品的基本特征。例如缺少一个轮胎或倒车镜等零部件的

汽车，仍应按完整的汽车归类，并不因为缺少了一个轮胎而

不叫做汽车；缺少键盘的便携式电脑仍应按完整的便携式电

脑归类等。如没有这项规则，则需将每缺一个零部件的商品

单列一个子目，一是难以列全，二是很烦琐且浪费目录资源

。2、未制成品：指已具备了成品的形状特征，但还不能直接

使用，需经进一步加工才能使用的商品。例如已具有钥匙形

状的铜制钥匙坯片。3、因运输、包装、加工贸易等原因，进

口时未组装件或拆散的货品。例如机电产品的成套散件，此

类成套散件只需简单组装即可成为完整成品。规则二第一部

分的意思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扩大编码上列名商品的范围

，即不仅包括该商品的完整品或制成品，而且还包括它的非

完整品、非制成品及整机的拆散件；第二，该规则的使用，

是有条件的，即未完整品或未制成品一定要具有完整品（整

机）的基本特征，拆散件必须是完整品的成套散件。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规则二的第一部分不适用于第一至第六类的



商品（第三十八章及以前的各章）。规则二第二部分，有两

层意思。第一品目中所列某种材料包括了该种材料的混合物

或组合物，也是对品目商品范围的扩大；第二其适用条件是

加进去的东西或组合起来的东西不能失去原商品的特征。即

混合或组合后的商品不存在看起来可归入两个及以上品目的

问题。例如加糖的牛奶，还应按牛奶归类，添加了糖的牛奶

并未改变牛奶的特性。所以决不会产生是按糖归类还是按牛

奶归类的疑问。而添加了花椒粉的盐则改变了盐的特性，使

之属性从盐改变为调味品。规则二应用举例：例题一（整机

特征）：缺少键盘的笔记本电脑--查阅类章名称：属于第84

章物品 按规则二（一），未制成品如已具备制成品的基本特

征应按制成品归类--按规则一规定查阅第84章章注，未提到

该物品是否有具体列名--查阅84章品目条文，按笔记本电脑

自动处理数据的特性，归入8471---按规则二（一）按整机归

入84713000例题二（未制成品）：做手套用已剪成型的针织

棉--查阅类、章名称，针织棉布属第52章，手套属第61章--按

规则二（一），未制成品如已具备制成品的基本特征应按制

成品归类--按规则一规定查阅第52章、61章章注，未提到该物

品是否具体列名--按规则二（一）归入61169200例题三（组合

物）：由一个靠背、一个支架、一个坐板组成的铝制椅子散

件，组装即可使用--查阅类章名称：属于第94章的商---按规

则二（二）应归入94017900规则三 当货品按规则二（二）或

由于其他原因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时，应按以

下规则归类：（一）列名比较具体的品目，优先于列名一般

的品目。但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都仅述及混合或组

合货品所含的某部分材料或物质，或零售的成套货品中的某



些货品，即使其中某个品目对该货品描述得更为全面、详细

，这些货品在有关品目的列名应视为同样具体。（二）混合

物、不同材料构成或不同部件组成的组合物以及零售的成套

货品，如果不能按规则三（一）归类时，在本款可适用的条

件下，应按构成货品基本特征的材料或部件归类。（三）货

品不能按规则三（一）或（二）归类时，应按号列顺序归入

其可归入的最末一个品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