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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601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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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总规则一中明确了注释在商品

归类中的法律效力。实际运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商品的归

类，都受到了类注、章注、子目注释的限定。 通常我们在进

行商品的归类时，首先要根据商品的材质、用途等特性确定

它所在的类、章，然后翻阅类注和章注查看注释中的排他性

条款里有无涉及到此商品的条款，然后我们再将它按照品目

条文的要求归入相应的品目，并且查看是否符合子目条文中

对于此商品的明确限定，如果均符合注释的要求，则最终按

照子目的条件归入相应正确的品目中。 在我们的商品编码本

书中，第6类、第11类、第15类等类、章中注释的篇幅较长，

我们不可能背下所有注释，那么在不熟悉注释的情况下，如

果要在考试紧张的时间里运用好它，就会变得比较吃力。那

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平时的练习当中严格遵循以

上的解题顺序，做每一道习题都要坚持翻阅章注、类注、子

目注释，久而久之即可熟能生巧，在看到题目的时候，很快

反应出此类题目是否会受到注释的限定，这样即可提高解题

效率，又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商品编码表中众多的类注、

章注、子目注释各有特性，我们在平时熟悉注释的时候，要

注意有针对性地予以区分，以便做到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将

使用一些实例来向大家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注释条款： 1

、排他性条款。注释中的排他性条款在所有注释条文中使用



最频繁，也是我们在做商品归类练习中首先要考虑到的部分

。因为此类条款将看起来可以归入本类、章的商品按照协调

制度的要求归入其他类、章。在查找编码时应首先考虑到注

释中排他性条款的要求，通常情况下注释的排他性条款都放

在注释的首要位置。这里还要注意，注释的排他性条款所列

的商品一般都不能在本章中查到，而此类条款同时在注释中

列明了排他商品的归属品目，这点非常重要。 例题1：第1章

章注中就列举了三种虽是活的，但不归入本章的动物。其中

包括单独列目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

动物，微生物和用于展示、娱乐用的动物。 例题2：第68章章

注一列举十三种虽适用本章所述材料制作的产品，但却按照

各自用途进行归类的情况。 2、定义性条款。注释中的定义

性条款是将协调制度中的名词做以限定和解释，通常这种限

定和解释仅限于协调制度中的应用，并不一定适用于现实情

况。此类注释条款分为：对于范围的限定、对于成分的限定

和对于规格的限定等几种情况。 例题1：第5章章注四明确了

本章的“马毛”这个含义不仅限于马的鬃毛和尾毛，还包括

牛的鬃毛和尾毛。也就是给品目0503包括的范围做了一个界

定，虽然这个解释与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同。这种注释的特点

是在本章列出了所对应的范围。再如，第90章章注二（一）

是指已第90章中货品的零件、附件如果单独报验时已构成

第84、85、91章中货品整机特征的，不能按零、附件归类，

而应归入其相应的品目。 例题2：第19章章注二（一）限制本

章的“粗粒”的范围，仅限于第11章所列谷物制得的。这个

时候，我们就应当仔细阅读第11章品目条文中的谷物类别，

以便确定题目是否符合归入第19章“粗粒”的范围要求，这



种注释的特点是运用其他章的范围来适用本章的概念。 例

题3：第20章子目注释一、二的规定将“零售包装”均化食品

的重量严格限制在 ≤250克，而＞250克的均化食品则应按照

各自的成分进行归类；第16章章注二规定了含有肉类的混合

食品中，只有肉类重量超过商品总重20％时才可按肉类制品

归入本章。这种注释的特点就是在题目中将商品组成部分的

重量作为已知条件的时候适用。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第29章

和第30章中，通常作为药品的原料和未零售包装的药品归入

第29章的相应品目，而只有零售包装的药品才可归入第30章

，但是这两章的注释中均未明确对于药品的零售包装定义，

那么就需要我们根据生活常识和题目的结合进行判断。来源

考 试大网/例如青霉素眼药水，如果题目中明确了已制成零售

包装，我们即可直接按以上规定归入第30章；如果未明确是

否为零售包装，仅说明了眼药水的容量，我们即要进行判断

。一般情况下零售包装的眼药水容量均在15毫升以下，如题

目中给出的青霉素眼药水包装容量为1升，那么我们即可判断

它为非零售包装，应按其成分归入29章相应品目。 例题4：

第48章章注八（二）对于4801及4803至4809的纸张成条、成卷

和矩形的尺寸分别做了限制，只有符合宽度超过36厘米且成

条或成卷报验才可归入以上品目，只有长宽各大于36厘米

和15厘米才符合以上品目矩形（包括正方形）的定义；第62

章章注四（一）对于“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在尺寸上予以

了限定。因为在协调制度的服装类型上只有男装女装、成人

婴儿之分，只有适用身高不超过86厘米的幼儿服装才能够称

之为“婴儿服装”，否则就一律归入普通（成人）服装中；

而第62章的章注七则对于纺织品的“手帕”在尺寸上限定了



每边均不超过60厘米，也就是说无论正方形还是长方形，只

要各边均不超过60厘米即可按照“手帕”进行归类。这种注

释的特点就是在尺寸上给予了限制，通常运用在对尺寸进行

了描述的相关题目中。 例题5：第85章章注三对8509的家用电

动器具做了限定。首先指出，归入这个品目的电动机械器具

通常是家用的。因此，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故主要用重量

来衡量是否为家用。但真空吸尘器、地板打蜡机、食品研磨

机及搅拌器、水果或蔬菜的榨汁器，无论重量多少都归

入8509，而其他电动器具如用作家用归类，则必须要满足不

超过20公斤的条件。 例题6：第72章章注一（五）对于不锈钢

的各元素含量进行了限制，只要是合金钢，同时又满足碳含

量在≤1.2％、铬含量≥10.5％两个条件即可按照不锈钢进行

归类，而不必在乎合金钢中其他成分的含量如何。这种注释

在钢铁制品中运用广泛，需要多加熟悉。 3、优先性条款。

优先性条款是将看起来可以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的商品

优先归入某个品目。注释的优先条款与归类总规则三（三）

的“从后归类”原则并不冲突，而且在运用上优先于归类总

规则三（三）。 例题1：第61章章注九和第62章章注八同时对

于无法判断一件服装是男式还是女式的时候，优先按女式服

装进行归类。在运用此类规则的时候，通常题目中不会给出

判断条件，不少人如未仔细阅读此条注释会误认为题目出错

。 例题2：第84章章注二中规定了如果某种机器或器具既符合

品目8401～8424中的规定，又符合品目8425～8480中的规定，

就应优先归入8401～8424中的相应品目，这条规则常适用于

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的组合机械或器具上，并且难以区

分组合功能器具主要用途的组合器具上。 4、分类性条款，



此类条款在一个条款中将若干品目进行分别解释，在实际教

学活动中，往往被很多学员误解。 例题：第96章章注四对于

本章所有杂项制品的材质进行了定义，并且把个别材质的品

目进行了单独列出。根据本注释可见，本章中9607～9614

、9616～9618的货品可适用任何材质制作的成品，包括贵金

属；而9601～9606、9615的货品如为贵金属制的则应按材质归

入第71章相应品目，本章仅包含除贵金属以外的其他所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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