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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8A_A5_c30_644348.htm id="blmm" class="mar10"> 我国

的出入境检验检疫主要由进出口商品检验、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和国境卫生检疫以及与之相关联和配套的其他业务和行政

职能有机组成。其发展历程主要由萌芽、创始和发展三个阶

段组成。 一、缓慢地萌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政府行政

职能范畴的检验检疫工作就已经零星散见于我国的各类史籍

，据《周礼&#8226.考工记》载，政府“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以刑法伪除诈，谓之保商，而又禁其伪饰通其有无”，从

而确保国内市场稳定，使商品交易得以公平、公正地进行。

据《睡虎地秦简》载，战国时期秦国法律规定对于过境马车

，必须用火焚燎其车身，以防止疫病传入；当时秦国还设有

“疠迁所”，由专门的医务人员在其中收容和隔离麻风病人

，并对其进行治疗；《史记》载，秦相吕不韦颁布法令：“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在一些重要

商品上铭刻工匠和各级管理者的姓名，以便追究粗制滥造者

的责任。 从秦到唐的历史进程中，受对外贸易和国际间人员

往来规模的限制，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以下简称检验检疫

）一直处于原始萌芽状态。 自唐代开始，在广州等重要通商

口岸出现了寓外贸管理、关税征收、进出口商品检验等多种

职能于一体的官员市舶使。宋代，专门的机构市舶司设立，

并明确具有对海外贸易船只“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

”的职责。市舶使和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检验检疫工

作的萌芽正式破土。 元代的市舶司里开始设立市舶牙人，专



职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人员开始进入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与此同时，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法国等开始出

现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检验鉴定的公证人，西方统称其为经济

人或公证人，和市舶牙人一样，承担着为贸易双方评品货物

的质量和数量的职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二

次鼠疫大流行，为了防止疫情随着商船和贸易传播，近代国

境卫生检疫制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建立。 明代市舶司主要

是为了管理朝贡贸易，为了达到“平交易、抑奸非”的目的

，政府专门设立了市舶牙行来负责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明

代牙行代表政府进行市场管理，担负着“权贵贱、别精粗、

衡轻重、革伪妄”的职责。明末，占据我国台湾地区的荷兰

东印度拓殖公司在安平设立检疫站，对来往船只和人员进行

检疫，以防止鼠疫传播，近代国境卫生检疫制度第一次传入

我国，郑成功实施全面海禁后停办。 清代实行严格的闭关锁

国的政策，全国只留广州一个口岸对外开放，市舶司制度瓦

解，取代其外贸管理职能的是十三行，十三行是既从事经营

，又代表政府进行外贸管理，其商品检验职责由通事领导下

的买办来履行。在西方，对外贸易公证检验机构已经十分活

跃，法国也于1664年设立了官方商品检验机构，欧洲国家还

建立了动植物检疫制度，各口岸的卫生检疫工作也全面展开

，这标志着近代检验检疫制度在西方诞生。 二、艰难地创始 

鸦片战争以后，十三行制度废止，也标志着我国延续了两千

多年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萌芽被彻底扼杀。外国公证检验机

构纷纷进入，海港检疫主权纷纷为外国殖民当局窃取，检验

检疫主权旁落。 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接纳和吸收西

方近代检验检疫制度，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大宗商品产地、集



散地，由地方政府主办的进出口检验机构开始出现。在东北

，鼠疫肆虐，东三省防疫管理总处正式成立。 20世纪30年代

初，是中国检验检疫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国民政

府从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负责商品检验和动物检疫

的商品检验局、负责植物检疫的农产物检查所（后与商品检

验局合并）、负责口岸卫生检疫的海港检疫管理总处相继成

立，并设立了大量分支机构。除了外商公证行以外，原先由

外国人把持或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检验检疫机构统一收归中央

政府领导，出入境检验检疫第一次达到其发展高潮。但由于

日本的侵略，检验检疫工作很快又陷入停顿，日占区的检验

检疫机构纷纷沦为侵略者和伪政权的掠夺和统治工具，迁移

到内地的检验检疫机构亦举步惟艰。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

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检验检疫工作也很快开始腐败屡发，

弊端丛生，衰朽没落。 在解放区，新生人民政权开始建立新

的检验检疫体系，不仅在苏联的帮助下设立了中苏联合化验

室、旅大海港检疫所等检验检疫机构，而且对从旧政权手上

接收过来的检验检疫机构进行了成功地改造。 三、曲折地发

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检验检疫彻底迎来了新生。

业务量逐渐得到了恢复，机构开始不断扩大，各地中外商私

营公证检验机构也被取消，公证检验鉴定业务统一由商品检

验局办理，完全收回了检验主权，检疫工作也彻底摆脱了外

国人的控制，走向稳步发展的轨道。 1960年开始，各地检验

检疫机构陆续下放，实行以地方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成为各级外贸和卫生主管部门的组成部分。1965年对外植物

检疫工作由商品检验部门移交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些

重要的国境口岸设立了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口岸动植物检疫



工作，同样以地方领导为主。 文化大革命初期，检验检疫工

作受到极大冲击。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大整

顿的氛围下，检验检疫工作率先开始了拨乱反正，各级商品

检验局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卫生检疫工作也逐渐恢复正

常，并在部分地区开始承接原先由卫生防疫站和卫生局负责

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工作，为文革后期整体国民经济形势

的快速好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形

势的需要，各级检验检疫机构又陆续划归中央垂直领导，进

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工作也于1987开始统一由各级卫生防疫

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移交给各级卫生检疫所负责。逐渐形成

了以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农业部动植物检疫总所和卫生

部卫生检疫局（总所）分别领导下的“三检”共同把关、各

负其责的检验检疫体制，检验检疫工作在各自归口管理部门

的领导下，开始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98

年，为了改变“三检”各成系统、机构林立、职能重叠、效

率低下等现状，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外经贸发展的

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对原有的检验检疫管理体制进行了改

革，将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卫生部卫生检疫局和农业

部动植物检疫局合并组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各直属、分支检验检疫局也于1999年完成了改革

。2001年4月30日，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

中国加入WTO有关协议的精神，国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

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事业最终迎来

了飞速发展的绝佳历史机遇。 把报检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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