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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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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参考UN/CEFACTRecommendationNo.42《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机制》起草,一致性程

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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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烟台嘉量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深圳分中心、中科标准(宁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小梨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东莞市

衣电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川九标认证有限公司、惠州市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立勋、陈企石、章建方、蔡伊娜、郑文丽、包先雨、刘光富、宋大宁、杨余久、

石朝宏、薛峰、李超、林影、蒋庆贵、高武龙、潘小红、胡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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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增强全球贸易竞争力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我国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但在贸易便利化措

施实施效果和持续改进等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监测及改进机制。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UN/CEFACT)等机构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贸

易便利化协定》,对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的内容与方法提出了建议,用于协调指导各国相关监管机构、
贸易便利化管理部门、协会及企业等贸易和运输相关方对贸易和运输便利化工作的现状进行监测和评

估,推动制定优化措施,持续提升贸易和运输便利化水平,营造公平、高效的国际贸易环境。
国际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对于有效落实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优化国际贸易营商环境具有

重要作用。本文件参考UN/CEFACT第42号建议书,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优化调整,为我国各类

型国际贸易和运输领域的便利化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指导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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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国际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的基本原则、范围、内容、流程及监督反馈的指导意见和

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国际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的规划、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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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9458—2020 国际贸易便利化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9458—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贸易相关方 relatedpartiesofinternationaltrade
在国际贸易的购买、运输及支付的业务过程中发生利益或利害关系的组织及个人。
示例:如海关等贸易便利化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协会及企业等。

3.2
监测机构 monitoringorganization
国际贸易相关方或其他机构根据需要设立的开展国际贸易和运输便利化监测的组织。

3.3
大宗商品 bulkstock
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商品。
[来源:GB/T18769—2003,2.1]

3.4
易腐货物 perishablegoods
在自然温度环境下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在存放时间内容易发生动物性死亡或变质、植物性腐烂、

霉变等异常质量问题的货物。
示例:如鲜鱼类、花卉、水果、蔬菜类、菌类、速冻面食,蛋乳制品等。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监测内容的设置合理,内容明确,简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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