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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征
求意见稿）》评析 
 
2022年 4月，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项文件的发布旨在进一步补充并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的相关规定，促成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行政法规的统一化管理，因此被视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制度的
又一重要进展。预期在完成公开征求意见后，上述文件将作进一步修改并适时颁
布。 
 
随着 2020年中国《出口管制法》的颁布，相关主管部门（包括商务部、海关总
署等）从立法角度在出口管制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现行的出口管制措施、法规
体系仍相对分散。以两用物项为例，目前主要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法规包括但不
限于《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
口管制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
例》等。《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在制定统一且易于执行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行
政执法体系，定稿后该文件将可能会对两用物项出口管制领域带来一系列变化。 
 
本文将简要介绍《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内容，分享我们对其潜在影响的观察，以
及对企业就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内部合规管理的相关建议。 
 
适用范围 
 
《征求意见稿》适用于两用物项管理，其他受管制物项也可予以参照适用。根据
《出口管制法》的规定，两用物项指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
升军事潜力的物项。 
 
除了监控化学品以外，大部分两用物项（包括核两用品、导弹及相关物项、生物
两用品等）的现行出口管制条例将被未来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所取代。
对于监控化学品的出口则优先适用《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根据《征求意见稿》，作为对出口管制物项的兜底规定，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
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物项出口管制也适用该条例，参照两用物项
管理，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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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清单和编码制度 
 
根据《征求意见稿》，商务部将制定并发布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对清单内的
物项设置管制编码。该清单或取代现行有效的两用物项管理目录。 
 
中国尚未建立特定出口管制编码制度用以识别两用物项。目前，企业出口时应参
照两用物项管理目录的具体描述，并参考海关编码，以识别有形物项是否需要申
请两用物项许可证。这一现行做法对涉及无形物项（例如服务和技术）的出口管
制管理带来了不便，也增加了出口经营者的合规风险。出口管制编码制度的建立
不仅能够细化监管颗粒度，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出口经营者日常经营的合规水平及
运营效率。 
 
两用物项管制编码将如何设置？我们推测，中国可能会参考国际上部分国家和地
区在出口管制领域常用的五位字母数字编码制度的形式，量身定制自身的编码制
度。我们关注到，商务部出口管制主管部门曾于 2021年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
一篇介绍出口管制五位字母数字编码的文章。 
 
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管控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对目的地国家和地区风险等级的评估，明确相关评估考虑
因素包括：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影响、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外交政策的需要、
与中国在出口管制领域的合作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风险等级评估的结果将影响对两用物项的管制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出口至不同
风险等级国家或地区的相同物项，其适用的管制程度可能不同。 
 
出口许可制度 
 
《征求意见稿》从以下几个方面修订、完善现行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制度： 
 
• 有效期——两用物项出口单项许可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一年，通用许可（允
许出口经营者在许可证件的有效期内向多个国家/地区或多个最终用户多次
出口多种两用物项）的有效期从三年改为两年。 
 

• 申请材料——《征求意见稿》对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的申请材料进行了统一
规定，新增了对于两用物项（目的国/地区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情况介绍
的申请材料要求。 
 

• 免予申请许可证件——作为一大亮点，《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可以免予申请
出口许可证的情形，以及不适用免予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情形。可以免予申请
许可证的情形包括： 
− 进境检修、试验或检测后在合理期限内复运回原出口地； 
− 参加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展览会，在展览会结束后立即原样复运回原出口
地； 

− 民用飞机零部件出境维修； 
−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出口经营者符合免予申请出口许可证情形的，应当在出口前向国务院商务
主管部门登记。出口经营者违反出口管制规定的，可能无法免予申请出口
许可证。 
 
而对于被列入管控名单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不适用通用许可、免予申请
许可证件等许可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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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义务 
 
《征求意见稿》规定，出口经营者/进口商在发现以下情况时应及时向商务部报告： 
 
• 完成出口后三年内，发现所出口的两用物项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恐怖主义目的等； 
• 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文件存在伪造、过期，或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等问题； 
• 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已经改变或者可能改变的。 
 
同时，《征求意见稿》规定，从事代理、货运、寄递、报关、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金融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在发
现出口经营者从事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行为时，应立即停止服务并予以报告。与之相配套，《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出
口经营者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违反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应考虑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以规避在
知道或应该知道出口活动构成非法行为的情况下仍提供服务的风险。 
 
执法主体和行政责任 
 
《征求意见稿》规定，出口管制执法部门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和海关，其中商务部商务主管部门和海关有权
根据《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海关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征求意见稿》对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遵循了《出口管制法》的规定，同时明确对于违反报告义务的行为，
可能需要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1.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的； 
2. 受他人胁迫或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 主动供述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 有立功表现的。 
 
出口经营者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运行良好，使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 
 
观察与建议 
 
商务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动（包括发布《出口管制白皮书》、《2022年两用物项管理目录》，以及开通“中国出口管制
信息网”等）表明，中国在出口管制方面的监管动作相比以前变得更加迅速。《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也意味着对出口管制
方面的监管将进一步加强。通过对相关举措的研读，可以预见出口经营者未来将面对的是更为全面统一的出口管制体系，
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更高的合规要求。因此，相关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尽快评估中国出口管制法规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建立运行良好的中国出口管制内部合规管理制度（ICP），这一点在本次的《征求意见稿》中也获得了多
次强调。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不仅有助于出口经营者享受各项出口制度中的便利政策，也有助于出口经营者和第三方服务
提供者在发生违规行为时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我们建议中国企业根据商务部现行的出口合规指南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
制度，或者评估现行的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是否符合中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要求，是否充分覆盖了合规指南提及的关键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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