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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实现《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议

定书》）履约目标，有效管控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国际贸易，

1999年，生态环境部（时为环保总局）、商务部（时为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13 年生态环境部（时为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海关总署对《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19 年，根

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7 号），《管理办法》对第 7条和第 10 条进行了调整。《管理办法》为

我国加强和规范 ODS 进出口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实施以来，在管

控 ODS 进出口、打击 ODS 非法贸易、维护进出口单位合法权益和实

现国家履约目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 9月，《基加利修正案》对我国正式生效。此后，生态环

境部会同商务部、海关总署修订并发布了《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

氧层物质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将氢氟碳化物（HFCs）纳入《名

录》管控。2023年 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

改〈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决定》，为新形势下履约奠定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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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法律基础，修订后条例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为落实新修

订条例关于对 ODS进出口管理的新要求，结合 ODS进出口管理实践，

拟开展对《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二、修订过程 

2022 年 2月，编制《管理办法》修改方案，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2022 年 2-4 月，通过企业座谈、会议研讨、梳理总结等方式，

整理进出口审批及管理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汇总相关意见。 

2022 年 5 月、12 月、2023 年 7 月、2024 年 1 月，先后四次召

开专题讨论会，与商务部、海关总署相关司局及我部法规司相关负

责人员、环境法规专家等共同研究讨论。召开《管理办法》修订企

业座谈会。根据相关意见，并结合《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修改、核发 2024年 HFCs进口配额，以及持续解决

企业提出的新问题等工作情况，不断修改完善形成《管理办法》（修

订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2月，征求部内 13个相关司局和单位，以及进出口办成

员单位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配额许可证事务局，海关

总署综合业务司、缉私局的意见，根据各单位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形

成《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修订内容 

（一）更新部门及机构名称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管理部门名称进行了调整，将原“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调整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原“安全生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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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部门”调整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商务部《2024年进出口

许可证发证机构名录》，将“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所属的发证机

构”调整为“商务部或者受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副省

级城市商务主管部门”。 

（二）优化配额管理 

一是明确了不需要申请进出口配额的情形。在受控物质进出口

管理实践中，对于原料用途、实验室分析使用、海关检疫、回收、

再生利用等特殊进出口情形，无需申请配额。此次修订将不需要申

请进出口配额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厘清了需要申请配额的进出口企

业范围。 

二是明确了部分不需要申请进出口配额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进

出口审批单。将“在年度进出口配额指标内”申请审批单的要求调

整为“有年度进出口配额的”和“不需要申请进出口配额的”两种

情形，明确上述不需要申请进出口配额的进出口企业可以直接领取

进出口审批单。 

三是不再进行配额再分配。当前受控物质进出口审批系统已经

实现商务发证数据、海关清关数据回传功能，审批端可实时掌握年

度配额使用及剩余情况，企业无需交还不能足额使用的配额，不再

对年度配额进行调整分配，删除相应条款。 

（三）规范许可申请材料 

一是调整初次申请进出口配额的企业需提交的材料。根据最新施

行的《对外贸易法》，不再要求进出口企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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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不再要求企业提交“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此次

修订进行相应调整。《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危险化学品进

口企业应当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据此，此次修订补充了提交“危

险化学品登记证”的要求，将半导体制造企业进口属于危险化学品

自用但危险化学品使用量又没有达到办理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

情形包括在内。 

二是细化了申请领取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审批单的材料要求。

调整了初次申请审批单所需提供的材料，包括法人营业执照、危险

化学品证件等。同时，细化申请材料规定，要求进出口申请书加盖

申请单位公章；规定特殊用途的进口需提交使用单位的使用证明，

与特殊用途的出口申请材料进行区分。 

（四）明确特殊规定 

明确加工贸易过程中的出口转内销等情形不需办理进出口审批。

加工贸易方式在境内生产或生产过程中附带产生受控物质，属于受

控物质生产行为，为避免生产、进出口环节重复管理，且考虑企业

面临的实际问题，明确包括但不限于加工贸易项下料件、成品、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受灾保税

货物内销的，以及上述货物在运输、仓储、加工期间发生灭失、短

少、损毁等情形的，进出口单位在办理内销或核销时免于申请领取

进出口审批单、进出口许可证。 

（五）调整法律责任 

一是不再重复《条例》中已有的进出口法律责任条款。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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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例》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进出口审批单等情形

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在进出口管理实践中可直接参照执行，

因此《管理办法》中删除相关内容，不做重复描述。 

二是修改完善部分进出口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对禁止再次申

请配额的处罚增加了时间限制。参照修改后的《条例》关于进出口

违法行为的罚则，修改完善使用虚假进出口审批单或者进出口许可

证的法律责任，补充撤销进出口审批单、进出口许可证及 3 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的处罚。针对管理实践中出现过的问题，参照《货物进

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进出口商品许可

证发证机构管理办法》等关于“检查和处罚”的规定，对未按规定

申请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许可证的情形补充了处理措施。 

三是调整不符合管理实践的内容。目前受控物质进出口管理已

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审批，进出口审批单、进出口许可证均为电子证

件，相关审批数据信息在技术审查单位之间实现了实时闭环传输与

共享，杜绝了倒卖、出租、出借进出口审批单或者进出口许可证的

现象，删除倒卖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