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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进出口贸易指南

酒类进出口基本情况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中秋节就要到了，美酒与赏月更配哦。本期发布君就带您一文
读懂酒类进出口贸易怎么做？

千百年来，酒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品之一。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
中外。2019年我国酒类出口量为4.9亿升，出口额为77.3亿元人民币。前三大出口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
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香港是我国酒类最大的出口贸易地区。从出口酒种结构来看，白酒为主要出
口品种，出口额占比为59.4%；其次为啤酒，出口额占比为22.8%；黄酒占比为2.2%。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进口酒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扩大。2019年，我国酒类进口量15.9亿升，进口额34
5亿人民币，进口酒类以葡萄酒、蒸馏酒、啤酒为主，其中葡萄酒为最重要的进口贸易类别。我国进口酒
类产品主要来自133个国家或地区，其中贸易额列前3位的分别为：法国、澳大利亚、智利。

进口前期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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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

所需材料：

（一）申请人向所在地隶属提出申请并递交材料。

（二）所在地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核发《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备案回执》。

（三）如果企业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同时通过“多证合一”方式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登
记，确认接收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商务备案信息后即可完成企业备案，无需再到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网址：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https://www.singlewindow.cn/

或互联网+

http://online.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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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

所需材料：

（一）《进口商备案申请表》

（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组织机构设置、部门职能和岗位职责

（三）拟经营的食品种类、存放地点

（四）2年内曾从事食品进口、加工和销售的应当提供相关说明（食品品种、数量）

办理流程：



（一）企业向所在地主管提交备案申请；

（二）企业所在地主管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并公布境内进口商名单，不符合要求的退回企业（企
业可以修改申请信息后重新提交）。

信息变更：

已获得备案的进口商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向提交变更申请。办理流程参照备案申请。

办理时限：

备案申请资料齐全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酒类进口如何申报

申报网址

 https://www.singlewindow.cn

 2.互联网+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

   

http://online.customs.gov.cn

进口报关资料

一、合同、发票、装箱单、提（运）单等必要凭证

二、进口酒类的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进口商名称及备案号、上一批次的进口和销售记录

三、原产地证书（证明）（美国输华葡萄酒和日本输华酒类原产地证书应由官fang提供）

四、法律法规、双边协定、议定书以及其他规定要求随附的合格证明材料（如卫生证明）

五、指定的相关进口食品企业自主检测报告

六、进口食品安全承诺文件

七、适用标准声明；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酒类，应当提供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卫健委）出具
的许可证明文件

八、其他应当随附的证书或文件。实施无纸化申报的应按无纸化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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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定（进口酒类）

一、申报企业向提出报关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s://www.singlewindow.cn
）进行报关业务申报并将随附材料一同以电子形式上传。对报关资料进行审核，符合规范要求的予以受
理，不符合要求的告知企业进行补正。

二、实施检验检疫。进口食品由依照进出口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合格评定。三、进口食品
经合格评定符合要求的，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目前已实现电子化，企业可登录“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查询电子信息并自助下载）。不符合要求的，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
由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责令当事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由进口商办理退运手续
。其它项目不合格的，可以在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使用。

划重点丨进口酒类规范申报要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及释义》+总署2010年17号公告

总署公告2010年第17号

（关于规范进口葡萄酒有关事项）

一、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应严格按照《规范申报目录》的要求填报，并应当根据实际进口葡萄酒
的酒标，在“商品名称”和“规格型号”栏目中填报相应内容。

二、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申报进口时除提交目前规定要求的单证和资料外，还应向提交葡萄酒酒
标彩色照片或彩色打印件以及原厂商发票。

11项申报要素（以葡萄酒为例）

品名（中文及外文名称）

品名需同时填报中文和外文名称，葡萄酒的品名一般都为“xxxx酒庄干红/甜白”等，前面为酒庄名字，
后面的为葡萄酒的类别，干型或甜型，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等。

加工方法

指商品加工过程中具体采用的办法。例如22041000的葡萄酒填写的是“鲜葡萄酿造”；税目2207商品填写
“未改性”或“改性”。

酒精浓度



是指按容量计酒精的百分含量，用“%vol”表示，根据酒标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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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指酒的档次的区分。

欧洲葡萄酒存在法定分级与行业协会分级，例如法国有AOC、IGP、VDF,意大利有DOCG、DOC、IGT
、VDT。

如果没有级别的划分则填写“无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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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指用来酿造葡萄酒的葡萄的收获年份，而不是酒的瓶装年份。在酒标上，一般都会写有这瓶酒的年份。
也有很多葡萄酒是没有年份注明的，比如香槟、雪莉酒等，是通过混酿调配得来的。如未标明年份，申
报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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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中文及外文名称）

指酒标上标示的葡萄酒的产区，需同时报中文及外文名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产区通常是伴随着
等级一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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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庄名（中文及外文名称）

指生产或者储存酒的酒庄名称，需同时报中文及外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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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品种（中文及外文名称）

指酿制葡萄酒的具体葡萄品种名称，需同时报中文及外文名称。澳、美等生产国规定，一瓶酒中含某种
葡萄75%以上，才能在瓶上标示该品种名称；德、法等国家则规定，酒标上如果出现某种葡萄品种名称
时，表示该酒至少有85%是使用该种葡萄所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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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规格



指单个商品的数量或者重量，应注明具体包装和规格。

零售包装酒，注明：单位包装容量x每包装单位数/包装单位，如750毫升/瓶x6瓶/箱

散装非零售包装酒，注明：x升/桶或x升/集装箱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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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进口或原瓶进口的请注明

指葡萄酒进口时的包装状态。

原液进口，是指将国外散装葡萄酒装在大桶或袋中，进口运输到国内灌装地后，再进行灌装分瓶。

原瓶进口，是指一瓶酒，从葡萄的种植、采摘、榨汁、发酵、窖藏、酒液装瓶及内外包装均在国外产区
全部完成后，再报关进入中国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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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进口的请注明灌装地点，原瓶进口的请申报商标情况

原液进口的，须注明灌装地点，是保税区内加工或分装，还是保税区外加工或分装。

原瓶进口的，须申报商标情况，有商标权进口的注明所属品牌的中文及英文商标，入区时无品牌不含商
标权进口后贴商标的则注明“小标进口”。

关于进口酒类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根据总署发布2019年70号《关于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自2019年10月1
日起取消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备案要求。进口酒类属于进口食品，因而酒类预包装食品标签执行此
项规定。

敲黑板！请进口商关注：

进口前审核

进口商应当负责审核其进口预包装食品的中文标签是否合规。

进口时抽检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作为食品检验项目之一，由依照食品安全和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检验。

事后监管

收到有关部门通报、消费者举报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涉嫌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进行核实，一经确认，



依法进行处置。

适用范围

标签检验监管新规仅针对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入境展示、样品、免税经营（离岛免税除
外）、使领馆自用、旅客携带以及通过邮寄、快件、跨境电子商务等形式入境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监管，
按有关规定执行。

进口酒说完了，该说出口酒怎么做啦。

出口前期资质

所需材料：同进口前期资质提供材料一致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

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

三、《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

申请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拟从事出口的食品生产企业。

二、应当建立和实施以危害分析和预防控制措施为核心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该体系还应当包括食
品防护计划。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有效运行，确保出口食品生产、加工、
储存过程持续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以及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申请材料

一、填写完整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表》(一式一份）。

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负责人）在申请表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备案申请分两步：

第一步：

入口一：互联网+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

地址：

第二步：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上传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表》扫描件，向生产企业所在地隶属提出申请
。

申请人也可持申请材料至生产企业所在地隶属窗口申办。

隶属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核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有效期为长期。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一般情况下当场给予办理。

备案注意事项

一、备案变更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生产企业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15日内，向
原发证递交申请材料，原发证对申请变更内容进行审核。变更申请材料齐全、证明材料真实有效的，准
予变更。

二、备案注销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需要注销《备案证明》的，向生产企业所在地隶属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后，办理注
销手续。

三、年报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通过“互联网+”—“中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系统”向其
所在地提交上一年度报告。

白酒主要出口目的地税率

中国香港

2019年，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的白酒金额为14亿元人民币，占比白酒总出口金额比重的30.7%，排名第一
。香港是免税港，对进出口商品不征收任何关税。

消费税只针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应纳税的商品征收。四种应纳税的商品种类即酒类、烟制品、烃油、甲醇
。酒类消费税，根据酒精度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的税率而征收的费用。烟草制品、烃油、甲醇制品则



按每单位数量的特定税率征收相应的费用。

中国澳门

2019年，出口到中国澳门地区的白酒金额为3.06亿元人民币，占比白酒总出口金额比重的6.7%。澳门是免
税港，对进出口商品不征收任何关税。

但针对非生活必需品，如烟酒制品须征收消费税。对酒精强度以容积计算高于或等于 30% (20°) 之饮料
，除米酒外（酒精强度高于容积30%之所有酒精饮料，而不论经发酵物质或其来源为何），征收进口价
值之从价税 （到岸价/澳门币）：10%，特定税（澳门币/公升）：20.00。

其他出口目的地

澳大利亚：根据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征收关税。

除关税外，进口商品需要征收增值税（消费税+服务税）和服务费。消费税是在完税价格、适用关税、
运费、保险费、葡萄酒平衡税（特定产品征收）总和的基础上，征收税率为10%的税费。

韩国：根据韩国-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征收进口关税，以高粱酒为例，关税税率为到岸价格（CIF）的21
%。此外，还须征收CIF价和关税总和（CIFD）72
%的酒精税、酒税 （LIQUOR_TAX）30%的教育税、CIF价+关税+适用税费总和(CIFD + LIQUOR_TAX
+ EDUCATION_TAX)10 % 的增值税。

注:数据来源自商务部公共信息服务官fang网站（企业可自行查询），仅供参考，请注意国际贸易税率变
化。

酒类出口如何申报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https://www.singlewindow.cn 

互联网+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

出口报关、申请检验检疫流程

一、出口前申请检验检疫

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持合同、发票、装箱单、出厂合格证明、出口食品加工原料供货证明文
件等必要的凭证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或组货地的隶属申请。申请时，应当将所出口的食品按照品
名、规格、数/重量、生产日期逐一申报。

二、现场检验检疫

1.现场查验



所属根据系统“检验要求”，对不需要查验和送检的货物，直接实施综合评定；需查验的，实施现场查
验，内容包括货证相符情况、产品感官性状、产品包装、数重量及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存放场所的卫生
状况等。

2.抽样检验

根据系统“检验要求”，隶属对抽中查验送检的货物，在现场查验时抽取样品，并送实验室检测。

3.综合评定

所属对申请出口食品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根据异常情况、风险预警、出口备案、企业核查等信息，结
合抽样检验、风险监测、现场查验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a）经评定合格的，形成电子底账数据，向企业反馈电子底账单号，符合要求的按规定签发检验检疫证书
；

b）经评定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单，不准出口。

4.签发证书

所属工作人员负责拟制证稿，经审核后出具证书。

5.报关

企业凭电子底账及合同、发票、装箱单、出厂合格证明等必要的凭证报关。

温馨提示：出口酒企需要关注

关注出口国技术法规

例如美国主要通过标签措施对酒类饮料进行安全监管。出口酒类企业应时常关注进口国酒类产品信息，
可以到中国技术贸易措施网等网站获取。当进口国标签信息有所更新时，应按对方国要求，及时调整产
品标签信息，以免入境时被扣留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

与酒类有关的国外技术法规主要是：

酒精饮料标签、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包装接触材料等。

加强白酒理化成分安全性研究

加强白酒中理化成分种类、安全性的研究，例如加强对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指标，甲醇、塑化剂等质量
安全指标的研究，有针对性预防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

建立严格管理制度和预防机制

管理制度方面，可以通过申请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合格认证监督审核
等来提高企业管理质量。



预防机制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白酒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来全程控制白酒质量。

重视酒类出口运输国际贸易货代通常会关注酒类尤其是白酒等高度酒的MSDS。一般情况下，白酒都是通
过海运出口，MSDS“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材料安全数据表）就成为船公司用来判断是否该货物
适合海运和采用何种适当的方式，以确保运输安全的技术性说明书。所以，小编再次温馨提示，酒类出
口企业也不能忽视MSDS的重要性，详细信息可在出口前具体咨询货运代理企业。

（本文由海运网综合发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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