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商务厅权责清单调整情况表  

行政许可（新增共3项）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1

限制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

许可

商务部委托省级

、副省级城市商

务部门实施的限

制进口货物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六条：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

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

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

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

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要限制出口的；（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

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九）

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

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其他需

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八条  第一款：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

七条的规定，制定、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第十九条  第一款、第二款：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实

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第十条  第一款：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一）、（四）、（五）、（六）、（七）项规定情形

之一的货物，限制进口。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进口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一条  第一款：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进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进口货物，实

行许可证管理。

    第十九条  第一款：实行许可证管理的限制进口货物，进口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

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进口许可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第一款：进口配额管理部门和进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对申请人的资格、受理申请的部门、审查的原则和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实施前予以公布

。

    3.商务部公告2021年第42号 公布2022年进出口许可证件发证机构名录。

    一、2022年属于许可证管理的进口货物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重点旧机电产品，详见进口许可证管理

货物目录（2022年）。商务部或者受商务部委托的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上述货物的进口实施许

可，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许可证》（以下简称进口许可证）。

    （二）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单位申领的进口许可证，由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相关要求按《

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执行。

    4.《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7号）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

构）为进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行政许可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处

、贸易与产

业安全处

省级、计划

单列市

第 1 页，共 7 页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1

限制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

许可

商务部委托省级

、副省级城市商

务部门实施的限

制出口货物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六条：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

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

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

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

要限制出口的；（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

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九）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十）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

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八条  第一款：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

定，制定、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第十九条  第一款、第二款：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实行配额、许

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

方可进口或者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货物，限

制出口。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出口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

    第四十三条：实行许可证管理的限制出口货物，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

（以下统称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天内决定是否许可。出

口经营者凭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发放的出口许可证，向海关办理报关验放手续。前款所称出口许可证，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各种具有许可出口性质的证明、文件。

    3.商务部公告2021年第42号 公布2022年进出口许可证件发证机构名录。

    二、2022年属于许可证管理的出口货物为43种，详见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2022年）。商务部或者受商务

部委托的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及副省级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上述货物的出口实施许可，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以下简称出口许可证）。

    （一）小麦、玉米、煤炭、原油、成品油(不含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润滑油、润滑脂及润滑油基础油)、棉花等货

物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和在京的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企业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许可证局签发。

    （二）活牛、活猪、活鸡、大米、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药料用人工种植麻黄草、甘草及甘草制品、蔺草

及蔺草制品、天然砂、磷矿石、镁砂、滑石块（粉）、锡及锡制品、钨及钨制品、锑及锑制品、锯材、白银、铂金

（铂或白金）、铟及铟制品等货物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商务部驻有关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签发。

    （三）牛肉、猪肉、鸡肉、矾土、萤石（氟石）、稀土、钼及钼制品、焦炭、成品油（仅限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润滑油、润滑脂及润滑油基础油）、石蜡、部分金属及制品、硫酸二钠、碳化硅、消耗臭氧层物质、柠檬酸、摩托

车（含全地形车）及其发动机和车架、汽车（包括成套散件）及其底盘等货物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省

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或副省级城市商务主管部门签发。其中，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润滑油、润滑脂及润滑油基础油

的，由省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凭货物出口合同签发出口许可证；以承包工程、境外投资、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出口

及边境贸易等方式出口的，仍按照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2008年第30号公告相关规定执行。

    三、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对以下出口货物实行指定机构发证。出口此类货物需向指定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

    （一）以陆运方式出口活牛（对港澳）、活猪（对港澳）、活鸡（对香港）的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

商务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和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签发。

    （二）药料用人工种植麻黄草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商务部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签发。

    （三）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天然砂（对台湾）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和标准砂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

由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签发。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天然砂（对台港澳）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商务部

驻海南特派员办事处签发。福建省和海南省行政区域以外天然砂（对台港澳）出口单位申领的出口许可证，由商务

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签发。

    4.《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8年第11号)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

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构）为出口许可证发证

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行政许可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处

、贸易与产

业安全处

省级、计划

单列市

第 2 页，共 7 页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1

限制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

许可

商务部委托省级

、副省级城市商

务部门实施的限

制出口货物的配

额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六条：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

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

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

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

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要限制出口的；（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

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八条第一款：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

条的规定，制定、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对限

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

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第二十条：进出口货物配额、关税配额，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限制出口的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

并公布。

    第三十六条：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出口货物，实行许可

证管理。

    第三十七条：实行配额管理的限制出口货物，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

（以下统称出口配额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划分进行管理。

    第三十八条：对实行配额管理的限制出口货物，出口配额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年10月31日前公布下一

年度出口配额总量。配额申请人应当在每年11月1日至11月15日向出口配额管理部门提出下一年度出口

配额的申请。出口配额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年12月15日前将下一年度的配额分配给配额申请人。

    第三十九条：配额可以通过直接分配的方式分配，也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分配。

    第四十条：出口配额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天内并不晚于当年12月15日作出是否发放配

额的决定。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出口配额管理部门和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对申请人的资格、受理申请的部门、审查的原则和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实施前予以公布

。

    3.《出口商品配额管理办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1年第12号）

    第十七条：外经贸部将出口商品配额分配给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和中央管理企业；各地方外经贸

主管部门在外经贸部分配给本地区的配额数量内，按本办法及国家关于货物出口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

及时将配额分配给本地区提出申请的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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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2

易制毒化学

品进出口许

可

委托省级审批的

易制毒化学品进

出口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9号）

    第二十一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管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

储存、运输实行许可和查验制度。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实行许可制度。禁止非法生产、

买卖、运输、储存、提供、持有、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口、出口实行许可制度。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规定的职责，对进口、出口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依法进行管理。禁止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

易制毒化学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六条：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

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

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

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

要限制出口的；（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

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九）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十）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

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八条：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制定、

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范围内，临时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

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第十九条  第一款、第二款：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对限制进口或

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

管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445号）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申请进口或者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取得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进口、出口活动。

    4.《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商务部令2006年第7号）

    第四条 第二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

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工作。同时接受商务部委托负责本地区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初审及部分易制毒化学品

进出口许可工作。

    第十八条第一款：申请进出口目录第三类中无需国际核查的易制毒化学品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自收到齐备

、合格的书面材料之日起5日内对经营者提交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院务令第332号）

    第十条  第一款、第二款：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一）、（四）、（五）、（六）、（七）项规定情形之

一的货物，限制进口。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进口的，依照其规定。限制进口的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十一条  第一款：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进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进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

理。

    第三十五条：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货物，限制出口。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出口的，依照其规定。限制出口的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三十六条：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

    6.《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放部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审批权的通知》（商产字〔2008〕7号）：商务部委托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直接负责三氯甲烷、乙醚、哌啶进出口的许可工作，发放批复单，审批结果报商务部备案。向特定国

家和地区的三氯甲烷、乙醚、哌啶出口按《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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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3

两用物项和

技术进出口

许可

核两用物项和技

术进出口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8号）

    第十二条：国家对管制物项的出口实行许可制度。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或者临时管制物项，出口经营者

应当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许可。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以及临时管制物项之外的货物、技术和服务，

出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或者得到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通知，相关货物、技术和服务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的，应当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许可：（一）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二）被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三）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出口经营者无法确定拟出口的货物、技术和服务

是否属于本法规定的管制物项，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提出咨询的，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答复。

    第二十一条：出口经营者向国家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出口两用物项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如实提交相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国家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受理两用物项出口申请，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两用物项出口申请进行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准予许

可决定的，由发证机关统一颁发出口许可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六条：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二）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

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三）为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

施，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四）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

禁止出口的；（五）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需要限制出口的；（六）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需

要限制出口的；（七）为建立或者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需要限制进口的；（八）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

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九）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限制进口的；（十）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十一）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

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

    第十七条：国家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

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在战时或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

家在货物、技术进出口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第十八条：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制定、

调整并公布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本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范围内，临时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

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

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技术，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经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

部门或者经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许可，方可进口或者出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第十条：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

理；未经许可，不得进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国务院令第484号）

    第五条：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申请经审查许可的，由商务部颁发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证件（以

下简称出口许可证件）。

     5.《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8年第11号)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

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构）为出口许可证发证

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6.《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7号)

    第五条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商务部驻有关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和受商务部委托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机

构（以下简称发证机构）负责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进口许可证》（以下简称自动进口许

可证）的签发工作。

行政许可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处

、贸易与产

业安全处

省级、计划

单列市

第 5 页，共 7 页



行政确认（新增共1项）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2

外资研发中

心采购设备

免、退税资

格审核认定

    1.《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23号）  

    第三条第（五）项：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核

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2.《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24号）

    第二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核定外资研发

中心名单，核定结果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函告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抄送省级财政、税务部

门，并报送商务部。

    第十三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会同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制定核定

享受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名单的具体实施办法。

    3.《福建省商务厅等五部门关于“十四五”期间外资研发中心核定办法的通知》（闽商务〔2021〕

107号）四、核定流程

（三）资格初审。由市级商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中相关事项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填写初审意见（附

件6），连同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送省商务厅。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向企业出具书面初审意见并说

明理由。初审工作应于每次企业申报时间截止之日起15日内完成。

 

行政确认 外资管理处 省、市

省级商务、财
政、税务、海
关部门共同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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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新增共1项）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内设机构 行使层级 备注

7
货物自动进

口许可

机电产品自动进

口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五条第二款  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

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的，海关不

予放行。

    2.《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进口经营者应当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

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提交自动进口许可申请。

    3.《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7号）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

构）为进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4.《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可实施办法》（商务部、海关总署令2008年第6号（商务部令2018年7号修

订））

    第三条　商务部负责全国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的管理工作，会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制定、调整

并公布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的机电产品目录。 商务部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

（简称为地方、部门机电办）负责有关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进口许可证

》（以下简称自动进口许可证，式样格式见附件1）的签发工作。

公共服务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处

、贸易与产

业安全处

省级、计划

单列市、省

会城市

福州市仅限

于：“一般机

电产品自动进

口的审核发证

”

非机电产品自动

进口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28号）

    第十五条第二款  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

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的，海关不

予放行。

    2.《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进口经营者应当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

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提交自动进口许可申请。

    3.《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7号）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

构）为进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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