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办公室 

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公    告 
 

2018年第 5号 

 

为规范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明书管理系统的申报行为，统一

填报要求，编制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系统填报指南》，

现予以发布。本公告自 2018 年 6月 1 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系统填报指南 

 

           

 

                                

                           2018 年 5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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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系统 

填报指南 

 

为规范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明书管理系统的申报行为，统一

填报要求，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根据《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

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申请单号 

证书申请单编号在提交申请时由系统自动生成，一份申请对

应一个申请单号。 

二、出口类型 

本栏目填报进出口类型：“1”为进口，“2”为出口，“3”为

再出口，“4”为其他-海上引进，“5”为其他-巡回展览，“6”为

其他-个人所有活体动物，“7”为其他-乐器。 

三、审批部门 

本栏目填报审批主管部门包括国家濒管办及办事处共 19 个

（附件 1）。 

四、制证选项 

本栏目填报制发证书的方式，可以选择即时制证或延后制证，

在申请非公约证书和物种证明时无需填报。 

即时制证指制发证书所需信息全部确定，审批通过后立即生

成证书的情形；延后制证指制发证书的境外收货人、证书份数或

每份证书对应数量等信息现阶段无法确定，审批通过后还需要通

过制证申请才可以生成证书的情形，只适用于公约出口证和公约

再出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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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人（中文） 

本栏目填报申请人在办事处备案的中文单位名称或个人姓

名，在申报时系统根据备案信息返填。 

单位用户填写单位全称（中文），个人用户填写个人姓名（中

文）。 

六、申请人（英文） 

本栏目填报申请人在办事处备案的英文单位名称或个人姓

名，只适用于公约证。 

单位用户填写单位全称（英文），系统根据备案信息返填，

无需填写，个人用户填写个人姓名（英文）。 

七、申请人地址（中文） 

本栏目填报申请人在办事处备案的中文单位注册地址或个

人通讯地址，在申报时系统根据备案信息返填。 

单位用户填写注册地址（中文），个人用户填写个人通讯地

址（中文）。 

八、申请人地址（英文） 

本栏目填报申请人在办事处备案的英文单位注册地址或个

人通讯地址，只适用于公约证。 

单位用户填写注册地址（英文），系统根据备案信息返填，

无需填写，个人用户填写个人通讯地址（英文）。 

九、目的 

本栏目填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及产品的目的（附件 2）。 

十、用途 

本栏目填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及产品的最终用途（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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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指申请人向国家濒管办或其办事处提交申报数据

的时间，为计算机系统接受申报数据时记录的时间，申请时由系

统自动生成。 

十二、制证部门 

制证部门指制发证书正本的部门，本栏目在申报时无需填报。 

十三、代理或委托 

本栏目填报申请人的代理或委托身份，其中英文名称及地址

只适用于公约证书。 

（一）申请人为自理申报的，填报“无”； 

（二）申请人为代理委托人申报的，填报“代理”，并填报

委托人信息。 

1.委托人为单位用户的，填报如下信息： 

（1）委托人企业代码：委托单位的 18 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 9 位组织机构代码。 

（2）委托人（中文）：委托单位的中文名称。 

（3）委托人（英文）：委托单位的英文名称。 

（4）委托人中文地址：委托单位的中文地址。 

（5）委托人英文地址：委托单位的英文地址。 

2.委托人是个人用户，填报如下信息： 

（1）委托人证件类型：受委托个人的身份证件类型。 

（2）委托人证件号码：受委托个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3）委托人（中文）：受委托个人的中文姓名。 

（4）委托人（英文）：受委托个人的英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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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托人中文地址：受委托个人的中文通讯地址。 

（6）委托人英文地址：受委托个人的英文通讯地址。 

（三）申请人为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填报“委托”，并填报

代理人信息。 

1.代理人为单位用户的，填报如下信息： 

（1）代理人企业代码：代理单位的 18 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 9 位组织机构代码。 

（2）代理人（中文）：代理单位的中文名称。 

（3）代理人（英文）：代理单位的英文名称。 

（4）代理人中文地址：代理单位的中文地址。 

（5）代理人英文地址：代理单位的英文地址。 

2. 代理人为个人用户的，填报如下信息： 

（1）代理人证件类型：被代理个人的身份证件类型。 

（2）代理人证件号码：被代理个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3）代理人（中文）：被代理个人的中文姓名。 

（4）代理人（英文）：被代理个人的英文姓名。 

（5）代理人中文地址：被代理个人的中文通讯地址。 

（6）代理人英文地址：被代理个人的英文通讯地址。 

十四、提/运单号 

本栏目填报货物承运方签发的提单或空运单、路运单编号，

只适用于进口，非必填项。 

十五、境内口岸 

本栏目应当根据货物实际进出境口岸的海关，选择海关规定

的《关区代码表》中相应口岸海关的名称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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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境外国家或地区 

本栏目填报境外收发货人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本栏目应当按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选择填报

相应当的境外国家（地区）中文名称及代码。 

十七、使用次数 

本栏目填报拟申请使用同一份证书的次数，包含一次使用和

多次使用。一次使用指证书只能在一份报关单中使用；多次使用

指证书可以在多份报关单中使用。本栏目只适用于非公约证书和

物种证明，应当根据国家濒管办相关规定填写。 

十八、境外发货人/收货人（英文） 

本栏目填报境外收发货人的英文名称，只适用于公约证书。 

十九、境外发货人/收货人地址（英文） 

本栏目填报境外收发货人的英文地址，只适用于公约证书。 

二十、条件及其他详情 

本栏目只有在审批部门的要求和指导下才需填报。 

二十一、批文类型 

本栏目填报批准文件类型代码：A 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单位办理的批文；B 为国家农业（渔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单位办理的批文；C 为多家企业或单位共同使用的专用标识类批

文。 

二十二 批文详情 

如果填报的批文类型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批文”或“国家

农业（渔业）主管部门批文”，需要录入批文信息，具体录入要

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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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文号 

本栏目按所选批文类型填写相对应的主管部门批准文件编

号全称。 

（二）多次申请使用 

本栏目填报批文是否需要在多个申请单中反复使用，如填报

“是”，则需填写以下内容： 

1.有效期 

本栏目填报批准文件的有效期截止日。 

2.进出口类型 

本栏目填报批准文件中限定的进出口类型。 

3.分类单元 

本栏目按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核准的分类单元（科、属或种）

填写。 

4.物种名称（中文名） 

本栏目填报物种名称的中文名，应当在物种参数表里选择。 

5.物种名称（拉丁名） 

本栏目填报物种名称（拉丁名），由系统根据填报的物种名

称（中文名）自动返填。 

6.标本类型 

本栏目填报物种的标本类型，申报时可以在标本类型参数表

里选择。 

7.批准数量 

本栏目填报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中的批准数量。 

当批文中境外国家或地区选择为“待定”或默认为“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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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录入批准数量时，企业须将批准文件中相同内容（即分类单元、

物种名称/属名/科名、标本类型、数量单位均相同）的数量累加

在一起，录入在一条批文表体中。 

8.数量单位 

本栏目填报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中确定的数量单位。 

9.境外国家/地区 

本栏目填报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中批准的境外国家/地区。但

以下情况除外： 

（1）如果批准文件中未指定特定国家/地区所对应的具体物

种与数量，则可以选择“待定”。 

（2）制证选项选择“延后制证”时，本栏目系统默认待定。 

10.国家保护级别 

本栏目系统自动默认，无需填写。 

11.CITES 附录级别 

本栏目系统自动默认，无需填写。 

二十三、批文号 

本栏目填报批文号，如果二十一栏为 A 或 B时，系统返填已

选择的批准文件编号，无需填写。 

二十四、物种名称（中文名） 

如果二十一栏为 A 或 B，本栏目选择已录入的批准文件中物

种中文名称，如果为 C，选择物种参数表中的任意物种中文名称 

二十五、物种名称（拉丁名） 

本栏目由系统自动返填。 

二十六、动植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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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系统自动返填。 

二十七、国家保护级别 

本栏目由系统自动返填。 

二十八、CITES 附录级别 

本栏目由系统自动返填。 

二十九、俗称 

本栏目为非必填项。 

三十、来源 

本栏目选择所选物种的来源，申报时应当在来源参数表里选

择（附件 4）。 

三十一、标本类型 

本栏目选择所选物种的标本类型，申报时应当在标本类型参

数表里选择。 

三十二、标本标记号 

本栏目填报所选物种的标本标记号，无标记号可不填。 

三十三、申请数量 

    本栏目填报数量为申请人所选物种标本的拟进出口数量。 

三十四、批准数量 

本栏目指审批部门最终批准的进出口数量。 

三十五、中文数量单位 

本栏目填报与第三十四栏对应的数量单位。 

三十六、货物总值 

本栏目填报物种标本的货物总值。 

三十七、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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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选择第三十六栏对应的货币单位。 

三十八、货物总值（元） 

本栏目由系统自动生成。 

三十九、英文数量单位 

本栏目由系统自动生成。 

四十、海关商品编号 

本栏目填写所申请进出口的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对应的海

关商品编号。 

四十一、海关商品编号描述 

本栏目系统自动返填。 

四十二、海关报关申请计量单位 

本栏目根据填报的海关商品编号，系统自动默认海关法定的

第一计量单位，如与报关系统填报的成交数量单位不一致，应当

修改为成交数量的单位。 

四十三、规格型号 

本栏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

中对商品名称、规格型号的要求进行填报。 

四十四、海关报关申请数量 

与报关系统的成交数量对应填写。 

四十五、原产地（地区）/进口国（地区）/前一再出口国（地

区）,证书号、签发日期及有效期 

本栏目按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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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审批部门 

单 位 代码 监管辖区 地点 联系方式 

国家濒管办 01 全国 北京 010-84238896 

国家濒管办内蒙古自治区办事处 02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471-4309273 

国家濒管办长春办事处 03 辽宁省、吉林省 长春 0431-88626660 

国家濒管办黑龙江省办事处 04 黑龙江省 哈尔滨 0451-82337347 

国家濒管办成都办事处 05 四川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 成都 028-83335146 

国家濒管办云南省办事处 06 云南省 昆明 0871-63106257 

国家濒管办福州办事处 07 福建省、江西省 福州 0591-87854975 

国家濒管办西安办事处 08 陕西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甘肃省 西安 029-88652041 

国家濒管办武汉办事处 21 湖北省 武汉 027-51796760 

国家濒管办武汉办事处（郑州办证点） 09 河南省 郑州 0371-65908251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 11 广东省 广州 020-81720103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南宁办证点） 10 广西省 南宁 0771-6783610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海口办证点） 16 海南省 海口 0898-66166055 

国家濒管办合肥办事处（济南办证点） 12 安徽省、山东省 济南 0531-88557710 

国家濒管办乌鲁木齐办事处 13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0991-5587246 

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 14 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 上海 021-50477217 

国家濒管办北京办事处 15 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 北京 010-84664925 

国家濒管办贵阳办事处 19 贵阳省 贵阳 0851-85559428 

国家濒管办贵阳办事处（长沙办证点） 20 湖南省 长沙 07318555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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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目的参数表 

序号 缩写 贸易目的 

1 T 商业 

2 Z 动物园 

3 G 植物园 

4 Q 马戏团和巡回展出 

5 S 科研 

6 H 狩猎纪念物 

7 P 个人 

8 M 医药 

9 E 教育 

10 N 重引入或引入至野外 

11 B 人工繁殖或人工培植 

12 L 执法/司法/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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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用途参数表 

序号 用途名称 备注 

1 食用（含保健品）   

2 药用 包括制药原料、药材、中成药等 

3 用材   

4 化妆品   

5 装饰品   

6 工艺品   

7 工业品 如动物油脂、松脂、紫胶等 

8 毛皮/皮革 包括原皮、毛皮服装、皮革制品等 

9 科研   

10 观赏   

11 育种   

12 动物园   

13 植物园   

14 马戏团   

15 展览 除动物园和植物园之外的其他展出 

16 乐器   

17 其它 无法归入以上各类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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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来源参数表 

序号 
来源

编码 
来源名称 

1 A 人工培植所获的野生植物标本。 

2 C 人工繁殖所获的野生动物标本。 

3 D 
在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人工繁殖所获的附录 I野生动物标本或者人工培植

所获的附录 I野生植物标本。 

4 F 不满足人工繁殖定义的通过圈养出生的子一代或以后世代野生动物标本。 

5 I 没收或扣留的标本。 

6 O 

公约前获的标本，包括： 

O/W：公约前所获/野外 

O/C：公约前所获/人工繁殖 

O/A：公约前所获/人工培植 

O/F：公约前所获/子一代 

O/U：公约前所获/未知来源 

7 R 在卵或幼体时从野外捕获的并在控制环境中饲养的野生动物标本。 

8 U 未知来源。 

9 W 野外获得的标本。 

10 X 从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