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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出口管制领域多项目录更新 
 
2023年末，中国商务部会同科技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多项出口管制
领域的重要目录更新，其中包括： 
 
•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 
• 《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已自 2023年 12月 21日公布之日起实施，其
他目录已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实施。本期税务评论我们将聚焦上述目录的更新变
化。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2023年 12月 21日，商务部、科技部发布了新版《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
录》（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 2023年第 57号）（以下简称“《技术出口目
录》”）。 
 
技术出口指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将技术从中国境内向中国境
外转移的行为。我国将技术出口分为禁止、限制和自由三类管理。禁止出口的技
术不得出口，否则将承担刑事责任或受到行政处罚；限制出口技术应当由经营主
体依法按照许可程序申请出口许可证，方可出口；自由类则实行合同登记备案管
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
例》，商务部会同科技部制定、调整并公布禁止和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在 2020年
版本目录的基础上，此次更新对出口技术的限制范围进行了调整。新版《技术出
口目录》共计 134项技术条目，其中禁止类 24项，限制类 110项。与 2020年版
本相比，此次更新后总技术条目数量由 164项减少至 134项，主要变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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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技术条目 4项，其中： 

− 禁止出口：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共 1项 
− 限制出口：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技术，散料装卸输送技术，激光雷达系统
共 3项 
 

• 删除技术条目 34项，其中： 
− 禁止出口：绿色植物生产调节剂制造技术，采矿工程技术，肉类加工技
术，饮料生产技术，有色金属冶金技术等 6项 

− 限制出口：医用诊断器械及设备制造技术，目标特征提取及识别技术等
28项 
 

• 修改技术条目 37项，调整相关条目的控制要点和技术参数，其中： 
− 禁止出口：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稀土的提炼、加工、利用技术，航天
器测控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6项 

− 限制出口：经济作物栽培繁育技术、有色金属冶金技术、大型高速风洞设
计建设技术等 31项 

 
• 调整技术条目编号，由“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进

行编辑和排序”变更为“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编辑排
序” 

 
根据本次目录调整的过程和结果，相关产业领域可以对有关的政策取向和未来影
响进行解读。 
 
电子设备——以“激光雷达系统”为例，本次目录更新将该项目增列为限制出口
技术条目。激光雷达系统可应用于不同产业领域，尤其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自动
驾驶领域的应用颇为引人关注。目前，国内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整体技术研发水平
已经处于国际前列，相关技术的出口管控也被提上日程。 
 
信息产业——以限制出口技术“通信处理技术”为例，本次目录更新删除了该项
目下的“信息存取加、解密技术”、“语音评测技术”等控制要点，在原先的
“语音识别技术”、“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等控制要点中增加了“专门用于
汉语及少数民族语音”的限定。这些调整使得限制出口技术的判定将更为精准，
对于某些细分技术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限制出口技术的范围。 
 
生物医药——本次目录更新将“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增列为禁止
出口技术条目。由此可见，相关技术的应用是否具有伦理争议，是否有潜在重大
危害是制定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光伏产业——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底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曾经将“光伏硅片制备
技术”列入限制出口技术，其控制要点主要涉及光伏产业链上游的硅原料和硅片
制备。但此次发布的最终版本并未保留上述修改。不少观点认为，目前国内企业
在该技术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海外项目投资和产品需求较为旺盛，上述修改
最终未被采纳可能是为了避免限制出口对国内企业出海的不利影响。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 
 
2023年 12月 29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 2024年度《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
许可证管理目录》（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3年第 66号）（以下简称“《两用
物项管理目录》”）。进出口列入该目录的物项和技术，应依法办理两用物项和
技术进出口许可证。关于适用出口许可证要求的两用物项和技术，与 2023年度的
目录相比，2024年度的目录主要包括以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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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24项，其中： 

− “九、部分两用物项和技术”7项：航空发动机，红外成像设备，合成孔径雷达（SAR），用于目标指示的激光
器，无线电通信设备，反无人机电子干扰设备，高功率激光器； 

− “十、特殊两用物项和技术”16项：镓、锗相关物项 14项，石墨相关物项 2项； 
− “十二、临时管制无人机”1项：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 

 
• 删除 8项，即取消对原列入“二、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物项和技术”的 8项低敏感石墨相关物项的

临时管制； 
 
• 调整 20余项管制物项的商品名称、商品描述及海关商品编码，主要涉及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

备和技术、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特殊两用物项和技术等。 
 
本次《两用物项管理目录》中所列出口许可物项种类的变化，主要是根据 2023年内新实施的针对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
调整而作出的更新（例如，2023年 8月 1日起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2023年 9月 1日起对部分无人机及相关物
项实施出口管制，2023年 12月 1日起优化调整石墨物项临时出口管制措施）。另外，还有部分商品名称、商品描述及海
关商品编码的变更，主要是基于 2024年关税调整方案所作出的同步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两用物项管理目录》中的商品范围以商品名称及描述为准，海关商品编码仅供通关申报参考。涉及出口
目录中的有关两用物项和技术，不论该物项和技术是否在目录中列明海关商品编码，均应依法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
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 
 
 
《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2023年 12月 29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2024年）》（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3年第
65号）。对于出口上述目录内的所列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出口前应向商务部或者受商务部委托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申请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凭出口许可证向海关办理通关验放手续。需要注意的是，与《两用物项管理目录》
类似，判断一项货物是否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的管理范围，应以该目录列明的货物种类、货物名称为准，其
中“货物名称”通常包含对货物的具体描述，目录列示的相关海关商品编码仅供通关申报参考。 
 
2024年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出口货物分为 43个种类，与 2023年的目录相比，货物种类数量保持一致，总体变化较小，主要
调整涉及萤石、部分金属及制品（如钛、铂、钒）等类别货物下的部分货物名称、海关商品编码（包括编码的增列等修
改）。 
 
 
我们的建议 
 
及时根据政策变化作出调整 
 
从事货物与技术出口业务的经营者、为有关出口业务提供服务的供应商等主体均应当密切关注出口管制领域有关目录的调
整变化，例如《两用物项管理目录》中新增或删减的项目，以便及时对出口业务流程作出必要调整。对于新增出口管制的
物项，应在业务流程中增加相关物项的管控节点；对于取消出口管制的物项，应简化业务流程以便提升贸易效率。涉及技
术出口的企业，在向国外转让专利或技术秘密、提供技术许可、提供技术服务时应尤其关注技术出口的合规性要求。 
 
加强企业内部合规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持续鼓励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贸易合规内控制度，以两用物项出口管理为例，政
府明确对于内部合规制度健全且运行情况良好的出口经营者，将授予通用许可等便利。因此，相关企业应当积极顺应政策
要求，建立健全出口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而言，企业可以考虑将两用物项出口、禁止和限制技术出口等管制事项均纳入合
规体系中，规范企业合规组织架构、出口授权流程、交易对象/最终用户和用途管理，定期组织合规审计、合规培训以提升
企业人员合规意识和管理效果，并进一步考虑引入数字化工具加强贸易数据治理和流程管控。对于一些已建立贸易合规体
系的跨国企业来说，则需要考察其现有体系是否能够满足中国出口管制的管理要求，若还存在差距的，也应尽快对照中国
出口管制的相关要求进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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