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口

岸（以下简称口岸，不包括原二类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管理，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16〕18 号）、《国务院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6 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

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7 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5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方式及项目管理的

通知》（发改投资规〔2020〕518 号）、《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

建设标准》（建标 185-2017，以下简称《标准》）等有关规定，切

实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加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查验基础设

施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国家对

外开放口岸（含海南“二线口岸”，下同）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适用于本办法。

第二章 安排标准和原则

第三条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以下简

称“专项”）主要支持的口岸范围是，已经国务院批准新开放、扩

大开放的对外开放口岸，以及已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口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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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五年规划和国家口岸办年度审理计划并已由中央编办出具机

构编制批复文件的待开放对外开放口岸。

第四条 专项支持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口岸查验基础设施新

建、改扩建等建设项目。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包括海关、移民、海

事等口岸查验机构开展检查检验工作所需的业务技术用房。其

中，纳入航空、水运、铁路口岸主体建筑的查验基础设施，由主

体建筑投资者一并投资建设，本专项不予支持。支持公路口岸货

物查验监管场地建设。支持中欧班列重点铁路边境口岸货物查验

监管场地建设。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陆路边境口岸疫情防控

基础设施要与口岸查验基础设施统筹建设，适当支持陆路边境口

岸疫情防控设施建设。

第五条 专项支持的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筑面积按照《标准》

有关规定执行。机构改革后，口岸海关业务技术设施和检验检疫

业务技术设施在功能上优化整合，两项内容的面积指标应统筹整

合，不得超过《标准》中两项面积之和。

第六条 对于同时具有旅检、货检功能的口岸，合并测算旅

检、货检查验基础设施面积。对于新开放口岸的新建项目，按照

第五条规定测算专项支持的控制面积。对于扩建项目，按照第五

条规定测算的总建筑面积减去原有建筑面积，为专项支持的控制

面积。

第七条 对外开放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暂按 3500 元/

平方米的参考造价标准，测算中央支持投资。该造价标准只作为

测算中央直接投资的依据，项目实际造价由各地根据有关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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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批复项目时确定。除中央支持投资外，地方政府应足额保

障其余投资，确保项目投资全额落实。

第八条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例为：

（一）对于东部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例上限为 60%；

（二）对于中部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例上限为 70%；

（三）对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含享受西部政策的地区），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例上限为 80%；

（四）对于西藏、南疆四地州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

例上限为 100%；

（五）对于直接服务于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要节点的口岸项

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比例上限可适当提高（5个百分点以内）。

第九条 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突出重点，有序实施。优先安排国务院新批准对外开

放和扩大开放的口岸、直接服务于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要节点的

口岸、已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口岸、中欧班列重点铁

路口岸；优先安排在建项目，保障在建项目尽快建设使用；优先

安排疫情输入风险高、防控压力大的口岸，特别是基础薄弱的陆

路边境口岸，保障隔离留验和检疫检测等口岸公共卫生防控需

求，实现应建尽建。

（二）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具体建设项目应按“单一窗口”、

共享共用的要求，统筹各查验单位需求，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作风，坚持

过紧日子，避免贪大求洋、重复建设和浪费。不同机构和同一机

traversing
Highlight

traversing
Highlight

traversing
Highlight



4

构不同功能的查验基础设施应合理布局、统筹建设，以节约建设

规模。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动植物检疫能力建设中基础

设施建设要求与《标准》接轨，实现同标统建。严禁以建设口岸

查验基础设施名义违规建设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等楼堂馆所。

第三章 投资申报和下达

第十条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履

行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在审批过程中，发展

改革部门应会同口岸管理部门认真审核口岸设计主要业务运量

指标，从严控制申报专项支持的建设规模。条件具备后，由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商地方口岸主管部门，根据项目前期工作深度及轻

重缓急认真审核、统筹平衡，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并申报资金申

请报告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以下简称“申报文件”）。

第十一条 申报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口岸及建设项目符合支持范围和条件；

（二）口岸主要业务运量客观准确，并经负责审批的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口岸管理部门审核确定；

（三）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符合前述建设标准，扩建项目已

扣除原有面积，水运、航空、铁路口岸扣除已纳入主体建筑一并

建设的查验基础设施面积；

（四）已由地方按规定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履行

项目审批程序；

（五）项目建设符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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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六）规划、用地、地方投资等前期条件已落实；

（七）具备开工条件，已经开工在建或投资计划下达后当年

可以开工建设，年度投资计划符合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

第十二条 申报文件应当包括资金申请报告和年度投资计划

有关内容，并对上一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资金申请

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在线平台

生成的项目代码、建设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建设条件落实

情况等），以及上一年度投资计划完成情况、项目进度情况、发

现问题整改情况等。以上内容可以通过申报文件正文、附件、附

表及项目储备库等方式予以体现。

第十三条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对投资计划申报文件是否符合

相关政策要求、项目审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等进行审查，并对所

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地发展改革部门报送的申报

文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核。主要审核内容包括：

（一）是否符合支持范围；

（二）申报建设规模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建设标准；

（三）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是否符合支持标准；

（四）是否完成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方

案、专项支持范围、建设标准以及各地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结合督查、调度及国家口岸办意见等进行统筹平衡后，审核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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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同时一并批复资金申请报告。对建设规

模和中央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的项目，可分年度下

达投资计划。

第十六条 该专项按项目下达年度投资计划，中央预算内投

资资金安排方式为直接投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在 10 个工

作日内将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进行转发。

第十七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加强项目储备、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等有关要求，将申报项目

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加强储

备，并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没有纳入储备或未编制三年滚动

投资计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得报送年度投资计划。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加强

项目管理，认真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认真落实规划项目用地、

规划条件、项目审批、投资保障、预算拨付等项目建设各项条件，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第二十条 项目建设应当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切实落实

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建设监理制、项目招标投标制、工程合同

管理制等要求。建成后按规定办理竣工验收、固定资产移交等手

续，确保项目及早投入使用、发挥预期效益。

第二十一条 有关地方和项目单位应当加强资金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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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边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做到“一钱多用”。严禁滞留、

截留、挪用、挤占中央预算内投资。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按照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调度要求，有关地方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进展情

况，主要包括项目实际开竣工时间，项目资金到位、支付和投资

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以及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等，督促项目早

开工、投资早执行。

第二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视情况，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的审批程序、开工建设、建设内容和规模、投资计划执行

等情况进行检查。国家口岸办和中央有关口岸查验部门应加强对

相关项目的督导检查。

第二十四条 项目单位和地方有关部门应当配合督导、检查，

如实提供与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和情况，不得销毁、隐匿、转移、

篡改或无故拖延、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第二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可结合督导、调度、监督检查

等，对检查发现问题的地方，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通报批评、约谈，

以及扣减、收回、暂停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措施予以处理。存

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提请或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认真进行整

改。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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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国家出台新的口岸建设标准、口岸查验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渠道等政策后，相应执行新的政策和标准。

第二十七条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可结合实际、参考本办法制

定本地方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自印发之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原《国家一类口岸查验设施建设专项管

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规〔2016〕2567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