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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立法必要性 

（一）实行出口管制是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重要手段。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常规武器及其相

关两用物项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风险，需要加快出口

管制立法，充分发挥出口管制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反恐防暴、

保护重要战略稀缺资源、履行国际义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出口管制立法是做好管制工作、完善法律体系的

迫切需求。我国现行出口管制法规、规章出台时间较早、法

律层级不高，工作实践中存在调查执法权限不足、部分案件

无法查处等问题，影响出口管制工作的权威性。亟需通过出

口管制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管制工作。 

（三）出口管制立法是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合作的

基础保障。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履约机制，树立负

责任大国形象。同时需要促进出口管制立法与国际规则接轨，

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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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指导原则 

（一）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维护安全与经济发展

相协调。 

妥善处理好出口管制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发展、

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关系。 

（二）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针对性。 

全面梳理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和现实立法需求，完善出

口管制法律体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遵循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广泛征求各方面意

见，借鉴国内外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履行国际公约、条约

义务。 

三、立法草案主要制度设计 

（一）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线。 

草案在立法宗旨、管制原则等统领性条款中明确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思想。将“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作为立法宗旨；明确出口管制的原则是“遵循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维护安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二）以构建科学的出口管制管理体系为核心。 

第一，规定了科学完备的管制清单制度。国家出口管制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宏观的、统一的出口管制政

策，指导出口管制工作。国家出口管制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3 
 

门根据出口管制政策，综合评估国家安全、技术发展、国际

市场供应、国际义务、对贸易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等因素，

在科学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出口管制清单。为

满足出口管制工作的时效性以及履行安理会决议等国际义务，

草案规定了临时管制和禁运措施，对管制清单制度进行补充，

组成了较完备的管制体系。制定出口管制政策，制定、调整

管制清单，实施临时管制和禁运均需要报国务院或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准。 

第二，规定了全面、严谨的许可管理制度。在主体方面，

通过专营、备案等制度对从事管制物项出口的经营者进行主

体资格管理；在客体方面，通过管制清单制度对管制物项实

施许可管理；在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方面，通过最终用户和

最终用途证明、实地核查等规定，加强了对管制物项的最终

用户和最终用途的管理，构建了更加严谨的许可管理制度。 

（三）以加大执法监督和惩处力度为保障。 

第一，草案赋予了主管部门必要的执法权限。针对出口

管制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管部门调查执法权限不足、部分案

件无法查处等问题，草案赋予了国家出口管制主管部门必要

的执法权限和执法手段，比如查封、扣押相关涉案物项等，

增强了出口管制执法调查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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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草案增加了出口管制违法行为的种类。对无证出

口、规避行为、违法中介行为等违法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

并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第三，草案加大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强了出

口管制执法威慑力。如规定了对违规企业暂扣或者吊销专营

资格的处罚；规定将受到处罚的出口经营者的信用信息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示。国家出口管制主管

部门可以在 3年内不受理其提出的出口许可申请。 

（四）以提高企业预防违法意识为补充。 

企业是出口管制的第一道防线。为便利出口经营者遵守

出口管制法，减少违法风险，草案通过多个条款设置了出口

经营者合规便利化规定，注重提升企业预防违法意识。 

第一，为出口经营者规定了咨询机制。出口经营者可在

出口之前针对拟出口物项是否属于管制物项，向国家出口管

制主管部门提出咨询；设立专家咨询机制，为管制物项的界

定提供专家鉴定意见；出口经营者可以通过参加有关商会、

协会获得与出口管制相关的服务。 

第二，为出口经营者规定了许可便利制度。国家鼓励企

业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并可给予通用许可等相应的

许可便利。 

第三，为出口经营者规定了行政指导制度。由国家出口

管制主管部门发布行业出口管制指导意见和最佳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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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企业进行规范经营。 

第四，为出口经营者设置了预防违法风险的措施。国家

出口管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等措施，

提示出口经营者预防违法风险。 

（五）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体现立法前瞻性和开放性。 

第一，将出口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两用物项、军品、

核及其他与国家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 

第二，两用物项定义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包括了常规武

器相关两用物项。 

第三，增加了许可例外、许可便利等许可管理手段，增

加了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核查等规定。 

（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一，规定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草案规定国家出口

管制主管部门要加强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 

第二，规定要履行国际义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草

案将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作为立法宗旨之一，规定有关许

可程序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对外承诺

中规定的出口管制特殊许可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