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口商品检验业务是适应国际

对外贸易的发展和需要而产生，并且

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衰而发展变化的。

四川商检机关是根据国家的法律

授权，对四川的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

鉴定和实施监督管理的涉外经济监督

执法主管机关。

一

四川对外贸易有着久远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 400 多年就已有生丝、绸

缎等商品销往印度，但当时乃至以后

相当长时期尚无专门机构对商品质量

检验把关。19 世纪 90 年代，重庆被辟

为通商口岸后设立海关。重庆海关设

立验货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验货制

度，标志着商检业务的开始。此后，商

检工作一直由海关承担，直到四川境

内设立专门商检机构。

四川省境内设立商检机构是在

1930 年，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鉴于经

万县口岸外销的桐油数量较大(年出

口量均在 20 万担以上)，因此，令汉口

商品检验局在万县设立商检机构，负

责川东地区出口桐油检验工作。

1933 年，由重庆口岸出口的商品

逐渐增多，经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批

准，重庆市政府于当年 8月设立“重庆

市商品检验所”，负责办理在重庆出口

或转口的生丝、桐油、猪鬃、五倍子、牛

羊皮等商品的检验工作。1936 年 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不合法令为由

予以撤销。由于重庆早在 1890 年 3 月



已被辟为对外通商的口岸，西南诸省

货物多在此出口，故实业部令汉口商

品检验局在重庆设分处。1936 年 4 月

15 日，在原市立所的基础上成立了

“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重庆检验分

处”，对出口、转口重庆口岸的商品实

施检验。重庆检验分处的建立标志着

四川的商品检验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的

轨道。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沿海诸省相继

沦陷，口岸商检机构也相继停办，汉口

商品检验局于 1939 年 3 月西迁四川。

1939 年 3 月 11 日，重庆商品检

验局成立，随后设立贵阳分处、宜宾分

处和衡阳分处，担负着四川、贵州、湖

南、西康和陕西等省的出口商品检验

业务。检验品种也由以前的几种扩大

至 15 种，检验数量不断增加。重庆商

品检验局在西南地区对外贸易中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

商检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商检机构因

“工作异常清简”不得不撤并。重庆商

品检验局及其下属机构检验业务骤

减，商检工作几乎全面停顿。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检

事业得以恢复，口岸商检局相继重建。

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导致商

检机构能够检验的商品种类很少。

民国时期，重庆商品检验局为我

国商检事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制

定了一些技术标准、检验规程、规章制

度，筹备了动植物检疫，对出口商品实

施强制检验，并反馈信息给生产厂以

指导生产，对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出口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 1930 年开始设立四川商检机

构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

间 20 年，由于外国检验机构的垄断和

对中国商检机构的歧视，四川商检证

书得不到国外的承认，不能在国际贸

易中发挥应有的证明作用，最多仅能

在国内起到通关作用。同时，在此期间

四川商检机构未检验过一批进口商

品，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国蔑视我国主

权。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

府统一管理对外贸易，接管了原有的

商检机构，取缔了外国在中国大陆设

立的所有检验、鉴定机构，停止了一切

私人经营的检验业务，中国商检事业

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 年 12 月 17 日，重庆军事管

制委员会工业部接管重庆商品检验

局。

1950 年，中央贸易部召开了第一

届全国商品检验会议，确定各商检局

负责本大行政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

作，接受中央贸易部与本大行政区贸

易部双重领导，全国统一了检政。这次



会后，重庆商品检验局在西南贸易部

的领导下，建立了各项制度，充实了人

员，添置、补充了仪器设备，使工作走

上了新的轨道。

1951 年中央贸易部召开第二届

全国商品检验会议，确定了商品检验

工作的总方针，重庆商品检验局在总

方针的指导下，除对输出输入商品实

施检验和衡量、鉴定等公证外，还全面

开展了对出入境动植物的检疫工作。

1952 年至 1966 年，是商检工作

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在这十余年间，业

务有较大发展：

(一)检验人员数量增多，素质提

高

1949 年，重庆军管会接管重庆商

品检验局时，全局仅 36 人，1952 年增

加到 143 人。从 1956 年到 1966 年尽

管不断受编制变动的影响，商检人员

仍保持在 85 人～194 人之间，技术人

员由 7 人发展到 122 人。此外，还送出

140 余人参加国家商检总局举办的技

术培训班学习，送入大专院校和 兄弟

商检局代培等，再加上国家分配的大

学毕业生，使重庆商品检验局技术力

量得以加强。

(二)设备水平提高

1949 年接管时，所有设备总值折

合新币仪 1．5 万元，随着业务的发展，

到 60 年代仪器设备已增加到 87 台，

其中添置了用于生丝检验的恒温、恒

湿大型设备，设备总值上升到 14 万

元。

(三)业务范围扩大

1．机构延伸：重庆商品检验局下

设了万县商检分处、雅安产地检验组、

昆明工作组、贵阳工作组、成都工作组

等商检机构。业务管辖四川、西康、云

南、贵州(云、贵两省 1960 年与重庆商

品检验局脱钩)。

2．检验品种增多：1950 年，重庆

商品检验局仅对猪鬃、羊皮、桐油、生

丝等 15 种出口商品进行检验。1955

年开始有少量进口设备检验业务，同

年，严格按照外贸部颁布的《现行实施

检验商品种类表》中列有的 40 类，266

种进出口必检商品实施。

60 年代，随着国家政策和战略布

局的调整，中央在四川新建了一批在

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工厂，同时迁入

一些重要的大、中型企业，因而，四川

的进口货物增加，其中以大、中型成套

设备、精密仪器、电子产品、车辆为最

多。这给尚未完全具备进口商品检验

能力的商检机关带来了一个难题。为

此，重庆商品检验局一方面增添大量

检测仪器、增强自身检测能力；另一方

面，组织有关单位共同完成对重要进

口货物的商检，顺利完成了对进口商

品的检验工作。

1966 年～1976 年“文化大革命”

时期，重庆商品检验局的各级管理机

构普遍受到冲击，检验业务萎缩，工作

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三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后，四川商检事业得到

迅速的发展。

1980 年 7 月，重庆商品检验局收

归中央建制，由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进

出口商品检验总局统一管理，实行国

家商检总局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

民政府双重领导。以国家商检总局领

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该年为适应外贸发展需要，四川

商检机关恢复万县商检机构，成立成

都、南充商检处，并建立中国进出口商

品检验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1982 年到 1989 年间，四川商检

机关业务逐年扩大，科研成果突出，外

事交往频繁，在此期间局机关在成渝

两地几次搬迁，给工作带来一些影响。

1982 年四川商检局机关由重庆迁到

成都，于 7 月 1 日对外办公。同时撤销

成都商检处，设立重庆商检处。1985

年 8 月，四川商检局又由成都迁回重

庆。1989 年 9 月，四川商检局再次由

重庆迁成都，成都商检局一并撤销，同

时设立了重庆商检局(副厅级局)。

80 年代，四川商检机关检验品种

有了较大增多，局内部管理更加规范，

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内部管理规章，

于 1988 年开始实行目标责任管理，有

效地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在

1989 年全国商检系统先进集体、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中，南充商检

局荣获全国商检系统先进集体光荣称

号，南充商检局局长仲德昌同志被评

为劳动模范。四川商检系统中还有四

位同志荣获全国商检系统先进工作者

称号。

在这一时期科研成果较突出，有

6 项成果获省部级二、三等奖，制订标

准 27 项，发表论文 275 篇和专著、译

著等多部，此外，还同苏联、联邦德国、

澳大利亚、瑞典、美国等国家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进行了技术交流，选派了专

业技术人员赴日本等国考察。

进入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

扩大、深入，四川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四川的投资环境越来

越好，对外贸易有了重大突破，进出口

商品的品种、数量、金额每年都以极高

的比例递增。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四

川商检全体官员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发奋图强，使商检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成绩特别显著：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

例，对全川进出口商品严格依法管理，

依法施检；对违法行为严肃处理，使四

川省进出口商品秩序井然。

(二)严格把住进出口商品质量

关。对不合格的进口商品及时出证向

外索赔；对不合格的出口商品不予放

行，不准出口。自 1989 年《商检法》颁



布实施到 1992 年底四年间，四川商检

机关共查出不合格进口商品 2163 批，

出证向 外索赔 12577·43 万美元，为

国家和企业挽回重大经济损失；查出

不合格出口商品 2344 批，价值 17086

·50 万元，确保了四川省出口商品在

国际市场上的良好信誉。

(三)为四川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

实施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从

原料的进厂到产品的出厂，每一个重

要环节都实施监督管理，把不合格因

素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同时还加大了

对重要的出口商品实行质量许可制度

和对出口食品厂、库实行卫生注册登

记制度的力度，从而从根本上保证 了

四川出口商品的质量。从 1990 年到

1992 年三年中，四川出口商品合格率

均超过 了 99 % ，比过去有 了大幅度的

提高，增强了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

(四)提高人员素质，增添、更新检

测设备。新进人员大都具有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同时，对早期进局人员不断

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对职工进

行在职培训。到 1992 年底，在全局人

员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各类专

业技术职务的 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67．5 % 和 79．4 5 % ，形成了 一支多 专

业学科、多技术门类的商检队伍。专业

技术人员刻苦钻研业务，获得 了丰硕

的科研成果，有九篇科研论文荣获国

家省 (部)级奖励。

同时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

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程度，

陆续添置、更新设备 131 台(套)，价值

308．38 万元，极大地提高了检测技术

水平。

(五)检验办公用房、职工宿舍条

件不断改善。1955 年，四川商检机关

检验办公用房、宿舍仅 2000 平方米。

到 1992 年，检验办公用房达 30000 多

平方米，极大改善了检验、办公条件；

宿舍由 1955 年的 1200 多平方米，增

至近 36000 平方米，85 % 以上职工有

了住房。

(六)商检机构进一步延伸。1991

年，新建的内江、达县商检局正式对外

办公，为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基于更好地服务于四川地方经济

的目标，经调查研究，根据“科学规划、

合理设置”的原则，四川商检机关确定

在绵阳、乐山、攀枝花、广元、涪陵、泸

州等地积极筹设商检机构，以加大服

务地方的力度，同时进一步发展商检

事业。

到 1992 年，四川商检局已发展成

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多门类进

出口商品检测中心，局内设有国家一、

二级实验室，配备了各类先进检测仪

器，有一大批熟悉商检业务的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每年检验进

出口商品约 5 万余批，价值 80 多亿

元。把不合格的出口商品堵在国门之

内，对不合格的进口商品索赔。两项合



计挽回经济损失金额高达 4 亿多元，

加上签发普惠制证书，每年又为全川

带来 1．5 亿元的经济利益。四川商检

机关为四川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营造了四川招

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为四川的对外经

贸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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