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进口付汇差额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04〕116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进一步完善进口付汇核销管理，规范进口付汇差额核销业务操作，提高进口付汇核销管理工作效率，

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进口付汇差额核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并就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进口付汇核销报审业务实行差额核销管理，是对现行进口核销管理规定的有效补充，旨在解决

因客观原因造成进口单位对外付汇金额与实际到货金额之间存在差额而不能办理进口付汇核销报审手续的

问题，以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减轻进口单位和外汇局的工作负担。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以下简

称“外汇局”）应注意向进口单位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办法》的顺利实施。 

二、外汇局在为进口单位办理进口付汇差额核销报审业务时，应认真审核差额核销所依据的相关资料，

并做好档案保存工作。 

三、外汇局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差额核销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的内控制度。 

四、《办法》于 2005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在《办法》实施前，总局将对进口付汇核销计算机系统进行

修改和升级，升级后的计算机系统将实现对差额核销数据的查询、统计、监管等功能。计算机系统的具体

升级日期，总局将另行通知。 

各分局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附件：《进口付汇差额核销管理办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4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进口付汇差额核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进口付汇核销管理，规范进口付汇差额核销业务操作，提高进口付汇核销管理

工作效率，根据《贸易进口付汇核销监管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核销差额”系指进口单位报审付汇金额与实际进口到货金额（即海关进口货物

报关单中货物单价与数量乘积）间的差额。 

核销差额分为多到货核销差额和少到货核销差额两种类型。实际进口到货金额大于报审付汇金额的为

多到货核销差额，实际进口到货金额小于报审付汇金额的为少到货核销差额。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以下情况的进口付汇核销报审业务： 

（一）单笔合同项下一次付汇、一次到货、一次报审业务； 

（二）单笔合同项下一次付汇、多次到货、一次报审业务； 

（三）单笔合同项下多次付汇、一次到货、一次报审业务； 

（四）单笔合同项下多次付汇、多次到货、一次报审业务。 

对进口单位差额核销报审业务实行按合同管理。对于单笔合同项下多次报审的业务，只有当合同执行

完毕，在最终一次报审时，进口单位方可申请办理差额核销报审手续。 

 

第四条 对于单笔合同项下核销差额不超过等值 5000 美元（含 5000 美元）的，或核销差额虽超过 5000

美元但占合同金额的比例不超过 2%（含 2%）的进口付汇核销报审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以下

简称“外汇局”）可以直接凭企业差额核销说明函、进口合同及其他核销单证办理差额核销报审手续。 

 

第 1 页 共 3 页 



第五条 对于单笔合同项下核销差额超过等值 5000 美元且核销差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超过 2%的进口

付汇核销差额报审业务，进口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提供其他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差额

核销报审手续。 

 

第六条 进口单位每月申请办理差额核销业务的累计差额（包括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所有核销差额，

多到货金额作为负数参与累加）原则上不得超过等值 10 万美元（含 10 万美元）。外汇局可以结合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适当调整。 

 

第七条 对于单笔合同项下少到货核销差额超过等值 5000 美元且核销差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超过 2%

的进口付汇差额核销报审业务，进口单位在办理差额核销报审手续时，除需向外汇局提交相关的核销单证

外，还需提供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差额核销说明函、进口合同，并视以下不同情况提供相

应证明材料： 

（一）因国外商品市场行情变动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有关商会出具的证明或经有关交易所或交易所

会员单位证明的行情报价材料。 

（二）因进口商品质量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与出口商的有关往来函电及商检机构证明材料。由于客

观原因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可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材料、书面保函。 

（三）因动物及鲜货产品变质、腐烂、非正常死亡或损耗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与出口商的有关往来

函电及商检机构证明材料。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可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材料、书面保函。 

（四）因自然灾害、战争、国家紧急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我国驻出口商所在国

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文件。 

（五）因出口商破产、关闭、解散等原因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我国驻出口商

所在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法律文件。 

（六）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付汇银行当日牌价。 

（七）因溢短装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商品检验证明、提单或货运单等证明材料。 

（八）进口合同中已约定运保费、杂费等贸易从属费用包含在合同总货款内对外支付的，因运保费、

杂费等贸易从属费原因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进口合同、税务凭证、运保费单证及有关商业单证（进口货

物报关单已标明运保费、杂费金额的除外）。 

（九）因金属矿砂等大宗散装货物进口项下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进口合同、海关出具的进口货物报

关单情况证明、补税证明及相应商业单证。 

（十）因其他原因产生的核销差额，提供外汇局要求的有效凭证。 

 

第八条 对于实际进口到货金额大于进口付汇金额的多到货差额核销报审业务，进口单位在办理多到

货差额核销报审手续时，应在《贸易进口付汇到货核销表》中对进口货物报关单的余额情况加以注明，并

在“备注”栏内标注“留用”或“核销结案”字样。 

对于单笔合同项下多到货核销差额超过等值 5000 美元且核销差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超过 2%的进口付

汇差额核销报审业务，进口单位还需向外汇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差额核销说明函。 

 

第九条 外汇局在为进口单位办理多到货差额核销报审业务时，需在“中国电子口岸—进口付汇系统”

中对进口单位标注“核销结案”的进口货物报关单电子底账做核销结案处理。 

 

第十条 货到汇款结算方式项下进口付汇自动核销和转口贸易、境外工程使用物资以及进口退汇等项

下凭收汇凭证办理进口付汇核销报审手续的进口付汇核销报审业务，暂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一条 外汇局在为进口单位办理差额核销手续时，需按规定严格审核差额核销相关凭证，并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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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进口付汇到货核销表》上标注差额核销金额及日期，加盖“已报审”印，按规定留存相关凭证。 

 

第十二条 外汇局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进口付汇差额核销分级授权管理内控制度。 

 

第十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应做好本地区差额核销情况的汇总、统计工作，并于每月前五个工

作日内向总局报送进口付汇差额核销报审业务电子报表。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规定与本办法规定相抵触的，以本办法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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