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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操作”下职业技能证书体系建设研究
代文杰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单一窗口操作”是我国实现贸易通关无纸化、便利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相关技能人才缺口较大，笔者通过梳理目前单一

窗口的使用情况，提出以企业类型导向构建职业技能证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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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一窗口在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

（一）含义、应用情况

随着全球贸易互通互联，为加快货物贸易便利化，联合国下

设机构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中心于 2005 年发布了《建设“单一窗

口”的建议书》，自此全球各国纷纷开始建设单一窗口平台。单

一窗口是指参与国际贸易和运输的各方，通过单一平台提交满足

全部进口、出口和转口相关监管规定的标准化信息和单证的一项

措施。“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统一门户网站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正式上线运行。贸易相关申报人通过单一窗口平台可以实现

一点接入、一次性提交满足口岸管理和相关部门要求的标准化单

证和电子信息，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单一窗口平台共享数据信息、

实施职能管理，并能够在该平台将通关信息反馈给申报人。

一国海关的通关时效是限制该国国际贸易运输时长的重要因

素。以我国的货物出口为例，货物在装运港的口岸作业时间高于

世界先进水平，使得整体通关时长过高。而单一窗口的建立提高

了国际贸易供应链参与方之间的操作效率，优化了通关业务流程，

提高了申报效率和贸易效率，缩短了通关时间，进一步提升了我

国对外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持续精简进出口环

节监管流程和证件，2018 年关检合一，将进出口商品检疫检验局

纳入到海关总署，通关时效大幅度提升。贸易相关方可以通过单

一窗口平台，向各监管部门网上申领办理所需的各类进出口环节

监管证件，进一步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

1. 人才缺口大。中国外贸企业协会调研显示，目前企业单一

窗口使用人员包括的岗位有：关务操作、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保

税物流操作、国际贸易跟单、国际贸易单证等，每个企业需要的

作业人员 1-3 人。而企业从业人员登录系统后操作不熟练，存在

信息录入时间过长、操作步骤重复等问题。企业一方面需要熟练

单一窗口系统操作的人员，一方面从目前的人才市场上匹配不到

合适的员工。许多中小型企业的现有员工只熟悉单一窗口的部分

功能。

2.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现有从事单一窗口操作的人员培训主

要有三种方式：政府免费培训、收费培训、网上自学。前两种覆

盖面不大，有的中小型企业为节约成本、提高人员工作效益，对

前两种培训方式兴趣不高。而网上自学目前在“中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网站设有培训版块、用户手册和问题解答，供相关从业

人员自行学习。

3. 职业院校尚未重视单一窗口人才培养。调研显示，目前职

业院校设置的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等专业

课程并未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相关内容，对于就业去向与单一

窗口关联度较大的专业，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结构、课程标准

等文件中，设计单一窗口相关操作和技能的寥寥无几；课堂和实

训内容对其业务操作、功能流程等更为缺失；授课教师缺乏单一

窗口实践经验，只能强调理论教学，需要进一步提升校企合作，

引进高水平企业专家，弥补在人才培养和人才供给环节单的缺位。

4. 风险控制的要求提高。过去货物进出口，海关作业流程是

先审核后放行，实行单一窗口后，为了提高货物的海关通关效率，

减低货物等待时间，海关工作流程是企业在单一窗口自行货物申

报，海关收取的关税等企业自行通过单一窗口缴纳，即使货物通

关后发现申报信息有误或者税款缴纳有出入，可以事后稽查来纠

正；此外，海关正在推进“两部申报”的进出口通关模式，也就

是第一次“概要申报”和第二次的“完整申报”，“概要申报”

后进口商就可以提离货物，这就要求单一窗口操作人员守住职业

操守，提高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确保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

二、“单一窗口操作”相关技能的现实需求

使用单一窗口进行通关作业涉及的企业类型有：生产类、贸

易类、仓储类、物流类、电商类、金融类、代理类等。通过单一

窗口操作，上述企业可以实现的应用效益包括：单证提交更简明、

作业流程更优化、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贸易成本降低。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使用单

一窗口的各类型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技能培训重难点。经实地

走访与问卷调查回收，使用单一窗口操作系统最多的企业是贸易

类企业，占 64%，其余为生产类（14%）、物流类（14%）、代理

类等。

（一）主要办理的业务依次是货物申报（64%）、原产地证

（50%）、出口退税（50%）、舱单申报（36%）、查询统计服务

（36%）、运输工具（29%）、企业资质办理（21%）、许可证件

（21%）、掌上单一窗口（21%）、税费支付（14%）、加工贸易

保税业务（14%）、金融保险服务（14%）和其他业务。

（二）企业使用单一窗口办理业务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货物

申报、原产地证、出口退税办理、舱单申报、查询统计服务、许

可证件类、跨境电商、运输工具、税费支付等。

（三）目前企业使用单一窗口操作的岗位人员多数在 1-3 人

（占 79%），部分在 7-10 人（占 21%）。有超多 7 成的企业表示

亟须提升员工对“货物申报”版块的操作技能，其他亟须提升的

技能包括出口退税（57%）、原产地证（50%）、舱单申报（35%）、

许可证件类（29%）等。

（四）有接近 8 成企业表示未来 3 年对单一窗口岗位人员的

招聘需求在 1-3 人，2 成企业的需求在 4-6 人。

（五）在人员培训方面，企业进行单一窗口操作员工培训和

技能提升的主要途径是员工老带新（71%），然后是员工自学（14%）

和政府培训（14%）。

汇总、归纳当下各类型企业对单一窗口的调查问卷不难发现，

目前企业对单一窗口的使用已经常态化，尤其是国际贸易企业，

在功能使用上，货物申报、原产地证和出口退税是常用功能，企

业对单一窗口操作人员的招聘需求显著，现有员工也亟须提升系

统使用技能，但在人员培训上依旧保守，依赖“老带新”模式，

社会支持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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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一窗口操作”下现有职业技能证书的不足

目前，与外贸、通关流程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比较多。笔者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研究对象，该四种

证书能比较全面地涵盖通关流程相关企业主体。从证书考核内容

及标准的角度出发，审视相较于“单一窗口操作”所需知识、技

能的不足。

（一）报关员

报关员从业资格证书在外贸和通关工作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

用，该资格证书的考核内容和要求，对单一窗 口操作企业主体依

旧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报关员证书考核内容侧重货物申报、海关税费、减免税、协

助海关查验以及退税业务，具体包括：报关概述、海关管理、海

关与对外贸易管制、进出口税费、进出口商品归类、进出口货物

报关单填制、海关相关法律制度、海关监管货物报关程序、相关

国际贸易知识。

该证书考查技能重点在于报关知识，与单一窗口操作相较，

缺乏原产地证、舱单申报、运输工具、企业资质办理、加工贸易

保税业务等。

（二）国际货运代理从业资格证书

货运代理行业与进出口业务紧密相关，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人

工作是指根据托运人 指示，为客户揽取货物并负责运输的人。目

前该资格考试侧重于考查国际货运代理的常见运输方式，包括海

洋运输、空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以及多式联运等，具体内容

有国际货运代理基本理论知识、外贸知识、报检与报关、班轮货

物运输、租船货运实务、航空货运输、陆路货物运输、多式联运、

仓储与物流管理、危险货物运输、货运代理市场营销、货运纠纷

处理。

该证书考查技能重点在于从业人员能根据客户要求制定合理

的运输方案，与单一窗口操作相比较，缺乏对原产地证、许可证件、

税费缴纳、出口退税、金融保险服 务等内容的考查。

（三）全国外贸跟单员证书

全国外贸跟单员证书考核内容包括：出口贸易跟单工作流程、

选择供货商的跟单、样品的跟单、合同与订单审查实务、原材料

采购跟单、生产进度跟单、出口产品包装跟单、出口产品质量跟单、

外包（协）跟单、货物运输跟单、进口贸易跟单的基本程序及主

要工作、进口贸易跟单实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货物的运

输和保险、国际贸易结算票据和结算方式、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

疫和报关、外贸跟单业务的法规与制度、外贸跟单操作实务等。

该证书侧重于外贸各环节跟单业务、货物通关、检验检疫和

货款结算等工作，与单一窗口操作相较，缺乏对舱单申报、原产

地证、许可证件、税款缴纳、出口退税、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保

税业务等相关内容的考查。

（四）跨境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目前已有四种跨境电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是“跨境电

商 B2B 数据运营”职业技能证书、“跨境电商 B2C 数据运营”职

业技能证书、“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 业技能证书、“跨

境电商海外营销”职业技能证书。此四种跨境电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侧重于跨境电商从业人员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对传统线

下贸易形式涉及较少，与单一窗口操作中“跨境电商”功能有所

重叠，但在货物申报、舱单申报等其他功能上没有涉猎。

以上四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考核内容和标准上均有侧重，

但都无法全面满足“单一窗口操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点，目前未

有一种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体系能够匹配“单一窗口”操作的各个

功能。

四、“单一窗口操作”职业技能证书体系建设模式初探

根据上述企业人才缺口、培训力量不足以及企业对单一窗口

功能使用的现状，笔者建议应根据“单一窗口操作”具体内容，

结合企业对相关技能的现实需求，设立“以企业类型为导向的职

业技能证书体系”建设模式。

使用单一窗口进行通关作业涉及的企业类型有：生产类、贸

易类、仓储类、物流类、电商类、金融类、代理类等。按照单一

窗口下不同类型企业对相关业务功能、所需具备的知识和操作技

能的差异，划分职业技能证书方向：构建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

（生产与贸易方向）、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仓储与物流方向）、

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跨境电商方向）、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

书（货运代理方向）组成的职业技能证书体系。

初步探索上述各职业技能证书考核标准和内容的共同部分、

不同侧重部分。

（一）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生产与贸易方向）

该技能证书考查内容涵盖单一窗口操作中的企业资质、许可

证、原产地证、运输工具、货物申报、税费办理和出口退税业务板块，

具体所需知识和技能包括：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对外经营者所需

资质、许可证和原产地证相关知识、报关报检相关知识与流程、

进出口税费与出口退税、单据填制与识读、跟单操作实务等。

（二）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仓储与物流方向）

该技能证书考查内容涵盖单一窗口操作中的企业资质、运输

工具、舱单申报、货物申报。跨境电商和出口退税业务板块，具

体所需知识和技能包括：国际物流基础知识、国际货运代理基础

知识、企业资质与备案、航运航线相关知识、舱单填制与申报、

报关报检相关知识与流程、跨境电商及其订单运输相关技能等。

（三）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跨境电商方向）

该技能证书考查内容涵盖单一窗口操作中的企业资质、许可

证、原产地证、货物申报、税费办理、跨境电商和出口退税业务板块，

具体所需知识和技能包括：国际贸易基础知识、跨境电子商务相

关知识、店铺运营与数据分析、国际物流相关知识、报关报检相

关知识与流程、运输单据的填制与申报、进出口税费与出口退税等。

（四）单一窗口职业技能证书（货运代理方向）

该技能证书考查内容涵盖单一窗口操作中的企业资质、运输

工具、货物申报、舱单申报和出口退税业务板块，具体所需知识

和技能包括：国际货运代理基础知识、企业资质与备案、航线相

关知识、报检与报关、班轮运输、租船货运实务、航空运输、陆

路运输、集装箱多式联运、仓储与物流管理、出口退税、单据填

制与识读、跟单操作实务等。

五、“单一窗口操作”职业技能再提升

建议举办“单一窗口操作”技能大赛，先从单一窗口使用量

较大的城市或省份试点，进而全国推广。相关授权企业开发“单

一窗口操作”实训软件，在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如国际贸易、现代

物流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等大力发动师生参与，将技能大赛实

训内容进人才培养方案、进课程标准、进课堂实训室，真正使学

生学以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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