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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国际物流口岸服务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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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海外仓分类和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海外仓的基本要求，评定类型与等级划分，评估内容、指标及其验证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储存普通货物、冷链货物和汽车整车的公共海外仓的分类和等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海外仓 overseas warehouse
国内企业在境外设立，面向所在国家或地区市场客户，就近提供进出口货物集并、仓储、分拣、包

装和配送等服务的仓储设施。

[来源：GB/T18354，8.38]

公共海外仓 public overseas warehouse
国内企业及其控股、参股海外分支机构通过自建、租赁或合作等方式在境外设立的，为进出口商品

提供储存、配送、流通加工及其他连带、增值服务的公共仓储设施。

[来源：T/WD107—2020，3.1，有修改]

公共海外仓企业 public overseas warehouse operators
在境外设立公共海外仓，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面向进出口货物提供海外仓运营及

相关服务的外向型市场主体。

4 基本要求

应签署海外仓投资自建、合资经营或场地租赁的合作协议，并使其保持有效状态。

应已经实际开展海外仓业务，面向第三方或供应链上下游提供海外仓物流服务。

应配置适应海外仓业务的基础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团队。

应具备对海外仓货物进出存信息进行动态监测、管理的能力。

5 评定分类与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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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原则

分类原则如下:
a) 应是符合 3.2定义的海外仓；

b) 相近海外仓业务应合并为同一类型；

c) 应以海外仓功能定位与物流操作对象类别为主要依据。

公共海外仓的类型

5.2.1 贸易流转型公共海外仓

贸易流转型公共海外仓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a) 由生产制造、国际贸易、跨境电商或国际货代物流企业负责运营管理；

b) 面向境外批发零售、跨境电商货物，提供仓储保管、订单处理、上/下架、打包分拣、出入库

装卸、尾程派送、库存管理等常规服务，以及一件代发、简单加工、展示交易、税务合规、

退/换货、质量检验、重新贴标、售后服务、代理采购、金融服务等增值服务。

5.2.2 产业配套型公共海外仓

产业配套型公共海外仓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a) 由生产制造、国际贸易或国际货代物流企业负责运营管理；

b) 面向境外生产制造企业进出口货物（含原材料、零部件及产成品等），提供仓储保管、出入

库装卸、包装转换、分类分拣、JIT配送、库存管理等常规服务，以及分装加工、逆向物流、

集装箱提送、物流解决方案、供应链协同优化等增值服务。

5.2.3 物流集散型公共海外仓

物流集散型公共海外仓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a) 由国际物流通道平台公司、国际货代物流企业等负责运营管理；

b) 面向整箱、整批进出口货物，提供集装箱掏装箱、中转装卸、临时堆存、集散分拨等常规服务，

以及包装转换、打托缠膜、代刷唛头、末端配送、PDI检测等增值服务。

等级划分标准

依据公共海外仓企业自愿申请进行综合评估，按照对应类型公共海外仓评估指标进行百分制打分，

根据综合评估得分高低将公共海外仓划分为A、B、C三个等级：

a) 得分大于等于 85且小于等于 100为 A级；

b) 得分大于等于 75且小于 85为 B级；

c) 得分大于等于 60且小于 75为 C级。

6 评估内容、指标及其验证方法

基本条件评估及其验证方法

公共海外仓企业提供全部真实、有效、完整的佐证材料证明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的得20分，否则不得

分且不进行后续评估：

a) 公共海外仓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0㎡，储存冷链货物的公共海外仓容积不低于 1000 m³；
b) 公共海外仓实际运营 6个月以上，且服务对象数量不少于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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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共海外仓涉外合作资金往来记录与合作协议要求保持一致。

关键指标评估及其验证方法

6.2.1 服务贡献

表 1 给出了三个公共海外仓服务贡献指标及其评分标准、验证方法，可任选其中一个服务贡献指

标进行评估，最高评估分值30分。

表 1 公共海外仓服务贡献指标评估标准及验证方法

评分档次 按货值（万美元/年） 按计费吨（吨/年） 按集装箱量（TEU/年） 验证方法

第一档（30分） 3000以上 4000以上 200以上
查验公共海外仓

企业提供的服务企

业货值、出口额、

货量的真实有效证

明材料等。

第二档（24—29分） 2001—3000 3001—4000 145—200

第三档（17—23分） 1001—2000 2001—3000 97—144

第四档（8—16分） 501—1000 1501—2000 73—96

第五档（1—7分） 100—500 1000—1500 48—72
注1：服务贡献是指公共海外仓服务企业的货值、出口额、货量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效果。

注2：跨境电商为主的公共海外仓可根据实际运作票数与单票货物均值进行测算。

6.2.2 数智化水平

表 2 给出了公共海外仓的数智化水平指标评分标准及其验证方法，最高评估得分20分。

表 2 公共海外仓数智化水平指标评估标准及验证方法

评分事项 评估标准 验证方法

物流管理系统配置
建立订单管理系统、运输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和货代管理系

统等物流管理系统，每配置一个系统得分2分；

查验公共海外仓企业提供的

物流信息系统配置、智能技术

设备配置相关的采购协议、支

付凭证、业务单证以及视频、

照片等佐证材料。
智能技术设备配置

使用条码扫描器、自动分拣线、智能搬运车、自动立体库、自动

打包机等智能化物流设备的，每配置一类智能设备得2分。

6.2.3 增值服务

表 3 给出了公共海外仓的增值服务指标评分标准及其验证方法，最高评估得分10分。

表 3 公共海外仓增值服务指标评估标准及验证方法

评分事项 评估标准 验证方法

增值服务项目 每个经认定有效的增值服务项目得1分； 查验公共海外仓企业提供的

实际开展各类增值服务的佐证

材料以及优秀案例材料。海外仓优秀案例 每个经认定有效的优秀案例得2分。

注：海外仓优秀案例是指被市级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公开评优，以及被官方媒体公开报道的海外仓经营案例。

6.2.4 现场管理

表 4 给出了公共海外仓的现场管理指标评分标准及其验证方法，最高评估得分10分。

表 4 公共海外仓现场管理指标评估标准及验证方法

评分事项 评估标准 验证方法

现场整洁程度 现场地面整洁，货物堆码规范，最高得2分； 查验公共海外仓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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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事项 评估标准 验证方法

开展海外仓现场管理的视频、

照片等佐证材料。
安全监控系统 配置安装CCTV监控系统与卡口门禁，最高得2分；

消防安全设施 按规定在合适位置配置消防栓、消防器，最高得2分；

目视化管理 现场各种目视化提示标识较完善，最高得2分；

流程规范上墙 各作业现场张贴作业指导书、操作规范，最高得2分。

6.2.5 客户满意度

表 5 给出了公共海外仓的客户满意度指标评分标准及其验证方法，最高评估得分10分。

表 5 公共海外仓客户满意度指标评估标准及验证方法

评分事项 评估标准 验证方法

问卷回收表现
有效问卷率达50%及以上，且数量达10份及以上的得5分，不满10
分按比例分别赋分；

查验公共海外仓企业提供的

客户满意度调查相关问卷及其

统计分析结果等佐证材料。客户满意度结果
客户满意度反馈结果非常满意得5分、满意得4分、基本满意得3分、

不满意得1—2分。



DB 50/T XXXX—XXXX

5

参 考 文 献

[1] T/WD107—2020 公共海外仓设施技术要求与运营管理规范

[2]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市级公共海外仓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商务发〔2023〕31号
[3] 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海外仓（第九批）申报工作的通知: 浙商

务联发〔2024〕41号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评定分类与等级划分
	5.1　分类原则
	5.2　公共海外仓的类型
	5.2.1　贸易流转型公共海外仓
	5.2.2　产业配套型公共海外仓
	5.2.3　物流集散型公共海外仓

	5.3　等级划分标准

	6　评估内容、指标及其验证方法
	6.1　基本条件评估及其验证方法
	6.2　关键指标评估及其验证方法
	6.2.1　服务贡献
	6.2.2　数智化水平
	6.2.3　增值服务
	6.2.4　现场管理
	6.2.5　客户满意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