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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22345.htm 第二节海关 一、我国

海关的性质与任务 （一）海关的性质 《海关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以下简称进出

境）监督管理机关。”这一规定明确了海关的性质,其包括了

三层含义: 1．海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海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之

一,从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属于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

院直属机构海关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

。 2．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 海关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并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制定具体的行政规章和行政

措施,对特定领域的活动开展监督管理,以保证其按国家的法律

规范进行。 海关实施监督管理的范围是进出关境及与之有关

的活动，监督管理的对象是所有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 、

物品。 关境（Customs Territory)是世界各国海关通用的概念,

指适用于同一海关法或实行同一关税制度的领域。《国际海

关术语汇编》中定义关境为:一个国家的海关法得以全部实施

的区域。 一般情况,关境与国境的关系分为三种： （1）关境

等于国境。 （2）关境大于国境：如结成关税同盟的国家,其

成员国之间,货物进出国境不征收关税,只对来自和运往非同盟

成员国的货物在进出共同关境时征收关税,此时应认为每个成

员国的关境大于国境,如欧盟。 （3）关境小于国境:通行的观

点认为,若在国内设立了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特定区域,因进

出这些特定区域的货物都是免税的,因而该国的关境即小于国

境。 我国海关所指的关境范围是除享有单独关境地位的地区



以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部领域，包括领陆、领空和领土完

整海，是立体的空间。香港、澳和台、澎、金、马为我国的

单独关税地区，各自行单独的海关制度。可见，我国关境小

于国境。 3．海关的监督管理是国家行政执法活动 海关通过

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并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以保证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依

照国家的法律规范进行。因此,海关的监督管理是保证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海关执法的依据是《海

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海关事务属于中央立法

事权,立法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海关总署

也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法规、决定、命令,制定规章,作为

执法依据的补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不得制定海关法律规范,地方法规、地方规章也不是海关

执法的依据。 (二)海关的任务 《海关法》第二条规定:“海关

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

、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以下简称进出境运

输工具、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

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这实际上表明了海关的四

项基本任务：监管、征税、查缉走私、编制海关统计。它们

是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 监管，是海关的四项基本任务析

基础所在，海关的其他任务都是在监管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通过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合法进出的监管,达

到保证一切进 出境活动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规范,维护国家

主权和利益的目的。 征税，是执行对外贸易管理制的重要辅

助手段。海关执行国家的关税改策,运用经济杠杆,发挥关税的

财政作用、调节作用和保护作用。其所需的单证、数据、资



料等是在海关监管的基础上获取的。 缉私，则是监管、征税

两项基本任务的延伸。出现逃避监管和偷漏关税的行为时,必

须开展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确保前两项工作的有效进行。 海关

统计，是在海关监管、征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它为国家

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准确、及时的信息,又对监管、征税等业

务环节的工作质量起到检验把关的作用。 1．监管 海关运用

国家赋予的权力,通过报关注册登记、审核单证、查验放行、

后续管理、违 章处理等环节,对进出境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管

理。 海关监管的对象可分为三大体系，即运输工具，货物和

物品，每个体系都有一整套规范的管理程序和方法。通过对

“物”的监管，来确认当事人进出境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范

和海关监管要求。《海关法》中规定的主要有关监管的方式

有:备案、审单、查验、放行、后续管理等。 此外,海关还要

执行或监督国家其他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实施，例如进出口

货物许可证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外汇管理制度、进出

口商品检验检疫制度、文物管理制度等。从而在政治、经济

、文化道德、知识产权保护、公众健康等方面维护国家利益,

有效地贯彻国家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和各项管理措施的顺利实

施。 2．征税 关税(Customs Tariff)：指由海关按照国家制定的

关税政策、法律法规和进出口税则,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

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征收关税：指对贸易性货物征收进口关

税、出口关税以及对非贸易性的行邮物品征收的进出口关税

。 其他税费:指海关代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的货物进出口环节的

增值税、消费税以及代交通部征收的船舶吨税等。 这里所说

的征税,既指征收关税,也指征收其他税费。海关通过执行国家

制定的关税政策,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可以起到保护国内工



农业生产、调整产业结构,组织财政收人和调节进出口贸易活

动的作用。 《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为征税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 3．查缉走私 走私：指进出

境活动的当事人有意逃避海关监管的违反《海关法》及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它以逃避监管、偷逃关税、牟取暴

利为目的,扰乱经济秩序,冲击民族工业,腐独干部群众,毒化社

会风气,引发违法犯罪,对国家的危害性极大,必须予以严厉打

击。 查缉走私：指海关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在各监管场所和

“设关地”附近的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为发现、制止、打击、

综合治理走私活动而进行的一种调查和惩处活动,是海关为保

证顺利完成监管和征税等任务而采取的保障措施。 查缉走私

的目标：通过制止和打击一切非法进出口货物、物品的行为

，维护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保证国家关税和其他税

费的依法征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近几年来,查缉走私工作取得

了很大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前反走私斗争形势仍

然相当严峻。走私活动范围和数额都不断增大呈现集团化、

专业化、暴力化、国际化的特点。 1998年,国家组建了国家缉

私警察队伍,专门打击走私犯罪活动。负责对走私犯罪案件的

侦查、拘留、逮捕和预审工作。目的便是为了有效地制止走

私违法活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联合缉私、统

一管理、综合治理”是新的缉私体制，缉私警察实行海关与

公安双重垂直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负责对走

私犯罪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工作,各执法部门

查获的走私犯罪案件,一律移送缉私警察侦办,由缉私警察移送

起诉,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4．编制海关统计 编制海关统



计：以实际进出口货物作为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对象,通过搜

集、整理、加工处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或经海关核准的其他

申报单证,对进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重)量、价格、国别(地

区)、经营单位、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贸易方式、运输

方式、关别等项目分别进行统计和综合分析,全面、准确地反

映对外贸易的运行态势,及时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实施有效的

统计监督,开展国际贸易统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对外贸易的发

展。 我国在海关统计中,将凡能引起我国境内物质资源储备增

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均列人海关统计。部分不列人海关统

计的货物和物品,根据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和海关管理的需要,则

实施单项统计。 1992年1月1日，海关总署以国际通用的《商

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统计商品目录》，把税则与统计目录的归类编码统一起

来,使海关统计与国际惯例接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