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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8_89_E7_AB_A0_E6_c27_29695.htm 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

序，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对外贸易管制的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确立了对外贸易经营者登记管理、出入境检验

检疫、外汇管理等制度，制定了有关进出口禁止、限制、自

动许可、反倾销、反补贴、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等措施。对外

贸易管制是政府的一种强制性行政管理行为。它所涉及的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是强制性的法律文件，不得随意

改变。因此，对外贸易经营者或其代理人在报关活动中必须

严格遵守这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并按照相应的管

理要求办理进出口手续，以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第一节 

对外贸易管制概述对外贸易管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了国家的宏

观经济利益、国内外政策需要以及履行所缔结或加入国际条

约的义务，确立实行各种管制制度、设立相应管制机构和规

范对外贸易活动的总称。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制度涉及工

业、农业、商业、军事、技术、卫生、环保、税务、资源保

护、质量监督、外汇管理以及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诸多

领域。目前国际上对对外贸易管制通常有两种分类形式：一

种是按照管理目的分为进口贸易管制和出口贸易管制；另一

种则是按其管制手段分为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我国对外

贸易管制则是按管制对象分为货物进出口贸易管制、技术进

出口贸易管制和国际服务贸易管制。本章重点介绍我国对外

贸易管制中有关货物和技术的管制制度、措施以及在执行这



些贸易管制措施过程中所涉及报关规范的相关内容。一、对

外贸易管制的目的及特点对外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为保护和

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或限制措

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对外贸

易管制已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也是一个

国家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尽管各国所实行的对

外贸易管制措施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许多差异，但其实行对外

贸易管制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主要表现为：(一)保护本国

经济利益，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管制主要

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建立与巩固本国的经济体系，

通过对外贸易管制的各项措施，防止外国产品冲击本国市场

而影响本国独立的经济结构的建立，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

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便有限的外汇能有效地发挥最大的作用

；发达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管制主要是为了确保本国在世界经

济中的优势地位，避免国际贸易活动对本国经济产生不良影

响，特别是要保持本国某些产品或技术的国际垄断地位，保

证本国各项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各国的对外贸易管

制措施都是与其经济利益相联系的。各国的贸易管制措施是

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体现。(二)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不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出于政治或军事上的考虑，

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经济利益，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或不

同商品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管制措施，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

的或军事上的目标。因此，贸易管制往往成为一国推行其外

交政策约有效手段。(三)行使国家职能作为主权国家，对其

自然资源和经济行为享有排他的永久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管

制制度和措施的强制性是国家为保护本国环境和自然资源、



保障国民人身安全、调控本国经济而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

个重要保证。(四)贸易管制的特点从对外贸易管制的目的看

，贸易管制政策是一国对外政策的体现，这是贸易管制的一

个显著特点。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各国都要根据其不同

时期的不同经济利益或军事和政治形势需要，随时调整对外

贸易管制政策。因此，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贸

易管制政策各不相同。贸易管制还会因时间形势的变化而变

化，这是贸易管制的又一大特点。各国对外贸易管制的另一

特点是以对进口的管制为重点。(五)贸易管制的作用(有利因

素与不利因素)虽然贸易管制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国内市场和本

国的经济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世界经济交流，抑制

国际贸易发展。因此，如何充分发挥贸易管制的有利因素，

尽量减少其带来的不利因素，变被动保护为主动、积极的保

护，是衡量一个国家管理对外贸易水平的标志。二、对外贸

易管制目标的实现对外贸易管制是对外贸易的国家管制，任

何从事对外贸易的活动者都必须无条件地予以遵守。国家对

外贸易管制的目标是以对外贸易管制法律、法规为保障，依

靠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手段来最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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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