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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E7_89_88_c27_29817.htm 第二节 海关 一、 主要知识和重点

内容 （一）海关的性质，我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境监督管理

机关。 （二）关境，它是海关专用词，是指适用于同一海关

法或实行同一个关税制度的领域。我国关境范围是指享有单

独关境地位的地区以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域，包括

领陆、领水和领空，而享有单独关境地位的地区是指香港、

澳门和台、澎、金、马，在这些地区实行单独的海关制度。 

（三）海关的任务，《海关法》赋予海关四项基本任务，即

监管、征税、查缉走私和编制海关统计。 1、监管，海关监

管不是海关监督管理的简称，而是指海关运用国家赋予的权

力，通过一系列管理制度与管理程序，依法对进出境运输工

具、货物、物品及相关人员的进出境活动所实施的一种行政

管理。 2、征税，海关代表国家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关

税是海关按照《海关法》和进出口税则，对进出口货物、进

出境物品征收的一种税。“其他税、费”目前主要是海关代

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 3、查缉走私，是海关为保证顺

利完成监管和征税任务而采取的保障措施，是海关依照法律

赋予的权力，在海关监管场所和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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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处理

的缉私体制。海关负责组织、协调、管理查缉走私工作。 4

、编制海关统计，根据2006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统计条例》，海关的统计任务是对进出口货物贸易进



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监督，进行进出口监测预警，

编制、管理和公布海关统计资料，提供统计服务。海关统计

是海关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贸易的统计，是国民经济统计的组

成部分。海关统计范围，是实际进出境并引起境内物质存量

增加或者减少的货物，进出境物品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

列入海关统计。 （四）海关权力内容，海关作为国家行政管

理机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必须享有权力，这是行政机关

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海关具有一般行政机关所必须的权

力，如行政许可权、税费征收权、行政监督检查权、行政强

制权、行政处罚权等，除此之外，海关作为进出境的监督管

理机关，还具有一些特定的、独立的权力，如行政裁定权、

佩带和使用武器权和连续追缉权等特殊的权力。 1、检查权

，海关有权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

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

。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的检查不受海关监管区的限制；对

走私嫌疑人身体的检查，应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

边规定地区内进行；对于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藏匿走

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

边规定地区内，海关人员可以直接检查，超出这个范围，在

调查走私案件时，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

关长批准，才能进行检查，但不能检查公民住处。 2、查询

权，海关在调查走私案件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

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金

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款、汇款。 3、稽查权，自进出口货

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的海关监管

期限内及其后的3年内，海关可以对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



企业、单位的会计帐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和有关进出口货物实施稽查。海关进行稽查时，可以行

使下列职权：询问被稽查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

他有关人员与进出口活动有关的情况和问题；检查被稽查人

的生产经营场所；查询被稽查人在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的存款帐户；封存有可能被转移、隐匿、篡改、毁弃的帐

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封存被稽查人有非法嫌疑的进出口货

物等。 4、扣留权，海关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行使扣留权： （1

）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出境

运输工具、货物、物品以及与之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

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资料，

可以扣留。 （2）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

区，对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走私犯罪嫌疑

人，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

扣留；对走私犯罪嫌疑人，扣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特

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48小时。 （3）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

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以外，对其中有证据证明有走私嫌疑的运

输工具、货物、物品，可以扣留。 海关对查获的走私犯罪嫌

疑案件，应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移送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

安机构。 5、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卖权，进口货物超过3个

月未向海关申报，海关可以提取依法变卖处理；进口货物收

货人或其所有人声明放弃的货物，海关有权提取依法变卖处

理；海关依法扣留的货物、物品，不宜长期保留的，经直属

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变

卖；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海关申报的以及误卸或溢卸的不宜长

期保留的货物，海关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提前变卖处理。 6、



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权，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担

保人超过规定期限未缴纳税款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

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 （1）书面通知其开户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内扣缴税款； （2）将应税

货物依法变卖，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3）扣留并依法变

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变卖所得

抵缴税款。 7、税收保全，进出口货物纳税义务人在海关依

法责令其提供纳税担保，而纳税义务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的

，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

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1）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开户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纳税款

的存款； （2）扣留纳税义务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 （五）海关的管理体制和机构 1、海关领导

体制，《海关法》确定海关的领导体制，“国务院设立海关

总署，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

海关总署负责”，“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我们把这种领导体制称为“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体制”

。 2、海关的设关原则，“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海关监

管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 3、海关的组织机构，海关

机构的设置为海关总署、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三级，隶属海

关由直属海关领导，向直属海关负责，直属海关由海关总署

领导，向海关总署负责。 4、海关缉私警察机构，海关缉私

警察是专司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警察队伍，负责对走私犯罪

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实行海关总署和

公安部双重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的体制。在广东分署和全

国各直属海关设立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在部分隶属海关设立



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各级走私犯罪侦查机关负责其所在海关

业务管辖区域内的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六）海关管

理法律体系 海关管理法律体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为基本法，配套有专门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稽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条例》，还有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海关规章。 二、一般知识 （一）

海关权力内容 1、滞报、滞纳金征收权，海关对超期申报货

物征收滞报金；对于逾期缴纳进出口税费的，征收滞纳金。

2、提取货样、施加封志权，海关查验货物认为必要，可以径

行提取货样；海关对有违法嫌疑的进出境货物、物品、运输

工具，对所有未办结海关手续、处于海关监管状态的进出境

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有权施加封志，任何单位或个人不

得损毁封志或擅自提取、转移、动用在封的货物、物品、运

输工具。 （二）海关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 1、 合法原则；2；

适当原则；3、依法独立行使原则；4、依法受到保护原则。 

三、难点内容释义 （一）关于海关的执法依据 海关是行政执

法部门，执法的依据是《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海关法》是海关执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其他有关法律

是指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制定的与海关监督管理相关的

法律规范。如：《宪法》、《刑法》、《行政复议法》、《

行政处罚法》、《对外贸易法》、《商品检验法》、《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这些法律规范构成海关执法的依

据；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制定的法律规范，包括专门适用

海关执法的行政法规和与海关监督管理相关的行政法规，如



：《关税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稽

查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汇管理条例》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此外，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法律

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规章，这种规章只要

不与法律、行政法规抵触，可以作为执法依据的补充。但省

、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市人代会和人民政府都不得制定海

关法律规范，其制定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都不是海关执法

的依据。 （二）关于缉私体制 《海关法》规定，“国家实行

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制。海关负责组织

、协调、管理查缉走私工作”。他表明海关是查缉走私的主

管部门，但查缉走私不是海关一家的事，是各执法部门的共

同任务。对查获的走私案件，必须按法律规定统一处理，公

安、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的走私罪案件及不构成走私罪

的违规情事，一律移送海关缉私局，各部门查获的走私货物

、物品和价款，一律交海关依法进行处理。反走私斗争不仅

是海关、公安、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的任务，其他部门包括

行业管理部门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各个方面要密切配合，

相互支持，齐抓共管。 （三）关于海关行使检查权和扣留权

的条件 海关有权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

输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

身体。但对这些需要检查的内容有条件的限制，对运输工具

的检查不受监管区域的限制，对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

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以及走私犯罪嫌疑人在海关

监管区外行使检查权时，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

海关关长的批准，才能进行检查，海关行使扣留权时也是如



此。为什么海关行使权力受到这么多条件的限制，海关行使

权力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导致相对方权益的侵害，因此，在

设定海关法律规范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海关行使

职权设定基准，在确保海关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各项行政

管理活动的同时，切实保障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这也充分说明了海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出行使权力的

范围而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不仅保证了海

关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依法行政，也为相对人能够依照法律

要求监督海关执法起到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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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