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修正）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9053.htm （１９８７年６月

３０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 海关总署发布 １９９

３年２月１７日国务院批准修订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海关总

署令第４４号发布）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

定，根据《海关法》第六十条制定本实施细则。第二条 不构

成走私罪的走私行为，构成走私罪但依法免予起诉或者免除

刑罚的行为，以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处理，适用本

实施细则。第二章 走私行为及处罚第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是走私行为： （一）未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批

准，从未设立海关的地点运输、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

、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

境的； （二）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

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

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

货物、物品进出境的； （三）伪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偷

逃关税的； （四）未经海关许可并补缴关税，擅自出售特准

进口的保税货物、其他海关监管货物或者进境的境外运输工

具的； （五）未经海关许可并补缴关税，擅自出售特定减税

或者免税进口用于特定企业、特定用途的货物，或者将特定

减免税进口用于特定地区的货物擅自运往境内其他地区的。

第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走私行为论处： （一）直接向

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的； （二）在内海、



领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的，或者运输

、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没有合法证明

的。第五条 有本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的，

没收走私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人民币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

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走

私货物、物品等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

）伪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偷逃关税的，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偷逃关税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四）专门用于掩

护走私的货物、物品，应当没收；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特

制设备，应当没收或者责令拆毁。 走私货物、物品无法没收

时，应当追缴走私货物、物品的等值价款。第六条 对两人或

者两人以上共同所为的走私行为，应当区别情节及责任，分

别给予处罚。 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人民币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第七条 为走私准备工具、制造

条件的，比照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从轻处罚。第八条 以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 （一）走私情节

轻微的； （二）当事人主动交待、检举立功的； （三）走私

行为在三年以后发现的。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期限，从走

私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走私行为是连续状态的，从最后一

次走私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第三章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

为及处罚第九条 违反海关法规但不构成走私行为的，是违反

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第十条 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法规，没

有领取许可证件擅自进出口货物的，没收货物或者责令退运



；经发证机关核准补发许可证件的，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货物、物品等值以下或者

应缴税款两倍以下的罚款： （一）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

带、邮寄货物、物品进出境，但有关货物、物品不属于国家

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

的货物、物品的； （二）未经海关许可，擅自开拆、提取、

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转让海关监管货物或者海

关尚未放行的进出境物品的； （三）经营保税货物的运输、

储存、加工、装配、寄售业务，有关记录不真实或者数量短

少不能提供正当理由的； （四）未经海关许可，将特定减税

或者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移作他用的； （五）进出境货物

的品名、数量、规格、价格、原产国别、贸易方式、消费国

别、贸易国别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申报不实的； （六）

不按照规定期限将暂行进出口货物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

擅自留在境内或者境外的； （七）不按照规定期限将过境、

转运、通运货物运输出境，擅自留在境内的； （八）未经海

关批准并补缴关税，擅自转让进出境运输工具的自用物料、

物品的。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人民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未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批准，运

输工具不经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出境的； （二）在海关监管区

停留的进出境运输工具，未经海关同意擅自驶离的； （三）

进出境运输工具从一个设立海关的地点驶往另一个设立海关

的地点，尚未办结海关手续又未经海关批准，中途改驶境外

或者境内未设立海关的地点的。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人民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进出境运输工具到达

或者驶离设立海关的地点，未按照规定向海关交验有关单证



或者交验的单证不真实的； （二）不按照规定接受海关对进

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进行检查、查验的； （三）进出

境运输工具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装卸进出境货物、物品或者

上下进出境旅客的； （四）进出境运输工具未经海关同意，

擅自兼营境内客货运输或者用于进出境运输以外的其他用途

的； （五）进出境运输工具未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擅自

改营境内运输的； （六）经营保税货物的储存、加工、装配

、寄售业务，不按照规定办理收存、交付、核销手续，或者

中止、延长、转让有关合同不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手续的； 

（七）在海关监管区以外存放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同意

或者不接受海关监管的； （八）擅自开启或者损毁海关加施

于运输工具、仓库场所或者货物的封志的。第十四条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处人民币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进境运输

工具在进境以后向海关申报以前，出境运输工具在办结海关

手续以后出境以前，不按照交通主管机关或者海关指定的路

线行进的； （二）载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进出境船舶、汽车不

按照海关指定的路线行进的； （三）进出境船舶和航空器，

由于不可抗力被迫在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停泊、降落，以及抛

掷或者起卸货物、物品，不向附近海关报告而无正当理由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补税或者将有关物品退

运，可以并处物品等值以下的罚款： （一）个人携带、邮寄

超过海关规定数量但数额较小仍属自用的物品进出境，未向

海关申报的； （二）个人携带、邮寄物品进出境，向海关申

报不实，或者不接受海关查验的； （三）经海关登记准予暂

时免税进境或者出境的物品，未按规定复带出境或者复带进

境的； （四）未经海关批准，过境人员将其所带物品留在境



内的。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人民币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 （一）无特殊原因，未将进出境船舶、火车、航空器

到达的时间、停留的地点或者更换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海

关的； （二）擅自开启、损毁海关加施于物品的封志的； （

三）违反海关法规、致使海关不能或者中断对进出境运输工

具、货物、物品实施监管的。第十七条 携带、邮寄国家禁止

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在海关检查以前主动报明的、分别按

规定予以没收或者责令退回，并可酌情处以罚款。第十八条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节轻微，或者当事人主动交待的，可以

从轻或者免予处罚。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在三年以后发

现的，免予处罚。第四章 走私行为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的处理第十九条 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处理，

由海关关长决定。第二十条 海关扣留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

具，应当发给扣留凭单。 扣留凭单的格式，由海关总署统一

制定。第二十一条 对于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货物、物品或者

运输工具，海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收取等值

的保证金或者抵押物。第二十二条 依法扣留的货物、物品和

运输工具，在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海关处罚决定生效之前，不

得处理。但是对于鲜活、易腐或者易失效的货物、物品，可

以先行变卖，价款由海关保存，并通知其所有人。第二十三

条 经海关查明，确属来源于走私行为非法取得的存款、汇款

，海关可以书面通知银行或者邮局暂停支付，同时通知存款

人或者汇款人。暂停支付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海关作出

的处罚决定生效后，有关款项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本实

施细则的规定处理。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的单位、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违反海关法规，除处罚该单位外，海关还可以对



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人民币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违反《

海关法》，海关可以视情节暂时停止给予特定减免税优惠，

暂时取消其报关资格，或者吊销有关当事人的报关员证书。

第二十六条 对于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处罚，

海关应当向当事人送达处罚通知书。 当事人对海关的处罚决

定不服的，可以自处罚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

处罚决定的海关或者上一级海关书面申请复议；有关海关应

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后的九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制发复

议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

自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

人也可以自处罚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得向海关申

请复议。 海关处罚通知书和复议决定书的格式，由海关总署

统一制定。第二十七条 海关送达处罚通知书和复议决定书，

可以直接送交当事人签收；也可以邮寄送达，以挂号回执上

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无法送达的应当公告，公告即

视为送达。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议申请

或者起诉的，处罚即为生效。 罚款、违法所得和依法追缴的

走私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应当在海关处罚

决定指定的期限内缴清。第二十九条 受海关处罚的当事人在

境内没有永久住所的，应当在离境前缴清罚款、违法所得和

依法追缴的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当事人对

海关的处罚决定不服或者在离境前不能缴清上述款项的，应

当交付相当于上述款项的保证金、抵押物，或者提供海关认

可的其他保证。 当事人如期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后，海关应



当及时发还其交付的保证金、抵押物，其他保证立即终止。

第三十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

者起诉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没收，或者

将其被扣留、抵押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也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一条 依照本实施细则处以

罚款但不没收进出境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的，不免除当事

人依法缴纳关税、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第五章 附则第

三十二条 海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拖延监管、查

验的，依照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规定给予行政

处分；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放纵走私的，根据情节轻重

，依照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下

列用语的含义是： “物品”，包括货币、金银、有价证券等

在内。 “等值”，均以当时当地国营市场零售价格为准；上

述价格不能确定时，由海关估定。 “以下”、“以内”，均

包括本数在内。第三十四条 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品名，由

国务院主管部门公布。 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品名由海关总

署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会同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确定，由海关总署公布。 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的品

名，由海关总署公布。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海关总署负

责解释。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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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