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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进出口企业应如实向海关申报商品归类编码，如果同海

关发生争议，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的解决渠道化解争议。纳税

义务人应依法如实对其申报进出口货物进行商品归类，并向

海关如实申报，同时对申报的商品编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07年3月至6月，元通公司在A海关出口10票钢铁类产品，

申报品名为镍铁，出口税率为10％。A海关在监控中发现其存

在归类风险，认为该商品的正确商品名为“合金生铁”，正

确商品编码应为7201500010，出口税率为20％，对该公司进行

补税处理。2007年7月至11月，该公司在B海关又申报出口9票

同类产品，申报过程中，元通公司均向海关提供了真实的出

口合同、发票、质检机构的检验报告，但没有接受A海关的

归类纠正，仍然申报商品名称为镍铁，商品编码为7202600000

，出口税率为10％。B海关发现该公司的违法行为，于2008

年7月以申报不实对元通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 元通公司不

服B海关行政处罚决定，向B海关的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

。审理过程中，复议机关了解到：元通公司出口的钢铁制品

在行业内俗称“镍铁”、“镍生铁”、“镍烙铁”，是通过

进口的红土镍矿，运用创新技术冶炼而成，其含镍量不超过8

％，其出口价格的构成是按照伦敦金属期货市场的每1％镍铁

价格计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的有关规定

，税目7202的铁合金中包括镍铁这一品名，镍含量必须超



过10％才能按照镍铁归类，元通公司出口的含镍量不超过8％

的钢铁制品，应归入税目7201项下的合金生铁。元通公司在

被A海关纠正商品归类后，对此归类不服，曾希望通过钢铁

协会与海关协商，改变其产品的商品归类，未果。事后，元

通公司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便发生其后故意向B海关申报

错误的商品名称与商品编码的情事。B海关考虑到元通公司故

意错误申报品名与编码，更多表现出采取了不正确不合适的

方式表达对海关商品归类的不满，而非出于偷逃税款的主观

故意，且向海关提供了正确的发票等相关材料，因此将其故

意错误申报行为定性为申报不实而非走私行为。 复议机关确

认原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

容适当，决定予以维持，同时告知了当事人解决行政争议的

正确途径。 法律提示 元通公司在对A海关商品归类不服时，

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表达诉求、化解争议，反而采用更换申

报海关的方式规避海关对其商品归类的纠正，最终导致自身

必须承担违法的后果。 那么，相对人应怎样正确认识海关商

品归类？在对海关商品归类不服时，又应如何解决？ 《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规定关税的税目、税则号和

税率，作为本条例的组成部分”。本条规定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确定了《税则》的法律地位，属关税制度的基本行政法

规的范畴；二是规定了《税则》的基本功能，即规定关税的

税目、税则号列（即商品编码）和税率。 《关税条例》第三

十一条同时还规定：“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税则》规定的

目录条文和归类总规则、类注、章注、子目注释以及其他归

类注释，对其申报的进出口货物进行商品归类，并归入相应



的税则号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

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海关规章关于商品归类、审定完税价格和原产地管理

的有关规定，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名称、税则号列（

商品编号）、规格型号、价格、运保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原

产地、数量等。”二者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应按照有关归

类依据对其申报进出口货物进行商品归类，并向海关如实申

报，同时应对申报的商品编号（税则号列）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税则》第七十二章钢铁的子目解释明确规定：“

税号72.02项下的子目所列铁合金归类，在运用本规定时，本

章注释一（三）所述的未列名的其他元素，按重量计单项含

量必须超过10％”，即表明72.02项下的镍铁，其镍元素按重

量计单项含量必须超过总重量的10％。元通公司未按照此规

定进行归类和申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归类争议的解

决办法 《税则》作为行政法规，其自身具有概括性的特点，

不可能对每一种商品都进行具体描述并一一列名；而且由于

归类具有鲜明的规则性、专业性特点，进出口相对人单纯从

行业或技术的角度出发，片面理解税则结构和目录的规定，

在海关监管实际中，容易导致管理相对人与海关产生商品归

类争议。此时，纳税义务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表达意愿和诉

求，寻求争议的化解。首先，2007年第51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总署公告》明确规定了管理相对人不服商品归类时与

海关进行磋商的程序；其次，海关管理相对人也可对某一确

定商品归类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提起行政复议。 此外，由于

国家税收政策不断调整，因此国务院税则委员会每年都要对

《税则》进行一次新的修改和调整，海关总署也是参与修改



《税则》的重要部门。因此，除前面几种化解争议的方式外

，管理相对人应积极通过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海关门户网

站等多种途径向海关提出商品归类及所适用税率的意见，以

利于海关及时掌握市场动向与相关信息，为每年《税则》调

整工作提供参考。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报关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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