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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师 一、外贸经营权管理 (一)对外贸经营者的资格管

理 依据《对外贸易法》(1994年)的有关规定，我国对对外贸

易经营实行审批许可制度。即企业应具备一定资格条件，并

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才能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从事对外贸易活动。 2004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

》取消了对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规定，只要求经

营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外贸易者

进行备案登记。 (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国有

贸易管理和指定经营管理)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与《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

有贸易管理和指定经营管理。未列入国有贸易企业名录的企

业或者其他组织，不得从事实行国有贸易管理的货物的进出

口贸易.基于维护进出口经营秩序的需要，可以在一定期限内

对部分货物实行指定经营管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

书中承诺在加入后3年内，每年调整和扩大指定经营制度下的

企业清单，并最后取消指定经营制度。 二、进出口配额管理 

进出口配额管理是指国家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规定一定的数

量限制，在限额之内允许进出口的管理制度。 (一)出口配额

管理 1.出口配额管理形式(理解) 我国出口配额管理可分为被

动配额管理、主动配额管理形式。 (1)被动配额管理，是指由



于进口国对某种商品的进口实行数量限制，并通过政府间多

、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要求出口国控制出口数量，从而出口

国对这类出口实施数量限制，称作被动配额管理。被动配额

管理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设限国有美国、加拿大、欧

盟国家和土耳其。根据《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自2005年1

月1日起，纺织品被动配额全部取消，全球纺织品贸易实现一

体化。 (2)主动配额管理，是指国家为保证出口符合国民经济

计划的要求，对部分重要出口商品实行的一种出口配额管理

。出口配额可以通过直接分配的方式分配，也可以通过招标

等方式分配。 (二)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进口关税配额是指对货

物进口的绝对数额不加限制，而对在一定时期内在规定的配

额以内的进口货物，给予低税、减税或免税待遇.对超过配额

的进口货物则征收附加税或罚款。 (多选)我国出口配额管理

的主要形式是： A.被动配额管理 B. 关税配额管理 C.主动配额

管理 D.特定配额管理 E. 一般配额管理 答案：AC 三、进出口

许可证管理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是指国家规定某些商品的进出

口，必须从国家指定的机关领取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一律

不准进出口。 根据《对外贸易法》规定，我国对限制进口或

者出口的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合理配

置资源，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营造公平的贸易环境，履行

我国承诺的国际公约和条约，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 (

一)出口许可证管理 国家对限制出口的货物实行出口许可证管

理。商务部是全国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出

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监督、检查出口许可证管理

办法的执行情况，处罚违规行为。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制定

、调整和发布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出口许可



证包括出口配额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凡实行出口配额许可

证管理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在出

口前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

许可证接受申报和验放。2005年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47种

货物，分别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和出口许可

证管理。 (二)进口许可证管理 进口许可证是国家管理货物进

口的法律凭证。凡属于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除国家另有

规定外，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在进口前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

机构申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进口许可证接受申报和验放，

进口许可证适用于《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目录》内货物的进

口。同样，商务部合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和发布年度《进

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2005年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

物供3种。 (三)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 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

的货物目录，应当至少在实施前21天公布。进口属于自动进

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均应当给予许可，进口经营者应当在

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

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提交自动进口许可申请。自动进口许可证

明应当在收到申请后立即发放.在特殊情况下，最长不得超

过10天。进口经营者凭自动进口许可证明向海关办理报关验

放手续。 四、海关管理 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机关

，其基本职能是：进出关境监管，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查缉走私，编制海关统计，办理其他海关业务。(识记) (一)

海关监管 海关监管是指海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进出关境

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实施报关登记、审核单证、查验放

行、后续管理、查处违法的行政监督管理职能。 中国海关监

管对象为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 (1)货物监管 一般贸易货物



进出境监管。包括对进口与出口货物、许可证管理货物、应

税货物、限制进出口货物、禁止进出口货物的监管。特殊贸

易货物进出境监管。包括加工贸易货物，保税货物，暂时进

出口货物，过境、转运、通运货物的监管。 (2)物品监管 进出

境物品通常是非贸易性物品，所以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

限。携带、邮寄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应税物品的，应当向

海关申报，接受海关查验。 (3)运输工具监管 进出境运输工具

必须向海关申报，并接受海关检查。 (二)海关征税 征收关税

和其他税、费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之一。 1.关税稽征制度 2.完

税价格制度 完税价格是由海关审核确定的，用以计算应税商

品税款的货物物品价格，是海关征税的基础。《海关法》规

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

为基础审查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关依

法估定。” 3.商品归类制度 商品归类是指海关按照《商品名

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既定的原则和方法将进出境商品准确

地归入某一商品编号，以确定该商品进出境应当适用的税率

、贸易管制及其他进出口管理政策.同时，海关可以据此编制

海关统计。 4.关税减免制度 《海关法》规定，关税减免包括

法定减免税、特定减免税和临时减免税。 (三)查缉走私 查缉

走私是海关的基本职责，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保障改

革和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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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编制海关统计 海关统计是指海关运用各种科

学方法，对进出境的货物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活动。

编制海关统计，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之一。 (多选)我国海关的

主要职责是： A.查缉走私 B. 海关监管 C.海关征税 D.公正鉴



定 E. 编制海关统计 答案：ABCE 五、进出口外汇管理 外汇管

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或其他机构，对外

汇的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结算、外汇汇率和

外汇市场等实行的控制和管制行为。一国实施外汇管理主要

是为了平衡国际收支、保持汇率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外汇管理包括：经常项目

管理、资本项目管理、储备项目管理、汇率管理、外汇市场

管理等。经常项目管理又包括贸易外汇管理和非贸易外汇管

理。贸易外汇管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境内机构的经常

项目外汇收入必须调回境内.二是对贸易项下外汇支付不予限

制.三是实行以事后监管为主的真实性审核。 中国贸易外汇管

理具体表现为实行银行结汇制、银行售付汇制、出口收汇核

销制度、进口付汇核销制度、贸易外汇账户管理制度。 (单

选)我国对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 A.银行售汇制 B. 银行结

汇制 C.银行核销制 D.银行监管制 答案：B 六、进出口商品检

验管理 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是指国家商检机构和经国家商检

部门许可的检验机构，根据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

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

家安全的原则，依法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 (一)进出口商

品检验机构及其任务(识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主管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我国商检机构的主要

任务是： 1.实施法定检验 进出口商品检验分为法定检验和抽

查检验两大类。法定检验是指国家商检局根据对外贸易发展

的需要，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进出口商品实施强制检验。

2.实施监督管理 商检机构对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品，可

以抽查检验并实施监督管理。 3.提供公证鉴定服务 国家商检



局、商检机构指定的检验机构以及经国家商检局批准的其他

检验机构，可以接受对外贸易关系人以及国内外有关单件或

者外国检验机构的委托，办理规定范围内的进出口商品鉴定

件好，签发鉴定证书。 (二)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内容和程序 关

于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内容，《商检法》第6条规定：“商检机

构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规格、数

量、重量、包装以及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根据我国

现行法律规定，办理进出口商品检验主要经过报验、检验、

出证三个步骤。 (多选)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的主要内容是：

A.商品数量 B. 商品质量 C.商品款式 D.商品包装 E. 商品规格 

答案：ABDE 七、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管理 (一)原产地规则概

述(理解) 原产地规则是指任何一国或地区为确定货物原产地

而实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行政决定。 1.完全原产和

部分原产原产地规则 以货物是否含有进口成分来区分，原产

地规则可分为完全原产及部分原产原产地规则。完全原产原

产地规则，是指用来判断一国完全原产产品的原产地规则.部

分原产原产地规则，是用来判定含有进口成分产品原产地的

规则，所采用的原产地标准为实质性改变标准。 2.进口及出

口原产地规则 从原产地规则适用货物流向的不同，原产地规

则可分为进口原产地规则和出口原产地规则。 (二)中国出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 我国于1992年公布了《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

》、《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及《含有进口成分出

口货物原产地证标准制造、加工工序单》，对原产地实行了

统一管理。 1.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体制 商务部对全国出口货

物原产地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政府

和国际组织关于原产地工作的谈判及有关原产地规则协议的



签署工作.制定全国统一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统一管理全国

原产地证的申领和签发机构。 2.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 我国《

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将判定货物原产地的标准分为两大类

，即完全在中国原产的货物和含有进口成分的货物。 (三)中

国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 我国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起源于实

施差别关税税率。我国把进口货物原产地标准划分为进口货

物的“完全获得或生产”标准和“实质性加工或制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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