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第七章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外贸易行政管理



教学要求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明确外贸行政管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明确外贸行政管

理手段的概念、管理对象和特点，认识中理手段的概念、管理对象和特点，认识中

国辅以行政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国辅以行政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

掌握中国进行外贸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掌握中国进行外贸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11、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和特点、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和特点

22、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33、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经营管理

44、货物进出口管理、货物进出口管理

55、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



第一节第一节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概述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概述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是国家经济管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是国家经济管

理机关凭借行政组织权力理机关凭借行政组织权力,,采取发布命令，采取发布命令，

制定指令性计划及实施措施，规定制度程制定指令性计划及实施措施，规定制度程

序等形式，按照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对对序等形式，按照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对对

外贸易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控的一种手段。外贸易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控的一种手段。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一）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一）对外贸易经营管理

是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和经营活动范围是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和经营活动范围

进行规范而实施的管理。进行规范而实施的管理。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二）货物进出口管理，，

是国家对进出口货物本身的管理，也就是国是国家对进出口货物本身的管理，也就是国

家有关部门对进出境货物的实际管理。家有关部门对进出境货物的实际管理。

（三）货物进出口环节管理（三）货物进出口环节管理

是指对货物进出口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配套环是指对货物进出口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配套环

节的管理。节的管理。



图图77——11：中国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结构图：中国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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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依托的是国家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依托的是国家的

行政权力，与对外贸易其它管理手段比行政权力，与对外贸易其它管理手段比

较，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具有以下特点：较，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一）（一） 统一性统一性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统一性是指被调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统一性是指被调

控的对象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必须按控的对象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必须按

国家指令、行政措施的统一约束下从事经国家指令、行政措施的统一约束下从事经

贸活动。行政管理的这种特性强化了国家贸活动。行政管理的这种特性强化了国家

对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更易于达到预定对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更易于达到预定

的目标。的目标。



（二）速效性（二）速效性

凭借行政组织权力，按照自上而下的凭借行政组织权力，按照自上而下的

组织系统对对外贸易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组织系统对对外贸易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

控的行政手段，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及控的行政手段，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及

时的反应，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和速效性。时的反应，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和速效性。



（三）强制性（三）强制性

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行政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行政

命令和规章制度等一经颁布，就必须强制命令和规章制度等一经颁布，就必须强制

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上级组织在管理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上级组织在管理

过程中可以对下级组织的行动进行强制性过程中可以对下级组织的行动进行强制性

干预。干预。



（四）纵向性（四）纵向性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由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由国家运用行政权力

发布命令、指示，依靠行政组织从上到下，发布命令、指示，依靠行政组织从上到下，

逐级下达和贯彻执行，每一级行政机关都对逐级下达和贯彻执行，每一级行政机关都对

其上一级负责，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的其上一级负责，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的

““树根状树根状””的组织结构，具有纵向性。的组织结构，具有纵向性。



（五）规范性（五）规范性

行政管理规范化包含几层含义：政府行政管理规范化包含几层含义：政府

依法行政、行政管理符合国际规范、行政依法行政、行政管理符合国际规范、行政

管理具有公开性和稳定性。管理具有公开性和稳定性。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

宏观调控必要手段之一宏观调控必要手段之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并不排斥政府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并不排斥政府必

要的直接调控，尤其是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要的直接调控，尤其是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

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汇率、税率、利率等经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汇率、税率、利率等经

济手段的作用力度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尚有较大济手段的作用力度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尚有较大

差距，政府的行政直接控制必不可少。差距，政府的行政直接控制必不可少。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实施经济手段（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实施经济手段

的保障的保障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

实际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协调运用过程。经济实际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协调运用过程。经济

手段与行政手段充分的结合与密切协作，既可有手段与行政手段充分的结合与密切协作，既可有

效地保证国家对外贸经济的统一领导，维护国家效地保证国家对外贸经济的统一领导，维护国家

的整体利益，又能保证微观个体的自主权，在经的整体利益，又能保证微观个体的自主权，在经

济杠杆的作用下，实现利益最大化。济杠杆的作用下，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可促进我国对外（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可促进我国对外

易持续稳定发展易持续稳定发展

在外贸运行失衡时，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进在外贸运行失衡时，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进

行干预，往往比其它方法具有更为直接的效力，行干预，往往比其它方法具有更为直接的效力，

迅速克服失调，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提高国家迅速克服失调，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提高国家

经济效益，保证对外经济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经济效益，保证对外经济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



（四）规范化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与国际（四）规范化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是与国际

规则接轨的内在要求规则接轨的内在要求

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必要加强政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必要加强政

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规范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规范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使

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国际社会接轨。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国际社会接轨。



第二节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经营管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

二、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包括对对外贸易经营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包括对对外贸易经营

者的资格管理、经营范围的管理。者的资格管理、经营范围的管理。



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一）对外贸易经营者

是指按是指按《《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规定从事对外规定从事对外

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二）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含义（二）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含义

※※对外贸易经营资格，是我国企业对外洽谈对外贸易经营资格，是我国企业对外洽谈

并签定进出口贸易合同的资格。并签定进出口贸易合同的资格。

※※企业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前，必须按照国企业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前，必须按照国

家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经国家对外贸家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经国家对外贸

易经济主管部门核准，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易经济主管部门核准，取得对外贸易经营

资格，方可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资格，方可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分类（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分类

11、外贸流通经营权、外贸流通经营权

指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的权利，但国家指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的权利，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2、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

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的权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的权

利，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利，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技术除外。



（四）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四）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
格管理格管理

11、实行审批许可制度、实行审批许可制度
我国对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审批许可制度，即企业应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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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外贸易许可，才能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对外贸易
活动。活动。

22、实行对外贸易经营依法登记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依法登记制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按照承诺，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按照承诺，在33年过渡年过渡
期内，在外贸经营权上与国际规则接轨，取消对外贸期内，在外贸经营权上与国际规则接轨，取消对外贸
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依法登记制，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依法登记制，
对所有的经济实体提供进出口贸易权。对所有的经济实体提供进出口贸易权。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

二、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按照按照《《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部分货物的规定，我国对部分货物

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与指定经营管理。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与指定经营管理。

（一）国营贸易管理（一）国营贸易管理

我国规定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我国规定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

营贸易管理，将某些特别重要的商品的进出口营贸易管理，将某些特别重要的商品的进出口

经营权划归国家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只有被经营权划归国家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只有被

允许的国营贸易企业可以从事这部分商品的经允许的国营贸易企业可以从事这部分商品的经

营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正常贸易秩序。营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正常贸易秩序。



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二）指定经营管理（二）指定经营管理

我国规定基于维护进出口经营秩序的需我国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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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部分货物实行指定

经营管理。国家对进出口指定经营管理的货经营管理。国家对进出口指定经营管理的货

物实行目录管理。即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以物实行目录管理。即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以

及国际市场垄断性强，价格敏感的大宗原材及国际市场垄断性强，价格敏感的大宗原材

料商品录入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料商品录入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

指定的企业进行经营。指定的企业进行经营。



第三节第三节 货物进出口管理货物进出口管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原则（一）货物进出口管理原则

实行货物与技术自由进出口，是中国实行货物与技术自由进出口，是中国

《《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分类（二）货物进出口管理分类

《《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第十四条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国家准

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我国把据此，我国把

货货

物进出口管理划分为禁止进出口货物、限制物进出口管理划分为禁止进出口货物、限制

进出口货物、自由进出口货物、特殊进出口进出口货物、自由进出口货物、特殊进出口

货物四类，分别进行管理。货物四类，分别进行管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

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将在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将在20052005年年11月月11

日之前，全部取消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配日之前，全部取消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配

额等非关税贸易措施，但在过渡期我国将在额等非关税贸易措施，但在过渡期我国将在

世贸组织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配额、许可证世贸组织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配额、许可证

管理。管理。



（一）进出口许可证管理（一）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11、进出口许可证的含义、进出口许可证的含义

进出口货物许可证是国家管理货物出进出口货物许可证是国家管理货物出

入境的法律凭证入境的法律凭证。。



22、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含义、内容、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含义、内容

※※含义：指国家限制进出口目录项下的商品进出含义：指国家限制进出口目录项下的商品进出

口，必须从国家指定的机关领取进出口许可证，口，必须从国家指定的机关领取进出口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进口或出口。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进口或出口。

※※内容：根据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国内外市场的需内容：根据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国内外市场的需

求，对进出口经营权、经营范围、贸易国别、进求，对进出口经营权、经营范围、贸易国别、进

出口货物品种、数量、技术等实行全面管理、有出口货物品种、数量、技术等实行全面管理、有

效监测。效监测。



33、进出口许可证管理体制、进出口许可证管理体制

※※商务部是全国进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商务部是全国进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商务部驻各地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商务部驻各地

特派员办事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特派员办事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为进出口许可证发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为进出口许可证发

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

范围内的发证工作。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44、进出口许可证的签发原则、进出口许可证的签发原则

（（11）实行分级管理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原则。

（（22）实行）实行““一关一证一关一证”” 、、““一批一证一批一证”” 管理。管理。

（（33）必须讲求时效性。）必须讲求时效性。

（（44）出口商品价格必须符合商会协调的出）出口商品价格必须符合商会协调的出

口价格。口价格。



55、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

（（11）进口）进口

※※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管理方法分为进口配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管理方法分为进口配

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

※※按照商品的类别可分为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管理按照商品的类别可分为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管理

的商品、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的商品、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

品、重要农产品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品、重要农产品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进口商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进口商品。



55、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

（（22）出口）出口

※※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可分为出口配额许可证管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可分为出口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理商品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

※※根据管理方法的差别和配额分配方法的不同，根据管理方法的差别和配额分配方法的不同，

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可分为实行出口配额许可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可分为实行出口配额许可

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配额有偿使用、出口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配额有偿使用、出口

配额无偿招标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配额无偿招标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二）进出口货物配额管理（二）进出口货物配额管理

11、配额管理的含义、配额管理的含义

进出口货物配额管理，是指国家在一定时进出口货物配额管理，是指国家在一定时

期内对某些货物的进出口数量或金额直接期内对某些货物的进出口数量或金额直接

加以限制的管理措施。加以限制的管理措施。

22、配额管理的作用、配额管理的作用

33、进口货物配额管理、进口货物配额管理

44、出口货物配额管理、出口货物配额管理



纺织品被动配额管理纺织品被动配额管理

①①管理的商品范围及设限国家管理的商品范围及设限国家

纺织品被动配额指受进口国限制的棉、纺织品被动配额指受进口国限制的棉、

毛、化学纤维、丝麻及其他植物纤维纺织品毛、化学纤维、丝麻及其他植物纤维纺织品

及其制品的出口数量限额。涉及中国的纺织及其制品的出口数量限额。涉及中国的纺织

品配额限制的国家（地区），包括美国、加品配额限制的国家（地区），包括美国、加

拿大、欧盟成员国和土耳其。拿大、欧盟成员国和土耳其。



②②我国入世谈判中关于纺织品贸易的承诺我国入世谈判中关于纺织品贸易的承诺

在我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的协在我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的协

议中，我国承诺在议中，我国承诺在20082008年年1212月月3131日以前，出日以前，出

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数量的年增长率不得超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数量的年增长率不得超

过过7.57.5％（毛纺产品为％（毛纺产品为66％），否则美国可以单％），否则美国可以单

方面采取提高关税、设置配额等保护性措施。方面采取提高关税、设置配额等保护性措施。



③③纺织品配额管理制度纺织品配额管理制度

※※我国对设限国家纺织品配额实行分级管理。我国对设限国家纺织品配额实行分级管理。

※※商务部为纺织品配额的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与设限商务部为纺织品配额的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与设限

国家磋商、签订并执行有关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制国家磋商、签订并执行有关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制

定纺织品配额管理规章制度；负责纺织品配额的分定纺织品配额管理规章制度；负责纺织品配额的分

配；监督和指导纺织品出口证书签发及纺织品实际配；监督和指导纺织品出口证书签发及纺织品实际

出口情况。出口情况。



③③纺织品配额管理制度纺织品配额管理制度

※※根据商务部的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商务部的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八省会城市的地方外经贸管理部计划单列市及八省会城市的地方外经贸管理部

为所在地区纺织品配额的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为所在地区纺织品配额的行政管理机关，负责

本地区出口企业的配额分配和管理。本地区出口企业的配额分配和管理。



④④纺织品配额的分配、上交和转让纺织品配额的分配、上交和转让

※※纺织品配额采取招标、自主申领和业绩分配三种纺织品配额采取招标、自主申领和业绩分配三种

分配方式。分配方式。

※※为提高配额整体使用率，给配额不足的企业提供为提高配额整体使用率，给配额不足的企业提供

获得配额的渠道，国家鼓励配额向真正有经营能获得配额的渠道，国家鼓励配额向真正有经营能

力企业的流动，允许部分配额按规定的程序转力企业的流动，允许部分配额按规定的程序转

让。让。



第四节第四节 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二、海关管理二、海关管理

三、外汇管理三、外汇管理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的含义（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的含义

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对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对买卖双方达成交易

的进出口商品，由法定商检机构依法对其品的进出口商品，由法定商检机构依法对其品

质、数量、规格，包装，安全、卫生、装运质、数量、规格，包装，安全、卫生、装运

条件等进行检验的活动。条件等进行检验的活动。



（二）进出口商品检验体制（二）进出口商品检验体制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体制由三个层次组成：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体制由三个层次组成：

11，国家商检部门：，国家商检部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2，各地商检机构，各地商检机构

33，检验机构，检验机构



（三）进出口商品检验原则（三）进出口商品检验原则

中国中国《《商检法商检法》》对进出口商品检验原则对进出口商品检验原则

做出了规定，即进出口商品检验应当根据做出了规定，即进出口商品检验应当根据

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者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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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欺诈为，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为，

维护国家安全这五项原则进行。维护国家安全这五项原则进行。



（四）进出口商品检验分类（四）进出口商品检验分类

11、法定检验、法定检验

22、抽查检验、抽查检验



（五）进出口商品检验内容（五）进出口商品检验内容

合格评定：合格评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适用检验的用语，是指适用检验的用语，是指

任何直接或者间用以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任何直接或者间用以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

中的相关要求的程序。中国中的相关要求的程序。中国《《商检法商检法》》第六条据此第六条据此

做出相应的规定：必须实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是做出相应的规定：必须实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是

指确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指确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

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



11、合格评定活动的含义、合格评定活动的含义

合格评定活动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确合格评定活动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确

定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是否满足国定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是否满足国

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活动。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活动。



22，合格评定活动评定程序，合格评定活动评定程序

合格评定程序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确合格评定程序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确

定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是否满足国定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是否满足国

家技术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的程序，具体包家技术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的程序，具体包

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

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

合。合。



（六）进出口商品检验依据（六）进出口商品检验依据

11、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22、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有关标准



（七）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制度（七）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制度

国家商检部门和商检机构通过出厂前的国家商检部门和商检机构通过出厂前的

质量监管和检验制度，认证管理制度，验证质量监管和检验制度，认证管理制度，验证

管理制度，加施商检标志和封识制度，复管理制度，加施商检标志和封识制度，复

验、复议、诉讼制度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活动验、复议、诉讼制度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进行监督管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二、海关管理二、海关管理

三、外汇管理三、外汇管理



二、海关管理二、海关管理

（一）海关职能（一）海关职能

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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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编制海关统计，

办理其他海关业务。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二）海关体制（二）海关体制

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的海关管理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的海关管理

体制，即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体制，即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

的限制；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的限制；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

总署负责。总署负责。



（二）海关体制（二）海关体制

11、海关总署、海关总署
国务院设立海关的最高管理机关，即海关总国务院设立海关的最高管理机关，即海关总
署，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海关总署与全国的署，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海关总署与全国的
海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海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
系。系。

22、海关设置、海关设置
海关设置分为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两个层海关设置分为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两个层
级，直属海关直接由海关总署领导，隶属海级，直属海关直接由海关总署领导，隶属海
关由直属海关领导。关由直属海关领导。



（三）海关监管（三）海关监管

11、海关监管的含义、海关监管的含义

海关监管是指海关依据国家法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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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查处违法的行政监督管理职能。



22、海关监管任务、海关监管任务

（（11）执行国家外贸管制法规，监督管理运输工）执行国家外贸管制法规，监督管理运输工

具、货物、物品合法进出境，保证国家对外经济具、货物、物品合法进出境，保证国家对外经济

贸易政策的贯彻实施贸易政策的贯彻实施

（（22）加强海关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监控，维护国家）加强海关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监控，维护国家

主权利益，促进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主权利益，促进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33）为海关征税、统计、稽查和查私及时提供原）为海关征税、统计、稽查和查私及时提供原

始单证、资料和线索。始单证、资料和线索。



33、监管对象与分类、监管对象与分类

（（11）货物监管）货物监管

（（22）物品监管）物品监管

（（33）运输工具监管）运输工具监管



44、监管程序、监管程序

（（11）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监管程序为：）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监管程序为：

申报、查验、征税、签印放行。申报、查验、征税、签印放行。

（（22）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监管程序为：如）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监管程序为：如

实申报、交验单证、接受监督检查。实申报、交验单证、接受监督检查。



（四）海关征税（四）海关征税

11、、关税稽征制度关税稽征制度
（（11）征税对象）征税对象

根据根据《《海关法海关法》》规定，海关征收关税的对象是准规定，海关征收关税的对象是准
许进出口的货物和进出境物品。许进出口的货物和进出境物品。

（（22）征税机关）征税机关

海关是关税的法定征收机关，海关征收关税应当海关是关税的法定征收机关，海关征收关税应当
依法进行。依法进行。

（（33）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人

《《海关法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
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
务人。务人。



（（44）税则税率）税则税率

中国进口税则分设最惠国税率、协定税中国进口税则分设最惠国税率、协定税

率、特惠税率和普通税率率、特惠税率和普通税率44个栏目。个栏目。



22、完税价格制度、完税价格制度

（（11）完税价格的含义）完税价格的含义

完税价格是由海关审核确定的，用以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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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关征算应税商品税款的货物物品价格，是海关征

税的基础。税的基础。



（（22）完税价格的依据）完税价格的依据

※《※《海关法海关法》》规定：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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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税价格查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

由海关依法估定。由海关依法估定。””



①①成交价格成交价格

成交价格是指一般贸易项下进出口货物的买方为购成交价格是指一般贸易项下进出口货物的买方为购

买该项货物，向卖方实际支付的价格。作为进出口买该项货物，向卖方实际支付的价格。作为进出口

货物完税价格基础的成交价格，必须是由海关审定货物完税价格基础的成交价格，必须是由海关审定

认可的成交价格。认可的成交价格。

②②海关估价海关估价

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

关依法估定。关依法估定。



33、商品归类制度、商品归类制度

商品归类是指海关按照商品归类是指海关按照《《商品名称及编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码协调制度》》中既定的原则和方法将进出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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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准确地归入某一商品编号((在关税税则中在关税税则中

即为税号即为税号))，以确定该商品进出境应当适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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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海关可以据此编制海关统计。



44、关税减免制度、关税减免制度

《《海关法海关法》》规定，关税减免包括法定规定，关税减免包括法定

减免税、特定减免税和临时减免税。减免税、特定减免税和临时减免税。



（五）查辑走私（五）查辑走私

11、走私的定义、走私的定义

走私是指逃避海关监管，进行非法的走私是指逃避海关监管，进行非法的

进出境活动，偷逃关税，非法牟取暴利，进出境活动，偷逃关税，非法牟取暴利，

扰乱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国家主扰乱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国家主

权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权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22、中国查缉走私体制、中国查缉走私体制

（（11）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

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

构，配备专职缉私警察，负责对其管辖的走私犯罪构，配备专职缉私警察，负责对其管辖的走私犯罪

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22））实行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实行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

私体制私体制

国家实行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国家实行联合缉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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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关负责组织、协调、管理查缉走私工作。



（六）编制海关统计（六）编制海关统计

海关统计是指海关运用各种科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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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关的基本职的活动。编制海关统计，是海关的基本职

能之一。能之一。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二、海关管理二、海关管理

三、外汇管理三、外汇管理



三、外汇管理三、外汇管理

（一）外汇管理的含义（一）外汇管理的含义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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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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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控制和管

制行为。制行为。



（二）外汇管理内容（二）外汇管理内容

外汇管理内容具体可分为：外汇管理内容具体可分为：

———— 经常项目管理经常项目管理

————资本项目管理资本项目管理

————储备项目管理储备项目管理

————汇率管理汇率管理

————外汇市场管理等外汇市场管理等



（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

※※中国对经常项目管理的原则是：中国对经常项目管理的原则是：

放松对经常项目的管制，实行人民币在经放松对经常项目的管制，实行人民币在经

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

具体到贸易外汇管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具体到贸易外汇管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

11、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必须调回境、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必须调回境

内，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外汇擅自存内，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外汇擅自存

放在境外。放在境外。

22、对贸易项下外汇支付不予限制，境内机构、对贸易项下外汇支付不予限制，境内机构

贸易项下用汇可以按照市场汇率凭相应的贸易项下用汇可以按照市场汇率凭相应的

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用人民币向外汇指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用人民币向外汇指

定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上对外支付。定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上对外支付。



（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三）贸易外汇管理原则

33、实行以事后监管为主的真实性审核，通、实行以事后监管为主的真实性审核，通

过对银行付汇数据和进口报关到货数据过对银行付汇数据和进口报关到货数据

的核对审核进口付汇的贸易真实性；以的核对审核进口付汇的贸易真实性；以

出口收汇核销单为依据对出口外汇收入出口收汇核销单为依据对出口外汇收入

的真实性进行事后核查。的真实性进行事后核查。



（四）贸易外汇管理制度（四）贸易外汇管理制度

11、银行结汇制度、银行结汇制度

22、银行售付汇制度、银行售付汇制度

33、出口收汇核销制度、出口收汇核销制度

44、进口付汇核销制度、进口付汇核销制度

55、贸易外汇账户管理制度、贸易外汇账户管理制度



本章重要概念本章重要概念

———— 外贸行政管理手段外贸行政管理手段
———— 对外贸易经营资格对外贸易经营资格
———— 国营贸易管理国营贸易管理
———— 特定定经营管理特定定经营管理
————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 进出口配额管理进出口配额管理
———— 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 海关监管海关监管
———— 银行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制



本章复习思考题本章复习思考题

11、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管理为什么要辅以必要的行、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管理为什么要辅以必要的行

政手段？政手段？

22、中国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和特点是什么？、中国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和特点是什么？

33、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商品范围。、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商品范围。

44、我国对限制进出口和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分别采、我国对限制进出口和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分别采

取了何种管理措施？取了何种管理措施？

55、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是什么？、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是什么？



本章复习思考题本章复习思考题

66、明确进出口配额管理的分类。、明确进出口配额管理的分类。

77、明确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分类、内容和依据。、明确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分类、内容和依据。

88、明确海关监管的对象与分类。、明确海关监管的对象与分类。

99、从、从20022002年起中国进口税则发生了何种变化？年起中国进口税则发生了何种变化？

1010、何为完税价格制度和商品归类制度？、何为完税价格制度和商品归类制度？

1111、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和内容是什么？、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和内容是什么？



主要参考文献主要参考文献

11、、《《开放条件下的数量限制贸易政策开放条件下的数量限制贸易政策》》，，

邹方正，民族出版社，邹方正，民族出版社，20022002年。年。

22、、《《WTOWTO与国际贸易惯例实用手册与国际贸易惯例实用手册》》，，

范开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范开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002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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