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关通关实务 

《中国海关通关实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海关通关实务  

学时学分：36 课时（每周 2课时）   2 学分 

主讲教师：郑俊田 何晓兵 刘文丽 

所在学院名称：人文与行政学院海关管理系  

所在学系名称：海关管理  

授课对象：本课程为全校非行政管理专业（海关管理方向）本科学生开设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性质：选修 

课程简介： 

该课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进出口商品通关的整个程序和所要办理的

主要手续以及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时应注意的问题。旨在使学生能在未来的外经

贸工作中，顺利办妥海关通关手续。第二部分介绍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

称协调制度（HS）。协调制度是适用于海关税则、海关统计、国际运输、进出口

商品检验、濒危物种保护、原产地判定等多方面需要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

内容主要包括：协调制度的组成和结构；各组成部分的地位、特点、作用及相互

关系；归类总规则；类注、章注和子目注释；主要类、章的商品范围及归类原则

和方法。通过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协调制度商品归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满

足国际运输、进出口商品检验、国际贸易、报关等实际工作的需要。第三部分介

绍我国海关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计算、征收、缴纳和减免等各项规

定，使学生能够正确计算进出口货物的税额，以便进行成本核算，同时使学生在

将来的工作中遵守各项海关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中国海关关税制度概述，关

税税率适用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关税减免制度海关征收进口环节国内税制度，

关税征纳制度，关税纳税争议及其复议制度。 

参考教材：《海关通关实务》        暂定名    待出版 

实施方案： 

考核方式：论文及开卷考试 

出勤要求：缺勤不得超过总课时的四分之一。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分为三编。 

第一编通关制度，介绍进出口商品通关的整个程序和所要办理的主要手续以

及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时应注意的问题。旨在使学生能在未来的外经贸工作中，

顺利办妥海关通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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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协调制度归类，介绍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协调制度（HS）。

协调制度是适用于海关税则、海关统计、国际运输、进出口商品检验、濒危物种

保护、原产地判定等多方面需要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内容主要包括：协调

制度的组成和结构；各组成部分的地位、特点、作用及相互关系；归类总规则；

类注、章注和子目注释；商品在协调制度的分布框架及其相互关系；商品归类的

海关行政管理。协调制度 21 类商品的归类将依海关对进出口商品的海关行政管

理重点的变化选讲。 本部分的难点在于把握归类总规则运用条件。通过教学使

学生基本掌握协调制度商品归类基本原理，以满足国际运输、进出口商品检验、

国际贸易、报关等实际工作的需要。 

第三编关税实务，介绍我国海关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计算、征

收、缴纳和减免等各项规定，使学生能够正确计算进出口货物的税额，以便进行

成本核算，同时使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遵守各项海关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中

国海关关税制度概述，关税税率适用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关税减免制度海关征

收进口环节国内税制度，关税征纳制度，关税纳税争议及其复议制度。 

课时安排： 

      本课程为学期课，宜安排滚动教学全年授课。每周 2学时，总计 36 学时，

18 周。 

第一编  通关实务                              6 周 

第二编  协调制度归类                          5 周 

第三编  关税实务                              6 周 

考试                                          1 周 

 

 

 

各编教学目的与要求、时间安排、主要内容、复习与思考题等 

 

第一编  通关制度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关制度是外经贸领域各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学的内容，它全面介绍海关通关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介绍我国有关进出口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为

将来从事外经贸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入世后，我国的政策规定要求

公开透明，企业要提高效益，必须从快速通关入手。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使学

生能够清楚地了解我国海关的通关程序，加速进出口通关速度。 

 

二、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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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以主题讲座为主，一般一章或两章内容安排一次讲座。 

 

三、各章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 

 

第一章  中国海关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一、海关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设在口岸的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

机关 

二、海关的任务    监管   征税   查私    统计 

 

第二章  海关管理概论 

一、海关管理的对象和范围 

（一）海关管理的概念 

（二）海关管理的对象 

（三）海关管理范围 

二、海关管理的特点和作用 

（一）海关管理的特点 

（二）海关管理的作用 

三、海关管理的法律依据 

（一）行政法律 

（二）行政法规 

（三）行政规章 

（四）国际条约 

四、海关管理体系 

（一）海关管理工作体系 

（二）海关稽查 

1、海关稽查的定义 

2、海关稽查的对象和范围 

3、海关稽查的主要内容和时限 

4、海关稽查的程序和特点 

5、海关稽查工作中的法律责任 

 

五、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实施通关制度改革 

（一）现代海关制度的体系 

（二）通关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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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周数：1 周。 

 

第三章  海关对报关企业和报关员的管理制度 

一、中国海关的报关管理制度 

（一）报关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二）报关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 

（三）报关管理制度的作用 

二、海关对报关企业的注册登记制度 

（一）报关企业的定义 

（二）报关企业的分类 

（三）报关注册登记的管理规定 

（四）异地报关备案 

（五）报关企业的年审 

（六）报关企业的变更登记 

（七）报关企业的注销登记 

三、海关对专业报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一）专业报关企业的定义 

（二）开办专业报关企业的条件 

（三）申办专业报关企业的程序 

（四）年审和变更登记 

（五）注销登记 

（六）报关行为规则 

四、海关对代理报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一）代理报关企业的定义 

（二）申办代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的条件 

（三）企业申办代理报关注册登记的程序 

（四）审和变更登记 

（五）销登记 

（六）报关行为规则 

（七）法律责任 

五、 关对自理报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一）自理报关企业的定义 

（二）报关注册登记的程序 

（三）年审和变更登记 

（四）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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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关行为规则 

六、海关对报关员的管理 

（一）报关员的资格考试 

（二）报关员注册与年审 

（三）报关员行为规则 

（四）法律责任 

授课周数：1 周。 

 

第四章  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通关制度 

（一）通关的定义 

（二）海关通关的基本程序 

（三）通关的法律责任 

（四）海关管理自动化 

二、进出口货物的申报制度 

（一）申报的定义 

（二）申报的程序 

（三）申报应注意的问题 

三、进出口货物的查验制度 

（一）查验的定义 

（二）查验的地点 

（三）查验的方法和要求 

（四）报关员应注意的事项 

（五）损坏被查验货物的赔偿 

四、进出口货物的转关运输制度 

（一）转关运输及转关运输的定义 

（二）办理转关运输应具备的条件 

（三）从事转关运输企业的注册登记 

（四）转关运输货物的通关程序 

（五）海关监管要求 

五、进出口货物的放行制度 

（一）放行的定义 

（二）放行的规定 

（三）放行的手续 

（四）出口货物的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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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出口货物的担保 

授课周数：1 周。 

 

第五章  保税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概述 

（一）国际通行的保税制度 

（二）我国现行的保税制度 

二、保税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保税货物的定义及特征 

（二）保税货物与减免税货物的区别 

（三）保税货物通关的基本程序 

三、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一）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定义 

（二）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基本运做程序 

（三）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有关规定 

四、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制度 

（一）进料加工的定义及特征 

（二）进料加工的有关管理规定 

（三）进料加工的海关管理方式 

（四）进料加工业务的办理程序 

（五）海关对进料加工业务的监管要求 

五、对外加工装配贸易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对外加工装配的定义 

（二）对外加工装配的特点 

（三）来料加工装配的有关管理规定 

（四）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办理程序 

六、出料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出料加工的定义 

（二）出料加工业务的有关管理规定 

（三）出料加工业务的办理程序 

（四）海关对出料加工业务的监管要求 

七、保税仓库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保税仓库的定义及类型 

（二）保税仓库的设立 

（三）保税仓库进出货物的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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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关对保税仓库的监管要求 

八、保税工厂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保税工厂的定义及特点 

（二）保税工厂的建立 

（三）保税工厂进出口货物的通关程序 

（四）海关对保税工厂监管要求 

九、保税集团进出口货物通关制度 

（一）保税集团的定义 

（二）保税集团的建立 

（三）保税集团的办理程序 

（四）海关对保税集团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要求 

十、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保税区的定义及特点 

（二）海关对保税区的有关管理规定 

（三）保税区进出口的办理程序 

（四）海关对保税区的监管要求 

十一、其他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二）外商投资企业的定义及类型 

（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规定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管理规定 

（五）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 

（六）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要求 

十二、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际通行的暂准进口制度 

（二）出境展览品 

（三）暂时进口货物 

（四）进出境修理货物 

（五）进出境集装箱 

（六）过境、转运、通运货物 

 

第六章  非贸易性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制度 

一、海关对进出境非贸易性物品的管理制度        

（一）概述 

（二）监管对象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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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方针和基本原则 

（四）海关对进出境物品的管理 

（五）旅客行李的定义 

（六）海关监管的基本程序和主要规定 

（七）红绿通道制度 

（八）使领馆物品 

二、海关对进出境邮递物品的管理 

（一）邮递物品的定义和范围 

（二）海关对进出口邮袋的管理 

（三）海关监管规定和应注意的问题 

（四）海关对进出境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的管理 

（五）基本概念 

（六）海关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原则 

（七）海关管理的基本规定 

 

授课周数：1 周。 

 

第七章  进出境运输工具的通关制度 

一、概述 

（一）国际贸易的运输方式 

（二）我国对外贸易运输的发展方向 

（三）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范围的界定 

（四）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管理规定 

二、国际航行船舶的通关制度 

（一）定义 

（二）国际航行船舶的进出境通关 

（三）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停港期间的监管 

（四）船舶吨税的缴纳 

（五）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的其他监管要求 

三、国际民航机的通关制度 

（一）定义 

（二）国际民航机的进出境报关 

（三）海关对国际民航机停港期间的监管 

（四）海关对特殊情况的国际民航机的监管要求 

四、国际联运列车的通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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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 

（二）国际联运列车的进出境报关 

（三）海关对国际联运列车所载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规定 

五、进出境汽车的通关制度 

（一）定义 

（二）进出境汽车的注册登记和技术条件要求 

（三）进出境汽车的报关 

（四）海关对进出境汽车的监管规定 

六、其他进出境运输工具的通关制度 

（一）航行港澳小型船舶 

（二）进出境驮运牲畜 

（三）其他特殊方式的运输工具 

 

授课周数：1 周。 

 

四、本编主要参考资料 

《国际贸易实务》（黎孝先主编） 

《国际金融实务》（刘舒年主编）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黄敬阳主编） 

《海关法规汇编》（海关总署编著）。                            

 

  

 

第二编  协调制度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掌握协调制度的分类原则，商品分布框架，前后相关类

章的联系。熟悉协调制度主要类章的商品范围、了解前后各组相关类章商品的区

别和各自归类易混淆之处。重点在于掌握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的内容、适用条件

及商品归类的操作程序。 

二、教学方法 

协调制度分类体系理论性较强，宜采用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在讲授具体商

品归类时应在条件许可时采用多媒体手段辅以商品实物图像或商品图示以增加

学生的感性认识；对于协调制度各相关类章所属商品的区别和联系及常见进出口

商品归类时易发生混淆和忽视等方面，宜配合课堂讨论的方式；对于某些章可采

取自学加讲解的方式；即要依教学内容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课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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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学生自学教材及阅读参考资料并做商品归类练习题。作业评判根据内容的特点

分别采取 1 全数批改结合课堂讲评；2 部分批改结合课堂讲评；3 课堂公布答案

结合讲评等方式。 

三、本编课程进度表（授课周数安排） 

授课单元 授课内容 授课周数 

第一单元 第一章《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0.5 周 

第二单元 第二章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1 周 

第三单元 第三章～第二十三章 3.25 周 

第四单元 第二十四章商品归类的海关行政管理 0.25 周 

四、各章主要内容、复习与思考题 

 

第一章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本章主要内容 

一、协调制度的由来 

二、协调制度的结构 

（一）商品编码表 

1、商品编码表 

2、协调制度采用的分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3、结构性商品编码（重点和难点） 

4、品目条文 

5、子目条文 

（二）注释 

采用方式（重点和难点） 

（三）归类总规则 

三、协调制度的重审和修订 

（一）修改（或增删）类注、章注、子目注释和品目条文、子目条文等法律归类

依据，以利于各国统一执行协调制度， 

（二）修改目录结构以适应国际贸易格局等方面的变化 

（三）删除品目和子目以适应贸易量萎缩，增列子目以适应贸易量增加、科学技

术发展变化以及因其他原因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监控或统计的商品。 

四、《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  商品及品目注释》 

五、海关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 

（一）海关进出口税则 

1、海关税则 

2、税则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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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统计目录》 

（三）《进出口商品名称及编码》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HS 由哪几部分组成?简述各部分的作用。 

2、协调制度采用的分类原则是什么？ 

3、什么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注释》? 

4、名词解释(略)。 

5、商品归类练习题（略）。 

 

 

第二章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本章主要内容 

一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重点和难点） 

（一）规则一 

（二）规则二 

1、规则二(一)  

2、规则二(二) 

（三）规则三 

1、规则三 (一)  具体列名 

2、规则三 (二)  基本特征 

3、规则三 (三)  从后归类 

（四）规则四 

最相类似 

（五）规则五 

1、规则五 (一) 

2、规则五(二) 

（六）规则六 

1、子目的法定归类 

2、同级可比 

3、规则一至五在必要的地方加以修改，可适用于确定商品在同一级品目下各级

子目的归类 

二、 商品归类的操作程序（重点和难点） 

两步操作 

第一步确定品目（四位数级编码） 

第 11 页 共 34 页 



中国海关通关实务 

    第二步确定子目（八位数级编码）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HS 归类总规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协调制度中类、章标题的作用是什么？ 

3、如何解决看起来可以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商品的归类? 

4、如何解决包装物的归类? 

5、名词解释(略)。 

6、商品归类练习题(略) 

 

   

第三章  第一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二、归类要点概述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本类动物产品具有什么特点？ 

2、动物杂碎应如何归类？ 

3、本类动物允许的加工方式有哪些? 

 

 

第四章   第二类  植物产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二、归类要点概述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本类植物产品具有什么特点？ 

2、本类植物允许的加工方式有哪些? 

 

 

第五章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

物蜡 

本章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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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动、植物油脂归类时应该注意什么？ 

 

第六章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 

（一）主要以动物产品为原料的食品(第 16 章) 

（二）主要以植物产品为原料的食品(第 17 章～第 20 章)  

（三）杂项食品(第 21 章) 

（四）饮料、酒及醋(第 22 章)  

（五）食品工业残渣及配制的动物饲料(第 23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本类食品具有什么特点？ 

 

 

第七章       第五类  矿产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商品范围 

（一）非金属矿产品（第 25 章） 

（二）金属矿产品及各种矿渣（第 26 章） 

（三）有机矿产品（第 27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本类矿产品具有什么特点？ 

2、本类矿产品允许的加工方式有哪些? 

 

 

第八章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第一部分化学品 

（二）第二部分特定用途的相关化学工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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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介绍及名词解释 

“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 

三、归类原则 

（一）优先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二）由两种或以上成分（部分或全部为本类货品）构成的配套货品的归类原则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本类的优先归类条款。 

2、简述由两种或以上成分（部分或全部为本类货品）构成的配套货品的归类原

则。 

 

 

第九章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塑料及橡胶 

二、归类原则 

两种或两种以上单独成分配套货品的归类原则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由两种或以上成分（部分或全部为本类货品）构成的配套货品的归类原

则。 

2、塑料的归类规定有哪些？ 

 

 

第十章    第八类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

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生皮及皮革（第 41 章）     

（二）皮革行业制品 (第 42 章)； 

（三）毛皮及毛皮制品 (第 43 章)。 

二、归类要点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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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毛皮(或人造毛皮)与其他材料混合制的衣服、衣着附件的归类规定。 

 

 

第十一章   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草、秸秆、针

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木炭；木及木制品（第 44 章） 

（二）软木及软木制品（第 45 章） 

（三）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第 46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编结材料的范围。 

 

 

第十二章  第十类    木浆及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回收(废碎)纸或纸板；

纸、纸板及其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植物纤维纸浆（第 47 章）； 

（二）纸及制品（第 48 章）；（重点和难点） 

（三）印刷品（第 49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影响纸及其纸制品（第 48 章）的归类因素有哪些？ 

2、简述纸品归类的优先顺序。 

3、典型纸品的归类规定有哪些？ 

4、名词解释（略）。  

5、商品归类练习题（略）。 

 

 

第十三章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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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第一部分 

（二） 第二部分 

二、由两种及以上纺织材料混合制成的商品的归类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一）第 50 章～第 55 章及品目 58.09 或 59.02 商品的归类 

（二）第 56 章～第 63 章商品的归类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易误归入第十一类的非法纺织商品主要有哪些？ 

2、简述纺织材料与非纺织材料混合制商品的归类原则。 

 

 

第十四章  第十二类    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己加工的羽毛及其制

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鞋——帽——己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鞋靴（第 64 章）的归类原则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鞋靴的归类规定。 

 

 

第十五章   第十三类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陶

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石料制品、陶瓷制品、玻璃及其制品。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2、什么是光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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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第十四类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

其制品；仿首饰；硬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二、归类要点——贵金属合金的归类原则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贵金属合金的归类原则。 

 

 

第十七章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钢铁及其制品（第 72～73 章） 

（二）有色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第 74 章～第 81 章）（第 77 章是空章） 

（三）其他贱金属制品 （第 82～83 章） 

二、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一）含有贱金属的合金的归类规则 

（二）贱金属通用零件的主要货品范围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本类合金的归类规则。 

2、简述本类典型商品的归类规定。 

 

 

第十八章    第十六类  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

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机械及电气方式操作的机器、装置、器具、设备及其零件 

（二）某些非机械方式或非电气方式进行操作的装置和设备 

二、商品介绍及名词解释 

（一）机器     

（三）组合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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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类原则 

（一）本类机器零件（单独进口的非成套散件）的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二）多功能机器的归类原则 

（三）组合式机器的归类原则 

（四）功能机组的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五）附属装置的归类原则 

（六）实验室用的机器及装置的归类原则 

（七）自走式机器或其他移动式机器的归类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第 84 章货品的优先归类原则。 

2、简述功能机组的归类原则。 

3、简述本类机器零件（单独进口的非成套散件）的归类原则。 

 

 

第十九章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铁道车辆、气垫火车等有轨车辆及其零件、附件(第 86 章) 

（二）其他机动车辆、气垫车辆及其零件、附件(第 87 章) 

（三）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附件(第 88 章) 

（四）船舶、气垫船及浮动结构体(第 89 章) 

二、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机动车辆的归类规定。 

 

 

第二十章  第十八类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

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以

及上述货品的零件、附件（第 90 章） 

（二）钟表及其零件、附件（第 9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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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器及其零件、附件（第 92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电声乐器（协调制度）与非电声乐器的区别。 

2、简述第 90 章货品的从后归类原则。 

3、简述本类典型商品的归类规定。 

4、名词解释（略）。 

5、商品归类练习题（略）。 

 

 

第二十一章  第十九类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本类某些货品与第 36 章某些货品区别。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类    杂项制品 

本章主要内容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一）家具（重点和难点）；寝具及各种填充制品；未列名照明装置；发光标志

及类似品；活动房屋（第 94 章） 

（二）各种娱乐用品（第 95 章） 

（三）杂项制品（第 96 章） 

二、归类要点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家具的归类规定。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一类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本章主要内容 

第 19 页 共 34 页 



中国海关通关实务 

一、本类结构和商品范围 

二、归类原则（重点和难点） 

（一）超过一百年古物的归类原则 

（二）优先归类原则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本类货品的优先归类规定。 

 

 

第二十四章  进出口商品归类的海关行政管理 

本章主要内容 

一、商品归类的依据及对进出口货物报关的要求 

二、约束性预归类制度 

三、商品归类的行政裁定 

四、商品归类争议的处理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归类的依据有哪些？ 

2、商品归类对货物报关的要求是什么？ 

3、对难以确定商品归类情况应如何处理？ 

4、预归类申请人有哪些权责？ 

5、归类争议的解决方式有哪些？ 

 

 

 

五、本编主要参考书目 

1、海关总署 关税征管司等  《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  商品及品目注释》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或更新版  

2、王兮等编  《海关管理商品学》  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6 年版      

3、郑俊田等  《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应试指南》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

年 3 月或更新版 

4、海关总署关税司  《海关化验商品知识汇编》  （海关内部出版物） 

5、上海海关化验室  《海关化验商品知识介绍》  （海关内部出版物） 

6、海关总署 关税征管司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本国子

目注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7、海关总署 政策法规司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基础教材》  200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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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更新版（海关内部出版物） 

8、上海海关  《商品归类问答书汇编》  2000 年或更新版（海关内部出版物） 

9、海关总署协调制度商品归类技术委员会  《海关总署归类决定汇编》  法律

出版社  2002 年 6 月或更新版 

10、中国大百科全书  (轻工、纺织等与商品相关卷)   

11、其他各种商品学 

 

 

第三编关税制度 

 

第一章 关税制度总论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关税制度的总体内容。着重阐述关税制度的概念、关税制度与其

他海关管理制度的关系、构成要素，以及我国关税制度的立法及其关税法律体系。 

 

二、授课周数：0.25 周。 

 

第一节 关税制度的概念 

关税制度是关税法律制度。关税制度是关税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 

关税制度由关税征收制度、减免制度、保税制度、退补制度、缴纳制度、纳

税争议复议制度和违法行为处罚制度等制度构成。 

关税制度与其他海关管理制度的关系。 

 

第二节 关税制度构成要素 

关税制度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实体法上的构成要素和程序法上的构成要素。 

一、关税课税对象：进出中国关境的货物和物品。 

二、关税纳税人：关税纳税人的概念，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

人和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三、关税课税标准：课税标准的概念，从量税、从价税、复合税和选择税等。 

四、关税税率：关税税率是根据课税标准计算关税税额的比率。 

五、关税征纳程序：关税纳税义务确定程序和关税缴纳程序。 

 

第三节 关税立法与关税法律体系 

广义关税立法与狭义的关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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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法律体系分为三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海关总署单独或会同国务院其它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共同制定的行政规章、

规范性文件。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3．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复习与思考] 

1．哪些人应当是关税纳税人？ 

2．我国关税法律分为哪几层，他们的法律效力如何？ 

 

第二章 海关估价制度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国际海关估价课程的基础上讲授我国海关估价制度对进出口货物

的具体规定。 

 

二、授课周数：1.5 周。 

 

第一节 进口货物的价格准则 

一、价格准则的含义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价格概念和价格构成要素 

 

二、我国估价制度中价格准则的变革 

 

三、我国现行海关估价制度中的价格准则 

（一）价格概念 

1．确定进口货物价格的时间 

2．卖方给买方的商业折扣 

3．卖方违约而给予买方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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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要素 

1．货价，可以分为应当计入货物价格的费用和不应计入货物价格的费用两

部分： 

应当计入货物价格的费用包括：①直接或间接支付的、与被估价的进口

货物有关并作为该货物销售到我国的一项销售条件的特许权使用费；②由进

口商支付的除购买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③卖方直接或间接取得买方进

口后转售、处置、使用被估货物而获得的利益；④包装费、容器费；⑤协助

的费用。 

不应包括在货物价格中的费用有：①货物进口后基建、安装、装配、调试或

技术指导的费用；②进口关税和进口后的国内税等税费。 

2．货物运输到我国关境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根据货物进入我国关境时的运输工具不同，输入地点分别有不同的解释。运

费、保险费无法确定或没有实际支付时的规定。 

 

第二节 进口货物的价格审核 

一、价格审核的概念和意义 

二、价格审查的主要内容 

（一）货物是否为销售进口，不构成销售进口的主要有： 

1．运往境外加工或修理后复运进境的货物； 

2．租赁进口货物； 

3．寄售进口货物； 

4．中间商进口的货物； 

5．无偿提供、赠送、捐赠货物； 

6．由卖方设在我国境内的或由买方设在我国境外的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

进口的货物； 

7．外商为在我国境内作广告而进境供报刊用广告底片、印刷版、电（视）

台用告胶片、磁（光）记录介质等； 

8．来料加工项下进口的货物； 

9．为在我国境内销毁而进境的货物。 

（二）货物是否符合价格准则 

1．申报价格不真实、不准确 

2．申报价格不符合价格定义，主要有：⑴对买方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规定

有限制；⑵被估价货物的价格受到使其成交价格无法确定的条件或因素的影响；

⑶买卖双方为关联企业，且这种关联关系影响成交价格成立。 

3．申报价格不符合规定的价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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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一揽子”交易 

5．无人认领货物和查获的走私货物 

 

第三节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确定 

一、一般进境货物的完税价格的确定 

（一）相同货物和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相同货物和类似货物的概念 

可以作为估价使用的相同货物、类似货物的约束条件： 

——必须是在被估货物的同一出口国或地区生产的 

——必须与被估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 

——必须与被估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 

（二）倒扣价格 

1．倒扣价格的基础价格，可以作为倒扣价格的基础的价格必须符合： 

⑴被估货物、被估货物的相同货物、类似货物； 

⑵以其进口时的相同状态在进口国内转售； 

⑶进口后在境内第一商业水平的转售； 

⑷在被估货物进口时或大约同时销售； 

⑸向境内无关联关系的买方转售； 

⑹合计的货物销售总量最大的单价。 

2．应当扣除的费用 

⑴该货物的同等级或同种类货物在境内销售时的利润和一般费用或通常

支付的佣金； 

⑵货物进口后通常支付的运费、保险费、装卸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税和其他与进口或销售上述货物有关的国内税。 

如果被估的进口货物、相同或类似进口货物均未按进口时的原状在境内销

售，则应进口货物的收货人的要求，可以在满足除上述第⑵项外的其他规定的条

件下，使用经加工后的货物的销售价格作为倒扣价格的基础，并相应地扣除进一

步加工的增值额。 

（三）计算价格 

计算价格应当包括下列项目的费用： 

1．生产该进口货物所使用的原料和进行生产、装配或其它加工作业所发生

的费用或价值； 

2．相当于该国生产者制造并向进口国出口的被估货物的同级或同类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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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中通常所反映的利润和一般费用的金额； 

3．该货物运输到我国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保险、装卸等所支出的费用

或价值。 

（四）合理价格 

 

二、特殊进境货物的完税价格的确定 

特殊货物的概念 

（一）租赁进境货物 

（二）加工或修理后复运进境的货物 

（三）超期未复出境的暂准进境货物 

（四）进口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的货物 

 

第四节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出口货物的价格准则 

（一）不应包括在完税价格中的费用 

1．销售佣金 

2．货物在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 

3．货物在输出地点装载后的保险费 

4．出口税额 

（二）应当计入的费用 

 

二、出口货物的价格审核与价格确定 

（一）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二）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三）计算价格 

计算价格应当包括下列费用： 

1．生产相同或类似货物的成本； 

2．利润和一般费用； 

3．出口货物运输到中国输出地点装运输工具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

费。 

（四）合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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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货物以外币计价时的完税价格的折算 

海关填发关税缴款书之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表》的

买卖中间价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3．王普光等：《海关估价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 

4．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复习与思考] 

1．如果进口商进口零件，在境内生产、制造、装配产品，为此支付的与生

产的产品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当计入进口零件的完税价格中？为

什么？ 

2．出口货物的销售佣金应当怎样扣除？ 

3．进口货物的运输费、保险费如果没有实际支付，应当怎样计入货物价格？ 

 

第三章 关税税率的适用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讲授我国海关关税制度中有关关税税率的适用问题。主要包括：海关

进出口税则制度、原产地规定和税率变更时适用税率的原则三个问题。要求学生

在了解我国现行税则制度和原产地制度，并能够正确确定在税则税率发生被化时

应当适用的税率。第一节有关我国税则制度的内容应当注意与第三部分《商品名

称及编码协调制度》衔接。 

 

二、授课周数：1.5 周。 

 

第一节 我国海关关税税则制度 

一、我国现行海关税则制度概述 

二、税率栏目的适用 

1．最惠国税率 

2．协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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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惠税率 

4．普通税率 

 

第二节 原产地制度 

一、概述 

（一）优惠原产地规则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二）进口原产地规则、出口原产地规则与“国产品”原产地规则 

 

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一）原产地标准 

1．整件生产标准 

2．实质性改变标准 

3．关于整套设备中的备件、工具的问题 

（二）原产地证书 

 

二、优惠原产地规则 

（一）原产地标准 

1．完全获得标准 

2．实质性改变标准 

3．最后改变标准 

（二）原产地证书 

（三）直接运输规则 

 

第三节 税率变更时税率的适用 

一、适用纳税申报之日的税则税率 

 

二、适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的税则税率 

 

三、适用有关货物被海关查获之日的税则税率 

 

[参考资料] 

1．《海关进出口税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4．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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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优惠原产地规则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实质性加工的标准有何区别？ 

2．在某个国家领海捕捞的水产品的原产地应为哪个国家？ 

3．在某个国家收集到的废旧物品的原产地应为哪个国家？ 

4．优惠原产地规则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原产地证书的要求有哪些区别？ 

 

第四章 关税减免制度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讲授我国海关关税减免的具体规定。由于这些规定政策性较强，随着

形式发展、变化也很大、很频繁。由此，本章应以主要介绍较为稳定的国际通行

的减免税制度为主，要求学生了解现行减免税基本情况即可。 

 

二、授课周数：0.25 周。 

 

第一节 我国海关的关税减免 

一、关税起征点 

 

二、关税免征额 

 

三、进口货样和广告品的减免税 

（一）无商业价值的货样和广告品 

（二）来样加工和去样加工的货样 

（三）有商业价值的货样和广告品 

 

四、进口设备的免税 

（一）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政府和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设备的免税 

（二）国内投资项目进口设备的免税 

（三）加工贸易项下进口设备的免税 

 

五、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减免税 

 

六、残疾人专用品的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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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境展览品的减免税 

 

八、边民互市的减免税 

 

九、救灾捐赠进口物资的免税 

 

十、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及我国履行国际条约规定进口物资减免税 

 

十一、其它减免 

 

第二节 减免税货品的监管手续费 

一、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的具体范围 

 

二、征收标准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3．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复习与思考] 

1．关税起征点和关税免征额有哪些区别？ 

 

第五章 海关征收进口环节国内税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讲授我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的具体规

定。要求学生对能够正确计算进口货物的消费税、增值税。 

 

二、授课周数：1 周。 

 

第一节 海关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 

一、从价征收的消费税 

 

二、从量计征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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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海关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一、税率 

二、计税价格及税额计算 

三、增值税的免税 

 

第三节 海关征收进口环节国内税的征纳程序 

 

[参考资料] 

1．王诚尧：《国家税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 

2．林克宁：《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3．许建国等：《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4．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复习与思考] 

1．如何计算从量计征的进口环节消费税？ 

2．如何计算从价计征的进口环节消费税？ 

3．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中均包括完税价格、关税和进

口环节消费税税额其含义是否相同？ 

 

第六章 关税征纳程序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讲授关税与进口环节国内税的一般征收程序、追征补征程序和关税缴

纳程序。要求学生了解海关征收关税的一般程序和追补征范围和程序，能够正确

计算缓税到期时间和缓税利息。 

 

二、授课周数：1 周。 

 

第一节 关税征收程序 

一、关税确定方式 

（一）申报纳税方式 

（二）稽征纳税方式 

 

二、关税确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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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税先纳制 

（二）关税后纳制 

（三）定期汇总纳税制 

 

三、关税征收决定 

 

第二节 关税的追补和退还程序 

一、关税征收决定的变更与撤销 

 

二、关税追补和溢征退还 

（一）关税追征与补征 

（二）关税溢征退还 

 

三、关税追补与退还的时效 

 

四、关税追补和退还决定 

 

第三节 税款缴纳程序 

一、缴纳方法 

 

二、税缴纳期限 

（一）法定缴纳期限 

（二）缴纳期限的延长 

1．缓税的概念 

2．申请和受理 

3.审理和批准 

4.缓税期间的利息 

 

三、收据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3．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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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 

1．如何计算关税缴纳期限？ 

2．如何计算缓税后的缴纳期限和缓税利息? 

 

第七章 关税强制执行、关税保全与担保 

一、教学内容、目的和要求： 

本章讲授关税滞纳金的征收、关税的强制扣缴、变价抵缴等关税强制执行

程序，关税保全措施和关税担保制度的具体规定。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计算滞纳金，

了解其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和关税担保制度的程序。 

 

二、授课周数：0.5 周。 

 

第一节 关税强制执行 

一、关税强制执行的概念 

二、关税滞纳金 

（一）滞纳金的概念 

（二）滞纳金的计算 

（三）滞纳金的减免 

 

三、关税强制缴纳 

（一）强制扣缴 

（二）变价抵缴 

（三）强制缴纳的执行顺序 

 

四、强制执行程序 

（一）通知或告诫纳税人 

（二）执行准备 

（三）强制执行的实施 

 

第二节 税收保全措施 

一、关税保全措施的概念与种类 

（一）冻结财产 

（二）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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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取关税保全措施的条件 

（一）关税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藏匿其应税货物以及其他财产的迹象 

（二）海关责令纳税人提供担保，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 

 

三、关税保全措施的执行程序 

 

四、关税保全措施的解除 

 

第三节 关税担保制度 

一、关税担保概念 

 

二、关税担保的种类 

1．保证 

2．现金 

3．质押 

4．其他财产和权利 

 

三、关税担保的范围 

 

四、关税担保人的资格 

 

五、关税担保的申请和审核 

 

六、关税担保的撤消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3．各类《行政法学》教科书 

4．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年版 

 

[复习与思考] 

1．在怎样的条件下海关可以采取关税强制执行措施？ 

2．如果纳税人有特殊情况关税担保制度与民事担保制度有何异同？ 

3．滞纳金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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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认为海关应当怎样执行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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