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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关管理概述



第一节  海关的性质和任务

《海关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

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
关。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
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
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
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
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海关法》以立法
的形式明确表述了
中国海关的性质与

任务。



一、海关的性质

1 •海关是国家的监督管理机关

2 •海关实施监督管理的范围是进出关境的活动

3 •海关是一个行政执法部门



二、海关的任务

海关的任务

–…征税 –…监管

–…查缉走私 –…编制海关统计



第二节  海关管理的对象和范围

一
、
海
关
管
理
的
概
念

一
、
海
关
管
理
的
概
念

…

海关监管，是指海关代表国家依照
 海关法律、法规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
 和物品实行监督管理，从而直接或间接产
 生法律后果的行政行为，所以说海关监管
 是一种行政行为。



…海关管理行为的

 主体是海关

…海关管理行为的

 客观方面符合行政

 行为的特征

…海关管理
 的要素分析

…海关管理行为的

 产生依据是海关监

 管权

…海关管理行为的

 主观方面符合行政

 行为的特征



二、海关管理的对象

海关管理的对象是指海关依法行使其
 监管权所指向的目标或所作用的客体。
 

随着对外贸易品种范围的不断增加，特
 

别是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同时，也由
 

于 海 关 监 管 时 间 和 空 间 范 围 的 不 断 扩
 

大，海关监管对象也随之不断变化和发
 

展。





（一）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  
和物品

• 这是传统的海关监管对象。

• 《海关法》第二条规定：

• “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监管
 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

 和其他物品(以下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
 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
 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二)知识产权

• 我国海关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 办理知识产权备案手续的要求

• 海关采取的保护措施



(三)进出口企业

• 必要性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迅速发展

• 海关监督管理方式



三、海关管理的范围

海关管理的范围，也称海关监管的适
 用效力范围，是指海关监管适用于哪些
 

地方，适用于哪些人，在什么时间内发
 

生法律效力。



(一)地域效力范围
地域效力范围

•海关监管区

•领海和毗连区

•延伸意义的领土



(二)对人的效力范围
• 凡是进出我国关境的人，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还是无国籍人，都毫

 无例外地适用我国海关监管法规。根据我国海关监管法规的规定，海

 关货运监管法规主要适用下列几类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代理人。

…运载进出境货物运输工具的负责人。

…运载过境、转运、通运货物的运输工具负责人。

…转关运输货物的承运人，即经海关核准承运转关运输货物的企业。

…经电缆、管道或者其他特殊方式输送进出境货物的经营单位，按《海关法》

 
第24条规定，他们必须定期向指定的海关申报和办理海关手续。



(三) 时间效力范围

• 运输工具

• 进出口货物、物品

• 特定用途等的减免税货物

• 海关监管法规的溯及力



第三节  海关管理的特点和作用

一、海关管理的特点
• 涉外性

• 复杂性

• 再管理性



二、海关管理的作用

海关通过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
 物品的实际监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中，认真
 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1949至1956年)

•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文化大革命” 
前(1957年至1965年)

•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9年) 

•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起)



第四节
 

海关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

一、法律
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担负着代

 表国家执行监督管理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的
 任务。而监督管理职能的行使，最根本的依据就是行
 政法律。目前，在我国尚无一部海关监管法典。但在
 2000年7月8日公布，2001年1

 
月1

 
日实施的《海关法》

 中，规定了海关组织与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规定
 了海关工作人员的任务，规定了海关监管工作的基本
 原则以及违法责任等，为海关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行政法规

• 行政法规的制定机关仅限于国务院，即中
 央人民政府，其它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权制
 定。

• 制定行政法规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必须
 坚持立法有据的原则。

• 制定行政法规是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活
 动，而不是根据最高权力机关临时或特别

 授权而进行的活动。

•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行政管理涉及的一些比
 较大的方面所制定的基本管理法规，它在
 行政管理文件中，具有最高效力。



三、行政规章

•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规章
 

是指两种行政文件

• 行政规章与行政法规的区别



四、国际条约

• 国际条约的概念

• 条约的加入

• 条约的保留

• 双边条约和协议



第五节  海关的权力

一、海关权力的特点

特定性

独立性和单方意志性

强制性和效力先定性



二、海关权力的具体内容

–…

•行政许可

 权
•税费征收

 及减免权

–…

•检查权
•查验权

•查阅、复

 制权
•查问权
•查询权

•…
•连续追缉

 权
•佩带和使

 用武器权
•稽查权

–…

•行政处罚

 权
•强制执行

 权
•其他行政

 处理权

…权力



三、海关权力的监督

监督…国家权力机

 关的监督

…管理相对人

 的监督

…司法机关的

 监督

… 国家最高行

 政机关的监督

…监察机关的

 监督

…审计机关的

 监督

…海关权力

舆论监督



第六节  海关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 建立现代海关制度

• 通关作业改革

• 口岸电子执法系统

•
 

海关风险管理



建立海关风险管理的指导原则

•
 

转变观念、创新方法

•
 

协调运作、各尽其责

•
 

强化考核、落实责任

•
 

集中管理、信息共享



建立海关风险管理的总体思路

•
 

以防为主，防控结合

•
 

分类管理、科学监管

•
 

统一标准、规范处置

•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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