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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况

第十一章
成都海关

查所及新都、龙泉驿分卡。民国 31 年叫民国

34 年( 1942 年- 1945 年)， .英国援华物资及

盟军自身所需物资大批运抵成都机场，成都机

场航空检王若所按照重庆关规定，对此类物资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海关(以下简称成都 行登记免税免验放行。民国 34 年~民国 35 年

海关)是直属海关总署的正厅(局)级悔关， ( 1945 年- 1946 年) ，因"战时消费税"停征

关址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天顺中街 66 号。关 及抗战胜利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关成都

民为四川省全境。 分关及所属机构陆续裁撤。至 1980 年，成都未

民罔 29年~民国 34年( 1940年- 1945 年) 设立海关机构。

抗战期间，重庆关在四川省境内成都、雅安、 1981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至香港开辟

乐山、宜宾、广元等地设立海关机构，行使国 直航旅游包机业务。根据海关总署批复，重庆

民政府颁布的战时物资进出口管理职权。对入 海关于 1982 年 1 月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设立海

川公路端输货物、航空运输货物及邮递包裹进 关办事处。同年 3 月 10 日，最庆悔关驻成都

行检查、征税，征收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消 办事处开始对外办理海关业务，办公地点设于

费税查禁敌货走私及其他走私行为。设立 成都市实业街四川省省委第三招待所 2 号楼。

海关机构的具体情况是:民国 29年( 1940 年)， 1984 年 2 月，更名为重庆海关成都分关， 1985 

设立意庆悔关成都邮包税所。民国 31 年( 1942 年 2 月，又;匿名为成都海关，仍隶属重庆海关0

年) ，设立意庆海关成都分卡。翌年成都分卡 1989 年 7 月，成都悔关升格为海关总署1豆腐剧

改为成都分关，辖雅安、乐山、灌县(今都江 厅(局)级海关。 1997 年，重庆市升格为

堪市)、广元分卡。后又增设成都机场航空检 辖市，海关总署调整成都、重庆两地海关业务

[第六分册·各地海关卷] 1 34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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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 ， 成都海关的关区范围扩大到四川省 海关在成都铁路货运站设立监管点，开通上

全境。 2000 年 1 2 月 ，海关总署批复成都海关 海、广州黄埔、深圳等地铁路货运转关运输 ，

升格为直属海关总署的正厅(局)级海关。 成 为本地企业就地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提

都海关建关后，办公地点数次迁移 : 1986 年， 供便利 。

成都海关与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协调， 四川省有一批国家重点军工、重工企业分

将办公地点迁移至成都市新华东路玉沙宾馆。 布于川西北地区。 这些企业于 20 世纪 90 年代

1 989 年 ， 成都海关办公地点再次迁移至成都市 出现转换经营模式、更新技术设备的发展需求。

永兴巷 1 5 号四川省政府综合办公大楼。 1996年 ， 成都海关把落实国家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一项

位于成都市通锦桥路 67 号成都海关办公大楼竣 重要工作 ， 帮助成都飞机公司、四川长虹厂、

工，成都海关始有归属海关总署产权的办公场 攀枝花钢铁公司、德阳东方电机厂、中国第二

所。 2007 年 3 月， 再次迁至成都市天顺中街 66 重机厂等省内大型骨干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

号办公大楼新址。 术设备、开展加工贸易等方面了解海关的政策

截至 2008 年，成都海关内设副厅(局)级 规定和监管要求，促进企业用好国家优惠政策 ，

机构 l 个， 即成都海关缉私局 ; 处级机构 16 个; 加快发展。 成都市及绵阳市是中国西部科技文

处级派驻机构 ( 办事处) 8 个，编制 459 人。 化较为集中的城市，拥有中同科学院成都分院

20 世纪 80 年代， 成都关区进出口经营单 及航空、 航天、核物理、地质勘探、电子、医

位主要是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经营纺织、丝 学、交通运输等一批国家级大型科研机构及高

绸、茶叶、士畜产、 机械、金属矿产等进出 等院校。 成都海关认真执行国家科教减免税优

口业务 。 进 出 口 报关业务也多在上海、广州 惠政策 ， 为成都及四川省内科研单位及高等院

黄埔等沿海进出境口岸办理。 1 987 年 ，成都 校办理进出口科教用品减免税的政策咨询、减

图 4一5-11-1 成都海关办公大楼新址 ( 天 l顿中街 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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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项目审批等业务，促进

四川省科学技术及高等教育

事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四川地处大西南内陆腹

地，与沿海、沿边进出境口

岸相距遥远，省内企业进出

境货物通关主要依赖海关转

关运输监管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 ， 随着成都市及川西北

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成都

海关业务量也逐年上升。 成

都海关积极与沿海沿边海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篇内陆各关'
第十一章成都海关.

联系，使转关运输业务有较快增长。由成都 被评为"四川省抗震救灾优秀共青团员"， 1 人

转关运输的铁路货运直接过境口岸有满洲里、 被评为"成都市抗震救灾模范"。

二连、深圳等地。通过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

的进出境主要口岸有上海、天津、青岛、连

云港、黄埔、湛江等地。通过成都转关运输

的航空货运进出境主要空运口岸有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

第二节建制沿革

1981 年 8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至香港

地。铁路货运转关运输的起始站(点)也由 开辟直航旅游包机业务。 1982 年 1 月，海关总

成都东站发展至绵阳、攀枝花等地海关监管 署批复同意设立重庆海关驻成都办事处。同年

区(点)。自 2000 年以后，成都转关运输业务 3 月，开始对外办理海关业务。办事处有工作

进一步拓展。截至 2008 年，成都关区实现铁 人员 13 人，主要职责是在成都双流机场对成都

路转关运输、公路一铁路(水运)二次转关运 至香港之间的直航旅游包机和进出境旅客行李

输、水运转关运输(泸州港长江内支线)、空 物品实施监管。同时开始办理成都市及四川省

运和邮路(国际邮件交换站) "五路齐通"的 内进出口货物海关监管业务。

转关运输格局。 1984 年 2 月，海关总署决定重庆海关驻成

2008 年，成都海关各项业务呈稳步增长 都办事处改设为重庆海关成都分关(正处级)。

态势。全年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 94.99 亿美元 1985 年 2 月，成都分关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是 1986 年的 42.4倍。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88.71 都海关，隶属重庆海关，内设办公室、业务一

万吨，是 1986 年的 14.7 倍。关区实际人库两 科、业务二科。成都海关的业务管辖范围为:

税合计 40.05 亿元，是 1986 年的 6 1.4 倍。关区 成都市及四川省内的乐山、内江、德阳、绵阳、

审批减免税货物免税总额 24.58 亿元，监管进 广元、遂宁、雅安、攀枝花、阿坝、凉山、甘

出境旅客 54.86 万人次，查获走私违规案件 20 孜等地、市(州) 0 

起，案值 7244 万元。成都海关队伍建设也取得 1986 年 4 月，海关总署批复成都海关设立

较好成果，被授予"四川省文明单位"称号; 行邮科，专门负责成都双流机场至香港旅游包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成都海关按照海关 机旅客行李物品监管业务。

总署及四川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部署和要求 1989 年 7 月，海关总署决定成都海关升格

在抗震救灾工作中贡献突出，海关总署党组为 为副厅(局)级，直属海关总署。成都海关内

成都海关抗震救灾突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为成 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人事教育处、业务一处、

都海关下属单位 5 个集体记三等功， 3 人记个 业务二处、调查技术科和财务科两个直属科。

人一等功， 21 人记个人二等功， 17 人记个人三 关区范围不变。

等功 O 在地方表彰先进的工作中，成都海关 1993 年 6 月，海关总署批准成立成都海关

1 人被评为"四川省抗震救灾优秀党员" , 1 人 驻双流机场办事处，负责经成都双流机场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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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飞机、旅客行李物品及空运货物的监管业务。 副处级机构。

1994 年 10 月，按照海关总署关于对进出 2001 年 6 月，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口企业实施海关稽查，审查企业与进出口业务 关于在成都高新区设立成都出口加工区的批复

有关的财务账册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决定，成都 和成都出口加工区经国家八部委联合验收合格

海关设立稽查筹备组，在本关区开展海关稽查 正式封关运行的情况，批复成都海关在现场业

业务。至 1995 年 6 月，海关总署批复成都海关 务处内增设出口加工区监管科及综合业务科，

设立稽查处。 专门负责成都出口加工区进出境货物监管。

1995 年 5月，国务院发文批准在四川绵阳、 2002年 5月，设立成都海关驻泸州办事处。

乐山、攀枝花设立海关机构(正处级人隶属 2004 年 8 月，成都海关分别在宜宾市、南充市

成都海关。 设立办事处。以上 3 个派驻机构均为正处级，

1996 年 7 月，海关总署批复设立成都海关 分别负责办理各自所在地行政区域的海关事务。

驻邮局办事处，负责关区进出境邮件、邮包的 2005 年 1 月，成都海关驻双流机场办事处

海关监管业务。 更名成都双流机场海关，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1997 年，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海关总署 同年 7 月，根据海关总署决定调整成都海关调

决定调整成都、重庆两地海关业务管辖范围。 查部门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撤销调查局及

重庆海关的关区管辖范围为新的重庆市行政区 所属内设机构，并在成都海关内设机构序列中

域，而将原管辖的自贡、宜宾等 7 (地)市海 设立稽查处、风险管理处 2 个正处级机构。截

关监管业务移交成都海关，原重庆海关驻自贡 至 2008 年 12 月，成都海关内设副厅(局)级

办事处也随之变更为成都海关驻自贡办事处， 机构 l 个，处级机构 16 个，处级派驻机构(办

成都海关的关区范围扩大到四川省全境。 事处) 8 个。

1999 年 6 月，海关总署批复设立成都海关

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正处级人 2001 年 2 月，

升格为副厅(局)级， 2003 年 1 月，更名为成

都海关缉私局。成都海关缉私局职责及权限是

侦办成都海关关区管辖范围各种涉嫌走私罪的

刑事案件。

第三节主要业务

一、监管

2000 年 12 月，海关总署批复成都海关机 成都海关进出境货物监管主要是陆运、海

构改革方案，决定成都海关由副厅(局)级升 运及空运转关运输货物监管。

格为正厅(局)级，并对原成都海关内设机构 1982 年 3 月，重庆海关下发《关于重庆

进行调整。其中，设立成都海关调查局(正处 海关驻成都办事处对外办理海关业务的通知} , 

级) ，原成都海关调查处、稽查处两部门调整 授权重庆海关驻成都办事处开始办理进出口货

为调查局内设机构，并由原正处级机构调整为 运监管业务。当年 3 月 -10 月，共办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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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报关单 629 份，验放进口货物 240 吨，进 同际招标，投资建设中国最大的攀枝花市二滩

口货物总值 718 万元。 进口货物主要是通过航 水利枢纽工程。 项目管理方在国外采购总值为

空和铁路运输方式，从北京、上海、广州、I (黄 7.4亿美元的施工设备从天津、上海、广州等口

埔)、深圳等口岸海关转关运输至重庆海关驻 岸入境。 成都海关在二滩电站施工现场设立海

成都办事处办理通关手续。 进口货物主要为机 关监管点，实行沿海进出境口岸与攀枝花铁路

电产品、化工及医疗产品、科教设备 、 来料加 货运站直通式转关运输监管办法，解决国家重

工的原辅材料等。 点建设工程进口物资的通关难题。

1984 年，重庆海关与上海、黄埔 、 深圳等 1993 年 - 1994 年，成都海关在四川纺织、

口岸海关协调，重庆海关驻成都办事处( 1984 丝绸、服装 3 家进出口公司的新都外贸转运站

年 2 月更名为重庆海关成都分关，次年 2 月 设立海关监管点，为出口货物缩短通关时间，

又更名为成都海关)开始办理航空和铁路的出 降低通关成本，使这 3 家进出口公司的出口业

口货物转关运输业务。 全年监管四川省及成都 务得到快速增长。

市外贸公司申报的土畜产品、化工原料、服装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008 年，成都

等转关运输出口货物 73 吨。 关区转关运输业务的不断发展，有力推动四川

1987 年，成都海关驻东站(成都铁路货 省 、 成都市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渐受到省 、 市

站)工作组成立，开通满洲里、 二连、上海、 政府的重视。 四川省及成都市政府牵头，联系

深圳等地铁路转关运输路线，四川省及成都市 协调国家及沿海(沿边)省、市、区铁路、航

各专业外贸公司及四川外运公司实现就地办理 空、海运(内河)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拓展

进出口货物报关于续。 1988 年，成都海关与口 转关运输业务。 成都海关与上海海关、深圳海

岸海关协调，将四川长虹机

器厂进口机器设备及生产原

材料直接转关至绵阳铁路货

运站。 次年，又将四川省纺

织进出口公司进口棉花、国

家重点建设工程江油电站扩

建进口货物通过"异地转关"

方式，直接将进口货物转运

至企业所在地。 这种"异地

转关"方式，成为成都海关

转关运输监管的一种固定工

作模式。 1991 年，四川省利

用世界银行贷款，工程项目
图 4-5-11-2 成都海关关员在二滩电站施工现场验放转关

运输进口大型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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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1-3 成都一香港首趟集装箱货运专列 图 4-5-11-4 泸州、|港海关监管集装箱货运码头

关就海铁联运、口岸直通式货运监管方式达成 省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成都双流机场进出境

监管协议，实现成都市及省内企业进出口货物 空运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1990 年- 2000 年间，

铁路运输与上海海运港口对接。 成都海关与天 成都双流机场已有香港、澳门地区直航旅客航

津、青岛海关签订集装箱货物转关运输联系办 班及新加坡、曼谷、广岛、吉隆坡国际直航进

法，实现成都、天津(青岛)铁海联运进出口 出境旅客航班。

集装箱中转方式。 成都海关与成都铁路局签署 成都双流机场进出境空运货物始于 1987

合作备忘录，成都一香港九龙集装箱直达列车 年，应四川民航局要求，成都海关在成都双流

顺利开行。 机场设立海关监管仓库，开通北京首都机场、

长江航道运输在四川历史上占有十分重 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的空运货物

要地位， 重庆是四川长江航运干线运输重要港 进出境转关运输。 1994 年，成都海关驻双流机

口 。 1997 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四川省政 场办事处开设直航旅客包机携带进出境快件监

府把泸州港作为四川长江航道的重要水运口岸。 管业务。 1999 年，成都海关驻双流机场办事

2002 年，成都海关驻泸州办事处挂牌办公。 成 处增设快件科，办理非邮快件空运通关业务。

都海关与重庆海关达成转关协议，开通上海 2001 年，开办香港一成都直航进出口快件业

重庆 泸州长江内支线 2 次转关业务。 务。 2005 年，成都海关与上海海关、东方航空

1981 年， 中 国民航客机开通成都至香港 公司签订 《东航国际航班延伸成都三方联系配

直航旅游包机业务，民航部门经过短暂试航运 合办法 ~ ，使成都双流机场空运转关、直航业

行后 ， 停止经营。 1985 年， 民航部门正式开始 务进一步扩大。

该航线经营，每周 l 班。 成都海关开始办理进 成都关区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对国外

出境飞机及旅客行李物品监管业务。 随着四川 进出口加工贸易监管业务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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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理石、服装、包装材料等加工贸易业务。 1 996 年 7 月 1 8 日，海关总署和国家邮政

进入 90 年代，香港、台湾地区人川投资企业逐 局联合发文批准设立成都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渐增加，加工贸易扩展到纺织、皮革、化工、电 成都国际邮件交换站，对外开办国际邮件收寄、

子、机械、食品、玩具等领域， 但企业加工贸易 递送业务。 成都海关驻邮局办事处负责关区进

合同金额不大。 四川国有企业加工贸易逐渐发 出境邮件、邮包监管，进出境邮递物品可直接

展，并在四川省加工贸易业务中占有较大比重， 在成都办理通关手续，为进出境邮件的收寄件

加工产品主要集中在飞机部件、电子产品、氧化 人带来便利。 1997 年 ， 驻邮局办事处开始对

铝等加工产品。 200 1 年，成都出口加工区(南 成都一香港直封邮件进行监管 ， 结束四川省邮

区)作为国家首批出口加工区之一正式封关运 政史上无直封境外邮件的状况。 2002 年 1 2 月，

行。 2∞3 年，为适应英特尔、中芯国际等国际知 成都海关设立"成都沙湾快件监管中心集

名企业内陆投资需求，位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 中办理邮递快件监管业务。

发区西部园区内的成都出口加工(西)区通过国 1985 年 10 月，经外交部批准，美国在成

家 8 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小组正式验收，成都出 都(简称为蓉)设立总领事馆。 该领事馆系外

口加工区业务重心随之移至成都出口加工(西) 国政府在蓉设立的首家领事机构。 成都海关开

区。 该区内的加工企业以航空器零部件、机械加 始办理对领事馆及其人员进出境公私用物品监

工、半导体晶体管、精密工具加工等电子信息产 管业务。 2002 年 1 2 月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

图 4-5-11-5 成都出口加工区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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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中心"在蓉设立。该机构系在蓉设立的 经外交部批准，德国、韩国在蓉设立总领事馆。

首家国际组织办事机构，其进出境物品享受外 同年 10 月，泰国在蓉设立总领事馆。 2006 年

交机构待遇，比照《海关总署关于外国驻中国 11 月，法国、新加坡在蓉设立总领事馆。 2∞7

使馆和使馆人员进出境物品的规定》对该机构 年 4 月，巴基斯坦在蓉设立总领事馆。至此，

及其人员进出境物品进行监管。 2004 年 9 月， 已有 7 个国家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成都海关

1986 年- 2008 年成都海关货物监管统计表
表 4-5-11-1

; 年份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货物总!进口货物总[出口货物总[进口货物总|出口货物总|
(年.总量(万吨 I 值(万美元 I 量(万盹 111 量(万吨 .1 值(万美元.直(万美元川

1986 6.04 22426 6 0.04 22099 327 

1987 2.7 21188 1.86 0.84 14545 6643 

1988 4.87 37549 3.37 1.5 22714 14835 

1989 5.95 46661 3.66 2.29 

1990 5.72 2.73 2.99 

1991 7.78 57394 3.62 4.16 29840 27554 

1992 8.06 55140 3.95 4.11 32307 22833 

1993 9.86 64612 4.38 5.48 42558 22054 

1994 10.38 120624 5.77 4.61 91339 29285 

1995 11 .45 93896 5.19 6.26 56808 37088 

1996 10.81 87937 5.81 5 56624 31313 

1997 10.67 72400 40968 31432 

1998 10.63 108438 76945 31493 

1999 13.6 141939 9.06 4.54 107842 34097 

2000 13.58 123821 8.98 4.6 83618 40203 

2001 13.85 148236 9.27 4.58 113624 34612 

2002 30.82 200605 14.1 16.72 121590 79015 

2003 35.96 249049 18.02 17.94 172540 76509 

2004 41.34 239186 24.59 16.75 179618 59568 

2005 45.6 252179 31.33 14.27 192913 59266 

2006 47.43 410156 29.93 17.5 309055 101101 

2007 62.16 597860 41.59 20.57 416002 181858 

2008 88.71 949945 53.03 35.68 629224 3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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