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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根据海关总署和中国海关学会关于续修关志的要求，在关

党组的领导下，我关于2005年成立了大连海关志续志编纂委员

会，并于当年元月正式启动续志工作。两年来，在中国海关学

会大连分会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全关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大连

海关学会认真承办，史志编纂工作人员潜心耕耘，集史成志，

终于为我们奉献了全面记录我关9年历程的大连海关志续志，

这在大连海关历史尤其是当代海关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庆贺的

大事。借此志书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关党组对关志续志的出版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大连海关志》全体编写人员和所有关心、

支持这项工作的单位与同志们、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感谢!

大连海关志续志上限为1997年，下限为2005年。这9年，

是大连海关经历奋斗征程和风雨洗礼的9年，是大连海关步入

现代海关制度的关键9年，是大连海关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9年。9年来，大连关区全体干部职工在总署党组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海关工作

16字方针和“政治坚强、业务过硬、值得信赖”海关队伍建设

12字要求，团结拼搏，奋发进取，深化改革，整合创新，把关

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海关税收、

监管、缉私、统计、稽查等各项工作连创记录，成绩斐然，圆

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得到了海关总署和省、

市等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2007年7月1日，大连海关将迎来建关100周年纪念日，大

连海关志续志将成为建关纪念日的隆重献礼。希望《大连海关

志续志))真正发挥记录历史、凝练经验、承前启后、负责未来

的作用，真正为谱写大连海关历史篇章，为大连海关继续创造

改革与建设事业新的辉煌，发挥良好的助推作用。

大连海关关长王克光

2007年5月



凡

例

一、本续志编排次序为：大连海关志续志(一)编纂委员

会名单、大连海关志续志(一)编辑人员名单、序、凡例、目录、

概述、正文编章、大事记、编纂后记。正文采用编章体结构，分

为编、章、节、目、子日五个层次， “横排竖写”。

二、本续志记述内容上限为1997年，下限截止2005年。

三、本续志采用的公元纪事、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

有关规定要求书写。文中币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四、本续志资料来源，采自海关法规、大连海关统计资料、

大连海关工作总结、大连海关各部门工作总结、大连海关办公网

及存档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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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内设机构、职能和编制

1998年全国海关关长会议通过了《海关总署关于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决

定》，明确通关作业改革是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是一项

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其中通过重新划分总署、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三级事

权，合理设置业务机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转变和创新职能管理方式，作

为通关作业改革的组织保证。1998年10月大连海关作为海关总署通关作业改

革第二批试点单位，大连海关对内设机构、职能和编制先后作了较大幅度的

调整，以适应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需要。

1 997年初大连海关内设20个处级机构——办公室(内设法规室，副处

级)、货管处、关税处(内设审价办，副处级)、综合统计处、保税业务监

管处、稽查处、调查局(内设机构为副处级)、行李物品监管处、人事处、

教育处、行政处、财务处、技术处、监察室、审计室、机关党委办公室(政

工办)、驻机场办事处、驻邮局办事处(副处级)、驻香炉礁办事处、中国

海关学会大连分会。

1 997年2月24日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系统设置防伪技术机构和配备

专职人员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署人[1996】89号)和《人事教育司、科技

装备司关于加强防伪工作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人编[1996】350号)精

神，经关党组研究决定，设置防伪技术科。防伪技术科为大连海关技术处内

设正科级机构。人员编制四人：其中科长一人。基本职责：贯彻执行海关总

署防伪技术工作方针和规章制度，组织和完成关区防伪工作任务；负责关区

防伪技术工作管理和防伪技术推广应用；综合、分析、上报本关区“三假”

案情及防伪工作情况；编制关区防伪技术设备，用品需求计划，管理防伪设

备并严格按机要规定领取、保管、分发各隶属海关、本关各部门防伪用品，

并检查、监督防伪技术器材的管理、使用情况；负责关区内各类送检单证的技

术签定以及相关海关之间可疑单证的协查工作；制定防伪技术培训计划，并

协同教育处组织实施。

为加强该关业务基础建设，集中统一抓好海关监管业务档案管理工作，

经关党组研究决定，设置业务档案管理科，为大连海关综合统计处内设正科

级机构。人员编制5人，其中正科领导干部职数1人。基本职责：贯彻执行海

关总署监管业务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结合本关实际，制定管理规定；收集、

登记、整理、装订、保管海关监管业务档案；为企业收付汇核销、出口退税

出具进出口证明；接待行政、司法机关、海关内部单位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查

询；对隶属各海关监管业务档案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指导、监督、检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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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同：对人连口岸(含开发区海关、保税区海关、大窑湾海关)的所有海关监

管业务档案(包括报关单、仓单、装箱单、提单、许可证，配额证明、机电证

明、免税证明等)实行统一管理。

1 997年6～1 0月 为进一步规范内设机构编制管理，适应业务格局调整和

基础建设需要，根据海关总署“三定”方案的规定，先后对18个处级机构的

一 内设机构职能、人员编制予以明确，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l l 办公室内设秘书科、综合业务科、宣传信息科．法律室(副处级)、文

I第1 档科、单证科，总编带1J35人。

I—I 秘书科基本职责：为关领导日常工作服务，组织、筹备关级行政会议和

|骊I 关区关长会议，归口管理大连海关总值班工作，承办关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I+I 综合业务科基本职责：监督、检查、指导关区对国家及海关总署的方针

l i车I 政策、法律、法规及各项业务规定的执行情况，承办关区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协

l海l 调，草拟总关年度工作计划及各种业务综合材料，承办集装箱场站的审批、

I态l 非监管区停靠同际航行船舶和海上过鲜船舶的审批工作。

l拦I 宣传信息科基本职责：负责大连关区宣传、信息工作的组织、指导、检

l话l 查，井具体承办宣传、信息稿件的收集、整理、分析、传递、呈报和管理工

吲作。
l l 法律室基本职责：负责大连海关法制工作，拟定大连海关贯彻国家及总

一 署法律、法夫见实施办法，管理关区复议应诉、知识产权保护、MOU签订工

作，制定海关执法筛督检查办法，负责海关法规对外公告、咨询和解释。

文档科基本职责：负责本关或以本关名义发出的文件、函电的签收、呈

批、登记、传递、归档、发送等工作，负责传真、复印机的管理使用，印章、

介绍信的保管和管理，负责保密工作。

单证科基本职责：执行单证管理规章制度，负责向总署预订业务书籍、

业务单证，负责各类单证的验收、登记、保管、发放和核销。

货运监管处内设综合科．申报科．货管科、陆运科、驻甘井子办事处(科

级)。总编朱1J41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文件的收发传递，案件和超期无主货的调查、审理及

移送，转关运输车队的审批管理，业务协调、信息、统计报表。

申报科基本职责：受理报关、单证审核、仓单核销、管理及滞报金征稽。

货管科基本职责：负责大连港进出口货物的监管、查验和放行。

陆运科基本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的进口、出口、转关、过境和国际联运

货物的监管、查验、放行。

驻廿‘井子办事处基本职责：负责甘井子办事处辖区及长海县进出境货物、

物品及其服务人员所携带的物品的监管、查验、放行工作。

关税处内设综合科，审价办(副处级)．审批科，征税科，总编f耘lJ23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文件收发、转递、处内协调、信息、统计报表，大连

关区的税收、税源分析，案件的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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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价办基本职责：

的调查。

审批科基本职责：

军用物资等的审批。

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审定、跟踪和低瞒报价格案件

承办技术改造、特定减免税审批和临时减免税、

征税科基本职责：承办进出口货物税则归类，进出口货物税、费的稽征、

催缴、缓税、退税、补税，以及纳税争议和复议事项。

综合统计处内设综合科、统计科、业务档案管理科，总编制21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负责关区统计分析、业务统计资料收集、审核、汇总

和上报，负责对关区内上述工作的调研、检查、监督，指导，文件收发。

统计科基本职责：负责进出口报关单初审、复核、商品归类、统计指标

解释，关区贸易数据检查、汇总上报。

业务档案管理科基本职责：收集、登记、整理、装订、保管海关监管业

务档案，负责统计咨询工作，签发出口退税、外汇核销报关单，分管处内备

品工作。

保税处内设综合科、审批科、核销一科、核销二科、保税仓库科，总编

制47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文件收发、传递，案件调查、审理、移交，处内协调、

信息、统计报表。

审批科基本职责：办理三资企业登记备案和投资额度内进口的生产设备、

车辆、办公用品的征免税手续，办理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客供辅料的登记

备案、减免税手续。

核销一科基本职责：负责外贸、工贸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困营大中

型企业加工贸易合同的后续管理，驻保税工厂监管。

核销二科基本职责：负责三资企业额度内进口的生产设备、车辆、办公

用品及加工贸易合同的后续管理，驻保税工厂监管。

保税仓库科基本职责：负责对保税仓库(工厂)的审批和监管，对寄售、

代销、维修中心的登记备案、查验和核销。

稽查处内设综合科、企管科、稽查科，总编带z]32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文件收发、转递，处内协调，信息，统计报表，资料

分析，案件调查、审理及移交。

企管科基本职责：负责大连关区各类与进出口活动有关企、事业单位的

注册登记工作，企业报关资格审批、认定，专业报关企业资格审查、上报，

企业的海关信用等级评估、审批和分类管理，建立企业信息数据库和信息查

控系统。

稽查科基本职责：对与进出n活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账册、单证、

报表、文电资料及政策性减免税物资的使用等实施稽查，研究海关稽查技术，

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稽查人员培训。

调查局内设综合处，情报处、审理处、调查处．打私办(处级)，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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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1J67人。

综合处基本职责：文件收发、转递，处内协调，信息、总结、文件、统

计报表，关区走私案件统计和综合分析，负责关区缉私专用器材的发展规

划和经费预算，负责车辆管理及后勤工作，负责海上缉私及船艇维护工作，

局领导交办的其它T作。

情报处基本职责：负责反走私情报和缉毒工作，草拟关区调查系统反走

私情报工作的文件、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管理关区调查MOU工作，组织

实施缉私情报收集、获取、评估、综合分析，编制上报查获毒品案件统计

报表，对关区情报人员缉毒骨干的培训，管理情报特费，核发密报人奖金。

审理处基本职责：承担本关走私违规案件审理、处罚决定的执行和办理

走私罪嫌疑案移送，协助本关法律室做好复议、应诉、听证、执法检查工

作，管理关区罚没财物、放弃货物、物晶工作，承办关区罚没、超期、溢

卸、放弃货物、物晶的变价缴库，查私办案费。

调查处基本职责：负责走私违规案件查缉工作，协助局领导组织、参

与、指挥、查办关区案值巨大、案情复杂、跨关区走私违规案件、反走私

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草拟、修订关区查缉走私违规案件工作文件、规章

制度并组织实施，与缉私工作有关的其它部门的联系。

打私办基本职责：在省、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

和国家有关反走私斗争方针政策，组织海关、公安、工商、税务、烟草等部

门，依照国家法律和各自职责分工，认真开展反走私斗争并负有指导、协调

检查之职责，推动全省、市打击走私工作开展。

行李物品监管处内设综合科，旅检科．船管科、免税物品监管科，总编

审1J36人。

综合科基本职责：文件的收发、传递、案件审理及移送，印刷品、音像

制品审查，业务协调、信息、统计报表并接受申报。

旅检科基本职责：负责办理进出境旅客携带物品、外国常驻机构、三资

企业办公用品、自用物品、捐赠物资及非贸易物品的审批、验放和后续管理

有关手续，案件调查。

船管科基本职责：负责审批、签发船舶各种手续，对船舶及船用物料监

管，对船员携带物品监管及对船员物品登记证核发，卡门管理。

免税物品监管科基本职责：负责免税店、提货点管理，办理内购免税物

品、 “提货券”的验放手续。

人事处内设干部科，保卫科．工资福利科、老干部科，总编制1 7人。

干爿5科基本职责：负责大连关区公务员和工勤人员职位分类、录用、

考核、任免、交流、奖惩、辞退的管理，文件收发、转递，干部档案管理，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接待来信来访等工作。

保卫科基本职责：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保安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对机关内部发生的案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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