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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工十年(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单一式税则为复式税则，将进口税率分成闰定

爆发，清政府战败。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税事和协定税率两种，一律实行从价税制。未

清政府被迫与英闰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 与中间签订关税协定的国家输入商品仍适用同

通商，并在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丑 定税率 (5% - 200%) ，其平均税率较原税率

个通商口岸"开征夷税"。道光二十三年( 1843 提高 1 倍- 3 倍，而与中国签订关税协定、

) ，清政府通过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 受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输入商品，则适用关

款》确定海关税则，对大多数进口货物施行税 贸总协定所附关税减让表确定的协定税率。自

率较低的从量税制。随着咸丰八年( 1858 年) 中英《南京条约》练订后的百余年间.中国政

《天津条约》的签订J‘值百抽五"的基本税 府先后制订(修订)的海关税则有 10 余部，而

率得到确认，并一直现续王三民同 18 年( 1929 各地常关也拥有各自的常关税则。

年)罔定税则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启力 晚清时期，各地常关除对民船征收的船

"立L 税自主于民国 18 年( 1929 年) 2 料(民船舶钞)外，所征常关税烹要分为衣物

月 l 日起施行固定进口税则，将多年来一直 税、食物税、用物税及杂货税等四爽，亦有部

未变的"值百抽五"税率改为盖等税率.实 分常关还兼收各种税屈杂费，各地常关所征税

7.5% - 27.5% 的 7 级固定税率。民国 20 年 种及税率各不相间，直至民国 3 年( 1914 年)

( 1931 年)臣民国 23 年( 1934 年) ，同民政府 6 月北洋政府颁布《改订常关收税章程》后才

固定税则委员会数次修订进出口税则，将进口 逐步趋于统一。由悔关统一征收的税费包括货

税率最高提升至 80%。民国 37 年( 1948 年) 4 物关税和物品关税，以及附加税、代征税与规

月，国民政府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并 费、杂费等。其中，货物关税主要包括迸出口

于同年 8 月公布重新修订的进口税则，改以往 îE税、子口税、 口税、转口税、吨税(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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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等种类;附加税主要包括二·五附加税、 定υ 民国 5 年( 1916 年) 6 月，总税务司署制

赈灾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战乱附加税、 11自 定海关验货的价中心组制度，在天津、七、海、

时附加税等;代征税主要包括码头捐、河工 i叉口、居门、广州和牛庄等 6 个关K设立骑货

捐、服工捐、搜捕捐、忧?可捐、矿产税、挠 估价巾'L\。民间 9 年( 1920 年) , 

税、平衡税、货物税等;规费与杂费主要包括 设立验估课，具体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税

ìïE费、执照费、检王军费、引水费、关枪费 则归类、估价及计税等[作，各关亦效仿江悔

部分在晚清及民国初期实行的税种如子口 关做法陆续增设验估课υ 民国 18 年( 1929 年)

税和复进口税等，于民国 20 年( 1931 年)起 7 月.总税务司署在上海设立审榷科，负

废止改设为转 [1 税，而海关也分别于民间 31 订海关商品分类及估价工作职责和推作流程.

吁ê ( 1942 年)和民国 35 年( 1946 年)奉命停 解决各口岸海关商品分类及估价一致性问题。

征转口悦及出口悦。 同年起，货品税则分类及估价争议案件.由财

光销工十八年( 1902 年)之前.全国海关 政部关务署直属的税则分类估价评议会受理及

每年征收的出口税额均超过进口税额。据统计， 裁定。民间 19 年( 1930 年) 1 月，总税务司署

间治二年( 1864 年)至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在广州、天津、上海、汉口和腥门当个口

) ，全|叫海关每年征收的出口税额约占i亥年 立海关价格中心 .ffl责收集、汇总各地货品价

海关税收总额的 48.9% (平均值) ，而进口税 格资料。

占i亥年闯关税收总额的 32.5% (平均值)。 除规定征收的各项税费外，中国政府还对

光绪工十八年( 1902 年)后，海关征收的进口 部分进出口货品实行减免税优惠，

脱额开始起过出口税额，尤其是因民政府于民 定减免和特定减免等类型。法定减免主要系条

国 18 年( 1929 年)施行固定进口税则后，陆 约、章程或其他法规明文确定的税费减免，而

续裁撤厘金、子口税、复进口税及部分附加税 特定减免则主要系朝廷或政府部门特准的临时

等税费，进口税在海关所征税款总额中所占比 减免或特定税费减免。南京同民政府成立后，

例大幅提升，约为 70% - 80%. 成为海关税收 分别制订对间有铁路购运材料、赈灾品、教育

的主要来源。 用品、卫生用品、外交物品、军用物品等的免

各地海关根据悔关税则列名的进出口货品 悦规定。

类别，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税则分类(归类) . 海关规定，进出口货物须在向海关申报后

确定所属脱日并按照税则规定的列名税日税串 的规定时间内擞纳税费，未纳税货物不得提取

计征关税。对周从价税的进出口货品，海关主 或装船，但准许可在向海关申请保结成收取税

以货品申报时的国内口岸市场批发价格(理 款押金后先行结关出口。民国 37 年( 1948 年) , 

发价)为依据进行估价。如遇货品分类或货 总税务司署规定如渝期缴纳税款的，海关应照

品估价争议的， 市怔4~浦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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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则

第
税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至民间 37 年 1页条约} ，开放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四

( 1948 年) ，中罔政府制订或修订的海关税则共 月( 1843 年 5 月) ，清政府派出黄恩形等赴香

有 10 余部，其巾部分制订或修订海关税则分为 氓，与英方代表罗伯鹏( Hoh川 Thom) 根据中

进口税则和出口税则附类，以进口税则为主。 英《南京条约} ，逐款商议五口通商税贝1]事宜。

晚清时期，清政府户部授权各地常关自行 黄恩彤根据恩悔关提供的税则材料之郭先提出中

制订常关税则井上报户部核准，各地常关税则 方税则方案.但遭英方拒绝。罗伯呐则代表真

各不相同。民间 3 年( 1914 年) ，北洋政府颁 方拟订出英方脱则方案，

布《改订常关收税章程} ，各地常关改按海关税 等人迫于英方!王力，除对其中茶、棉两项商品

则订立成修订常关税则。民国 20 年( 193J 年) , 提出增加税率要求外，全盘接受英方提议。同

同民政府裁撒常关，各地海关停用常关税则。 年 7 月，通商五口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同年

10 月.中英在虎门答订《五日通商附帖善后条

款)) ，海关税则作为条款的一部分正式在通商

第一节 海关税则 口

、晚清税则

道光二十二三年( 1843 年) ，哗关税则分为

出口税则和进口税则两大类，出口税则排列在

口税则之前。出口税则共分 12 大类，税目有

68 个;进口税则共分 14 大类，税目有 104 个。
(一)道光札则

道光二十二年( 1843 年)中英海关税 其分类情况见表 2-6-1一 10

则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道光工十工 道光二十一:年( 1843 年)海关税则确定

年( 1842 年人清政府被迫与英间签订《…由. 的大部分悦目属从霞悦，自[J根据货品数最计

近代卷] I 71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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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3 年)海关税则进出口分棠'情况…览表

去 2…。… l … l

l 进口制阶类 I l 出口税则分类 E 
第 1 类 油蜡矶磺棠 第 1 类

第 2 类 香料椒茶类 第 2 类 香椒类

第 3 类 药材类 第 3 类 药材类

第 4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颜料胶漆纸札类 第 5 类 脯腊海昧类

第 6 类 第 6 类 颜料胶漆纸札类

第 7 类 竹木藤椰类 第 7 类 竹木雕椰类

第 8 类 衣服靴鞋类 第 8 类 镜钟表玩类

第 9~是 布匹花帽类 第 9 类 布旺花幌乡是

第 10 类 绸缎丝绒类 第 10 类 绸缎丝绒类

第 11 类 毛虫绒毯席类 第 11 类 ;自身主食物类

第 12 类 第 12 类 钢铁铅榻类

第 13 类 珍珠宝石类

第 14 ~是 摆皮牙角羽毛类

if川、l*jJJ;( :拟1M ,,:0, f让给 11]'8 1 917 {lli反'1'外 .:t: :í<];1 ?\Àj ~ì 牛 iiL~生J用;j;lJ Vt

征关税;少数税目为从价税，即根据货品价 等建筑材料。

{自计征关税。进出口货品中属于从价税的，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悔关税则确定

其税率分为"值百抽十" ( 10% )和"值百抽 按核定的吨位课征船钞，相定船只载货 150 吨

丑" (5%) 两个等级。采用"值百抽十"税 以上的，每吨交纳船钞银 0.5 附;载货 150 r吨

率的均为进口货品，主要类别为: (I )香料 以下的，每吨交纳船钞银 0.1 两。

j ( 2 )水料等; ( 3 )钢、铁、铅、锡等。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中英、中法

用"值百抽五"税率的进口货品类别有: 海关税则道光工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1844 年

(1)香油、脊水; ( 2 )饶、钟、农、玩类 7 月 3 日) ，清政府与笑间接订中央《

( 3 )棉布类;( 4 )绒货类 j ( 5 )未列名新货。 约)) ，确定中美五口通商章程附带的海关税则。

出口货品凡在税则内米列名的，均采用"值 问年九月十二兰日 (10 月 24 日) .消政府又与法

自抽五"税率从价i十征。 海关税则确定的免 国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确定中法五日通|部

税进口商品类别有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 章程附带的海关税则。

链课、洋木、洋麦、五谷等;免税出口商品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中美、中法制

类别有金银洋钱、各样金钱类以及瓦龄、瓦片' 订的悔关税则，与泪光二十二年( 1843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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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崩税费征管 E
第一:ìll:税则'

英制订的海关税则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中 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增加部分类别货品

、中法?悔每关税则明确将鸦片列为"进口 j违查禁 的税曰，如j进芷口"药材类"货品t增曾加洋药(鸦

货物

两同历压伽力，分别将荣闵洋参和铅斤以及法固丁 的 3 个税目增至 16 个脱日，新土增曾的税目有榄、

杏和洋i酒罔的税率予以降{低底ο 板、毛、柿等;进口"布匹花幅类"货品从原

(二)成丰税则
有的 11 个税目增至[ 25 个税目，其中仅"布"

一项就按不同规格划分为 6 个税目;出口"药

从咸丰四年( 1854 年)起，英、美、法等 材英"货品从原有的 11 个税日增至 27 个税目，

因为更多地向中国倾销工业品，谋划通过修订 出口"颜料胶漆纸札类"货品从原有的 9 个税

条约和海关税则，达到降低税率的目的。英、 目增至 24 个税目

、法驻华公使照会清廷要求全面修约，但遭 咸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将以往税则

到清政府的拒绝。咸丰六年( 1856 年) ，英军 中列为"值百抽十"税率的进口货品均改按从

炮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八年 最计征，按"值百抽五"税率折算为从量税，

( 1858 年) ，清政府被迫与英、荣、法、俄 4 同 仅保留极少数税目仍以从价税i十征，如进口自

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并委派大学士杜良等 鸣钟、千里镜、八音琴等按照"值百抽丑"税

人赴上海与英同特使商谈修订海关税则事宜Q 率计征从价税。出口货品除个别税目外，均按

英方拒绝请延提出的税则方案，推出由江海关 货品价值从价征收 5% 的原则计fïEo "洋药"税

英方司税李泰国草拟的税则方案。该草案将悔 目亦列为从最税，但税事为每百斤(拥)纳税

关税则分为进口及出口附大类，进口税则列有 银 30 阅。咸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问时

165 种税目，出口税则列有 179 种税日，全部 规定，对列人进口税则而未列入出口税则的货

按从量税计征关税，每类进出口货品列出平均 品，如遇出口均须按进口税则纳税。反之，对

价值，一律按"值百抽五"的从价税率标准折 列入出口税则而来列入进口税则的货品，如遇

算为从盘悦，但出口货品中茶、丝两类货品例 进口均应拨出口税则纳税。对均未列入进出口

外。同年 11 月，清政府在上海与英、美、法 3 税则的未列名货品，应核估时价按照"值百抽

同分别签订《通商章程静启条约>> ，随附经修 五"税率从价计征。

订的海关税则。是月 11 日，修订后的海关税则 咸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另确定对洋

在上海公布实施。 货内远征收子口税，规定洋货运往内地，除金

咸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将进口税则 银、外同银钱及旅客行李外，一律按"值百抽

改列于出口税则之前，进口税则仍分为 14 类， 二点五"税率从价计征子口税。

税目增加 73 个，共计 177 个税曰:出口税则仍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海关税则未订立

分为 12类，税目增加 106 个，共计 174 个脱目。 免税品条款，而咸丰八年( 1858 年)海关税则

与道光二十气年( 1843 年)海关税则相比.戚 专门订有免税品条款，列举金银、外国各等银

近代卷 11 713 1 



l黯椭制跚供此
也iffJ

j背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和咸丰八年( 1858 年)

部分进口货物税率(从景)比较表
去 2-(H-2

回国醋噩圈圈
母丁香

棉花

布匹

架装布

棉钱

棉纱

洋参

安息香

哗叽

羽纱

羽锻

ìl;ft、↓才'，)!;'. :十i忡

100 斤

100 斤

每匹

每旺

100 斤

100 斤

100 斤

100 斤

100 斤

每丈

每丈

每丈

每丈

钱、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

酥、牛油、蜜仁是等进出口皆可免税。

0.50 0.18 64 

0.40 0.35 12.5 

0.15 。可 08 47 

0.15 0.07 53 

1.00 0.72 28 

1.00 0.70 30 

10.00 I 6.00 40 

1.00 0.60 40 

1.00 0.60 40 

0.15 0.12 20 

0.07 0.045 30 

0.07 0.05 28 

0.15 0.10 30 

、牛奶 ( 1862 年) ，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陆路通商

章程~ ，并订立《续增税则~ ，规定:(1)两

咸丰八年( 1858 年)悔关税则已删去"船

钞"列项，船钞税率不再在海关税则中列举，

改在条约中作为专款确定。《天津条约》第 27

条规定，船钞税率定为 150 吨以上船只，每日电

纳船iYJ、银 4 钱 j 150 日电及以下船只，每吨纳船

同边界贸易在百里之内均不纳税 j (2)俄商准

许前往蒙古各处贸易，亦免予纳税;( 3 )俄

商运送洋货至天冲应纳进口正税，战照清政

府与英美法等同议定税则的 2/3 税率在津缴纳;

( 4 )俄商在其他通商口岸贩运士货经夭津恒l 间，

钞银 1 钱。

(二)同治税则

同?台元年( 1862 年)中俄续增税则

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

迫清政府生在订巾俄《才~;京条约~ ，约定中

俄两国交界之处贸易皆免予纳税。问治元年

I 714 I [第二甘、近代卷)

除在他口按照与各闰议定税则交纳税饷外，$.

惮交纳复进口税(相吁于进口正悦的

半)。中俄《续增税则》将进口货物分为布阿

花帽、拥缎、皮张及药材 4 大类，将出口货物

分为油蜡和椒荼 2 大类。同治八年( 1869 年) , 

沙俄又通泊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

程>> ，将原税则中规定的俄商应在天津交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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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税费征管 E
第一号主税贝IJ I 

和总理衙门官员.与英罔公使阿礼闰指派

的英方代表组成委员会.针对英|可提出的修

约要求，具体商讨修订条约及海关税则条款

英方除要求修订脱则降低税率外，还提

出免除内地厘金、增开通商r.:l 岸、设立货战等

要求，而总理衙门则提议对咸丰八年( 1858 

)海关税则进行一次全面修订，除将所有进

出口货品的税率切实提高至"值百抽五"的标

准夕卡.另将茶、住及洋药品三兰类货品的税率增加

1 倍。;在征求各国外交使团及洋商的意见后，

阿礼同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拒绝总理衙门提

议，仪问道对部分进出口货品的税率予以调

。同年 10 月，中英签订《新定条约》及

《新修条约善后章程机制订《新修税则》共

10 款，规定: (1 )洋布、大呢、洋绒兰类洋

货进口时，进口正税与子口税一并完纳，以

后输往内地售卖可免重征; ( 2 )英商在内地

购买土货出口运往外洋，沿途所纳税厘掘出

子口半税数额的部分可予发还;( 3 )英商船

进口税的条款取消，俄商从其他通商口岸贩运 广所用杂物、英船船用杂物、英向家用杂物

土货至冲不再撒纳复进口税。 等均免征进口税;( 4 )士煤出口除天津、登

光绪七年( 1881 年) ，清政府与沙俄签 州、牛庄仍按照原定税则纳税外，其余通商

订《改订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口岸均降至每百斤征 5 厘; ( 5 )洋药税率从每

再次修ìT问治八年( 1869 年)所订中俄税则， 百斤纳税银 30 两增至 50 间î j ( 6 )湖丝、

将{我商暂不纳税的贸易地点延伸至伊犁、塔尔 和各等丝统等出口生丝的税率，从每百斤纳税

巴哈台、喀什噶尔、迪化(乌鲁木齐)以及 银 10 20 

山南北两路各城，规定{我商运送洋货肃州

(嘉峪关) .亦享受与运送洋货至天津的
(四)光绪税则

遇，即按与各国议定税则的 2/3税率交纳进口 光绪十六年( 1890 年)机制洋式货物

正税。 税则 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上海机器织

同泊八年( 1869 年)中英新修税则 同 布局设立，开始使用机器仿制洋布在上海市场

治八年( 1869 年) ，总理衙门指派总税务司赫 。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清政府颁布税

[塔二分附近代卷: I 71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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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该局生产的布匹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 ( 1897 年)至光绪工卡五年( 1899 年) 3 年货

售，可免征税腥;如运往内地悄臂，则征收进 物到岸时平均市价，计算"值百抽五"的税率

口税，免征子口半税;如运往外洋或国内其他 基数并以此计算从量税率。( 2 )进口货品分为

通商口岸，征收出口悦，免征复进口半税;税 17 类，增订税目 505 个，共计 682 个税目，其

率与根据条约所定税则内列名同类洋货税率 中从量税 565 阻，从价税 117 目。对近日税则

一致。 未列名的货品，均按"值百抽丑"的税率从价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海关税则光 计征。( 3 )原属免税进口的货品，除米、各杂

绪二十六年五月( 1900 年 6 月) ，八国联军进 色粮田、金银及余银制钱、书籍、地图、新闻

攻北京。同年 12 月， 11 闰外交使团提出"议 纸外，其他货品均改人征税之列。

和大纲" 12 条，清政府被i且全部接受。光绪

一十七年七月( 1901 年 9 月) ，英、荣、俄、

德、日等 11 国代表与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励、

李鸿章在北京接订《辛丑条约>) ，赔款 4 亿 5

工、民国税则

(一)民国 18 年( 1929 年)海关税则

千万附白银，分 39 年还惰，以海关税、常关税 民国元年(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

以及盐税作为抵押。各国为确保上述赔款能如 洋政府锵纯地用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各同订立的

数偿付、路同意清现修改海关进口税则的请求， 海关税则，侣，争取关税自主的呼声开始出现。

对出口税则继续沿用咸丰八年( 1858 年)确 民因 8 年( 1919 年) ，北洋政府正式向巴黎和

定的出口税则。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清 会提出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遭到西方列强的

政府与英、美、德、日等国在上海修订进口税 反对与抵制，巴黎和会也认定无权解决中罔关

则，增政的主要内窑为: ( 1)以光绪二十兰年 税税则的问题。

i青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海关进口税则货品分提情况一览裴
农 2仙。-1-3

;由蜡矶磺类 衣帽靴鞋类

香料椒茶类 布匹花幢类

药材类 绸缎始就类

杂货类 瞄绒毯席类

脯腊海味类 糖酒果食物类

颜料胶漆慨札类 铜铁锡类

器皿箱盒类 珍珠宝石提

竹木藤椰类 理皮牙角类

镜钟表玩类

时料来ìJj，( : 根据总税务 i斗!月 J917 年阳{， ql 外条约ir:编》吁 .ì岳然JIj! aiIJ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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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 9 年( 1920 年) ，北洋政府税务处制

订机制洋式货物征税办法，规定机制洋式货物

凡运销外洋免纳一切税厘，如运销国内则在经

过的第一道关卡征收进口正税，其余税厘一概

免纳。 运销国内机制洋式货物的进口正税 ， 可

FR商人选择按照海关税则规定的税率或按"值

百抽五"税率估价征收。

民同 10 年( 1921 年) ，北洋政府代表向

华盛顿会议提出提高关税税率等诉求，会议仅

第六篇税费征管 '
第一章 税则 E

图 2-6-1-2 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税则

议决中国政府提议大纲，原则同意分三步骤逐 告实行关税自主，颁行 《 同定进口关税暂行条

渐提高进口税率直至 12.5%，但未对具体实施 例 ~ ，并令财政部设立国定税则委员会，编拟

内容进行议决。 民同 11 年( 1922 年) ，北洋政 同定进口税则。 民国 17 年( 1928 年) 7 月，国

府派出代表与各同在上海举行进口税则修订会 民政府指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全权代表，与美

议 ， 议定进口税则，但对提高进口税率的方法 同全权代表马克漠(驻华公使)在北平签订关

未予确定。 该进口税则将进口货品分为 15 类， 税新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约定相互的最惠

计 582个号列(税号)。 其中从量税目 500余项， 同条款。 其后，国民政府又与英同 、 法国、德

从价税号 180 余项，免税货品计 4 个号列，包 国、比利时、意大利、挪威、荷兰、瑞士、丹

括米、麦、面粉及各种杂粮，金银及金银钱币， 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缔结关税新约。 同年

书籍及地图，新闻纸等。 12 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定进口税则，定于民国

民同 14 年( 1925 年) ，中外政府代表在北 18 年( 1929 年) 2 月 l 日起施行，废除对洋、

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 中方代表提出推行中同 土货所征收的子口税和对转口土货所征收的复

同定关税定率条例、实行关税自主的办法，同 进口税。

时承诺将裁废厘金，表示在未实行同定关税定 民罔 18 年( 1929 年)实施的同定进口税

率条例前，除进口货物按照中同海关税则"值 则将进口货品分为 15 大类，计 718 个号列，

百抽五"外，另对进口奢侈品等加征临时附加 其中免税货品 4 个号列，从量税目 400 余项，

税。 各同代表虽对中方提出的关税自主原则表 从价税目 330 余项。 国定进口税则将历年来

示大体承认，但仍在具体实施方案及施行步骤 所施行的"值百抽五"税率改为差等税率，从

等方面各持异词。 7.5 0毛起至 27.5% 共分 7 级。 据总税务司署统

民国 16 年(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 计科编印的《海关制度概略丛刊》一书中记

成立。 国民政府对各国在同际关税会议上限制 载 : 民国 18 年( 1929 年)国定进口税则"较

与拖延中同实行关税自主的态度深为不满，遂 前颇有进步之处，较为合理，对于国家税收尤

采纳宋子文、张福运等人的建议，决定自行宣 有梅益" 。

[ 第二分听 近代卷 J I 717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