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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况

广州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监督管理机构，最

第十章
广州海关

最早集海关、外贸 、 外事为一体的机构。 宋、

明时期，广州市舶司管理范围涵括南洋一带，

并一度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广州市舶

制度自唐代起一直延续至清。

清初，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康熙

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在广州 二十三年( 1684 年 ) ，开放海禁，随之先后设

(时称番禹)己指定地方官员专门管理海上来往 立闽、粤 、 江、浙四海关，其中， 粤海关业务

事务。 唐代 ， 广州成为全国海上贸易中心， 高 量最大，管辖范围遍及广东沿海及海南 、 广西 ，

宗年间( 650 年- 683 年) ，特设市舶使于广 专设监督进行管理。 《粤海关税则 》 也是中国历

州管理海运进出境和征收关税事务。 开元二年 史上第一部海关税则。

(7 14 年) ，广州设立市舶司，为史籍记载中国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为抵制洋船

图 4-2一 10-1 粤海关

北上"移市人浙清政府限定广州作为唯一

外国商船来往口岸，直到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五口通商"为止。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粤海关失去关税自主权。

咸丰九年( 1859 年)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

粤海关被迫聘请洋人帮办税务。 次年，推行外

籍税务司制度的粤海新关(俗称洋关)建立，

原粤海关机构改称粤海常关，仅对民船贸易进

[第五分册 ·各地海关卷 ] 127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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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 自此，粤海关在广州口岸的行政管理 改税率，突破协定税则的约束。 全国解放前夕，

机构及进出口监管业务权一分为二。 粤海关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广大华员投入关产

粤海洋关成立时，分支机构仅设黄埔分关 保护工作，使关产和档案得以完整保存。

(后称分卡、支所) 。 主要业务有监管、征税、 1949 年 10 月 ，广州解放，广州市军事管

缉私和编制海关统计 ， 管理港务、海务 ， 兼办 制委员会接管粤海关。 翌年 l 月 31 日，改称中

邮政、卫生检疫，扶持协助广州同文馆办学。 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工作机构除海关业务外，其他多在清末民 海关总署。

初先后划归地方政府港务至广州解放后移交 此后 ， 广州海关工作中心转向保护和促

港务部门归口管理。 进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在坚持必要制度的前

民国 27 年~ 民国 34 年( 1938 年- 1945 提下，尽量简化手续。 反禁运斗争中，采取

年) ，粤海关被日本侵略军控制，由广东伪政 灵活措施加速进出口物资验放，为国家抢运大

府任命"海关监督监管进口货物以日货为 批同计民生急需的进口物资提供方便。 1955

主，除广州城内外及顺德、番罔、东莞、增城 年- 1980 年，检查揭发货运事故增列为海关

等地外， 一度接管沦陷后的九龙、拱北、江门、 基本任务 ， 广州海关货运监管工作主要为避免

三水等关。 这一时期粤海关"沦为完全殖民 进出口货运的积压、残损、混乱现象。

地性质的海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广州口岸进出境人

20 世纪初开始，粤海关华员在广东人民 员和国际邮递物品逐渐增多，其中，邮递物品

反帝斗争的影响下 ， 自内部发起收回海关主权 监管量历年为全国之冠。 广州海关认真做好

的斗争。 响应孙中山提出的关税自主号召，要 "保卫、团结工作采用金属探测仪、 X 光

求税务司交出两广 "关余" 。 参加省港大罢工， 机等检查设备取代手工操作 ， 实行重点与一般

要求收回海关主权。 成立全国海关第一个工会 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组织，在全国首先取得增收二五附加税的胜利。 1959 年，根据"经济 、 政治保卫"为中心的工

实行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进口税则， 并 4 次修 作方针，工作重心从进出口货物监管转移到进

图 4-2-10-2 民国 15 年( 1926 年)

省港大罢工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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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非贸易性物品监管。

"文化大革命"期间 ， 广州海关货物监管、

关税计征、编制统计等职能一度停止，只对旅

客行李物品等实行征税，大批干部下放劳动。

改革开放后，广东得益于国家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 1980 年， 海

关建制收归中央，广州海关成为海关总署直属的

正厅(局)级海关，业务工作、组织机构、人员

队伍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海、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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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广州海关 .

空、邮业务门类俱全。 广州海关关区占广东省地 联动、齐抓共管的反走私工作格局。 1989 年，

理面积的二分之一，派驻机构分布在广东省"珠 查获出口渔船走私鸦片 11 千克、麻黄碱 4.5 千

江三角洲"、粤北、粤西地区和珠江口的大铲岛， 克、安眠自同 1 5 千克的特大毒品走私案。 其间，

机构 、 人员从 1980 年的处级机构 7 个、干部职 针对珠江口水域走私形势，集中力量开展"灭

工 807 人，发展壮大至 2∞8 年的内设副厅(局) 蚁"、 "9902" 等反走私联合行动。 1 999 年，查

级机构 3 个 、 内设处室和隶属海关(办事处) 获汽车整车及配件走私案，是中国海关缉私警

39个、干部职工 3999人。 拥有各类监管点 63 个， 察查获的有罪判决"零口供"案件。 2002 年，

其中，货运监管点 54 个 、 客运监管点 8 个、进 查获某公司采取低报价格手法走私进口工业奶

出境来往港澳小型船舶中途监管站 l 个。 驻点 粉案。 同年，侦办全国海关最大安眠酬走私案。

监管的流花邮局是全国三大国际邮件交换站之 2006 年，开展打击人体藏毒的"猎鹰" 专项行

一。 代管机构有海关总署广州价格信息办公室、 动，建立关区行邮缉毒立体防线。

海关总署进出口商品归类中心广州分中心。 在业务发展的同时，队伍建设取得丰硕成

20 世纪 50 年代起，广州海关积极支持销 果。 截至 2008 年，共向全国海关输送交流干

往港澳鲜活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1 957 年，中国 部 64 人 。 同时，涌现一大批获"全国文明单

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创办，广州海 位"、"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五一劳动奖

关开始派员驻会监管。 1979 年，施行加工贸易 章"、"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型人才"、"全国模

手册登记管理制度。 1 985 年，支持自理报关向 范军队转业干部"等国家、省市荣誉的先进集

专业化代理报关发展，初步形成海关对企业管 体和个人。

理的雏形，同时推行企业自查自报，逐步形成

第二节建制沿革
重点抽查、下厂查验以及科技查验相结合的模

式。 1986 年，探索实行"红绿通道"制度，成

为全国两大试点单位之一。 1 988 年，试行来

往港澳小型船舶直进直出监管模式。 2002 年， 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 历

在 H883 报关自动化系统建立电子账册。 2004 朝中央政府都在广州口岸设置进出境物品的监

年，实行"多点报关，口岸验放"通关模式， 督管理机关。 自唐代起至宋、元、 明四朝均在

在全国首批试点应用"卡口控制与联网系统" 。 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商船，征收关税，舶收进

2006 年，开设电子手册，纸质手册电子化、 集 口货物等。

中审核试点工作取得成功。 2007 年，广州海关

驻邮局办事处成为从纸质化、于工化、粗放型 一、粤海关监督署

管理向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转变的海关邮

递物品监管现场。 清康熙二十二年( 1 683 年) ，台湾归顺清

坚持破大案、打团伙、摧网络，形成整体 廷。 次年，康熙皇帝宣布开放海禁，设关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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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 ，粤海关设立

并开始办公，俗称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
( 一 )粤海关机构

关税 ， 署址设在广州城五仙门内盐政院(现址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 ，清廷在广州建

广州市海珠广场西北面)。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立粤海关。 粤海关监督署为其管理机构，内设

年) ，清廷取消闽 、浙、江 3 个对外通商口岸 8 房 : 算房、库房、稿房、单房 、 船房、票房、

粤海关成为全国唯一对来华贸易征税稽查的 柬房和承发房，并陆续在全省范围内口岸开设

监管机构。 这种限定广州一口贸易的状况，史 关口，简称"总口"和"子口并按职能分

称"一口通商并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 别称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 。

( 1 842 年) 。 粤海关监督署原属户部 ， 咸丰九年 正税口负责检验进出口货物及征收关税 ; 挂号

( 1 859 年)粤海新关成立后，粤海关监督署为 口负责检查进出关境手续及收纳挂号费、消

示区别，称粤海常关，专责国内帆船货运征税， 耗费等规费;稽查口负责缉查走私物品。 道光

咸丰十年( 1860 年)改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十八年( 1 838 年) ，粤海关下辖的大小关口遍

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 清政府撤销粤海关监 及粤海口岸，全省沿海共设有正税口 33 处，挂

督 ， 由两广总督接管粤海关。 民国 2 年( 1913 号口 23 处，稽查口 19 处 。

年) ，国民政府复设海关监督署(地址位于今

广州市沿江中路附近) 。 民国 26 年( 1937 年) , 
( 二 )粤海常关机构

财政部裁撤全国各海关监督署，仅留监督一职。 咸丰九年( 1859 年) ，粤海关监督署改称

粤海关监督迁址广州市沿江西路大钟楼办公。 粤海常关，基本沿袭前清粤海关机构，包括广

民国 29 年( 1940 年) 3 月 14 日，伪"广东省 州府内外子口和分卡以及不设洋关的各府口岸。

财务委员会筹备处"任命"粤海关监督设 随着广东沿海主要口岸陆续列入通商口岸 ， 汕

"监督公署" 。 该署于民国 33 年( 1944 年)取 头 、 海口 、 北海、三水、江门相继建立实行外

消， 此后不再设置监督公署。 籍税务司制度的海关，其口岸总口均改称常关，

图 4-2- 1 0-3 粤海关监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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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由粤海关监督派出委员或专配监督管理。 至晚

清时期，常关设在广州口岸的关口有 1 2 处:大

关、总查口、总巡口、东炮台口、西炮台口、

佛山 口、虎门 口、紫堤口、市桥口 、 镇口口、

陈村口、江门口 。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 

《辛丑条约 》 规定，在通商口岸的常关五十里以

内改由洋关管理，所收税款由税务司充作赔款

之用，五十里外常关所收税款，仍由海关监督

管理。 自此，粤海关不仅有洋关、常关之分，

还有五十里内常关和五十里外常关之分。 粤海



关监督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二月 至 四

月 ， 先后将广州城内本不属于移交的大关、总

巡口、总查口、东炮台口、西炮台口及花地查

口移交税务司管理。 《辛丑条约》签订至民国

20 年( 193 1 年)的 30 年间， 在广州 口岸及各

处的五十里外常关子口及分卡计有 50 余处， 仍

由粤海关监督管理。

民国 20 年( 193 1 年)初，粤海关税务司

署接管"珠江三角洲"的十个五十里外常关:

陈村、石岐、容奇、市桥、石龙、新塘、车站、

印州 、镇口、虎门 ，其中虎门于次年 4 月撤销 。

民国 20 年( 193 1 年) 6 月 1 日起 ， 粤海

常关办公室改为粤海关民船管理处 ， 常关终止。

二、粤海关税务司署

咸丰九年( 1859 年) ，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

祺邀请总税务司李泰国前往广州开办新关。 咸丰

.... 

第二篇沿海各关 '
第十章 广州海关 '

图 4-2-10-4 民国 5 年 ( 19 1 6 年 ) 建成的大钟楼

十年八月十七日( 1 860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 江西路 29 号) 。 民国 3 年( 1914 年) 3 月 28

粤海新关，即粤海关税务司署(俗称洋关) ，专 日在原址重建海关大钟楼，民国 5 年( 1916 年)

责征收广州口岸的洋船货税和船钞，成立初期受 5 月建成， 6 月正式办公。 此后，一直为粤海关

两广总督管辖 ， 具体事宜则由粤海关监督处理。 办公大楼。

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 名义上在粤海关监督负 建关初期 ， 关员分内外勤，机构无内外班

责下行政，实际上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受制于总税 之别。 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 设有总务课、

务司。 民国 27 年( 1938 年) 11 月 9 日起 ， 受日 会计课、统计课等内班机构和验货厂、稽查

本军政府控制。 自民国 30 年( 1941 年) 12 月 (监察)课、缉私课等外班机构。 光绪二十八年

8 日起，受伪"总税务司署"管理。 民国 34 年 ( 1902 年) ， 增设常关办公室。 民国初期，粤海

( 1945 年) 9 月 20 日，国民政府总税务司署派 关组织机构的设置无大变化，计有总务课、秘

员接收伪"粤海关重新恢复隶属关系。 书课、会计课、统计课、监查课、验查课及常

粤海新关筹建时， 在监督署衙办公。 威丰 关办公室。 1949 年 10 月广州解放前夕，粤海

十年( 1 860 年)粤海关税务司公署正式建立， 关机构较齐全 ， 税务司、常务税务司、常务副

署址位于广东省南海县城外沙基(现广州市沿 税务司、缉私副税务司、各监察长、港务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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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办公室，还设有秘书、总务、验估、会计、 1953 年后，广州海关领导体制几经变更。

缉私、监察、港务等课和收税处、化验室。 1953 年 1 月 19 日，广州海关与广州对外贸易

咸丰九年( 1859 年) ，黄埔口划归粤海新 管理局合并，对外仍称广州海关，与海关总署

关管理，称黄埔分关，专门负责外商的洋船及 隶属关系不变。 1960 年 11 月 25 日，广州海关

运载货物的监管业务。嗣后，黄埔分关称黄埔 建制下放到省，受广东省政府和中央外贸部双

分卡(民国期间曾称支所)。民国初期，粤海 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成为广东省外贸局

关分支机构有黄埔分卡、粤海常关总关及所辖 的组成部分。 1962 年 10 月 17 日，经省人民委

的陈村口、河口分卡。民国 20 年( 1931 年人 员会报国务院批准，广州海关改为统一管理省

粤海五十里内外常关全部改为海关机构。民国 内 7 个海关的中心关。

29 年( 1940 年人伪"粤海关"管辖范围扩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海关隶属关系

到九龙、拱北、江门、三水等关区。民国 33 年 几经变化。 1967 年 1 月 22 日，广州海关被群

( 1944 年 )10 月，伪"粤海关"在广州市区内 众组织夺权，同年 3 月 26 日，广东省军事管制

关卡林立，开设征收转口税支所 15 处，时设时 委员会对广州海关实行军事管制。次年 10 月

撤，并不固定，视业务量的多寡而取舍。抗日 30 日，成立广州海关革命委员会后，归属广东

战争结束，九龙、拱北、江门等关恢复独立关 省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管理，同时受广东省革

后，各支所归辖原属海关管理。 1949 年粤海关 命委员会生产组领导。 1972 年，广州海关受广

分支机构有:梧州分关，三水支关，马口、二 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外贸部双重领导，由广

沙头、南石头、黄埔、黄沙车站、大沙头车站、 东省外贸局设立海关处负责管理全省海关工作，

白云机场、天河机场、广州邮局支所。 广州海关中心关职能随之停止。

1980 年 2 月，全国海关建制收归中央统一

三、广州海关 管理，广州海关为直属海关总署的正厅(局)

级机构，并受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监督指导。

1949年 10月，广州解放。同年 10月 25 日，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海关办公楼为广州市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粤海关。是时， 沿江西路 29 号，即大钟楼。 1990 年 1 月，技

直属机构设有总务、稽查、缉私、验估、验货、 术、行政部门迁至广州市沙面五街 2 号，为广

税款、文书、会计、港务 9 个课。分支机构有 州海关业务技术综合楼，大钟楼为对外业务大

梧州分关和黄埔、大沙头、黄沙、驻邮局等支 楼。 2006 年 9 月 12 日，广州海关迁址至广州

所及长堤民船管理处，除黄埔、驻邮局支所外， 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83 号，为广州海关新业务

均于 1950 年前后撤销。 1950 年 1 月 31 日，粤 技术综合楼，同时原沙面办公楼和大钟楼停止

海关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直属中央 对外办公。

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同时受华南财政经济委员 1980 年前，广州海关只有黄埔、大铲两个

会指导。 分关。 1980 年 7 月 29 日黄埔分关改为直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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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黯黯跚跚

关总署的处级海关， 11 月 29 日大铲分关升格 年( 1860 年)赫

为处级机构。 1985 年 2 月 18 日，海关总署统 德在粤海新关制

一全国海关机构名称，取消分关、支关等名称， 定的船舶监管章

统称海关，分为局、处、科三级。 经过历次整 程，允许外商货

合变迁，截至 2∞8 年年底，广州海关设副厅 船自由进出广州

(局)级机构 3 个，内设机构 19 个，即办公室、 内港停泊。 经多

法规处、审单处、关税处、加工贸易监管处、 次修改，制定了

监管通关管理处、行邮监管处、综合统计处、技 较规范的船舶进

术处、稽查处、风险管理处、企业管理处、财务 出口报关手续和

处、政治部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处、政工办、 船舶停泊期间的

监察室、督察审计处。 另设正处级隶属海关 11 驻船监管制度， 图 4-2- 1 0-6 颁给

个 、 派驻办事处 5 个，海关总署委托广州海关 成为总税务司署 "哥德堡" 号的船照

代管机构 2个，另有下属事业单位 4个。 制定全国船舶监管章程的基础。

第三节主要业务

Ilké岳
、lID. r=主

( 一 )货运监管

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 1902 年~

1904 年 ) ，粤海关接管五十里内的粤海关常

关，负责该范围进出口民船监管任务。 民国 20

年( 1931 年) ，常关裁撤后民船监管业务纳入

粤海新关管理。 民国 27 年( 1938 年 )珠江被

日军控制，海关监管制度形同虚设。 民国 34 年

( 1945 年 )抗战胜利后，粤海关恢复战前运输

1. 运输工具 工具监管制度。

18 世纪- 19 世纪，客轮、 货轮、穗港澳 广州解放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外

定期班轮和小型船舶成为穗港澳江海联运的主 籍国际轮船不准驶入广州内港，在锚地由海关、

要工具，也是海关货运监管的重点。 前清，粤 边防 、 检疫等部门登轮联检。 20 世纪 80 年代

海关对国内外商船、人员以及自用行李物品的 开始，广州海关先后运用 H883 报关自动化系

监管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规定 : 凡国内商船经 统、 H20∞海关通关管理系统等科技手段，对

营对外贸易，须先向地方官府和海关监督申请 船舶实施监管，并对小型船舶、国际航班、穗

登记，发给船照，方许进出口 。 从"一口通商" 港定期班轮、广九直通火车、港穗接驳货车等

到"五口通商"的近 100 年间，清延不准外国 运输工具采用既方便又严密的通关监管模式。

商船北上"移市人浙只允许来往广州口岸。 小型船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为保证

粤海关监管的外国商船货物云集广州港口，进 供港澳出口鲜活农副产品快速出口，广州海关

出口贸易总额翻倍剧增，居全国首位。 咸丰十 多次制定或修改小型船舶监管规程。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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