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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放⾏与税额确定相分离模式的确⽴对企业合规管理提出了更⾼的要求

《关税法》第四⼗⼀条规定“关税征收管理可以实施货物放⾏与税额确定相分离的模式。关税征收管理应当适应对外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并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便利化⽔平”。《关税法》该条规定⾸次在法律层⾯对海
关监管中已经实施的货物放⾏与税额确认相分离的模式予以了明确，即企业货物能够先⾏通关，后续海关再对申报要素
及应纳税额进⾏确认。这⼀规定体现了海关整体监管重⼼的“前推后移”，保障企业在事中环节顺利通关，避免企业因应
纳税额⽆法确定⽽影响通关速度及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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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关税条例》共计6个章节、67条法律条款；《关税法》在章节设置上进⾏了较⼤调整，由7个章节组成，共计72条
法律条款。

中华⼈⺠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公布，《中华⼈⺠共和国关税法》（以下简称“《关税法》”）已由中华⼈⺠共和国第
⼗四届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4⽉26⽇通过，⾃2024年12⽉1⽇起施⾏，关税制度发展迎
来⾥程碑，我国第⼀部关税法律出台。

《关税法》落实了税收法定原则，将包括《中华⼈⺠共和国进出⼝关税条例》（以下简称“《关税条例》”）在内的⼀系
列关税法规、规章及规范性⽂件的相关规定上升为法律，在维持关税制度基本稳定、税负总体⽔平基本不变的基础上，
对关税现⾏制度和有关政策内容进⾏了优化和调整，完善了我国关税制度法律体系。

1. 巩固深化海关通关⼀体化改⾰成果

《关税法》（法律条款：72条）《进出⼝关税条例》（法律条款：67条）

第⼀章：总则第⼀章：总则

第⼆章：税⽬和税率第⼆章：进出⼝货物关税税率的设置和适⽤

第三章：应纳税额第三章：进出⼝货物完税价格的确定

第四章：税收优惠和特殊情形关税征收
第四章：进出⼝关税的征收

第五章：征收管理

第五章：进境物品进⼝税的征收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第六章：附则

对于《关税法》相较《关税条例》的主要修订内容，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六个⽅⾯：

通关便利化是推进我国⾼⽔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此次制定《关税法》的⼀⼤原则便是提升关税征管便利化⽔平。
从相关法律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通关⼀体化改⾰中的部分有效经验被落实⾄《关税法》中，关税的征收管理制度得以
进⼀步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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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货物放⾏与税额确定相分离”的模式下，海关对货物的放⾏并不等同于对纳税⼈申报内容的确认。通
关速度提⾼的同时，企业申报的不确定性在⼀定程度上也有所增加。《关税法》第四⼗五条规定：“⾃纳税⼈、扣缴义
务⼈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之⽇起三年内，海关有权对纳税⼈、扣缴义务⼈的应纳税额进⾏确认”以及“海关确认的应纳
税额与纳税⼈、扣缴义务⼈申报的税额不⼀致的，海关应当向纳税⼈、扣缴义务⼈出具税额确认书。纳税⼈、扣缴义务
⼈应当按照税额确认书载明的应纳税额，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补缴税款或者办理退税⼿续。经海关确认应纳税额后需要
补缴税款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补缴的，⾃规定的期限届满之⽇起，按⽇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明确赋予了
海关在货物放⾏后，有三年期限对涉税申报要素进⾏审核和确认的权利。对于纳税⼈来说，就货物向海关进⾏的申报只
是⾃⾏申报，其申报内容并未经过海关审核，其申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在最⻓三年时间内属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纳税
⼈最初进⼝时申报信息有误却未及时发现纠正，在放⾏后三年内仍然进⼝类似货物，则相应错误会被⼀直累积，从⽽产
⽣更多合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货物放⾏与税额确定相分离的模式对纳税⼈的关务合规管理⽔平提出了更⾼的要求。

除此之外，《关税法》⾸次提出了海关出具税额确认书的制度，但对于税额确认书的内容以及具体出具程序，⽐如内容
上是否会载明税额确定的依据、理由，程序上是否会给纳税⼈留有举证、磋商的空间，《关税法》并未明确。据悉⽬前
海关正在制定《关税法》的配套制度，期待海关会充分考量税额确认书对纳税主体权利义务的重⼤影响，对税额确认书
的说理性以及出具程序进⾏明确规范，进⼀步增强海关执法透明度，保障纳税主体的知情权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

除了“货物放⾏与税额确定相分离”模式之外，在实践中，为提⾼贸易便利化，降低通关成本，汇总征税改⾰早已于
2015年进⾏全⾯推⼴。《关税法》将实践中允许纳税⼈、扣缴义务⼈汇总缴纳税款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关税法》
第四⼗三条规定：“进出⼝货物的纳税⼈、扣缴义务⼈应当⾃完成申报之⽇起⼗五⽇内缴纳税款；符合海关规定条件并
提供担保的，可以于次⽉第五个⼯作⽇结束前汇总缴纳税款。因不可抗⼒或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不能按期缴纳的，经
向海关申请并提供担保，可以延期缴纳，但最⻓不得超过六个⽉”。汇总征税模式下，企业可先提离货物，后在规定纳
税周期内对已放⾏货物⾃主集中缴税。在规定时限内，企业对纳税时间节点也拥有更多的⾃主选择权，有利于提⾼通关
效率以及资⾦使⽤效率。

依申请或者依职权确认涉税要素的制度增强企业对进出⼝活动的可预期性

在实操中，计税价格、商品归类和原产地这三⼤涉税要素是在税额确认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审价、归类和原产地也是
世界海关公认的最⼤技术难题。《关税法》第三⼗⼀条规定：“海关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对进出⼝货物、进境物品
的计税价格、商品归类和原产地依法进⾏确定”，⼀是明确了海关依职权审核确认这三⼤涉税要素的权利，⼆是明确了
依申请的制度，赋予了纳税⼈可以向海关申请确认这三⼤涉税要素的权利。我们注意到，海关已有的预裁定制度已赋予
纳税⼈申请海关确认涉税要素的权利，根据《中华⼈⺠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6号，
2023年海关总署令第262号修正）第三条规定，“在货物实际进出⼝前，申请⼈可以就下列海关事务申请预裁定：（⼀）
进出⼝货物的商品归类；（⼆）进出⼝货物的原产地或者原产资格；（三）进⼝货物完税价格相关要素、估价⽅法；
（四）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海关事务。”《关税法》第三⼗⼀条有关依申请制度的规定，是仅为了赋予预裁定制度法律
地位，还是在预裁定制度基础上进⾏了拓展，⽬前尚不明确。我们期待在后续《关税法》配套制度建设中，能对于依申
请确定价格、归类、原产地的制度予以进⼀步完善，例如，在内容上，不仅允许企业可以从计税价格要素、估价⽅法等
定性⻆度申请确定，还允许从具体价格的定量⻆度申请确定；在申请时间上，不仅允许企业在货物进⼝之前申请预裁定，
还允许企业在申报完成、货物放⾏之后申请确定。以此，加强海关对企业进出⼝活动的⾏政指导，解决企业申报⻓期处
于不确定状态的合规难题，进⼀步增强企业对进出⼝活动的可预期性和营商环境的稳定性。

以申报完成之⽇作为税率适⽤⽇期与两步申报模式更为匹配

在《关税法》出台之前，税率适⽤⽇期根据《关税条例》第⼗五条“进出⼝货物，应当适⽤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或
者出⼝之⽇实施的税率”。然⽽，随着2020年“两步申报”通关模式在全国海关的推⼴，原有要求企业⼀次性完成全⼝
径申报的模式改为了允许企业第⼀步凭提单信息进⾏概要申报即可提货，第⼆步在规定时间内（运输⼯具进境14⽇内）
完成完整申报。因此，原“海关接受申报之⽇”的规定已不适应“两步申报”的改⾰。《关税法》“完成申报之⽇”的规定，
可以理解为是指“两步申报”中的第⼆步完成完整申报之⽇，相较于原有的“海关接受申报之⽇”的规定更为合理，与“两
步申报”模式下企业的实际进⼝申报流程相匹配。然⽽，由于存在申报数据出错等因素导致报关单修改撤销的情况，在
实践中，“完成申报之⽇”可能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随着《关税法》的实施及相关配套规定的完善，海关或将对“完成申
报之⽇”做进⼀步的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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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择海关办理申报纳税⼿续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程度

在海关全⾯实施全国通关⼀体化后，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主地选择申报、纳税、验放地点和通关模式，并且可以
在全国任⼀海关办理通关⼿续。《关税法》将这⼀改⾰成果上升⾄法律层⾯，明确进出⼝货物的纳税⼈、扣缴义务⼈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规定选择主管地海关或⼝岸海关等办理申报纳税。这在提⾼企业⾃主性的同时，给予企业更
多的⾃由空间，可以结合⾃⾝业务的实际需要进⾏申报纳税，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程度。

2. 吸收关税制度部⻔⽴法成果

结合前期执法实践，《关税法》将⼀些已经成熟的部⻔⽴法吸纳其中，例如：

明确跨境电商相关经营者的关税扣缴义务，顺应电⼦商务的发展趋势

在《关税条例》中，关税的纳税义务⼈包括进⼝货物的收货⼈、出⼝货物的发货⼈及进境物品的所有⼈。随着跨境电商
的发展，执法实践中出现了“扣缴义务⼈”的概念。2018年，海关总署联合商务部等部⻔共同发布《关于完善跨境电⼦
商务零售进⼝监管有关⼯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号），规定负责归集电⼦商务企业的相关平台、物流企业
或报关企业是跨境电商零售进⼝商品的税款代扣代缴义务⼈。

本次《关税法》进⼀步规范了跨境电商业务场景下关税扣缴义务的承担主体，将扣缴义务⼈的概念写进关税法律，顺应
了电⼦商务的发展趋势。

完善关税的计征⽅式，总结关税计征实践经验，增加复合计征⽅式

《关税条例》规定进出⼝货物关税征收⽅式包括从价计征、从量计征以及其他⽅式。实践中，由于存在复合计征⽅式，
如根据《海关总署关于试⾏从量关税、复合关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署税〔1997〕481号），对⼴播级磁带录像机及
磁带放像机等货物试⾏复合计征，本次《关税法》在法律层⾯明确关税的三种计征⽅式，即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
计征（从量兼从价计征），与国内现⾏的税收征管⽅式保持同步。

明晰保修费计⼊计税价格，在法律层⾯完善估价制度

《关税法》中明确保修费⽤不属于不计⼊计税价格的项⽬，即保修费⽤属于货物应税价值的⼀部分，与现⾏的《海关审
定进出⼝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3号）第⼗五条的规定⼀致。因此，企业在向海关做计税价格的申报
时，应注意对保修费⽤的处理。

明确⽆代价抵偿三年的时间限制，进⼀步完善关税征管制度

《中华⼈⺠共和国海关进出⼝货物征税管理办法》（2005年海关总署令第124号，2018年修订）对纳税⼈申报⽆代价
抵偿货物提出了三年的时间限制。此次《关税法》吸收了该规定，要求纳税⼈应当在原进出⼝合同约定的请求赔偿期限
内且不超过原进出⼝放⾏之⽇起三年内，向海关申报办理免费补偿或者更换货物的进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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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退补税期限作出重⼤调整，体现权责⼀致

追补征期限统⼀为三年，⾛私⾏为⽆期限，税款追溯期间延⻓

与《关税条例》相⽐，《关税法》中“⼀年补征”变为“三年确认”当属本次修订最为瞩⽬的变化之⼀。我们理解，《关税
法》实施后，对于⾮因纳税义务⼈违反海关监管规定造成的少征和漏征税款，海关⼀年内补征的规定将被废⽌，取⽽代
之的为三年内进⾏确认，即，从时间期限上来看，海关将不再区分对税款的⼀年补征与三年追征，期限统⼀为三年。

除此之外，《关税法》还新增了对于⾛私⾏为海关追征税款⽆期限限制的规定，根据第四⼗七条规定，“对⾛私⾏为，
海关追征税款、滞纳⾦的，不受前条规定期限的限制，并有权核定应纳税额”。

变化《关税法》《关税条例》

“⼀年补征”变为“三年
确认”，可以理解为“⼀
年补征”变为“三年补
征”。

第四⼗五条 ⾃纳税⼈、扣缴义务⼈缴纳税款
或者货物放⾏之⽇起三年内，海关有权对纳
税⼈、扣缴义务⼈的应纳税额进⾏确认。……

第五⼗⼀条 进出⼝货物放⾏后，海关发现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
⾏之⽇起1年内，向纳税义务⼈补征税款。……

因纳税⼈违反规定造成
的“三年追征”没有变化。

新增对⾛私⾏为海关追
征⽆期限的规定。

第四⼗六条 因纳税⼈、扣缴义务⼈违反规定
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缴纳
税款或者货物放⾏之⽇起三年内追征税款，
并⾃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之⽇起，按⽇加
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第四⼗七条 对⾛私⾏为，海关追征税款、滞
纳⾦的，不受前条规定期限的限制，并有权
核定应纳税额。

第四⼗⼋条 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
扣缴义务⼈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
的，应当⾃纳税⼈、扣缴义务⼈应缴纳税款
之⽇起三年内追征税款，并⾃应缴纳税款之
⽇起按⽇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
滞纳⾦。

第五⼗⼀条 ……

但因纳税义务⼈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
款的，海关可以⾃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之⽇
起3年内追征税款，并从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
⾏之⽇起按⽇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

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义务⼈违反规定
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纳税义务⼈
应缴纳税款之⽇起3年内追征税款，并从应缴
纳税款之⽇起按⽇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
之五的滞纳⾦。

纳税⼈申请退税期限延⻓⾄三年，与补税期限匹配

与《关税条例》相⽐，《关税法》对于纳税⼈发现多缴税款的退还情形也进⾏了较⼤程度的修订。将纳税⼈发现多缴税
款申请退还期限从“⼀年”延⻓⾄“三年”，与《关税法》中追补征“三年确认”的期限保持⼀致，是《关税法》权责对等的
表现，给予纳税⼈和海关更多的时间来发现并纠正可能少缴或多缴税款的问题。

拓展原状复运进出境不征税的情形，将不可抗⼒纳⼊范围，有利于纳税⼈

《关税条例》第四⼗三条规定，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进出⼝货物⾃进出⼝之⽇起⼀年内原状复运进出境的，不征收进
出⼝关税。第五⼗条规定，已征进出⼝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状退货复运进出境的，纳税义务⼈⾃缴纳
税款之⽇起1年内，可以申请退还关税，并应当以书⾯形式向海关说明理由，提供原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在实践中，
部分企业由于⾃然灾害、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货物被退回，需要复运进境。前述情形因不属于“品质或者规格原因”，
进⼝时仍需缴纳关税，企业将承受额外税负。针对这种情况，《关税法》将“不可抗⼒”纳⼊范围，允许企业在符合不可
抗⼒情形下，⾃进出⼝之⽇起⼀年内原状复运进出境的，可以不征收进出⼝关税，或者对已征进出⼝关税的货物依申请
予以退还。除此之外，对于不征收进⼝关税的情形要求企业⼀年内原状复运进出境的规定，《关税法》还也新增规定了
在特殊情形下，经海关批准，可以适当延⻓前述款规定的⼀年期限。这些改变都体现了有利于纳税⼈的原则，进⼀步保
障了纳税⼈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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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关税法》《关税条例》

⼀年变为三年。第五⼗⼀条 ……纳税⼈发现多缴税款的，可
以⾃缴纳税款之⽇起三年内，向海关书⾯申
请退还多缴的税款。海关应当⾃受理申请之
⽇起三⼗⽇内查实并通知纳税⼈办理退还
⼿续。

第五⼗⼆条 ……纳税义务⼈发现多缴税款的，
⾃缴纳税款之⽇起1年内，可以以书⾯形式要
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同期活期存
款利息；海关应当⾃受理退税申请之⽇起30⽇
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义务⼈办理退还⼿续。

► 新增“不可抗⼒”的
情况。

► 新增对于特殊情况
下，可以适当延⻓
期限的规定。

第三⼗九条因品质、规格原因或者不可抗⼒，
出⼝货物⾃出⼝之⽇起⼀年内原状复运进境
的，不征收进⼝关税。因品质、规格原因或
者不可抗⼒，进⼝货物⾃进⼝之⽇起⼀年内
原状复运出境的，不征收出⼝关税。

特殊情形下，经海关批准，可以适当延⻓前
款规定的期限，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规定。

第四⼗三条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出⼝货物⾃
出⼝之⽇起1年内原状复运进境的，不征收进
⼝关税。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进⼝货物⾃进⼝之⽇起
1年内原状复运出境的，不征收出⼝关税。

► 新增“不可抗⼒”的
原因。

► 海关发现多缴以及
特定情况退还关税
加算银⾏利息。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的纳税⼈⾃缴纳
税款之⽇起⼀年内，可以向海关申请退还关
税。申请退还关税应当以书⾯形式提出，并
提供原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

► 已征进⼝关税的货物，因品质、规格原
因或者不可抗⼒，⼀年内原状退货复运
出境；

► 已征出⼝关税的货物，因品质、规格原
因或者不可抗⼒，⼀年内原状复运进境，
并已重新缴纳因出⼝⽽退还的国内环节
有关税收；

► 已征出⼝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
申报退关。

……

第五⼗三条按照规定退还关税的，应当加算
银⾏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的，纳税义务⼈⾃缴
纳税款之⽇起1年内，可以申请退还关税，并
应当以书⾯形式向海关说明理由，提供原缴款
凭证及相关资料：

► 已征进⼝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
因，原状退货复运出境的；

► 已征出⼝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
因，原状退货复运进境，并已重新缴纳因
出⼝⽽退还的国内环节有关税收的；

► 已征出⼝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
申报退关的。

……

第五⼗⼆条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应当⽴即通
知纳税义务⼈办理退还⼿续。

纳税义务⼈发现多缴税款的，⾃缴纳税款之⽇
起1年内，可以以书⾯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
的税款并加算银⾏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4. 解决执法实践中⻓期存在争议的问题

《关税法》本着有利于纳税⼈的原则就执法实践中⻓期存在的⼀些争议问题进⾏了明确，体现了⽴法的进步。

就低适⽤税率体现了税收法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相较于《关税条例》，《关税法》对“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 “关税配额税率”及“反倾
销税率”等税率在特殊情况下的适⽤进⾏了明确。

通常情况下，税率从⾼到低排序为：普通税率> 最惠国税率 > 协定税率/特惠税率> 暂定税率。本着就低适⽤的原则，
《关税法》对特殊情况进⾏了明确，如对于最惠国税率低于协定税率的情况，《关税法》第⼗三条规定“适⽤协定税率
的进⼝货物，其最惠国税率低于协定税率且⽆暂定税率的，适⽤最惠国税率”以及对于关税配额税率与暂定税率同时存
在的情况，第⼗四条明确“关税配额内的适⽤关税配额税率，有暂定税率的适⽤暂定税率”，就低适⽤税率这⼀原则体现
了税收法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减轻纳税⼈的负担，提⾼整体社会的纳税遵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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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涉及惩罚性措施货物原产地不明情况下税率适⽤规定，平衡国家税收与企业税负

原产地作为决定关税征收的重要要素之⼀，是决定货物适⽤税率、判断货物是否享受税收优惠，以及承担贸易制裁措施
的重要依据。《关税法》在法律层⾯纳⼊了原产地相关规定。第⼗⼀条第⼀款明确了关税税率的适⽤应当符合相应的原
产地规则，并在第⼗⼀条第⼆款规定，“完全在⼀个国家或者地区获得的货物，以该国家或者地区为原产地；两个以上
国家或者地区参与⽣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实质性改变的国家或者地区为原产地。国务院根据中华⼈⺠共和国缔结或者
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原产地的确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理解该条⽂是在《中华⼈⺠共和国进出⼝
货物原产地条例》（国务院令第416号⽂，2019年修订）仅对⾮优惠原产地规则进⾏规定的基础上，将优惠性贸易措
施下原产地的确定规则纳⼊并进⾏了概要性的规定。除此之外，由于原产地规则本⾝的复杂性，该条第三款规定“进⼝
货物原产地的具体确定，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的规定执⾏”，将原产地的具体确定⽅法指向了原产地条例及
相关规章和规范性⽂件。

在实际的进出⼝贸易活动中，由于供应链复杂、产品成分复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存在⽆法提供原产地证明或由于原产
地证明存疑、缺失等原因被海关认定为原产地不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的税率适⽤，《关税条例》第⼗条以及《关税
法》第⼗⼆条都规定了“原产地不明的进⼝货物，适⽤普通税率”。然⽽，需要注意，对于原产地不明,但⼜涉及到反倾
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报复性关税等措施的情况下，在《关税法》出台之前，如何适⽤税率存在较⼤争议。根据海关
对反倾销的有关规定（如海关总署公告2001年第9号），对于确实⽆法提交原产地证明，经海关实际查验不能确定货物
的原产地的，海关按与该货物相同的被诉倾销产品的最⾼反倾销税率征收反倾销税。但该情况下，货物的最终税率是该
反倾销税率加普通税率还是加最惠国税率，实践中争议较⼤，有观点认为由于原产国⽆法确定，根据《关税条例》第⼗
条的规定应在相关措施所实施的税率之上附加普通税率，也有观点认为由于适⽤相关措施的税率，其原产国推定为相应
的适⽤相关措施税率的国家，因此所加关税税率应为最惠国税率。本次《关税法》⽴法，对这种情况进⾏了明确，第⼗
九条规定：

“涉及本法第⼗六条、第⼗七条、第⼗⼋条规定措施的进⼝货物，纳税⼈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了证明材料但经海
关审核仍⽆法排除该货物原产于被采取规定措施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对该货物适⽤下列两项税率中较⾼者：

（⼀）因采取规定措施对相关货物所实施的最⾼税率与按照本法第⼗⼆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适⽤的税率相加后
的税率；

（⼆）普通税率。”

综上，对于此类原产地不明的货物，如果适⽤于上述第⼀项税率，即推定其原产于适⽤该规定措施的国家，因此适⽤相
关规定措施的税率（如对美加征税率）与该国家的适⽤税率（如最惠国税率/暂定税率/协定税率等）之和；如果适⽤于
上述第⼆项税率，则推定其原产于适⽤普通税率的国家，不适⽤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措施。⾄此，《关税法》的该
条规定理顺了税率适⽤的逻辑，在两种情况下，择⾼适⽤税率，既可确保应收尽收，⼜不过分加重纳税⼈的税负。

适⽤场景举例：

假设A国向我国倾销产品X，为此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A国的产品X征收反倾销税，其中被诉产品X的最⾼反
倾销税率为18.7%。根据我国现⾏税则，产品X关税适⽤从价计征的⽅式，普通税率为30%，最惠国税率为6.3%。海关
查验发现，甲公司进⼝产品X，其内包装上印有“A国制造”字样，但其提供的原产地证明为B国原产，经进⼀步审核，仍
⽆法确定货物原产地，属于原产地不明的情况。因此，根据《关税法》第⼗九条的规定，甲公司进⼝的产品X应适⽤的
关税税率是在a.普通税率30%与b.适⽤税率叠加附加税，即反倾销税率18.7%+最惠国税率6.3%=25%，之间从⾼适⽤。
因此，其进⼝关税率应为更⾼的a.普通税率30%。

取消海关退还多缴纳税款加算银⾏同期存款利息的条件，保护纳税⼈合法权益

《关税条例》中，海关退还多缴纳税款加算的银⾏同期存款利息的前提是1.纳税义务⼈发现多缴税款；2.纳税⼈⾃缴纳
税款1年内以书⾯形式向海关提出要求。《关税法》取消了这两项前提条件，明确规定凡是按照规定退还关税的，应当
加算银⾏同期存款利息，⼀定程度上体现对纳税⼈合法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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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税收征管制度相协调

新增保护纳税⼈合法权益的⽴法⽬的，平衡税务机关与纳税⼈双⽅的权利

《关税法》在第⼀条明确规定了“保护纳税⼈合法权益”作为⽴法⽬的，这与《中华⼈⺠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
简称为《税收征管法》）（1992年主席令第六⼗号，2015年修正）第⼀条⼀致，表现了相关法律规定并不仅是为了规
范税款的征收和缴纳，还在于平衡税务机关与纳税⼈双⽅的权利，本次⽴法也体现了对纳税⼈合法权益的保护。

将“完税价格”的表述调整为“计税价格”，与国内税收征管制度相协调

从语义表达的⻆度，“完税价格”或会被理解为“已经包含税款的价格”，存在引起执法争议的⻛险。本次《关税法》对于
“计税价格”的表述，与2023年发布的《中华⼈⺠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次审议稿征求意⻅中的表述保持⼀致，
进⽽与国内税收征管制度相协调。

明确优先受偿顺序，与国内税收征管制度相协调

《关税法》第五⼗⼋条参照了《税收征管法》第四⼗五条，规定：1.税款优先于⽆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
当纳税⼈⽋缴税款发⽣在纳税⼈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之前的，税款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执⾏，但抵押权、质权已
经实现的除外；3.⽋缴税款被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其财产不⾜以同时⽀付的，应当先缴纳税款。

《关税法》注重了与税收征管制度的协调，将⼀些具体表述和条⽂规定与税政征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了统⼀。

6. 在⽴法层⾯⾸次明确反规避措施

《关税法》第五⼗四条规定了“对规避《关税法》第⼆章（税⽬和税率）、第三章（应纳税额）有关规定，不具有合理商
业⽬的⽽减少应纳税额的⾏为，国家可以采取调整关税等反规避措施”。

其中，对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的”，《关税法》未对概念作出具体解释，我们认为可以参考中华⼈⺠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中华⼈⺠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修订）第⼀百⼆⼗条的释义：“企业所得税法第四⼗七条所称不
具有合理商业⽬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的”。

此外，“反规避措施”是海关法律体系⾸次提出的概念，但是在进出⼝贸易的制度中，“反规避措施”已经存在：

► 按照WTO的有关规则，对于“反规避措施”，是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倾销⽅式进⼊⼀国市场，对
已建⽴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实质损害威胁，进⼝国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为了
规避反倾销措施，部分企业会通过改变组装地点、对产品进⾏微⼩改变、调整贸易模式等⽅式来改变其原产地。这些规
避反倾销的措施抵消了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果。因此，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通过⽴法⼿段，对规避反倾销措施的
⾏为设置法律屏障，即为反规避措施。

► 《中华⼈⺠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4修订）》中第五⼗五条规定了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规避反倾销措施
的⾏为。

► 《中华⼈⺠共和国进出⼝货物原产地条例（2019修订）》第⼗条规定对货物所进⾏的任何加⼯或者处理，是为了规
避中华⼈⺠共和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有关规定的，海关在确定该货物的原产地时可以不考虑这类加⼯
和处理。

《关税法》第五⼗四条提出“反规避措施”，是⾸次在法律层⾯对“反规避措施”的确认，虽然反规避措施具体由国家哪个部
⻔负责制定和实施，《关税法》未予以指引，但相信后续相关部⻔或会对“反规避”具体措施予以规定。

我们理解，企业进⾏供应链筹划和税收筹划时，⼀般都会将降低税负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但是由于反规避措施的⽴法，如
何避免将合理的商业筹划被认定为不具合理商业⽬的的规避，成为了供应链布局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前国际贸易形势多
变，美国持续对中国的原产货物加征关税，国际贸易领域摩擦不断，不确定性进⼀步加剧，企业的供应链筹划涉及的因素
更多、链条更⻓。事实上，“反规避措施”在世界各海关都普遍存在，因此，提请企业不论是从事进⼝还是出⼝，都应在筹
划供应链时对该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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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关税法》具体条⽂的出台，建议企业⽐对条⽂，对⾃⾝进出⼝活动的合规性进⾏⾃查及⻛险评估，并在⽇常管理
中，更加重视进出⼝贸易活动的合规管理，定期进⾏进出⼝活动的健康检查，妥善保管通关单证和记录。

除此之外，在《关税法》正式实施之前，国家或会对⼀系列相关配套政策进⾏修订和更新，建议企业⾼度关注相关法规
的最新进展，并对照最新法规积极进⾏⾃我检查、及时调整内部合规管理制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联系我们：

华中区间接税/国际贸易团队

唐兵

⼤中华区国际贸易主管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21 2228 2294
bryan.tang@cn.ey.com

董怡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21 2228 4107
lynette.dong@cn.ey.com

徐海东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138 0174 2651
dong.xu@cn.ey.com

华北区间接税/国际贸易团队

张国瑜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86 10 5815 2197
tina-gy.zhang@cn.ey.com

华南区间接税/国际贸易团队

路遥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州分公司
+86 139 1015 1448
yao.lu@c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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