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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 

修正施行日：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

处罚办法》的通知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已经国务院批准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为保证《意见》的贯彻落实，总署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即以海关总署令第76号对外发布。署法

〔1999〕386号及所附海关总署令第76号同时予以作废。 

 

 

各海关在依据《办法》实施处罚，制发《处罚决定书》时，应同时引用《海关法行

政处罚实施细则》和《办法》或《意见》和《办法》的相关条款。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经

贸委、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加工贸易进口保税料件应当用于加工出口产品，加工贸易制成品应当在规

定期限内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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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擅自内销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成品构成走私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不构成走私罪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由海关依据《细则》 

第三条（四）项、第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条 未经海关许可，擅自转让、抵押、调换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成品的，由海

关责令有关企业追回有关料件或成品，并依据《细则》第十一条（二）项的规定，

处货物等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两倍以下罚款；擅自转让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成品，

有关料件或成品无法追回的，由海关追补税款及缓税利息，并按前述规定处货物等

值以下、50％以上或者应缴税款两倍以下，一倍以上的罚款。 

 

 

第五条 有关保税料件及成品数量短少不能提供正当理由或有关记录不真实的，由

海关追补税款及缓税利息并依据《细则》第十一条（三）项的规定，处货物等值以

下或者应缴税款两倍以下罚款。 

 

 

第六条 有关保税料件及成品确有特殊原因需转让或转用于生产内销产品，需报经

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由海关根据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件办理内销或者转让手

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进口料件征收税款及缓税利息。其中，进口料件属于国

家实行进口许可证件管理商品的，经营单位还需在规定的核销期内向海关补交进口

许可证件。在规定的核销期内不能提交上述进口许可证件的，由海关依据《意见》

第七条的规定对经营单位处进口料件案值等值以下、30％以上的罚款。 

 

 

第七条 有关保税料件及成品经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转让或者转用于生产内销

产品、但未经海关同意并办理补税手续而转让或用于生产内销产品的，海关除追补

税款及缓税利息外，还可依据《细则》第十一条（二）项的规定，处内销进口料件

等值50％的罚款； 

 

 

    经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但未事先报经海关许可并办理补税手续而转让

的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实行进口许可证件管理商品的，事后向海关报告或经海关事

后发现时能提供出口核销期内领取的有权发证部门发给的进口许可证件的，按前款

规定处理；不能提供进口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的进口许可证件属于出口核销期外补

发或不能提供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批件的，由海关按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有关保税料件及成品超过海关核销期（包括经批准的延长期），既不能出

口也未申请内销的，海关除按《细则》第十三条（六）项的规定予以处罚外，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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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十条规定要求经营单位补领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内销批准证件以及进口许可

证件。补来证件的，准予内销并补征税款及缓税利息；未补来证件或者不向省级外

经贸主管部门办理内销批准手续的，由海关按《海关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取变

卖，价款保留一年。在此一年期限内申领发还价款并补来批准内销证件以及进口许

可证件的，有关价款在扣除税款及缓税利息、罚款以及存储、变卖费用后予以发还；

仍无法补来有关证件的，按《海关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扣除有关费用后将所余价款

上缴国库。 

 

 

第九条 海关对有关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后，应及时按有关规定通报外经贸主管部门。 

 

 

第十条 海关按走私处罚或三次以上（含三次）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处罚的企业，

海关对企业按海关对企业分类管理中的Ｄ类进行管理，除原有加工贸易合同得继续

执行外，在外经贸主管部门恢复其加工贸易业务经营权或进出口业务前，海关不受

理其加工贸易合同登记备案和进出口货物报关。 

 

 

第十一条 海关对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适用

《细则》规定的程序，《细则》没有规定或规定与《行政处罚法》有冲突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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