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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对双方间贸易的货物和双方间往来的运输工具实

施的海关程序。 

第二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一）海关当局是指： 

1．对澳大利亚而言，澳大利亚海关与边境保卫署或继任

机构；以及 

2．对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二）海关法是指与货物的进口、出口、移动或储存相关

的，其管理或执行明确由一方海关当局负责的法律、制度及行政

规定，以及由海关当局依其职权制定的任何规章；以及 

（三）海关程序是指各方海关当局实施的措施。 

第三条 海关程序与便利化 

一、各方应确保其海关程序在该方法律、法规以及所适用的

规章或程序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地与世界海关组织确立的国际标

准和推荐做法一致。 

二、各方应确保其海关程序： 

（一）以公平、统一及合理的方式实施；并且 

（二）避免随意和无根据的手续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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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方海关当局应定期审议各自的海关程序，以寻求简化

方案和加强双方互利安排，从而便利国际贸易。 

四、各方应确保货物的放行时间不超过保证海关法实施所需

要的时间。 

第四条 合作 

一、在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海关当局应致力于在

以下方面相互协助： 

（一）本章的实施与操作；以及 

（二）双方共同决定的其它事宜。 

二、各方对于可能对本协定实施产生实质影响的海关法或海

关程序的重大修改应尽可能及时通知另一方。 

第五条 风险管理 

各方在其海关程序实施中应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技术的应

用，以便利低风险货物通关，并使资源集中于高风险货物。 

第六条 信息技术的应用 

一、各方应在海关作业中应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技术，

特别是在无纸贸易环境下，并考虑包括世界海关组织在内的相关

国际组织在该领域的发展。 

二、各方海关当局应努力尽快建立海关和其他贸易有关的相

关部门要求的以电子方式进行信息交换的渠道，以便利货物和运

输工具的国际移动。 



- 3 - 

 

三、在引入和加强信息技术时，应尽可能征求有关方面的意

见，包括受到直接影响的商界的意见。 

第七条 透明度 

一、各方应尽快公布其与双方间货物贸易相关的普遍适用的

法律、法规以及适用的规章或程序，包括通过互联网。 

二、各方应指定一个或多个咨询点，处理利益相关方对海关

事务的咨询，并应通过互联网提供上述咨询程序有关的信息。 

三、在可行并符合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各方应通过在互联

网提前公布与双方间贸易相关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草案，以给

予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进行评论的机会。 

四、各方应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有关双方间贸易的普遍适用

的新的法律法规或其修订时，在公布与生效之间有合理间隔。 

五、各方应以统一、公正及合理的方式实施其与双方间贸易

相关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 

第八条 复议与诉讼 

各方应确保建立对其海关当局所做决定进行行政复议和司法

诉讼的制度。这种复议或诉讼应独立于做出决定的官员或机构。 

第九条 预裁定 

一、各方应以书面形式向本条第二款（一）项中描述的申请

人就税则归类、货物是否根据本协定属于原产以及双方同意的其

他事宜做出预裁定。 

二、各方在做出书面预裁定时应采用或维持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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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规定出口商、进口商或有正当理由的人员或其代表

可申请预裁定。一方可以要求申请人在其领土内有法定代表或进

行注册； 

（二）应详细说明申请预裁定需要提交的信息； 

（三）应允许其海关当局在审查预裁定申请过程中可以随时

要求申请人提供审查预裁定申请必需的补充信息； 

（四）应确保预裁定系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事实和情形以及决

定者所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做出；以及 

（五）应规定在收到所需全部信息后，在 60日内以签发海

关当局的官方语言向申请人迅速签发裁定。 

三、一方拒绝做出预裁定的，应立即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决定拒绝做出预裁定的理由。 

四、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本条第二款（三）项所要求

的补充信息的，一方可以拒绝该预裁定请求。 

五、在考虑机密信息保护需要的情况下，各方应尽力公布对

其他贸易商可能有重大利益影响的预裁定信息。 

六、除本条第七款规定情形外，各方应自预裁定做出之日起

或裁定指定的其他日期起 3年内或在该方决定的更长时间内，对

通过任何口岸进口至其领土内的货物适用预裁定。该方应确保在

有效期限内，在各方面事实与情形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对预裁

定涉及货物的所有进口给予同样待遇，不论涉及的进口商、出口

商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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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符合本协定的情况下，对于有下列情形，一方可以修

改或撤销做出的预裁定： 

（一）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二）提供信息不真实或相关信息被隐瞒； 

（三）基本事实发生了改变；或者 

（四）据以做出裁定的情况发生变化。 

第十条 货物放行 

一、各方应建立或沿用简化的海关程序提高货物放行效率，

以便利双方间贸易。本款不得要求一方对未满足放行要求的货物

予以放行。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各方应建立或维持下列程序： 

（一）规定在所有其他监管要求都已满足的情况下，货物到

达后尽快予以放行；以及 

（二）在适当情况下，规定在货物实际到达前可以提前以电

子方式提交信息并进行处理，以加快货物放行。 

三、各方应努力建立或维持有关制度，在货物有紧急通关需

要时可以获得海关快速通关服务。 

第十一条 易腐货物 

一、为防止易腐货物发生本可避免的损失或变质，在满足所

有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各方应： 

（一）规定通常情况下对易腐货物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予以

放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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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定作为例外情况，在适当时，允许易腐货物在海关

当局和其他相关主管机关工作时间之外予以放行。 

二、各方在安排可能要求的查验时，应优先安排易腐货物。 

三、各方应安排或者允许进口商安排易腐货物放行前的适当

储存。各方可以要求进口商安排的任何储存设施需由相关主管部

门批准或指定。将货物运到此类储存设施，包括对货物承运人的

授权，可以要求获得相关主管机关的批准。该方应在可行并与国

内法相一致的情况下，应进口商请求，规定从此类储存设施放行

的任何必要程序。 

第十二条 暂准进口货物 

一、各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规定，允许运入领土内的货物有

条件地免除支付全部或部分进口税和其他税收，前提是此类货物

满足以下条件： 

（一）因特定目的运入领土内； 

（二）将在特定期限内重新出口；以及 

（三）除因使用产生的正常折旧和损耗外没有发生任何改

变。 

二、一方不得对货物运输所使用的集装箱、托盘或包装材料

征收进口税或其他税收。 

第十三条 接受副本 

一、各方在适当情况下应努力接受进口货物随附单证的纸质

或电子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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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方不得在进口时要求提供已向出口方海关当局提交的

出口报关单正本或副本。 

第十四条 磋商 

一、一方海关当局可随时要求与另一方海关当局就本章执行

或实施中发生的问题进行磋商。除非双方海关当局另行商定，磋

商应在要求提出后 30日内通过相关联系点进行。 

二、就本章而言，各方海关当局应指定一个或多个联系点，

并向另一方提供联系点的详细信息。双方海关当局应将联系点的

信息变更情况及时通知对方。 

三、双方海关当局可就为保障双方间贸易或运输工具往来安

全而实施的海关程序所产生的贸易便利化问题举行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