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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关稽查是海关对已经放行的进出口货物或者在监管期内的保税货物、减免

税进口货物的账簿、单证等情况进行核查，监督被稽查人进出口活动真实性、合

法性的最有效手段，是海关加强后续监管、衡量进出口企业整体守法水平，并反

馈结果用于今后的监管，从而建立风险管理的闭合回路，成为大监管体系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货

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进口第二大国，进出口经营企业数量更是大幅增加，因此

对海关稽查工作和稽查人员素质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传统的稽查方

式已无法满足当前海关稽查发展的新要求。从深化稽查业务改革、推进稽查法治

建设、提升队伍政治业务素质等方面进行务实创新，深挖海关稽查内部潜力，创

新稽查作业模式，成为我国海关稽查业务改革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海关稽查部

门尝试引入社会机构，让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建立起有机的联系配合机制，利

用专业机构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不仅可以帮助进出口经营企业弥补政策、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制度、规范认知不足以至在监管和被监管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的弊端，也能形成与海关稽查部门的有效合作，分担海关在监管中的工作压力和

责任。本文以广州海关稽查引入社会机构多年来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研究存在的

问题且进行深层原因剖析，对进一步完善社会机构协助广州海关稽查提出建设性

意见。 

 

关键词：海关稽查；社会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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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is the custom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or in the supervision period of the bonded goods, tax relief import goods books, 

documents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to verify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is to 

strengthen the follow-up supervision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to 

measur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mpliance with the import and export enterprises, and 

feedback for future supervision, thus establishing a closed loop of risk manag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regulatory system.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of trade in goods, imports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ry, the number of import and export 

enterprises i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so the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work and 

staff quality capacity also put forward more high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inspection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From the deepening of the audit 

business refor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enhance the team's 

political qual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pragmatic innovation, deepen the internal 

potential of customs inspection, innovation and inspection mode of operation, as 

China's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business reform the only way. In recent years, 

the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department has tried to introduce social 

intermediaries, so that intermediaries, customs,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n organic link 

with the mechanism,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not only can help import and export enterprises to make up 

for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regulate the lack of 

awareness in the process of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ion in a weak position, but also 

the formation of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departments to share the customs i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work pressure and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Guangzhou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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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learance audit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ntermediary  to assist  the  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Key Words：Customs Post-Clearance Auditing; social institutio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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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海关引入社会机构协助稽查工作，是全面推进稽查业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海关稽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它可以改变单纯依靠海

关力量进行监管的传统作业模式，全面提升中介引入的规模和效应，将政府、市

场、社会三者有机结合，有效提高稽查工作效能。本文从广州海关引入社会机构

协助稽查的实际案例分析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梳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

的有效途径，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稽查作为海关后续监管的主要力量，随着海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稽查部

门承担的职责任务越来越繁重，仅靠海关自身管理资源难以拓展更大空间。创新

稽查方式，采用政府服务外包，引入社会机构协助工作，适应简政放权的改革要

求。2016 年，全国海关稽查部门共完成稽查作业 8409 起，查发问题作业 4512

起，稽查追补税款 56.85亿元，完成保税核查作业 13550 次，移交加贸部门补税

14.48 亿元；稽查移交缉私部门案件线索共 1845 条，涉及货值 170.5 亿元，涉

及税款 14.97亿元①。 

1．选题背景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新形态不断出现、企业更多地

参与全球竞争、规模层级不断拓展、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延长等带来的巨大挑战，

促使海关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

发展，社会对政府管理要求的提高，简政放权的关键是梳理出行政权力的“运行

边界”。 

在 20世纪 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展了 “政府再造运动”，

使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 “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休斯提出：“西方国家的

行政管理模式已经逐渐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新模式转变②。” 

                                                             
① 2016 年稽查司工作总结. 
② (澳) 欧文.E.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M]. 张成福、马子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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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要求政府加大购买服务力度，

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作用。积极探索政府部门引入社会机构服务的

作用，以此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良性互动，鼓励社会机构向政府购买服

务等业务领域延伸。海关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也应积极与社会机构合作，利用其

组织特性，成为海关履行职能的新方式。 

深化海关稽查业务改革，推动海关稽查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海关稽查

的核心问题和首要任务。在综合监管体系建设现代海关制度中，要求逐步优化监

管查验工作机制，实现海关稽查与一线监管的错位管理，将海关稽查定位于后续

监管，要求稽查部门全面、独立地承担起海关对企业的后续监管任务。海关引入

社会机构协助稽查，作为推进海关稽查业务改革的着力点，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

为促进海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有益尝试。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三方机构的引入，是避免事件双方因利益牵涉而出现不公正、不客观的问

题，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近年来，随着国内第三方业务的不断发

展壮大，所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经济领域也开始逐渐向社会团体、医患

关系、政府智库等方面延伸。第三方与相关利益参与者相比具有更高的独立性，

决定了其在工作中能够更好的保持独立、客观的态度，不会将个人主观意愿掺杂

其中，在对是非对错和可执行性的判断方面得出的结果往往也更加客观、更加接

近真实水平。同时，政府管理中引入第三方机构，也是公共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引入第三方，不仅可以实现政府管理职能的转移，实现科学分工、扬长避短，

体现科学、全面的工作方法，最终形成专业化分工。同时，由于第三方身份的独

立性，能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一个沟通缓冲带，帮助双方实现尖锐问题或矛

盾的斡旋、调解，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 

（2）现实意义 

海关稽查引入社会机构协助工作，由于目前海关稽查人员的严重不足与外贸

进出口业务大幅扩张的矛盾日益凸显，单靠海关稽查干部不仅难以实现对企业的

有效稽查，工作效能无法保证。而且，稽查作为海关工作中专业要求比较高的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一、导论 

3 

作，不仅要求稽查人员充分了解掌握海关业务管理各流程，还需要具备坚实的财

务、会计等专业知识，当前的海关稽查队伍人才储备很难满足业务的需求。引入

社会机构，可以有效借助第三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较少的投入，大幅提高海

关稽查工作的效率，是海关稽查业务不断增多的现实必然选择。同时，引入社会

机构，相当于在海关与被稽查人之间形成沟通的缓冲带，不仅可以改变被稽查人

相对弱势的地位，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有效增加海关与被稽查人的沟通渠

道，达到海关规范企业进出口经营行为、促进外贸发展的管理目的。 

3．问题的提出 

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从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政

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开展。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提出“服务而非掌舵”的

公共管理新原则。 

推动“简政放权”和法治政府建设，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政府部门

提出的改革方向和总体要求。自 2008 年 5 月海关总署组织开展“企业稽查借助

中介机构审计力量”试点以来，企业稽查部门把引入社会机构协助稽核查工作作

为提升后续监管效能、引导企业自律的重要手段之一，并积极探索完善工作机制，

促进企业守法自律，顺应了政府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方面引进源头活水，借力企

业自身规范管理的能力，拓展海关后续监管覆盖面，另一方面盘活现有存量，集

中稽查精干力量，大力开展行业性专项稽核查，以查促规，提高稽查综合效益。

本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政府改革中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为实践背

景，以公共服务市场化为切入点，通过对海关稽查现状的阐述，根据广州海关关

区开展引入社会机构协助稽查工作的案例研究，阐述社会机构服务海关稽查存在

的问题及难点，通过深层次的原因探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完善路径、所需

条件与保障措施。 

（二）文献综述 

海关稽查作为海关的第二监管战场，在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强

化稽查法治建设，持续推进稽查业务改革，开展专项与常规稽查工作，以提升后

续监管综合效能。从海关稽查职能的研究、方式的转变、可开拓的新思路，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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