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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八年了。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绝大部分WTO体制的相关
贸易规则——特别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规则——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然而，适用这些规则
、乃至构成货物贸易的多边协定的一项基础——海关估价规则却似乎是个研究冷门。　　海关估价规
则未被充分研究的原因颇耐人寻味。进出口公司向海关报关是其完成交易的必经程序，报关时价格申
报与进出口商的利益密切相关。目前，海关估价方面的争议是我国关税争议的主要类型之一。进出口
商如果在价格问题上处理不当还可能被指控为走私，甚至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然而，海关估价
规则却往往被学术界冠以“技术性规则”的称谓而被有意或_无意地忽视了。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
至少有两点：其一，海关估价规则不针对特定行业，高等院校教师和一般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常
听不到以行业协会或商会的名义对海关估价规则或其实施提出意见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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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年前，当徐珊珊同学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申请了硕士／博士连读，并准备以《多边贸易体
制下海关确定成交价格的法律问题》作为提前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选题，我对她给予了积极鼓励。这
一方面是因为该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除了海关估价广泛影响到进出口商的利益外，特别
是因为"成交价格法"是WT0海关估价协定所确定的海关估价的首选方法，它有别于我国"人世"之前所采
用的正常价格法或是参考价格法等以海关掌握的价格信息为准的估价方法。其中很多概念均为该协定
所首创或从美国法上所引进，对中国而言是全新的，比如"出口至进口国的销售"、"实付与应付价格"
、"买方佣金"以及"援助"等。对于这个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的基础性协定确实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另一
方面，也因为徐珊珊博士对于这个"人迹罕至"的领域具有独特的研究优势。她在考入复旦大学之前已
在上海海关学院从事了多年的法学教学工作，同时她还负责了上海小耘律师事务所的海关法律业务，
具有丰富的相关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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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随着关税水平的逐步下降和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海关估价方法对于关税保护
的影响也在减弱。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在欧盟国家约四分之一的制成品进口是免税的，还有约40％
的进口成品的关税低于5％，只有14％的产品仍被征收10％以上的关税。在美国80％的进口都实行免税
，只有8％的进口产品的关税高于10％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国家的名义关税率
（nominalrate protection，NRP）都很低，但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阶段，因此即便是对
竞争产品征收很低的名义关税，也能形成有效保护（efficient protection）。举个例子来说，假定可可豆
的价格占可可黄油生产成本的95％，那么如果对黄油征收5％的名义关税对国内可可黄油产业的有效保
护率就达到100％发达国家在通过有效关税率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还通过降低或免除原材料以及半成品
的关税率来鼓励国内产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关税升级
（tariff escalation）现象总体上减少了，但是较高加工阶段的关税升级比例却增加了0[3]可见，即使没
有直接提高名义关税率，发达国家仍然非常重视关税的保护作用。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在普遍地实施
高关税政策，关税的贸易保护意义对之当然也更为明显。因此在贸易分工全球化的背景下，关税保护
还远非一个过时的话题，相应地直接影响关税征收效果的海关估价方法问题也就不应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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