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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日本海关法原理和制度，既可丰富海关法学乃至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也可推动中国对日贸易的发
展。
鉴于目前我国国内并无此方面的成熟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日本海关法原理与制度》通过对日本海关
法的原理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及对日本海关法的制度进行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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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力，重庆市人，1955年生。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讲师。
1991年到1999年赴曰，先后任京都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财团法人）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关西
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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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关职员对于被怀疑有违反海关法的违法行为嫌疑的物品或场所有临检权、搜查权和扣押权，
但是这些权力行使的前提是要向当地的地方法院或简易法院①事先取得许可。
在申请这类许可时，海关职员应该提供证明有必要进行临检、搜查和扣押的相关资料。
海关职员经过许可还可以扣押邮寄物品，但是应该将其扣押的情况通知邮寄物品的发送人或收取人。
如果这项通知会有碍违反海关法的违法行为查处时，可不受此限。
海关职员发觉正在进行或者刚进行完毕的违反海关法的违法行为，在紧急情况下不能获得临检、搜查
和扣押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在违反海关法的违法行为现场实施临检、搜查和扣押。
海关职员在进行临检、搜查和扣押时，除非临检、搜查及扣押许可上明确记载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夜
间执法外，不得在夜间进行。
但是旅馆、饮食店等公众夜间能够出入的场所在其营业时间不受此限，可以在日落后或日出前进行临
检、搜查或扣押。
海关职员在临检、搜查或扣押之际必须向对方出示地方法院或简易法院的许可书，并且在进行质问、
检查、查封、临检、搜查或扣押之际，或者在被要求之际，应该携带证明自己作为海关职员身份的证
件，在关系人要求下有向其出示证件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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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
相互交往二千余年中，中日贸易一直是其重要的内容。
早在2008年，中日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667.9亿美元，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之一。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则仅次于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
在如此繁盛的中日贸易中，日本海关代表日本行使着相应职能。
国际贸易不同于国内交易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它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海关环节的政府监管。
因此，中国对日贸易，无论是对日出口还是进口，都必须在日本海关通关，要接受其监督，缴纳相关
的税费，配合其取缔走私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并接受其服务享受其通关便利。
日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日本海关行使其所有职能之际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日本海关法制度。
这一制度以日本《关税法》、《关税定率法》和《关税暂定措施法》为核心，涉及日本的立法、司法
、行政各个方面的法律机制，包含着各种法律原理，体现了深厚的法律传统。
因此，研究日本海关法原理和制度，既可丰富海关法学乃至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也可推动中国对日贸
易的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国内并无此方面的成熟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本书通过对日本海关法的原理进行分析和研
究，以及对日本海关法的制度进行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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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海关法原理与制度》：国际海关法律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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