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关法与海关执法研究论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关法与海关执法研究论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1656513

10位ISBN编号：7801656512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海关出版社

作者：成卉青

页数：3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关法与海关执法研究论文集>>

内容概要

　　成卉青同志从事海关工作20多年，一直注意结合工作实践，思考和研究有关执法疑难问题和相关
法律理论问题，除出版专著《中国海关法理论与实务总论》，主编《海关法律概论》、《海关调查学
概论》，参与撰写《行政处罚实用手册》、《企业法律顾问》、《司法语典》、《合法经营与违法犯
罪》等著述外，还在《中国法律》、《海关执法研究》等书刊上发表许多论文，并在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等召开的年会和论坛上提交多篇论文。
成卉青同志有关海关执法研究和海关法理论的文章，我读过不少，感到能紧跟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进程和不断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法学的步伐，紧密围绕海关立法的重点问题和海关执法中的疑
难问题，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海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对海关的期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海关法规
越来越为人们熟悉，社会各界特别是进出关境活动当事人对海关执法水平越来越关注。
成卉青同志从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中选出一部分结集成书，相信广大海关关员，外贸界、司法界、律师
界从业人员，以及涉外法学研究人员等读了会有一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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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卉青，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年被分配到海关总署工作至今。
著有《中国海关法理论与实务总论》，与人合著有《海关法律概论》、《海关调查学概论》、《企业
法律顾问》、《合法经营与违法犯罪》、《行政处罚实用手册》、《司法语典》等，在相关刊物发表
论文百余篇，是《法律年鉴》、《经济年鉴》、《百科年鉴》、《中国投资指南》特约撰稿人。
现为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北京
市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刑法学会理事。
曾为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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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关法律制度独具特色的中国海关法律制度进出口货物所有权人在海关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海关行政管
理中的代理、担保与海关管理涉及的民事债务清算问题和谐社会、和谐海关与海关税收工作的法治思
考完善财产权保护行政法律机制的一些思考--从十六起海关行政案件谈起《海关法》的修改与若干司
法、行政执法难题的解决中国海关的担保法律制度商品归类的法律意义海关监管货物的法律性质及其
处置海关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海关执法研究经济纠纷中涉及的海关变卖走私货物的问题两种不
同背景下的“包税”特定减免税案件审理的若干问题海关调查的法律保障关于案件调查处理的难点问
题探讨审理加工贸易案件应当注意理解法规立法原意和目的海关监管货物封存后灭失的法律责任海关
扣押、变卖、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进口货物收货人的所有权问题海关国际与区域合作海关国际(
地区间)合作的法律基础——兼谈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经济贸易发展与海关合作问题入世后的海关估
价、原产地认定和知识产权边境保护问题行政法与海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部门立法的若干问题《行政
处罚法》的实施与海关执法面临的新问题海关行政强制行为海关行政救济新形势下的海关行政复议应
诉工作新形势下的海关行政诉讼海关行政诉讼十二年法治海关建设增强执法意识，全面推进海关法制
建设海关调查证持证人员的职业要求依法把关、依法治关、讲求效率与现代海关制度法治型海关建设
及海关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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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人犯罪制度　　法人的概念从民事法律制度比较发达的西方引入，原来用于我国民法学
和民事法律中。
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构成我国“单位”、“组织”（接近但不同于法人，比法人含义广）的
都清一色是国家或集体性质，按当时的观念，“单位”、“组织”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只存在单位
成员的个人违法而“单位”本身不可能违法。
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一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动辄以“组织”名义侵犯公民正当权益的
事情时有发生，这使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单位”、“组织”的所有制性质并不能保证它们不会侵犯公
民合法权利，即使国家机关也一样①。
但对于企业、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机关是否存在犯罪行为，能否追究刑事责任则争议很大。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铤而走险
，利用国内外市场差价，大举走私，牟取暴利。
单位走私行为也在这一时刻进入了立法治理的范畴o 1987年《海关法》应运而生，直接规定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犯走私罪，对单位处罚罚金并追究主管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关法与海关执法研究论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