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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中華民國法令政策規範與進口成衣通關實務，來探討中華民國海關與報關專責人員於

申報成衣進口稅則與核定進口稅則時，兩者間認知之差異。為明確瞭解中華民國海關與報關專責人員針對成衣

貨名於稅則實務上的認知差異，對通關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與 7 位專家的深度訪談來獲得資

訊，以解決研究問題及達成研究目的。研究結果發現，雖然雙方因角色與責任不同而有不同的執行方式，但都

認為稅則分類過於複雜，皆須具備成衣專業知識與瞭解稅則分類邏輯，得以避免稅則分類錯誤。最後，本研究

針對研究結論提出實務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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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要： 

由於國家整體經濟與安全考量、國際商品統一分

類制度等政策影響，有關貨名、屬性之認定、稅則號

別之判斷，在海關與報關專責人員及進出口人間見解

上之歧異一直尚待解決。本研究透過進口成衣、成衣

款式的文獻整理及分析，得知目前國際商品統一分類

制度(圖 1：前 6 位碼) 、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圖 1：

前 8 位碼)、HS 註解中文貨名解釋(圖 2)等，已不足以

對應成衣款式多變性，使得報關業者向海關申報貨名

所產生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來對於相

關現象與理論來進行探討與彙整，接著選擇在進口成

衣通關與報關實務具有一定工作經驗、專業知識，且

充分了解與實務經驗的 7 位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以達成

研究目的。 

根據文獻與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在遵守國際

WCO 規範和國內法令規定為前提之下，中華民國海

關與報關業者一致認為服裝成衣稅則分類過於複雜化

(圖 2)，應該與進口商溝通，以建構出更完整的紡織成

衣稅則分類邏輯。為突破目前現況，除改善紡織成衣

與稅則分類邏輯之專業知識不足之缺點外，海關應藉

由業界專家授課或相關單位提供參訪機制，才能與市

場接軌。而報關業者則認為海關應提供易於理解的稅

則指引，才有可能突破與改變現況。 

圖 1 中華民國貨品分類編碼架構 

圖 2 中華民國海關成衣貨名稅則-成套衣著定義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