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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私是逃避海关监管，偷退关税或携带违幕品或管制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行为。
走私的起源和海关的起源、关税的起源一样古老，走私几乎是同设立海关、征收关税同时产生的。
历史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走私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殊对象。
而在历史发展的近期，人类一直受着毒品犯罪的威胁，毒品走私不仅侵蚀人的身体，而且毒害人的精
神，更是滋生其他丑恶现象的根源之一，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打击走私毒品犯罪
也就成为国内和国际社舍的共同任务。

真如粟说人类对毒品危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的话，那么易制毒化学品的出现，则又是
对我国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的挑战。
当毒品的内涵和外延逐渐被大众所认知和识别时，毒品犯罪分子将视线转向毒制毒化学品。
他们利用大家对易制毒化学品认识上的模糊，管理上的漏洞和法律的滞后，进行毒制毒化学品的犯罪
活动，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绝不亚于毒品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
如何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加强进出境监督管理，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走私。
也就成为海关管理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毒制毒化学品是指用于非法生产、制遺或合成毒品的原料、配剂等化学品，包括用以制造毒品的原料
前体、试剂、溶剂、稀释剂、添加剂等。
我国刑法第350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氟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
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进出境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是刑法对走私易制毒化学品行为的直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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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
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的行为。
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制度。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是对我国有关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和国内贸易管理制度的破坏，这是1997年颁
布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所增加的罪名。
该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
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的行为。
该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也可构成该罪主体。
该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这种故意是非法买卖的故意，即明知是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仍无视法
律将其非法买卖。
    3．部门规章制度    早在1988年10月，我国将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3种可供制造海洛因的化学品列
为特殊化学品实行出口管制。
1993年1月，我国对《八八公约》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全部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
199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素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对麻黄素的生产、经营、运输
、使用、出口5个环节实行专项管理。
1998年12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
麻黄素类产品出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麻黄素各种盐类、粗品、衍生物和单方制剂等12个品种
全部实行出口管制。
1999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麻黄素管理办法》。
1999年12月，外经贸部正式发布《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
2000年5月，公安部发布了《麻黄素运输许可证管理规定》。
2000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素单方制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
麻黄素单方制剂的生产、经营、使用等进行了规范。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管理的通知》，对《八八公约》表一中8种易制毒化学品实行严格管理，严禁个人购买上述8种易制毒
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必须到公安机关办理备案登记和购用证明。
2002年3月，外经贸部、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国际核查管理规定》，明确国家对
麻黄素等14种易制毒化学品，在进出口管理过程中实际国际核查。
    4．临近境外毒源地的云南、四川等省、市还制定了对易制毒化学的生产、运输、经营和使用进行全
面管制的地方性法规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制定全国性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四、我国在易制毒化学品管制执法    方面的措施及成效    在不断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
我国各级禁毒执法和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管
理，严厉打击非法贩运、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犯罪活动。
    1．从严管理    药品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禁毒部门加强了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监管，对查
实参与非法贩卖易制毒化学品的经营单位，均依据有关法规，取缔其生产、经营资格，并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责任。
    2．双向查缉    西南地区口岸海关和公安机关都部署开展了既查禁毒品入境，又查禁易制毒化学品走
私出境的双向查缉，堵截了大批易制毒化学品出境。
    3．进出口核查    为了防止境外贩毒集团以伪装合法贸易的手段从我国进口易制毒化学品，从90年代
开始，国家禁毒委员会与联合国禁毒机构及有关国家主管部门建立了国际联合核查制度，查禁了大量
非法贸易。
    4．开展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和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全球主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使用和进出口国家共同开展的防止高锰酸钾流入非法制毒渠道的行动（“紫色行动”）和防止醋酸
酐流入非法制毒渠道的行动（“黄宝石行动”）。
2002年12月联合国麻管局又发起了“棱镜行动”，强化对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化学前体（如麻黄素、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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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油类产品、1-苯基-乙丙酮、胡椒基甲基酮等）的管制。
    近年来，我国各级主管部门和执法机关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特
别是麻黄素生产及流通领域的监督、管理，依法保护合法生产经营，坚决打击易制毒化学品的非法买
卖、贩运和走私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1）依法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
    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在边境地区及各出入境口岸，坚持开展既查禁毒品入境，又查禁毒品易制毒
化学品走私出境的“双向查缉”工作。
2000年9月至12月，国家禁毒委在全国部署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打击冰毒犯罪和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调查整顿了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状况。
1997年至2001年，全国共破获非法买卖和走私易制毒化学品案件850起，缴获各类易制毒化学品1508多
吨。
    （2）认真履行禁毒国际公约，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国际合作。
    我国有关部门与联合国禁毒机构及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联合建立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的国际核
查制度，1999年至2000年，共办理进出口核查1235件，发现并制止了46笔非法贸易，阻止了4216．3吨
易制毒化学品出境。
我国政府还积极参加全球开展的防止高锰酸钾、醋酸酐流入非法渠道的“紫色行动”和“黄宝石行动
”。
2001年3月，外经贸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醋酸酐和高锰酸钾进出口管理的通知》，规定对所有进
口国发出高锰酸钾提前通知书进行确认。
2001年通过国际核查，我国共阻止或防止易制毒化学品非法出口2024吨。
       五、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的状况    我国是一个化学品生产、使用和进出口大国。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不断增加。
针对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制、贩毒的新情况、新趋势，海关总署、外经贸部等部委在加强对易制毒化
学品的管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有效地遏制非法交易，保障合法贸易的正常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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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走私是逃避海关监管，偷退关税或携带违幕品或管制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行为。
走私的起源和海关的起源、关税的起源一样古老，走私几乎是同设立海关、征收关税同时产生的。
历史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走私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殊对象。
而在历史发展的近期，人类一直受着毒品犯罪的威胁，毒品走私不仅侵蚀人的身体，而且毒害人的精
神，更是滋生其他丑恶现象的根源之一，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打击走私毒品犯罪
也就成为国内和国际社舍的共同任务。
    真如粟说人类对毒品危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的话，那么易制毒化学品的出现，则又
是对我国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的挑战。
当毒品的内涵和外延逐渐被大众所认知和识别时，毒品犯罪分子将视线转向毒制毒化学品。
他们利用大家对易制毒化学品认识上的模糊，管理上的漏洞和法律的滞后，进行毒制毒化学品的犯罪
活动，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绝不亚于毒品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
如何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加强进出境监督管理，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走私。
也就成为海关管理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毒制毒化学品是指用于非法生产、制遺或合成毒品的原料、配剂等化学品，包括用以制造毒品的原
料前体、试剂、溶剂、稀释剂、添加剂等。
我国刑法第350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氟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
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进出境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是刑法对走私易制毒化学品行为的直接规定。
    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等是将鸦片提纯为海络因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配剂。
1988年10月10日，卫生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对3种特殊化学品实行出口准许
证管理的通知》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3种化学品的出口实行管理。
出口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出口单位应先填写卫生部制定的“特殊化学品出口申请表”，连同国
外进口商提供的该商品不用于生产毒品的保证函，以及合同副本一并报卫生部审批，卫生部审核后签
发出口准许证。
海关凭证监管验放。
1999年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国
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
任何企业或单位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均须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
第22条规定，海关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发证机构签发的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证验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82条规定，运输、推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进出境
的，是走私行为。
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监测某些用于制造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包括前体、化学品和溶剂，因为这些物质的方便获取，已导致更为大量地秘密
制造此类药品和药物。
公约呼吁国际间的合作。
由此可见，对易制毒化学品已有相关法津（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法规进行规定，也体现出国内立
法、国际社会对易制毒化学品问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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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制毒化学品如果不加以有效地控制，将给中国政府履行《国际禁毒公约》带来负面影响，一旦流入
非法渠道将被广泛地用于毒品的生产。
因此，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管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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