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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長�的�話

香港海關肩負執法、便利商

貿、保障稅收和保障消費者多

重職責。我很高興加入香港海

關，與同事攜手合作履行此等

重任。

自8月20日出任海關關長以

來，我已到訪不同科系，了解

部門各個工作範疇，並與同事

和員工代表會晤溝通。海關人

員貫徹使命，同心協力提供符

合社會期望的多元化服務，一

向以來都獲得各方的高度讚賞

和認可。

香港海關與國際和地區的對口

單位，以及與業界建立的緊密

協作網絡，亦令我印象深刻。

部門在執行職務時透過協作網

絡互換情報、管理風險和展開

聯合行動，都使工作取得豐碩

成果。

海 鋒海 鋒

一

鄧忍光(左)參觀海關數據中心。

全球一體化促進國際間的發

展，帶動蓬勃的電子商貿，以

及頻繁的人流貨運。這個發展

一方面便利正當營商，另一方

面卻要求執法工作加強邊境管

理，以打擊不法活動，尤其是

日增的販運毒品和受管制物品

活動。

此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侵

權行為亦變化多端，特別是侵

犯知識產權和網上的侵權活

動，手法日新月異，層出不

窮。海關採取以科技打擊科技

罪案的策略，正好減省全天候

網上監察的大量人手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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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關關長(右二)在羅湖管制站了解口岸的運作情況。

海關關長到訪港口及海域科，並登上海關區域巡邏船視察。

時亦提高成功偵察可疑個案的

成效。

在便利商貿方面，海關提供清

關優惠予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

和已簽署互認安排的經濟體

系，這項方便措施備受歡迎。

短短四年間，海關即協議合共

六份互認安排，當中包括與內

地簽署的安排，以及與馬來西

亞快將簽訂的安排，進展令人

鼓舞。

隨着跨境人流物流急增，部門

在執法時必須繼續加強和協調

邊境管理，而預計未來新邊境

管制站亦會陸續投入服務，海

關將面對如何善用資源應對服

海關關長(左)巡視空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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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務需求的挑戰。不過，我相信

同事必定會一如既往，悉力以

赴，落實工作成果。

海關在各個工作領域取得實質

鄧忍光(中)到訪落馬洲，親身了解管制站的設施和運作。

鄧忍光(中)參觀電腦法證所。

的進展，是海關人員多年來同

心協力幹出的佳績。海關人員

的培訓及發展至為重要，來年

部門會招聘一批新入職員工，

現職人員亦要與時並進，在工

作上發揮潛能。大家日後可透

過進一步溝通，就共同關注的

事宜及建議交流意見，為部門

的裨益共同努力。

香港憑藉地理優勢，在「一帶

一路」策略中將擔當重要的角

色。展望未來，海關必須把握

機遇，致力推動沿線國家的聯

繫，便利商貿。

聖誕將至，我在此祝願各位同

事及家人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海關關長

鄧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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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共建共贏：「一帶一路」海關高層論壇

香港海關代表團於2015年5月27

至28日出席海關總署在西安舉辦

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國際海

關高層論壇。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是內地於2013年提出的倡議，旨

在促進亞洲、歐洲及非洲各地的

貿易聯繫、資金融通、基建投資

及政策協調，今次論壇就是在「

一帶一路」的背景下召開。

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海關

總署邀請了相關的海關機構以及

其他國際和區域組織，包括世界

海關組織出席論壇，以加強實現

各海關之間的「互聯互通」和促

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

在貿易便利化及區域經濟上的發

展。此外，論壇亦為各方提供平

台，讓各參與者可一起討論，並

為日後的合作帶來更多機會。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海關總署署

長于廣洲、陝西省委書記趙正

永及世界海關組織總幹事Kunio�

Mikuriya出席論壇的開幕儀式，並

發表主題演講。于廣洲期間就海

關合作提出了四項建議，包括：

（一）堅持「一帶一路：沿線海

關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二）

堅持沿線海關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三）堅持沿線海關執法合

作、協同防範；及（四）堅持沿

線海關兼容並蓄、交流互鑒。

香港海關代表團於論壇上發表題

為「一帶一路：一體化的最佳詮

釋」的演講，詳細闡述了香港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區位優

勢，並指出這倡議將進一步促進

各國海關的交流合作。

為期兩天的論壇集合了超過300

多位來自64個國家及8個國際和

地區組織的代表出席。參與者彼

此分享意見和交流經驗，成果豐

碩。在論壇的尾聲，各代表通過

了『世界海關組織運用技術工具

支持「一帶一路」海關加強� 「互

聯互通」建設』的西安聲明。

此外，于廣洲及海關總署副署長

孫毅彪亦與香港海關及澳門海關

的代表團進行會談，討論共同關

心的最新議題。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四

內港澳三地海關代表團於出席論壇期間進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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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港海關與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合辦知識產權研討會

香港海關與香港歐洲商務協會(歐

商會)於6月2日合辦「轉口貨物

對保護知識產權帶來的挑戰」研

討會，以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工

作。是次研討會旨在與品牌擁有

人、法律專業人員和知識產權業

界分享應付跨境侵權罪行所帶來

的挑戰。研討會在海關總部大樓

舉行，共有超過40名來自34個品

牌擁有人、法律專業人員、知識

產權業界及歐商會的成員參與其

中。

海關助理關長（情報及調查）何

仕景在會上致開幕辭時表示，世

界很多如香港般繁忙的物流中

心，正面對透過郵政和快遞渠道

轉運侵權物品的挑戰。他指出，

面對這挑戰，香港海關實施多

項嶄新措施，包括與內地執法機

構、跨國快遞營運商及知識產權

業界加強合作及情報交流，並發

展新科技設施，有效偵查及打擊

日新月異的網上侵權手法。

研討會透過不同嘉賓的專題講解

和進行互動形式的討論環節，讓

參加者進一步了解打擊跨境侵權

活動的執法經驗及成功例子，以

及相關工作的挑戰與展望等。

參加者對這次研討會反應熱烈，

並期待香港海關日後繼續舉辦同

類的研討會。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香港歐洲商務協會的代表Mr�Stanislas�Barro在研討會上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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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南亞區域知識產權執法工作坊在香港舉行

香港海關和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

局(US� ICE)於2015年6月23至25

日在香港合辦東南亞區域知識產

權執法工作坊。工作坊旨在加強

區域內各海關在堵截及調查知識

產權罪行的執法能力。此外，參

與的各地海關及知識產權擁有人

亦藉此工作坊加強相互合作及情

報交流。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夏千福

及海關助理關長(情報及調查)何

仕景均在工作坊開幕禮上致辭。

工作坊共有49名來自14個經濟體

系的代表(包括中國內地、香港、

澳門、孟加拉、柬埔寨、印度、

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及美國)

參與，並邀請了31名來自公共及

私營機構的講者，分享他們就知

識產權的立法框架、商標註冊、

備案、調查技巧、以致與業界合

作等各方面的寶貴經驗，從而更

有效地打擊境內、跨國及網上的

侵權罪行。

為期三天的工作坊提供了一個平

台，讓各地海關、相關執法機構

及知識產權擁有人就保護知識產

權和打擊侵權活動方面分享和交

換寶貴的經驗和意見。工作坊已

圓滿結束，並獲參加者正面評

價。香港海關將繼續提升區內執

法機構就打擊侵權罪行方面的能

力。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夏千福(前排右十)及何仕景(前排左十)與參加者及美國政府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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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剪影﹣會議

香港海關代表在國際會議談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

譚溢強(右一)在會議上發言。

世界海關組織(WCO)� 採用《保障

及便利國際貿易標準框架》已有

十年，並於2015年4月透過第14

屆保障及便利國際貿易標準框架

工作小組會議，讓各成員組織回

顧過往海關在保障全球供應鏈安

全角色上的演變，以及展望未來

發展方向。

會議為期三天，在布魯塞爾舉

行，其中一項重要議題是認可經

濟營運商(AEO)計劃的全球發展

狀況。

供應鏈安全管理科高級參事譚溢

強獲WCO邀請，就香港海關在推

行AEO計劃與互認安排的經驗，

向150多名成員組織及商界代表

發表演說。

與會者對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

劃能在監管與便利貿易間取得平

衡，以及為切合業界不同持份者

的營商情況及需要，特別是佔本

地企業總數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小

型企業而設的兩級認證機制，均

留下深刻印象。與會者亦對部門

在過去短短數年間與香港主要貿

易伙伴在互認安排上的長足發

展，給予高度評價。

此外，就實行互認安排所面對的

挑戰，香港海關提出不少可行策

略，得到與會者的積極回應，當

中包括擴大互認安排優先清關優

惠至貨運代理商、實施區域性單

一窗口以增強連接性、運用交易

識別號碼進行自動數據交換，以

及定期交換統計數據以監察互認

安排的成效，這些建議都獲得與

會者大力支持。

供應鏈安全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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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剪影﹣會議

方大維（右）與Mr�Antonis�Kastrissianakis交換簽訂的行動計劃。

香港與歐盟聯合海關合作委員會會議

第十屆中國香港與歐盟聯合海

關合作委員會會議於2015年4月

27日在香港舉行。香港海關助

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援)方大維

與歐盟委員會海關與稅務同盟

的保安、便利貿易、原產地規

則及國際合作局局長Mr� Antonis��

Kastrissianakis共同主持會議。

今次會議主要回顧雙方在執法合

作及便利貿易的成效。有見香港

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往來日漸頻

繁，雙方商討加強供應鏈安全的

合作，以及在2016年進一步開展

中歐安全智能貿易航線試點計劃

第三階段運作，並積極探討互認

對方的認可經濟營運商，讓業界

在外地享有更多的通關便利。

此外，為進一步加強保障知識產

權和執法工作上的合作，雙方在

會後再簽訂行動計劃。

今次會議共有18名歐盟代表成員

出席，當中包括歐盟委員會海關

與稅務同盟的代表、駐布魯塞爾

歐盟輪值主席的代表、歐盟駐香

港及澳門辦事處主任及歐盟成員

國的海關代表等。

聯合海關合作委員會的成立，旨

在監督中國香港與歐盟雙方於

1999年所簽署有關海關合作及相

互行政協助協定的執行情況。會

議每兩年召開一次，至今已經是

第十屆。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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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剪影﹣會議

世界海關組織周年首腦會議

香港海關代表團於2015年6月11

至13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世

界海關組織第125/126屆議會會

議。來自180個成員國的海關部

門首腦及高層代表在這次周年全

會上就全球海關議題交換意見，

從而加強海關於便利商貿和邊境

管理上的角色。

為配合世界海關組織今年的主題

「協調邊境管理」，議會通過了

2015年版的《保障及便利國際貿

易標準框架》，當中包括新增的

海關與各地政府和其機構維持及

發展良好關係細則；並採納了海

關與商界伙伴關係指引，藉此推

進各方與海關的合作。

在地區協商會議上，香港海關介

紹海關禁毒策略計劃的最新發

展，並鼓勵與會者參與地區性聯

合緝毒行動。

全會亦選出三個世界海關組織主

要職位的繼任人，分別為守法與

便利司司長（美國代表）、能力

建設司司長（巴西代表）和稅貿

司司長（中國代表），三人將於

2016年1月履新，任期為五年。

此外，香港海關亦於會議期間與

泰國海關簽訂認可經濟營運商計

劃互認安排。這是繼內地、印

度、韓國和新加坡之後，香港海

關和其他海關當局簽訂的第五份

互認安排。香港海關至今通過了

二十八間公司為認可經濟營運

商，其出入口貨物可獲享包括減

少查驗及優先接受清關等的通關

便利。

部門亦與馬達加斯加海關簽訂互

助合作安排，這是香港海關與其

他海關當局所簽訂的第二十二份

合作安排，旨在透過行政互助，

採取更有效的措施打擊跨國罪

行。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供應鏈安全管理科

香港海關頒發證書予三間新增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

三間公司新近獲認證為香港認可

經濟營運商(AEO)，使目前AEO

的總數增至28間。頒授典禮於

2015年8月12日舉行，由香港海

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援）

方大維頒發證書，以確認三間公

司在全球供應鏈安全的可信賴伙

伴地位。

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於2012

年4月起實行，獲認證的公司可

享有通關便利優惠，如減少查驗

和優先接受清關，以及其他伙伴

海關組織根據互認安排而提供的

特別優惠。

為了保障及便利貿易，開展AEO

計劃已成為全球趨勢。香港大部

分主要貿易伙伴均已推行這項計

劃，而部分經濟體系之間更已簽

署互認安排。香港海關至今已分

別與內地、印度、韓國、新加坡

及泰國海關簽訂互認安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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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剪影﹣會議

證書頒授典禮上的合照。

與內地、韓國和新加坡的互認安

排更已全面實施。

根據互認安排，香港AEO的貨物

出口往簽訂互認安排的經濟體系

時，將獲當地海關確認為低風

險，從而享有更多的通關便利，

以及更快捷的清關服務。對方

AEO出口往香港的貨物亦相對地

可在香港享有快捷的通關便利。

部門現時與馬來西亞和日本海關

的互認安排商討進展良好，並將

積極與香港其他主要貿易伙伴，

包括歐盟和台灣，開展互認安排

的洽商，務求為香港AEO帶來更

多國際層面上的優惠，以協助其

拓展海外市場。

供應鏈安全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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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剪影﹣會議

粵 港 海 關 不 斷 優 化 通 關 措

施，便利合法商貿往來，促

進兩地經濟發展。香港海關

於2010年5月推出道路貨物

資料系統，收取業界預報的

電子貨物資料以提供無縫清

關的便利。在道路貨物資料

系統的基礎上，香港海關於

2010年11月發展多模式聯運

轉運貨物便利計劃，為聯運

轉運貨物提供清關便利，透

過應用電子鎖及全球定位系

統，對經香港轉運的道路貨

物作出監察，從而避免貨物

在進口及出口香港時被重覆

檢查。

至2012年11月，粵港海關推

行跨境一鎖試行計劃，讓香

港海關的多模式聯運轉運貨

物便利計劃與內地海關的跨

境快速通關對接，以進一步

加快粵港兩地聯運轉運貨物

的通關流程。

為向業界推廣跨境一鎖，香

港海關與廣東海關於2015年

6月18日在香港海關總部大樓

㩦手舉辦跨境一鎖試行最新

發展宣講會，向現時參加多

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

的業界代表介紹跨境一鎖的

最新情況以及如何擴展清關

點，以進一步便利跨境物流

業發展。

宣講會順利進行，粵港海關

及香港業界透過直接溝通的

平台交流意見。業界表示計

劃的擴展能進一步提高通關

便利和有利轉運貨物業務的

中長期發展。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最新發展

前線海關人員在檢查貨物後為電子鎖加添綠燈常亮標示，讓內地海關進行查驗結
果，參考互認，加快粵港兩地貨物通關流程。



護 法 守 關 � � 專 業 承 擔

2015年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

分享海關如何應對電子商貿因高

速增長而大幅改變的營商環境。

方大維強調，為達致電子商貿的

健康發展，海關與商界的夥伴關

係、有效的執法措施及物流業界

的良好實務守則，最為重要。

此外，香港海關亦參與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海關程序小組委員會

2015年第二次會議，會議繼續研

究及推動相關措施，以打破跨境

貿易障礙及增強海關執法能力，

從而促進供應鏈的互聯互通、安

全性及效率。各成員在會上除通

過多項貿易便利化措施外，亦匯

報本地及區域單一窗口系統的發

展，並深入討論推行航空旅客資

料預報、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

跨境電子商貿及各項執法計劃的

倡議。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方大維於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海關事務會談中，向海關及業界代表就電子商貿議題作出簡報。

香港海關於8月25至28日出席在

菲律賓宿霧舉行的2015年度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海關與商界對話

及海關程序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

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海關與商界

對話中，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

援)方大維就電子商貿如何促進微

型及中小企發展的議題上發言。

方大維與亞太區海關及企業代表

活動剪影﹣會議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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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香港海關於2015年6月5日舉辦單

一窗口研討會，邀請了韓國海關

的相關專家Mr� Park� Jong-pil分享

該國在規劃、發展和落實單一窗

口及其電子清關系統UNI-PASS方

面的經驗。

為配合國際間發展單一窗口的大

趨勢，香港積極進行相關的研究

工作。研討會在香港海關總部舉

行，旨在向現階段的相關持份者

介紹單一窗口的概念，並借鑒其

他國家的經驗，為未來發展系統

做好準備。

超過290位來自香港海關、相關

決策局及部門，以及負責研究

的顧問團隊都有參與。Mr� Park�

Jong-pil在會上闡述了單一窗口在

資源管理上帶來的好處以及UNI-

PASS在節省時間和成本方面的優

點，並回答與會者的提問。

單一窗口可便利貿易和運輸各

方，從而提高本身的生產力和競

爭力。對於政府，單一窗口也可

帶來更好的風險管理和提高安全

性。�

香港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

援)方大維在總結時，向與會者介

紹單一窗口在本港及亞太區其他

經濟體系的發展，以及香港設立

單一窗口可帶來的好處。單一窗

口既可為貿易業界增加物流供應

鏈的透明度，減低規管程序的成

本，亦可因應更有效率的通關便

利而直接減省時間成本。

縱觀目前的國際環境，不單大部

份已發展及發展中經濟體系已建

立單一窗口，建構區域聯網的單

一窗口亦是大勢所趨，「東南亞

國家聯盟」及「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的區域聯網單一窗口

均會在短期內實現，進一步便利

跨境貿易，香港亦正加快建設本

地單一窗口的步伐。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單一窗口研討會

方大維於研討會上闡述單一窗口在香港的發展前景。

活動剪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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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內港兩地海關信息化專家小組第四次會議

方大維(前排右三)、韓堅(前排左三)及雙方代表團合照。

內港兩地海關在加強信息化合

作，提升監管效能及利便商貿等

各個範疇繼續保持緊密合作。

香港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

支援）方大維與海關總署科技發

展司副司長韓堅於2015年6月17

日，分別率團出席在香港舉行的

第四次內港兩地海關信息化專家

小組會議。

雙方重點討論了陸路貨物電子數

據互換、內港兩地單一窗口的最

新發展，以及跨境電子商務涉及

的郵政快件數據互通等項目。此

外，會議亦就推動互聯互通，信

息共享以配合一帶一路策略作出

探討。

會議已就陸路貨物電子數據互換

達成合作方案，透過香港海關的

道路貨物資料系統與內地海關的

中國電子口岸把貨物資料進行雙

向互換，並邀請現時參與粵港海

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計劃的企業

以自願形式先行先試，按要求提

供所需轉口貨物數據，以供內港

兩地海關作風險評估。雙方專項

小組會具體研究業務及技術細

節，以期儘快開始試行。

雙方期望內港兩地信息共享的合

作模式能起積極示範作用，為日

後兩地單一窗口以至全球化海關

信息互享奠下重要基石。

資訊科技科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活動剪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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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自《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

手法）（修訂）條例》於2013年

7月19日生效以來，版權及商標

調查科展開連串雷厲執法行動，

迄今共破獲24宗售賣仿冒真品藥

物的案件，拘捕32人，檢獲相關

貨品總值十三萬元。

為表揚海關人員致力打擊仿冒真

品藥物，「喇叭牌正露丸」商標

持有人大幸藥品(亞洲太平洋)有

限公司及「娥羅納英」商標持有

人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的代

表，於2015年3月26日向版權及

商標調查科致送紀念品，並由高

級監督何珮珊代為接收。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藥品業界致送紀念品予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大幸藥品董事總經理李少程(中)致送紀念錦旗予何珮珊(左)。

活動剪影﹣會議

大塚製藥董事總經理中島康人(前排左七)與版權及商標調查科前線同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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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檢控官講解不良營商手法和有組織走私案件

活動剪影﹣會議

十六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余國慧於2015年

7月15日出席為海關人員舉辦的法

律講座，深入闡釋有關不良營商手

法和有組織走私案件的刑法，以及

成功舉證檢控的要訣，並引述海關

案件作講解。

該講座由檢控及管理支援科舉辦，

在海關總部大樓舉行，為時三小

時，共吸引了240多位前線和調查

科系的同事參加。

高級檢控官余國慧(左三)與檢控及管理支援科同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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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活動剪影﹣會議

助理關長(邊境及港口)鄧以海帶

領來自情報科、陸路邊境口岸

科、項目策劃及發展科及海關事

務及合作科的四位港方人員，參

加於2015年7月16日在澳門召開

的港珠澳大橋三地海關通關業務

合作高層磋商第三次會議，粵方

和澳方代表團分別由海關總署廣

東分署副主任何力、拱北海關副

關長薛原及澳門海關助理關長黃

國松帶領。

三地海關代表各自匯報地區大橋

建設的最新進度，並對各項可行

的通關合作方案進行商議，包括

訊息及情報交換，以及共同打擊

跨境走私活動的合作機制。

三地海關在會上都同意積極探討

將現行應用在深港口岸的跨境快

速通關安排推展到港珠澳大橋項

目上，亦就其他合作項目作出有

建設性的交流，為將來的合作發

展奠下基礎。

項目策劃及發展科

港珠澳大橋通關業務合作會議

鄧以海（前排右二）、何力（前排左三）、黃國松（前排右三）、薛原（前排左二）及代表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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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訪問

香港海關於2006年成立青少年

打擊網上盜版大使計劃「青網

大使」，並獲得知識產權業界的

鼎力支持。計劃的目的是透過讓

青少年直接參與打擊網上盜版活

動，加強年青人尊重知識產權的

意識及宣揚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

性。至今，共有十三個本地青少

年制服團體共逾二十五萬名會員

參與此計劃。

青網大使於2015年與知識產權署

的「我承諾」行動合作舉辦一系

列教育活動和比賽，如電影觀賞

會、歌曲及歌詞創作工作坊、歌

唱比賽和四格漫畫工作坊等。

此外，為加強尊重及保護知識產

權的意識，香港海關與廣東省版

權局聯同知識產權署近年共同舉

辦粵港青少年知識產權交流活

動。本年度，廣州市的青少年代

表於2015年2月份赴港交流，而

十八名青網大使的代表亦在廣東

省版權局的安排下於4月8至9日

前往廣州進行交流活動。

廣州一直重視保護知識產權，為

知識產權業界提供良好的發展環

境，多間國家重點動漫企業亦在

廣州設立。活動期間，青網大使

的代表訪問內地知識產權執法部

門和參觀國家重點動漫企業漫友

文化和原創動力文化，增進對保

護知識產權工作的認識，有助提

高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十八

青少年知識產權交流活動

香港海關代表、青網大使與廣東省版權局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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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官員訪問香港海關

活動剪影﹣訪問

十九

香港海關一直與本地領事館﹑海外

海關和執法機構維持緊密的合作關

係。

法國駐港總領事Mr� Arnaud� Barthe-

lemy於2015年4月28日禮節性拜訪

香港海關，雙方就各個共同關注的

事項交換意見。

歐 盟 委 員 會 反 欺 詐 局 局 長 M r�

Giovanni� Kessler於5月15日率領四

人代表團訪問香港海關，雙方就打

擊兩地欺詐案件進行檢討。同日，

英國嚴重欺詐案辦公室總監Mr� Da-

vid� Green亦訪問香港海關，雙方

在會議期間就各個範疇包括刑事檢

控、打擊走私香煙以及保護知識產

權進行討論。

澳洲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局長Mr� Ro-

man� Quaedvlieg於6月2日帶領三人

代表團禮節性拜訪香港海關。會

上，雙方就兩地緝毒行動合作進行

檢討，並在新修訂的互助合作安排

框架下探討更多的合作機會。

澳洲聯邦警察助理處長Mr� Ian� Mc-

Cartney及三人代表團於6月18日與

香港海關助理關長(情報及調查)何

仕景進行禮節性會晤。雙方就緝毒

調查和打擊洗黑錢的執法活動進行

全面討論。

澳洲移民和邊境保護部副部長Ms�

Michaelia�Cash於7月4日率領五人代

表團到訪空郵中心。機場科總指揮

官劉德才向澳洲代表團闡述香港海

關於空郵中心的執法工作，並與Ms�

Cash�就打擊兩地快遞郵件的跨境罪

行交換意見和心得。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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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玉(左二)參觀港珠澳大橋工程資訊中心。

上海海關關長訪港

活動剪影﹣訪問

二十

上海海關關長李書玉於2015年5月18

至22日到港進行訪問活動。李書玉

在港期間拜訪不同政策局、部門和機

構，藉此加深了解香港的最新發展及

特區政府的運作。

此外，李書玉亦藉此機會與香港海關

的首長級人員見面，就海關業務和單

一窗口系統等貿易便利化議題進行交

流。李書玉出任上海海關關長前，曾

於2009至2013年任深圳海關關長，

因此他亦分享了有關打擊水貨客走私

的經驗。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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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

考察葡萄酒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在廣州實施情況

香港海關代表團於2015年7月30

至31日前往廣州與廣州海關副關

長閆偉東進行會議，商談葡萄酒

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在廣州實施以

來的使用情況，以及探討未來的

發展路向，包括研究將措施擴展

至廣州其他口岸。

會後，代表團到滘心港以及廣東

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的廣州南沙保

稅港區(南沙自貿區)實地考察葡

萄酒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及中國跨

境電子商務試點計劃在業務現場

的實施情況。

廣州海關關長謝松(左六)與雙方代表團合照。

滘心港是廣州海關實施葡萄酒通

關徵稅便利措施的首個試點口

岸。在考察期間，代表團實地見

證了企業透過便利措施享受高效

率的清關服務，留下深刻印象。

現時，香港參與便利措施的企業

只需利用網上申報系統預先提交

出口葡萄酒貨物資料，有關資料

經香港海關核實後便會傳輸往內

地電子口岸系統，與內地進口商

提交的進口報關資料進行自動核

對，經審核無誤後迅即可獲清關

放行。

代表團其後到南沙自貿區考察跨

境電子商務試點企業的作業模式

及加工貿易保稅區的運作情況。

代表團得悉香港作為全球貨運的

樞紐，與毗鄰的南沙自貿區有很

大的合作空間，除可加強香港在

海陸空貨運的發展，亦有助鞏固

香港作為中轉物流中心的地位。

應課稅品科

海關事務及合作科

活動剪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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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交學院於2015年5月4至13

日首次為香港紀律部隊舉辦國際合

作事宜研習班。培訓班學員共有33

人，分別來自六個紀律部隊，包括

警務處、海關﹑入境事務處、消防

處、懲教署以及政府飛行服務隊。

部門選派了海關監督潘鳳蓮率領一

個七人代表團參與是次為期十日的

培訓班。

香港海關的工作有不少機會與國內

及海外工作單位接觸，例如內港及

國際海關情報交流和執法合作，以

至與印度、韓國和新加坡簽署認可

經濟營運商互認安排等，認識國家

和一帶一路策略，有助香港海關的

日常工作與長遠發展。

廿二

香港紀律部隊國際合作事宜研習班

活動剪影﹣訪問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副司長(前排左八)與研習班全體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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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關業務研修課程

活動剪影﹣訓練

香港海關訓練及發展科於2015年

6月1至15日為十五位來自廣東分

署及廣東七個直屬海關的內地海

關人員舉辦第二屆海關業務研修

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團隊建設、

人事及誠信管理、健康生活推

廣、香港司法制度概要、口岸清

關管理、情報及調查，以及保障

稅收等工作。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內容，內地海

關人員對香港海關的業務及香港

的發展有更透徹的理解，課程有

助促進粵港兩地海關人員的交流

及在不同領域上的協作。

廣東海關人員到訪葵涌海關大樓了解清關設施和運作。

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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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

內地海關關務研修課程

香港海關助理監督馬少芳率領十

五位來自不同科系的督察級人

員、貿易管制主任及總關員，於

2015年6月8至19日參加第二十

八屆內地海關(總署)關務研修課

程。

為期十二天的研修課程在上海海

關學院舉行。除了課堂講學以

外，學院安排學員實地考察位於

浦東國際機場的客運大樓及快件

清關中心，讓各學員了解上海海

關的清關運作。就一帶一路的策

略，課程安排學員到訪蘇州，了

解於2013年投入運作的蘇州─滿

州里─歐洲�(蘇滿歐)�國際貨運列

車的操作情況。該列車連接蘇州

和波蘭的鐵路貨運航線，促進內

地與歐洲各國之間的聯繫，以及

為內地與各有關經濟體系締造令

人鼓舞的機遇。

是次課程提供機會讓香港海關人

員與內地海關在各海關議題上相

互交流。各學員透過是次研修課

程與內地海關人員建立了密切關

係，促進相互合作，以達致互惠

共贏。

香港海關代表團與上海海關學院代表進行研討交流。

活動剪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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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管理發展課程

香港海關訓練及發展科於2015年

6月22日至7月16日為十四位來自

不同科系的助理監督及總貿易管

制主任安排四星期的香港海關第

九期海關管理發展課程。

課程涵蓋危機管理、公共行政管

理、行政及人力資源管理、投訴

處理、領袖培訓及督導責任等。

各學員期間亦參加了海關總署廣

東分署在廣州舉辦的中國海關考

察研修班，出席課堂及到廣州海

關風險分析監控中心和大鵬海關

實地視察。

各學員透過這次機會，深入了解

內地海關的運作，並體會到兩地

海關執法時共同面對的困難，雙

方的前線人員已為將來合作打擊

國際層面走私活動奠定基礎。

兩地人員分享海關管理事宜。

廿五

活動剪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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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

活動剪影﹣訓練

海關結業會操

海關訓練學校於2015年6月26日

舉行結業會操，並邀請香港海關

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投資顧問

委員會主席及海關樂隊名譽總監

鄧日燊太平紳士蒞臨檢閱會操隊

伍。

今次會操共有50名見習督察和

111名見習關員參與，超過700名

來自各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的代

表，以及結業學員的親友出席。

鄧日燊檢閱結業學員。

鄧日燊在致辭時讚揚結業學員在

會操上表現出色，充份展現出紀

律部隊的獨特氣質。他稱讚海

關是一支積極進取及充滿活力的

紀律部隊，在專注嚴厲執法的同

時，亦致力便利商貿，對推動香

港的經濟發展，影響深遠。面對

不同的新挑戰，鄧日燊勉勵結業

學員要秉承海關精益求精的傳

統，不斷自我增值，為市民大眾

提供優質的服務。

見習督察及見習關員分別接受24

星期和15星期的留宿訓練。透過

果效為本的教學模式，大大提升

學員在法律、海關職務及工作程

序上的知識和技巧。課程亦涵蓋

品行及紀律、人際溝通技巧、壓

力管理、體能、團隊建立、步操

和槍械訓練。此外，督察學員更

需接受管理技巧和領導才能等方

面的培訓，以加強他們日後領導

前線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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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動 向

晉升
海鋒編輯仝人恭賀以下同事於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間獲頒晉升函：

助理關長� 連順賢� 鄧以海

高級監督� 林英豪�

監督� 陳子達� 呂子焯

高級督察� 黃志剛� 雷國權� 盧凱詩� 蔡美娟� 李應鵬� 伍志雄� 衛國豪� 王銘恩� 鍾詠荃�

� 文灼樹� 楊元昇� 張青雲� 曾建華� 賴恩寧� 江燕妮� 李偉斯� 鄧柱洪� 李鎮超�

� 張惠雯� 王紀翔� 陶詠芝� 何倩婷� 何鎮榮� 吳子軒� 周麗雯� 林志宏� 張景浩�

� 何天康� 朱寶鼎� 鄧卓諱� 汪洋� 黃文勇� 莫與嘉� � �

總關員� 蔡儀雄� 陳偉全� 葉樹根� 佘衛圻� 李銓康� 陳錦波� 胡偉民� 周立基� 董錦文�

� 黃志文� 梁景俊� 余大偉� 黃美麗� 羅兆強� 冼泉基� 陳增樂� 翁運光� 戴振威�

� 張郭秀芬�佘澤泉� 梁偉基� 余紹然� 謝朗威� 劉國聲� 李偉信� 黎滿坤� 劉偉明�

� 余浩昌� 劉祥河� 關志昌� 尹桂棋� 何黃小娟�譚允浩� 胡穎恩� 李德昌� 梁念基�

� 葉經略� 吳華成� 區祥信� 蘇偉強� 蘇嘉儀� 吳楚輝� 杜禮強� 陳旭兒� 張漢健�

� 施瑞天� 羅寶平� 郭堅棟� 沈玉燕� 陳志光� 柯錦忠� 徐偉誠� 李景輝� 李偉雄�

� 許瑞芳� 蔡庭志� 梁志輝� 張志強� 羅永強� 黃志偉� 李偉權� 陳劍華�

系統經理� 黎伯翔� � �

一級會計主任� 鍾寶貞� 林浩賢� �

一級物料供應員� 陳麗翠� � �

助理文書主任� 曾頌謙� 黃奕恆

活動剪影﹣計劃

香港海關與扶輪社攜手合作，於

2015年3月為「與校同行」計劃

安排超過150名中學生參觀海關

訓練學校，以及在高等法院舉辦

模擬法庭審訊。

參加者在參觀海關訓練學校時，

除認識到香港海關的運作、招聘

入職要求和訓練內容，亦加深

了解毒品的禍害和尊重知識產權

的重要性。至於模擬法庭審訊，

學生則透過在法庭內扮演控辯

雙方的角色，得以了解在審訊過

程中，法庭對舉證方面的嚴格要

求。

這些活動提升學生對執法工作與

司法程序的了解，並培育他們的

守法精神及公民意識。

「與校同行」計劃

參加者在高等法院大樓進行模擬審訊。

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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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

員 工 動 向

退休
以下同事於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間退休：

助理關長� 方大維� � �

總監督� 麥凱雲� � �

高級監督� 祁偉良� 呂榮章� 周鳳華�

監督� 陳清元� 何啟志� �

助理監督� 林立仁� � �

高級督察� 王勇偉� 李國倫� 馬逢邦� 陳藻� 林忠順� 鄺鎮中� �

督察� 陳耀龍� 黃明因� 鄭漢堅� 湯文健

總關員� 鄧祐輝� 周俊雄� 林權� 萬錦帆� 邱展輝� 文永祥� 任世權� 鄺章偉� 余立輝�

� 勞家強� 李若偉� 梁啟明� 李國榮� 林海昌� 周潘惠紅�程乃洪� 曾楚明� 陸志強�

� 何志堅� 彭金存� 林瑞興� 李國開� 呂勝剛� 李柏華� 歐偉斌� 雷恩儉� 魏志彪�

� 蘇啟明� 潘展鵬� 姚玉霞� 陳志強� 譚永雄� 張永榮� 柯錦明� �

高級關員� 陳金水� 鄭文超� 蔡烱榮� 陳志健� 郭昌偉� 任景華� 林華道� 李志強� 黃志球�

� 鍾國輝� 張國樑� 朱振球� 張文堅� 陳文喜� 李立勝� 李志強� 陳少娟� 劉秉仁�

� 郭國權� 鍾淦初� 曾貴添� 劉永業� 鄺世安� 葉偉雄� 萬偉良� 陳永光� 羅平傑�

� 楊耀宗� 曾耀昌� 林振翔� 陸鏡明� 關自成� 李炳潤� 張瑞標� 黃展鵬� 陳凱明�

� 關學偉� 陳偉林� 林卓光� 李耀明� 劉啟康� 張昨華� 陳堅� 原燕鳳� 梁健慈�

� 湯智強� 馮國祥� 李志維� 劉洪財� 王文輝� 許創海� 歐陽天源�蔡偉雄�

關員� 葉冠奇� 馮國偉� 黃錦明� 張乃光� 李惠泉� 杜德明� 諸文浩� 陳錦棠� 葉劍輝�

� 李萬國� 陸敬麟� 許顏姚珍� �

首席貿易管制主任� 王耀祥� � �

總貿易管制主任� 岑永良� 陳志華� �

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黃源章� 鄭國輝� 方志忠

貿易管制主任� 凌達成� 王永康� 香錦泉� 謝少吟� 謝嘉敏� 潘兆安� 謝益明�

高級物料供應員� 陳嬋英� � �

二級統計主任� 盧石炳� � �

文書主任� 梁麗堅� 黃玉美� 劉沛華� 林榮華

助理文書主任� 呂祥輝� 羅麗玲� 馬燕蘭� 陳天立

高級小輪船長� 陳炳健� � �

小輪助理員� 梁永輝� � �

汽車司機� 賴兆坤

新同事
以下同事於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加入本部門：

督察� 曾宥銓� 何梓淘� 連紹倫� 溫浩倫� 鄒永昌� 賴正勤� 鄭景寧� 何澄茹� 黃英俊�

� 梁志鵬� 陳灼雄� 黃啟隆� 陳澤星� 陳智威� 黃保龍� 康爾瀚� 馬凱琳� 蘇振軒�

� 林焯安� 梁卓暉� 林嘉華� 莫介熙� 張卓堯� 戴潤強� 梁蔚琛� 林永源� 曾嘉欣

關員� 劉瑞龍� 馬逸傑� 劉穎盈� 車蓓蕾� 朱鳴明� 盧敏慧� 謝崇禧� 老柏祥� 江芷詠�

� 黃少昌� 梁志豪� 謝浩榮� 秦天浩� 邱志琳� 羅偉傑� 關以信� 何永堅� 黎翠珊�

� 曾永華� 黃志樂� 陳兆華� 馬基賜� 呂慧心� 陳耀康� 冼駿華� 陳麗燕� 陳鈺恩�

� 鄧浩延� 李海鵬� 宋盛祺� 趙敏婷� 黃卓暉� 鄺健儀� 沈鏘� 黃敏儀� 關浩邦�

� 劉炳億� 許思敏� 黃慶龍� 鄭亦謙� 陳家維� 賴楚婷� 鄧建豐� 鍾健聰� 沈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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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動 向

� 朱詠儀� 陳加輝� 王家駒� 黃良可� 蕭樂聲� 黎鐵樑� 張啟樂� 陳詠怡� 朱詠儀�

� 李偉彬� 鄭曉華� 許紹棠� 陳影彤� 梁柏堯� 鄭如俊� 蔡宏偉� 姚嘉豪� 岳遠雙�

� 麥曉恩� 陳柏軒� 伍諾雯� 康願謙� 方偉俊� 秦曉欣� 趙冠昌� 李慧芬� 李坤瑜�

� 馮子揚� 張浩龍� 江啟滔� 余泳康� 余寶茵� 劉碧如� 蔡麗瑩� 胡學舜� 陳駿昇�

� 傅浩恩� 李鎮峰� 謝漫惠� 吳力行� 張善婷� 張武熾� 吳紫萍� 徐可盈� 張裕菁�

� 陳東昇� 李俊穎� 陳穎雅� 鍾啟賢� 蔡旻佑� 簡銘冲� 岑偉仁� 吳鈞豪� 王楚澎�

� 廖俊名� 劉芷恩� 黃子杰� 葉承杰� 李庭廣� 陳卓倫� 陳祖立� 蔡冠城� 蕭昇耀�

� 麥富康� 吳致瑋� 黃旭輝� 張定豪� 林兆禧� 江宸毅� 羅偉麟� 黃皓軒� 車浩源�

� 温梓竣� 林敬杰� 劉均厚� 潘英祺� 杜天朗� 曾慶瑋�

高級系統經理� 郭麗容� � �

高級訓練主任� 曾玉怡� � �

庫務會計師� 楊培元� � �

一級會計主任� 雷健球� 黃佩儀� �

二級會計主任� 吳紫婷� � �

一級統計主任� 林文� � �

一級法定語文主任� 李淑霞� � �

二級法定語文主任� 江玉怡� 楊洛敏� �

一級行政主任� 陳健國� � �

二級行政主任� 陳卓妍� 楊錦姍� �

一級系統分析／程序編製主任� 徐佩芬� � �

一級電腦操作員� 温寶華� � �

助理物料供應主任� 周家豪� � �

二級物料供應員� 曾維德� 張永深� 黎世傑�

機密檔案室助理� 鄧詠菁� 楊銀霞� �

助理文書主任� 何紹德� 郭亨崇� 司徒飛� 郭玉萍

文書助理� 鄧瑞祺� 温子翹� 黃慧茹� 馬世民� 周靖怡� 曾嘉慈� 許寶珍� �

� 魏嘉鈺

汽車司機� 李仲恒� 周子豪� 盧慶秋� 林志謙� 郭美華

訃聞
退休高級關員李超偉、退休監督黎舒� (NEISH,� Douglas,� Alexander)、退休高級督察陳偉齡、高級關員馮志成分別於

2015年9月7日、2015年9月11日、2015年9月13日和2015年10月10日逝世，海鋒編輯仝人深表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