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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海關來說，2009年是別

具意義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標誌

着香港海關─前身為緝私隊─

成立一百周年。在今期的《海

鋒》，我們會回顧香港海關在過

去一百年來的發展和變遷，並會

介紹我們將於未來數月為慶祝這

項盛事而籌辦的一連串活動。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香港海關與

香港經濟一起發展，一起成長，

從一個小小的「稅吏」（古時一

般人對海關的看法），蛻變成為

全球其中一個最具效率、備受尊

崇的海關機構。

世界海關的歷史可追溯至二千多

年前，而海關往往是很多政府架

構中其中一個最先成立並是歷史

最悠久的部門。這並不為奇，因

為入息稅及利得稅是頗近期的發

明。在古時，政府如須為各項活

動籌集經費，通常都會向那些把

貨品帶進本土的外商徵稅，因為

外地人沒有甚麼發言權，況且，

向外人徵稅要比向本土公民徵稅

來得容易。

香港海關（在香港海關的歷史上

大部分時間被稱為緝私隊）的歷

史不僅與香港而且與中國內地的

歷史緊密相連。在晚清的衰落以

及其後兩次世界大戰中動盪不安

的時期，香港一直都維持作為一

個自由港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地

區進行貿易的一個主要管道。而

緝私隊在管制鴉片貿易以及其後

的緝毒工作，亦成為中國近代史

的重要的一章。

在過去一百年間，香港海關的角

色經歷了重大變化。內地的開放

改革和經濟急速增長，令香港大

大受惠。面對這種新發展，香港

海關不斷調整其角色和職責，以

迎接新挑戰和回應社會的訴求。

香港海關跟世界上很多海關當

局不同，「徵稅」只佔我們工

作的一小部分。今天，香港海

關的工作包括清關、反走私、

緝毒、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消

費者權益、確保消費品安全，

以至執行紡織品管制制度和內

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

香港海關在1909年至2009年這

一百年間全心全意地為香港提供

優質的服務。從最初只有25名

人員的一小隊緝私隊，發展至

今天擁有5500名訓練有素、專

業、盡責的海關和貿易管制人員

的香港海關。在過去一百年間，

香港海關秉承著「護法守關，專

業承擔」的文化為香港服務。

「護法守關，專業承擔」是部門

的座右銘，在未來一百年及以後

的歲月，香港海關全體人員會繼

續秉承這座右銘服務香港，服務

市民。

海關關長 

袁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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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百年發展的里程碑

香港海關的歷史可追溯到1909年

成立的緝私隊。當時緝私隊隸屬

出入口管理處，由該處監督帶領	

5名歐籍及20名華籍隊員。隨着

部門的不斷蛻變和成長，當年只

負責監管酒稅的細小部隊，已發

展成為今天一個擁有超過5600名	

員工的獨立部門，為香港其中一

支主要的執法隊伍，負責打擊走

私、保障和徵收應課稅品稅款、

緝毒和防止販毒及濫用受管制藥

物、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消費者權

益、保障和利便正當工商業及維

護本港貿易的信譽。在過去一百

年的歲月中，香港海關不斷與時

並進，敢面對不斷湧現的新挑

戰和困難。在香港海關發展歷史

中的每一個里程碑，均代表着不

同年代的海關人員如何因應香港

社會和經濟的變遷而作出貢獻。

香港海關的前身 — 
緝私隊的成立 
(1909–1950)

1909年9月17日香港頒布《酒精

飲品條例》，並於同日成立緝私

隊，負責保障及徵收酒稅。煙草和

碳輕油類分別於1916年和1930年

成為應課稅品後，擴大了緝私隊

稅務管制的權力。

1914年，當時的政府委任緝私隊

維持鴉片公煙的專賣秩序。政府

將鴉片專營交由出入口管理處執

行，緝私隊除了負責鴉片專賣增加

政府財政收入外，遏止非法鴉片

販運亦是緝私隊主要工作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8年)，

緝私隊其中一個重任就是確保進

出本港的必需品、貴重金屬和武

器槍械不會落在英國及其盟友的

敵人的手中。相似的戰時貿易管

制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45年)

和朝鮮戰爭(1950-53年)期間由

緝私隊執行。

海洛英最早在1923年在香港出

現，標誌着緝私隊展開漫長打擊

海洛英問題的序幕。當時除政府

專賣的鴉片外，緝私隊竭力堵截

非法鴉片和海洛英流入本港。

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引入特惠

關稅制度，緝私隊被委派巡視工

廠及驗查貨品，以查核產地來源，

令本港製造貨品享有低稅優惠進

入一些西方國家，從而推動香港的

工業發展。戰後緝私隊亦繼續執

行貿易管制，包括簽發產地來源

證制度、紡織品出口管制制度、戰

略物品管制制度，以確保香港完

全履行國際義務，以及雙邊及多

邊的貿易協定，以上各項貿易管

制工作對香港經濟發展都極為重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佔領香港期

間，緝私隊曾短暫解散。戰事結

束後，香港的物資和原料非常短

缺，重新組成的緝私隊除了管制

應課稅品外，更要確保短缺品在

本地的市場供應。此外，政府鴉

片專賣制度在戰後被廢除，而緝

私隊的境內禁毒職責亦交由警察

負責，只保留打擊毒品走私活動

的工作。

工作發展與新挑戰 
(1950–1977)

五十年代香港的毒品問題日趨嚴

重，緝私隊除加强堵截毒品由金

三角經海路流入本港外，更開始

管制製毒原料的非法運載，包括當

隸屬出入口管理處的緝私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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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76年再次立例把甲醇納入規

管。

《緝私隊條例》於1963年生效，給

予緝私隊法律上的地位，制定適用

於部隊的紀律、職能、權力和服務

條款的有關規條。同年，緝私隊開

始規管碳氫油的標記及染色，並採

取一切措施防止享有稅務優惠的工

業用碳氫油被不法份子非法使用。

七十年代初期，緝私隊新增很多不

同的工作挑戰。首先是緝私隊在緝

毒方面獲更大的執法權力，包括與

警方一樣，可對境內的販毒活動進

行偵查和掃蕩。第二就是於1974年

把打擊香港境內侵犯版權和偽冒商

標問題的重任從警察移交到緝私

隊負責。從此以後，部門面對不同

年代出現的侵權行為絕不手軟—		

無論是八十年代充斥市場的盜版錄

音帶、錄影帶和冒牌名貴手袋﹔或

是九十年代製造盜版光碟的地下生

產工場﹔甚至是近年利用點對點技

術非法上載盜版電影以供他人分享

二三

時經常被利用製造海洛英的無水醋

酸。

1956年香港發生甲醇中毒事件，政

府為防止甲醇被濫用，於翌年徵收

甲醇稅以消除其非法使用的經濟誘

因。緝私隊從此肩負起這一個保障

市民健康的責任。縱使甲醇稅曾在

1972年停止徵收，但死灰復燃的甲

醇中毒事件再次發生令政府不得不

的互聯網侵權行為—香港海關全面

控制香港的盜版問題，努力維護香

港得來不易「正貨之都」的美譽。

緝私隊易名海關後的發展 
(1977-1997)

1977年緝私隊改名為香港海關，

與世界各地相若部隊的名稱看齊。

1982年8月1日，香港海關脫離工商

署，成為一個獨立部門。

八十年代初本港面對嚴重的經濟衰

退，對香港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政

府遂於1984年引進從價稅，藉此

增加庫房收入。從價稅的優點是一

方面使飲用貴價酒的市民繳納更

多稅款，而不增加普羅大眾飲用一

般酒類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從

價稅與物價升降有自然調節機制，

毋須透過修改法例更改稅率來穩

定政府收入。為保障稅收，香港海

關透過對酒價的評值和審查有效

地偵查瞞稅的欺詐行為。另外一個

短期增加政府收入的措施就是在

1985年向化妝品和非酒精類飲品

徵收稅款，直至1992年香港經濟全

面復蘇為止。

1989年，部門成立財富調查隊伍，

開始對毒販因販毒而獲得的利益

進行調查和充公。有關的財富偵查

權力更於1995年擴展至其他涉及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的侵權行為和

走私活動。

九十年代隨着中國南部地區經濟

發展，人民富裕起來，利用俗稱「大

飛」的快艇經海路由香港走私高檔

消費品包括電器和失車到大陸非常

猖獗。為徹底根除「大飛」走私情海關銷毀檢獲的鴉片毒品	(1949)。

六十年代海關檢查旅客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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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香港海關不但利用同樣高速的

快艇予以攔截，還積極參與跨部門

組成的特遣隊，聯手執行反走私任

務，成績有目共睹。

香港回歸後的海關 
(1997-2009)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香港海關進

入另一高峰。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

國後，海關須根據基本法，為保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獨立關稅

地區的地位作出貢獻。此外，海關關

長更是特區政府二十個主要官員之

一，反映香港海關在特區政府的重

要性。

自1987年開始，香港曾被美國政府

列入「主要毒品轉運中心」的名單

中。為提升香港聲譽，部門不斷與

本地及海外的執法機構攜手合作打

擊毒品問題，包括遏止販毒活動、

充公販毒得益、監管化學前體的裝

運，以及拘捕在逃的國際毒販。我

們完善的緝毒制度和成效顯著的禁

毒成果，最終得到美國政府認同，

於2000年把香港從「主要毒品轉運

中心」名單中刪除。

進入二十一世紀，部門已成功由原

來的執法機構，演變成為同時肩負

起執法及便利商貿的現代化海關隊

伍。

2002年，香港海關開展了嶄新的情

報為本運作模式，有效地加强利用

情報和風險管理技巧，一方面遏止

走私活動，另方面達致便利合法商

貿活動的目標。

在利便商貿和口岸清關方面，為促

進兩地人流物流及配合香港經濟

的發展，香港海關不斷積極引進高

科技和非侵入式檢查設施、開發自

動化清關系統、簡化清關程序，以

及推出各項利貿便商的措施。舉例

來說，新開發的「陸路邊境電腦系

統」、「統一陸路載貨清單」、實施

互認「綠色關鎖」、「車牌自動辨別

系統」、固定及流動「集裝箱Ｘ光檢

查系統」等，大大縮短了跨境貨車

的通關時間。另一方面，在各入境管

制站實施紅綠通道系統，不但與世

界各地的清關模式接軌，此系統更

可便利旅客清關。而先後推出嶄新

的「電子數據聯通應課稅品許可證

系統」和「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不但

減低業界的經營成本，更提高我們

處理應課稅品清關的透明度。

在國際及區域合作方面，香港海關

於1987年加入「世界海關組織」。多

年來，我們一直積極參與「世界海關

組織」的事務，並在2000年至2002

年間被選為「世界海關組織」副主

席，負責統籌及協調亞太區國家或

地域海關之間的合作，以及推動由

「世界海關組織」制定的各項打擊

跨境的有組織犯罪活動和便利國際

商貿的措施。另一方面，部門亦積極

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海關程序小

組的工作，協助簡化清關程序及推

動海關與商界之間的合作。近年來，

為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和泛珠

三角經貿的長遠發展，我們與內地

海關加強合作，共同研究及推行了各

種便利跨境貨物通關的措施，為泛珠

區域的經濟及物流發展作出貢獻。

總結與前瞻

2009年是香港海關成立一百周年。

回顧海關的歷史，我們看見香港海

關在過去一世紀對維護香港作為一

個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亞洲物

流樞紐所作出的貢獻，當中所擔當

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過去的一百

年，海關對香港貢獻良多，未來的

一百年又會是如何呢？讓我們每一

位海關人員以「專業承擔」的態度，

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我們

相信今天我們的努力和創新，將會

成為海關未來的里程碑。

部隊行政科

海關扣押搜獲的盜版音樂錄音帶（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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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成立百周年　慶祝活動陸續展開

海關百周年標誌及標語

為慶祝香港海關成立一百周年，一

連串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已舉辦的

活動計有百周年標誌設計、標語創

作和攝影比賽，同事反應熱烈，三項

比賽的參賽作品共超過260份。

為了加深市民對香港海關工作的認

識，部門會在9月中舉行展覽會，介

紹香港海關過去百年的重要發展和

成就。9月17日是部門成立百周年的

重要日子，當日會舉行慶祝酒會，同

日亦會與香港郵政聯合發行一套紀

念郵票。

此外，香港海關正協助一本地出版

商，出版一本闡述香港海關歷史的

書籍；並與香港電台合作製作一輯

電視實況劇，故事以海關不同範疇

的工作為主題，預計在今年年底播

出。

為增添熱鬧氣氛，部門將會舉行多

項康樂及聯誼活動，讓現職及已退

休的海關人員聚首一堂，並會邀請

其他海關機構的代表參與，在這個

值得紀念的時刻，一同分享喜悅。

海關成立百周年，標誌着香港海關

服務將踏進新紀元，盼望同事能攜

手參與，共同見證這個歷史性的時

刻。

計劃舉行的活動如下：

活動	 	 舉行月份

會所百周年之夜	 6月

香港海關百周年職員同樂日	 8月

香港海關百周年展覽會	 9月

香港海關百周年慶祝酒會	 9月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百周年晚宴	 12月

為慶祝香港海關成立一百周年舉行的標誌設計

及標語創作比賽，冠軍分別由高級關員陳偉忠和

督察池俊雄奪得。得勝標誌及標語已在今年1月	

22日舉行的海關工作回顧記者會上，由關長袁銘輝

首次向新聞界展示，為海關百周年紀念活動揭開	

序幕。

  　　標語創作比賽	

勝出作品	：	百載服務獻香江　護法守關盡擔當	

得獎者	 ：	督察池俊雄

 　　　標誌設計比賽	

勝出作品	：	

得獎者	 ：	高級關員陳偉忠

海關關長袁銘輝展示得勝標誌及標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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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與中國海關訂立新一年合作計劃

香港海關和意大利財稅警察加強合作打擊跨境海關罪行

香港海關與中國海關總署於2009年

2月22日至25日在香港舉行兩地海關

業務聯繫年度會議，由香港海關關長

袁銘輝及海關總署署長盛光祖主持

開幕儀式。

會上雙方除回顧過去一年的合作成

果外，亦探討加強打擊毒品、走私

高科技和高價值貨品等方面的情報

交換，雙方並交流在通關業務發展

上的最新動向。

會後，兩地海關達成新一年度的合

作計劃，包括進一步加強雙方領導

香港海關和意大利財稅警察於

2009年3月25日在香港簽署《打擊

違反海關法例合作方案》，承諾加

强雙方合作打擊涉及海關法例的

跨境罪行。

香港海關關長袁銘輝和意大利財

稅警察總司令Cosimo	 D’Arrigo	
上將簽署是次合作方案。

有關合作方案標誌着香港和意大利

人員互訪和

交流、繼續推

進兩地海關

各項通關便

利化措施、促

進跨境快速

通關計劃、擴

展X光機查驗

結果參考互

認範圍，以促

進在電子通

關領域上的

合作和交流、加强情報交流和

執法合作，並保持執行緝毒犬項

目合作計劃，以加強打擊跨境走私

活動的能力、提高對「內地與

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項目下原產地管理力

度、深化雙方在酒類資訊方面

的合作，並共同研究促進香港

成為紅酒貿易中心的合作措

施、及舉辦專題研討會、培訓

課程和業務考察。

此外，在港期間，盛光祖亦率

領代表團在禮賓府與香港特

對打擊跨境走私及犯罪

活動的承諾和決心，亦

體現雙方決心透過高效

的合作框架，更緊密合

作加強打擊走私活動。

直至目前，香港海關已

經與十五個海關組織簽

署了類似的合作安排，

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

國海關總署。

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會面，又參觀了

深圳灣管制站，了解一地兩檢的安

排。

香港海關關長袁銘輝和意大利財稅警察總司令	
Cosimo	D’Arrigo上將在香港出席簽署儀式。

香港海關關長袁銘輝(右)及中國海關總署署長盛光祖(左)主持兩地
海關業務聯繫年度會議開幕儀式。

陸路邊境口岸科總指揮官梁麟祥(左一)向海關總署
署長盛光祖(右一)介紹深圳灣口岸之設計及安排。

海關總署署長盛光祖(右)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左)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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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在2009年1月19日舉行

「國際海關節」慶祝酒會，由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和海關關長袁銘輝

主持酒會開幕儀式。

今年「國際海關節」的主題為「海

關與環境：保護我們的自然遺

產」，強調全球各地海關合作對打

擊破壞環境罪行的重要性。

曾俊華在致辭時呼籲各地政府、機

構和個人同心協力面對環保這個

全球性課題，造福我們的後代。

曾俊華表示：「保護環境是特區政

府其中一項最優先處理的事務。我

們帶頭與其他主要持份者合作，解

決本地和區域性的環境問題。」	

此外，十名香港海關人員亦在酒會

上獲頒發世界海關組織嘉許證書，

以表揚他們在執行海關任務時，為

保護環境方面表現卓越。

出席酒會的嘉賓約三百名，包括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於2008年11月28日主

持海關督察和關員學員結業會操，檢閱新入職海關人

員。

劉吳惠蘭在結業禮上表示，海關服務香港一個世紀，當

中經過許多艱苦和努力的奮鬥，才可茁壯成長。她讚揚

海關優良的服務得到國際社會及大眾市民的認同和讚

許，並寄望各畢業學員，能承先啟後，繼續保持海關的

優良文化，秉承一貫「公正廉明」的執法方針，以「專業

有禮」的態度，為有需要的業界和旅客提供優質服務，

提升專業水平。

這批新入職人員，共有39位見習督察和91位關員，他們

已被派到不同科系擔任海關工作。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香港特

區政府官員、各國駐港使節、各海

關駐港代表、內地與澳門海關代

表等。	

香港海關慶祝「國際海關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勉勵新入職海關人員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左五)和海關關長袁銘輝(左四)與獲頒發世界海關組織嘉許證書的	
香港海關人員合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主持海關見習督察和關員學員
結業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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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紀律部隊文化交流團

「香港紀律部隊文化交流團」已

於2008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在北

京、浙江省及上海舉行。適逢國家

改革開放30周年，今次《交流團》

以「改革開改	振興中華」為主題，

讓香港紀律部隊人員加深對國家

歷史文化的認識，及加強內港兩地

執法人員的交流。

交流團由五個紀律部隊代表團

組成，包括香港海關、香港警

務處、入境事務處、消防處和

懲教署，並由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擔任總團長，海關關長袁銘

輝及其他紀律部門首長擔任總

副團長。香港海關代表團由海

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援)

俞官興擔任團長和海關監督吳

恩光擔任副團長，率領二十一名	

來自各個科系及職級的同事參

加。

文化交流團在北京獲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習副主

席向香港紀律部隊表達了三個期

望，包括希望紀律部隊為維護香港

社會穩定再作新貢獻，為市民服務

的水平再上新台階，

和與內地同行之間

的交流合作達到新

水平。代表團在七日

行程中參觀了不少

歷史古蹟，城市發展

及大型企業，並獲安

排與當地對口單位

進行交流，包括海關

總署、杭州海關和上

海海關。

香港海關代表團訪問上海海關時合照。

海關總署緝私局局長金時鋒（右）向香港
海關代表團團長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
略支援)俞官興（左）致送紀念品。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右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包括海關關長袁銘輝（左三）在內的香港紀
律部隊文化交流團。

透過這次有意義的交流活動，各

團員不但加深了解國家深厚的歷

史文化及改革開放成果，亦大大增

進了各團員對內地同行業務的認

識及交流，對提升內港兩地的執法

水平及成效產生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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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港澳三地海關執法合作技術研討會

全國部分海關酒類商品進口價格管理研討會

情報科高級監督方大維率領五名

來自情報科、鐵路及渡輪口岸科

和陸路邊境口岸科的海關人員於

2009年1月12至15日前往杭州，

出席由中國海關總署主辦的「內

港澳三地海關執法合作技術研討

會」。

研討會除重點分析跨境水客走私

趨勢和口岸監管情況外，更相互

交流打擊水客走私集團的偵查策

略及成功經驗，並拓展合作領域。

三地海關亦就加強水客走私情報

交流及執法合作進行廣泛探討。

會上三地海關一致認同高效的情

報交流及專項聯合調查對打擊有

組織水客走私活動最為有效。

應課稅品科高級參事何仕景於	

2008年12月16日至17日與高級督察

關麗珊和署理高級督察余凱雯，在

福建廈門出席「全國部分海關酒類

商品進口價格管理研討會」。會上，

何仕景與兩位高級督察向內地海關

介紹香港海關對應課稅品的監管、

酒類估價和資料庫的運作，並分享

偵查酒稅詐騙案件的工作經驗。

研討會由中國海關總署舉辦，出席

人士包括海關總署關稅司、廣東分

署業務處和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海

關商品價格信息處負責酒類商品估

價的海關人員。是次研討會加深了

香港與內地海關商品估價人員就酒

類監管、估價工作及執法的經驗交

流，提升了雙方對酒類估價業務的

認識。

海關總署緝私局更高度讚揚香港

海關打擊水客集團走私活動的決

心及在多次聯合行動上提供情報

方大維(前排右三)與海關總署緝私局副局長王志(前排右四)及內港澳海關代表團於杭
州合照。

何仕景(中)在研討會上介紹香港海關對應課稅品的監管和執法工作。

及協助，令內港海關在反走私任務

上取得良好的成績。

活動剪影﹣外訪／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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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激勵計劃 — 應課稅品科組際問答比賽

項目策劃及發展科培訓講座

檢控及管理支援科舉辦講座

由公務員事務局推行的「員工激

勵計劃」，目的是使員工加深對部

門的服務承擔，及激勵員工發揮

服務市民的精神。

今年海關應課稅品科獲得「員工

激勵計劃」的支持，於3月2日舉行

組際問答比賽，目的為提升同事

對應課稅品科不同組別在稅務管

制職能的了解，以增强管制應課

稅品的專業知識。

項目策劃及發展科於今年2月17日

舉辦科系培訓講座，並邀請資深

教育工作者張國維博士主持，為

參與同事講解如何提升團隊精神

及處理壓力的技巧。

透過講解和小組練習，同事學會

以「親和力」建設優質團隊，又認

識到以身心互動的方法來轉化壓

力，並領悟到「樂觀者在困難中找

機會；悲觀者在機會中找困難」的

道理。

檢控及管理支援科人員

於2008年11月19日及

2009年1月22日分別到中

間道辦事處及葵涌海關

大樓為稅收及一般調查

科和港口及海域科的同

事舉辦「在法庭作供技

巧講座」，透過詳細解釋

過往一些判決無罪的案

件和介紹控方證人應注

參賽隊伍共有五隊，隊員來自科內

不同組別。賽事競爭激烈，各參賽

者均發揮出專業水平，展示在不同

範疇的專業知識。

署理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

援)何家英擔任是次比賽總裁判及

頒獎嘉賓。何家英在頒獎典禮上

祝賀得勝隊伍，並鼓勵同事積極參

與這類有意義的活動。

意的事項，以加強前線同事在法庭

舉證及法庭程序方面的知識和技

巧。

在講座過程中，同事透過學習過往

案件的經驗，在作為控方證人的要

求和技巧方面均獲得改善。兩場講

座共有約一百名稅收及一般調查

科和港口及海域科的同事參加。

何家英(右一)頒發獎座予冠軍隊伍。

學員透過小組練習提升團體精神。

約有一百名稅收及一般調查科和港口及海域科的同事
參加「在法庭作供技巧講座」。

活動剪影﹣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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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社區參與

十一

部門獲頒發職業安全健康局證書

教育職業博覽

香港海關致力提倡職業安全及

健康。在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

局）的顧問服務協助下，海關採用

全面整體的方法，於2007年試點

推行共十四個元素的職業安全及

健康管理制度，並舉辦一連串特

為推行該制度而設的安全訓練課

程，使前線人員具備所需的知識

和技能。

香港海關參與「教育及職業博覽

２００９」，在場內設立攤位介紹

海關的工作及招聘資料。

攤位由訓練及發展科、部隊行政

科及貿易管制處共同策劃，現場

並有海關搜查犬小組帶同海關搜

查犬介紹他們的工作。

今年適逢是海關成立百周年，攤

位內更設有展板簡介部門過去

一百年來的發展，加深市民對海

關工作的認識。

教育職業博覽由香港貿易發展局

主辦，於今年２月１９日至２２日舉

行，約有十萬人次參觀。

職安局總幹事鄧華勝向檢控及管理支援
科高級參事郭雁萍(左)頒發證書。

海關攤位內的情況。

副關長歐陽可樂（左）在訓練及發展科高級參事廖長成(右)陪同下參
觀展覽。

活動剪影﹣培訓

今年1月8日，職安局確認港口及海

域科和檢控及管理支援科已達到

「職安局持續進步安全管理確認

計劃第二級別」有關規劃、發展和

維持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制度的

要求，並向這兩個科系頒發該計劃

級別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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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代表擔任特殊奧運火炬手

獎勵舉報計劃協助打擊非法香煙

海關參與東區禁毒嘉年華活動 

為顯示海關與煙草業聯手打擊非

法香煙的決心，海關助理關長（情

報及調查）譚耀强於2008年12月

15日與英美煙草香港公司、日本煙

草（香港）有限公司和菲利普莫里

斯亞洲集團有限公司等代表續簽

獎勵舉報計劃協議書。

毒品調查科於2008年11月23日在

維多利亞公園參與『東區「向毒品

說不」青少年約章開展禮暨滅罪

競技日』。

是次活動由東區滅罪委員會主

辦，旨在藉着參與單位的攤位遊

戲及表演向市民大眾宣傳毒品的

禍害。

為吸引市民踴躍參加，從而宣傳

毒品的禍害，毒品調查科行政及

技術支援組合力設計了一個名為

機場科總指揮官譚偉綸於

今年1月29日至2月7日聯

同世界各地的執法人員代

表，在美國參與特殊奥運

冬季世界賽執法人員火炬

傳送最後一棒，把「希望

之火」運送到愛達荷州波

伊西市2009年冬季奧運

會的開幕禮場地。

「毒品害人要認識、

海關與你齊打擊」的

玩具射槍攤位遊戲

讓市民參與。在旁除

有海關領犬員牽引緝

毒犬讓市民拍照留念

外，更有展板向市民

介紹香港海關的緝毒

工作，並提醒青少年

切勿吸食毒品或被毒

販利用販賣毒品。

十二

活動剪影﹣社區參與

譚耀強（左二）與煙草業代表續簽獎勵舉報計劃
協議書。

譚偉綸(前排右)代表海關傳送「希望之火」。

市民參與海關玩具射槍攤位遊戲的踴躍情况。

「希望之火」象徵着燃亮大眾對

智障人士的支持、鼓勵和關懷，藉

此增加彼此的了解。

香港海關深感榮幸譚偉綸能獲選

為香港唯一的代表，肩負傳遞火

炬最後一棒的重任，以支持特殊

奧運及鼓勵所有智障運動員和智

障人士。

獎勵舉報計劃協議書由2009年1月

1日起生效，為期一年，以鼓勵巿民

提供有關非法香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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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動向

晉升

海鋒編輯仝人恭賀以下同事於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期間獲頒晉升函：

副關長	 歐陽可樂
高級監督	 何生利	 周志光	 李章榮	 何仕景
監督	 梁崇智	 譚林淑儀	 林金	 劉德才	 李漢華	 周鳳華	 鄧以海
助理監督	 吳國樑	 黃炎沛	 關煜群	 范子光	 廖炳棠	 郭競翔	 李德信	
	 盧兆龍	 李遠文	 梁沃超	 蘇少華	 黎流柏	
總關員	 郭善熊	 駱儉成	 吳寶儀	 呂勝剛	 陳宇華	 鄧李和	 簡希濂
	 黎家強	 黃志恆	 陳志榮
高級關員	 雷方提	 梁錦濤	 郭昌偉	 鄭可斌	 陳義仁	 李英麟	 李志偉
	 陳麗珍	 羅姍姍	 姚美玲	 林振榮	 潘麗珊	 梁佩琼	 何素嫺
	 陳志輝	 文貴祥	 黎大明	 殷滿輝	 崔麗珊	 張慧慈	 鄭賢球
	 譚秉培	 連智鴻	 伍麗娜	 楊錦輝	 胡慧敏	 李志添	 鐘健華
	 雷志堅	 陳輝基	 鄭思樂	 盧志文	 朱愛芬	 古振賢	 陳煥新
	 陳小玉	 溫嘉駿	 李榮安	 關巧儀	 尹顯邦	 李德彰	 吳嘉偉
	 朱偉成
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施永安	 黃麗芳	 陳雄保	 邱鳳美	 黃源章	 馬光祖	 江孝全	
	 何鈺明
總行政主任	 翁應輝
一級系統分析／	 黃志文	 陳慧美	 陳俊雄	
程序編製主任	
文書主任	 郭秀嫻	 陳瑞蓮

海關關長袁銘輝(左五)和海關管理層與新晉升的高級監督周志光(左一)、何生利(左二)、何仕景(右二)和李章榮
(右一)合照。

關長袁銘輝(右)頒發晉升函予副關長歐陽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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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
物料供應服務員梁鎮浩於2009年2月9日逝世，海鋒編輯仝人深表哀悼。

十四

退休

以下同事於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期間退休：

在職進修
貿易管制主任黃家強及關員余鳳文經四年努力，於2008年12月取得香港大學刑事司法（榮譽）學士學位（兼讀）。

新同事

以下同事於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加入本部門：

庫務會計師	 龍碧橋
統計師	 林秀芳
一級行政主任	 張文彪	 楊詠珊	 盧山
二級行政主任	 董曦雯	 梁皓怡
一級法定語文主任	 王紹娟	 招甜輝
二級法定語文主任	 沈世傑	 陳楚霞	 葉妙枝	 游淑萍文	 何燕珊
物料供應主任	 潘永釗
助理物料供應主任	 黃瑞龍
一級物料供應員	 黄冠雲	 黄桂根
二級物料供應員	 曾焯光
助理物料供應員	 阮淑芬
文書主任	 陳永華
文書助理	 范志美	 張麗君	 何維健	 張卓恩	
辦公室助理員	 黃珮瑜
打字員	 曾健寧
二級電腦操作員	 陳國文
三級槍械員	 鄭樹鴻
小輪助理員	 蔡偉鴻	 梁永輝	 許秀蘭
汽車司機	 陳政鴻	 劉文傑	 胡卓常	 譚永幸	 蘇永發	 趙德波	 陳榮富	 黄啓聰	 洪觀來	
	 廖喜成	 黎偉明	 翁國輝	 林德華	 劉元發	 賴葦榮	 胡益強	 謝銳華	 劉金松	
	 陸永生	 周來寶	 徐新明	 周榮康	 馬錦權	 林龍祐	 楊漢光	 張從	 李樹培	
	 田志強	 葉柱明

高級監督	 梁志超
監督	 陳耀華	 黃永輝	 胡適華
助理監督	 高國璋
高級督察	 王愛玲	 李俊華	 梁國英	 胡順遠
總關員	 霍廣昌	 甘國威	 陳基	 鄧志堅	 李保強	 梁偉雄	 李復華
	 徐東生
高級關員	 吳惠恆	 陳彼得	 郭江榮	 鄒鏡全	 盧光祖
關員	 陳仲明	 張僑生	 顏志景	 蕭典和
總貿易管制主任	 鄧國強
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何錫祥	 蕭張潔卿	
貿易管制主任	 鄧鄭婉妍	 林柱樂
高級文書主任	 劉國標
文書主任	 張金喜
助理文書主任	 莫釗剛	 李黄銀少
文書助理	 陳壽旺
辦公室助理員	 李淑卿
特級司機	 袁志強
汽車司機	 譚華昌
二級工人	 黄慶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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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動向

93位同事獲頒授嘉許狀

2009年第一次嘉許狀頒授典禮於2009年1月9日在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93位同事獲頒授嘉許狀，表揚他
們卓越的工作表現。

獲頒副關長嘉許狀的同事

助理監督	 劉德才	 李漢文

督察	 梁宇昌

總關員	 黃漢武

獲頒助理關長嘉許狀的同事

監督	 祁偉良

高級督察	 趙漢昌	 胡仁傑	 許劍	 卓宇星	 彭耀坤	 方永佳	 陳燕	 梁偉光	 伍士端	 馮志培

督察	 黃貞富	 狄麗賢	 李寶枝	 黃惜忻	 鄭偉業	 李慧筠	 楊天銘	 張青雲	 顏消奇	 李麗儀

		 周偉棠	 王勇偉

總關員	 譚錦棠	 關良華	 郭偉仁	 石約翰	 李偉才	 李偉鴻	 李嘉強	 區啟良	 黎美霞

高級關員	 周楚輝	 葉維安	 余浩昌	 黃志文	 楊偉民	 葉國華	 葉經略	 黃英傑	 黃友雲	 蘇偉強	

	 李景輝	 陳偉全

關員	 陳毅文	 盧宇軒	 林峰	 林展毅	 鄭思樂	 鍾淑欣	 楊景成	 馮順興	 盛凱盈	 鄧崇傑	

	 蔡自若	 顏超卓	 黎震威	 陳昇顏	 袁業基	 曾玉英	 馮栢安	 鄭志強	 梁凱宙	 區明輝

	 梁荻暉	 潘錦儀	 許星光	 刁國樑	 鄧文軒	 陳振強	 何少霞	 賴妙仙	 張業泰	 殷滿輝	

	 葉俊華	 陳永堅	 許雁志	　盧穎榆及機靈犬Choca

獲頒貿易管制處處長嘉許狀的同事

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劉偉民

貿易管制主任	 	 劉燕芬	 何偉山	 趙敬樂	 謝定鋒

助理貿易管制主任	 孫志傑	 劉國輝	 潘永州

總關員	 	 譚偉賢	 譚文安

關員	 	 梁立夫

十五

海關副關長歐陽可樂（中）與六名獲頒授嘉許狀的同事合照，包括署理監督劉德才(左三)、助理監督李漢文(右
三)、高級督察胡仁傑(右二)、高級督察許劍(右一)、高級督察卓宇星(左二)及督察黃貞富(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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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名海關人員獲頒長期服務獎

海關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敍勳扣頒授典禮已於2009年3月13日舉行。是次共有239位部隊人員獲頒授長期服務獎項。

獲頒授各項榮譽的部隊人員計有：

第一加敍勳扣138人

助理監督	 伍境康	 李漢華	 袁志球	 孫國祥	 鄧偉權	 丘旭平	 林英豪	 戚斌雄	 莊煒明

高級督察	 王維雄	 張國雄	 周聖德	 梁紀贊	 梁世光	 冼世德	 麥偉雄	 黃桂文	 王華新	 鄺鎮中

	 陳少康	 梁偉成	 吳進光	 王浩倫

督察	 袁置新	 溫偉剛	 徐民安

總關員	 列劍秋	 高宇永	 黃漢武	 葉劍聰	 郭世強	 梁源漢	 區志榮	 鍾志波	 簡傳喜	 余綸達	

	 葉朝鵬	 梁根潮	 張裕桐	 黃勤昌	 麥駿業

高級關員	 吳兆光	 鄭文俊	 王錦輝	 鄧李和	 麥振業	 伍景瑜	 劉增濠	 吳志偉	 張振昌	 陳國樑	

	 鍾錦洪	 陳志敏	 林子光	 嚴樹康	 李世華	 鄭振池	 簡希濂	 鄭廣智	 黃兆明	 葉紹忠	

	 鄧汝權	 張逢喜	 李偉信	 李國強	 楊天養	 譚允浩	 鄧合勤	 許錫明	 游智仁	 方仲賢	

	 林錦潮	 甘年德	 王飛強	 黃志良	 吳少倫	 朱文	 李國輝	 李憲忠	 鄺章偉	 馮偉才	

	 林文清	 鄭宇文	 杜曾臣	 林海昌	 李耀豪	 黎滿坤	 區耀偉	 李立勝	 許創海	 鄒浩然	

	 曾霖保	 陳志恩	 韓敬標	 詹汗城	 陳為樂	 劉德森	 施瑞天	 邱展輝	 符偉成	 彭錦文	

	 江來發	 李昭明	 梁志超	 彭建聲	 黎永禎	 陳健華	 崔湛華	 練德明	 葉維安	 吳振麒	 	

	 蕭春雨	 黃友雲	 黃劍明	 林漢鵬	 劉偉明	 朱啟良	 關自成	 陳仁里	 袁志能	 陳卓輝	

	 蔡國興	 陳劍華	 張育興	 黃毅誠

關員	 周立輝	 楊建輝	 鄭炳佳	 陳立全	 杜德明	 陳偉林	 陳日能	 蔡烱榮	 陳錦棠	 許奕良	

	 曾樂山	 袁國基	 譚國安

第二加敍勳扣27人

助理關長	 周廣

助理監督	 歐健忠

高級督察	 周明宣

總關員	 羅磐城	 霍廣昌	 蘇志雄	 徐偉義	 張志興	 吳少卓	 梁發裕	 尹榮耀	 陸佩珠	 崔玉兒	

	 朱偉忠	 鄺添想	 楊靜敏	 張君樂	 關良華	 潘培光	 鄧榮華	 盧偉明	 劉文愷	 黃應雄

高級關員	 張玉華	 曾繁熙	 李起球

關員	 陳張麗珍

第三加敍勳扣2人

高級監督	 梁志超

監督	 唐為文

長期服務獎章72人

高級督察	 黃則同	 董志超	 關建強	 盧景麟	 王卓然	 李國強	 胡仁傑	 黎嘉樂	 趙漢昌	 朱文成	

	 莊文佳	 林繼業	 蘇孟天	 黃啟華

督察	 林志偉	 莫國偉

高級關員	 黃立勳	 王維蘭	 陳鳳珊	 黎秀梅	 曾錦娟	 張麗容	 馮超凡	 廖健平	 樊家雄	 蔡冠業	

	 江鴻深	 潘國強

關員	 劉文芳	 伍麗娜	 鍾培華	 郭志偉	 徐錦偉	 劉祥華	 楊錦輝	 張茂昌	 黎偉賢	 鄔寶慈	

	 韓志遠	 曾碧如	 李蘭英	 陳寶明	 林志超	 胡慧敏	 謝銀好	 李貴芬	 陳玉華	 郭小光	

	 何贊文	 林偉程	 李堯典	 陳奕健	 楊國麟	 何志遠	 余世賢	 梁有邦	 鄭希聖	 胡志華	

	 溫昇平	 周志亮	 鄒展鵬	 陳家輝	 李立楊	 曾光亮	 周智康	 鄺偉柏	 麥振超	 黃銘祖	

	 羅漢生	 蔣鐘信	 陳秋明	 關瑞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