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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26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31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603) 機器、車輛及設備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以下連同《 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一併提交立法會批核的新項目所

需撥款的申請，當局請告知有關 2017 – 18的預算：  
總目  帳目  分 目 ( 編

號 ) 
分目  項 目 ( 編

號 ) 
涵 蓋 的 範

圍  
31 非 經 營 帳

目  
603 機 器 、 車

輛及設備  
801 為 深 圳 灣

管 制 站 更

換 1 套 流

動 X 光 車

輛 檢 查 系

統

(AM5531) 
31 非 經 營 帳

目  
603 機 器 、 車

輛及設備  
802 為 深 圳 灣

管 制 站 更

換 1 套 流

動 X 光 車

輛 檢 查 系

統

(AM5532) 
 
 

提問人：張超雄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0310) 

答覆：  

 
香港海關於深圳灣管制站的 2 套流動 X 光車輛檢查系統已運作超過 9 年。

機電工程署在 2016 年 3 月確認它們的整體性能表現下降，延續維修保養已

不合乎經濟效益；同時，為符合政府物流服務署對政府車輛排放標準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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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香港海關有必要盡早更換該批流動 X 光車輛檢查系統。 2017-18 年度

在這方面的相關開支預算為 144 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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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26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93)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鑑於海關檢獲物品個案比去年減少近一千宗 ,  但檢獲物價值則大幅上

升 , 就此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1. 檢獲的應課稅品的詳情為何 ;2. 現時走私

的物品跟去年有何分別 ?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89) 

答覆：  

香港海關在綱領 (1)檢獲的物品包括應課稅品及非應課稅品。其中，2016
年檢獲應課稅品的詳情如下：  
 

物品種類  案件宗數# 檢獲物品總值 # 
2015 2016 2015 2016 

煙草  15 827 13 894 1,680萬元 3,610萬元 
酒類  5 383 5 346 240萬元 210萬元 
碳氫油類及燃料  32 39 10萬元 90萬元 
總數  21 242 19 279 1,920萬元 3,910萬元 
#包括在所有出入境管制站偵破的案件，但不包括綱領(4)所述被移交作深入調查的案

件。同一案件可涉及多種物品。 
 

 
檢獲應課稅品案件中，以煙草案件的數目跌幅較大，較 2015年下降 12%。

但檢獲煙草物品的總值則較 2015年增加 112%。  
 

至於非應課稅品方面，2016年檢獲物品價值 (3.89億元 )與 2015年 (3.90億元 )
相若。檢獲物品以電器及電子產品、瀕危物種、電腦產品及貴金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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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香港海關於2016年在各個邊境口岸繼續嚴厲打擊走私活動包括入境

人士濫用香煙免稅優惠，有效使有關活動有所收斂，個案數字因而下降。而於

應課稅品案件中，香港海關於2016年10月從海路貨運偵破1宗涉及價值2,400萬
元走私5 300公斤煙草的特大案件，令全年檢獲煙草類應課稅物品價值大幅上升。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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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26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48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請政府告知本會：過去一年，海關就邊境管制站執法所偵破的 “走水貨 ”違法

案件的數字爲何，成功檢控的數字爲何？未來一年政府就打擊邊境 “水貨 ”
活 動 的 計 劃 爲 何 ？ 需 要 的 人 數 及 預 算 爲 何 ？  
 

提問人：林健鋒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0) 

答覆：  

香港與深圳海關自2012年9月開始全力打擊跨境水貨走私活動，並已將有關工作

常規化。  

 
在2016年，深圳海關經由港方通報緝獲8 980宗案件，涉及8 981名出境人士及總

值約7,331萬元的貨物，當中以手提及平板電腦、智能電話、首飾及食物為主；

香港海關亦經由深圳通報緝獲99宗案件，涉及101名入境人士及總值約28萬元的

香煙和酒類應課稅品。  

 
上述工作所涉及的資源已被納入一般營運開支內，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分項數字。 

 
特區政府已推行了全方位的措施，並透過跨部門合作全力打擊水貨活動。香港

海關與相關政府部門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加強溝通合作及執法，致力維持口

岸秩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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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26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10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局長：  保安局局長  

問題：  

 《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已於今年 2月 24
日刊憲，並於 3月 1日提交立法會。當條例草案中的「R32制度」在香港設

立後，將需由海關執法，並涉及大量人手和工作；請告知本委員會，預計

在 2017-18年度會淨增加的 455個常額職位中，獲編配至處理涉及「R32制度」

工作的人手為多少？有關職位的類別、薪金、津貼及工作性質為何？  
 

提問人：吳永嘉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7) 

答覆：  

 
為配合《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的審議和有關

執行的籌備工作，海關擬在 2017-18年度增設 54個常額職位，包括海關助理

監督、海關高級督察、海關督察、海關關員、助理文書主任以及文書助理，

分別負責前線執勤、情報分析及後勤支援，預計每年涉及的薪酬開支約為

2,300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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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26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637)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香港海關預算 2017-2018年將增加 455名非首長級職位。就此，請當局提供

以下資料：  
 
(a) 請按職級及職能列出部門將刪減及開設職位的數字；  
 
(b) 請按綱領列出 2016-2017年度及預計 2017-2018年度各職級的編制人

數、實際人數、流失人數及退休人數。  
 

提問人：潘兆平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5) 

答覆：  

(a) 香港海關在 2017-18年度增設的 455個職位，主要是為了應付將會啟用

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總站的工作需要、設立跨

境運送大量貨幣和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的申報及披露制度，以加強打擊洗黑

錢罪行，以及為郵寄包裹清關服務提供額外人手等。有關職位的詳情如下： 
 

 職級  數目  
開設職位  刪減職位  

海關監督 1 - 
海關助理監督 4 - 
海關高級督察 15 - 
海關督察 50 - 
總關員 29 - 
高級關員 142 - 
關員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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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行政主任 1 - 
助理文書主任 3 - 
文書助理 5 - 
助理物料供應主任 1 - 
特別司機 6 - 

小計： 455 - 
開設職位  455 
刪減職位  - 
淨增加職位  455 

 

(b) 2016-17年度海關編制及2017-18年度預計海關編制如下︰- 
 

財政年度 綱領 
(1) 

綱領 
(2) 

綱領 
(3) 

綱領 
(4) 

綱領 
(5) 

總數 

2016-17 4 595 382 541 299 349 6 166 

2017-18 5 050 382 541 299 349 6 621 

 
2016-17年度海關各職級的編制及實際人數如下︰  
 

職級  編制  
(實際人數 *) 

 職級  編制  
(實際人數 *) 

海關關長  1(1)  統計師  1(1) 
一級統計主任  2(2) 

海關副關長  1(1)  二級統計主任  2(2) 
海關助理關長  3(2)  一級槍械員  1(1)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1(0) 三級槍械員  1(1) 

高 級 首 席 貿 易 管
制主任  

1(1)  高級系統經理  2(1) 
系統經理  5(4) 

海關總監督  2(2)  一級系統分析／  
程序編製主任  

17(17) 

海關高級監督  16(10)  二級系統分析／  
程序編製主任  

6(5) 

海關監督  36(31)  助理電腦操作經理  1(1) 
海關助理監督  77(74)  高級電腦操作員  1(1) 
海關高級督察  332(307)  一級電腦操作員  9(9) 
海關督察  470(546)  二級電腦操作員  9(9) 
總關員  382(328)  機 密 檔 案 室 高 級 助

理  
1(1) 

高級關員  1 067(964)  機密檔案室助理  7(6) 
關員  2 673(2 612)  高級文書主任  7(7) 
首 席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6(6)  文書主任  31(22) 

總貿易管制主任  24(23)  助理文書主任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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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78(76)  文書助理  95(87) 

貿易管制主任  186(179)  辦公室助理員  19(17) 
助 理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181(162)  總物料供應主任  1(1) 

總行政主任  1(1)  高級物料供應主任  1(2) 
高級行政主任  4(4)  物料供應主任  3(2) 
一級行政主任  19(14)  助理物料供應主任  3(4) 
二級行政主任  4(8)  高級物料供應員  1(1) 
高級庫務會計師  1(1)  一級物料供應員  11(8) 
庫務會計師  4(4)  二級物料供應員  24(27) 
高級會計主任  1(1)  助理物料供應員  11(11) 
一級會計主任  6(6)  特別司機  22(21) 
二級會計主任  2(2)  汽車司機  60(63) 
高級訓練主任  1(1)  二級工人  32(22) 
一級訓練主任  1(1)  炊事員  1(1) 
高 級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1(1)  康樂事務經理  1(1) 

一 級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3(2)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理  

1(1) 

二 級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15(15)  一級管理參議主任  1(1) 

繕校員  1(1)  高級小輪船長  3(3) 
高級私人秘書  1(1)  小輪助理員  7(5) 
一級私人秘書  6(6)  一級特別攝影員  1(0) 
二級私人秘書  14(14)  二級特別攝影員  3(0) 
高級打字員  2(2)   

 
總數  

 
 

6 166 (5 918) 
打字員  7(7)  
高 級 分 區 職 業 安
全主任  

1(1)  

一 級 政 府 車 輛 事
務主任  

1(2)  

*以2017年 1月31日為準，包括正放取退休前休假的人員。  
 
 
2017-18年度海關各職級的實際人數因受辭職及提早退休等因素影響現時未能

確定，而各職級預算編制如下︰   
 

職級  編制   職級  編制  
海關關長  1  統計師  1 

一級統計主任  2 
海關副關長  1  二級統計主任  2 
海關助理關長  3  一級槍械員  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1 三級槍械員  1 
高級首席貿易管制
主任  

1  高級系統經理  2 
系統經理  5 

海關總監督  2  一級系統分析／  
程序編製主任  

17 

海關高級監督  16  二級系統分析／  
程序編製主任  

6 

海關監督  37  助理電腦操作經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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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助理監督  81  高級電腦操作員  1 
海關高級督察  347  一級電腦操作員  9 
海關督察  520  二級電腦操作員  9 
總關員  411  機 密 檔 案 室 高 級 助

理  
1 

高級關員  1 209  機密檔案室助理  7 
關員  2 871  高級文書主任  7 
首席貿易管制主任  6  文書主任  31 
總貿易管制主任  24  助理文書主任  132 
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78  文書助理  100 
貿易管制主任  186  辦公室助理員  19 
助理貿易管制主任  181  總物料供應主任  1 
總行政主任  1  高級物料供應主任  1 
高級行政主任  4  物料供應主任  3 
一級行政主任  20  助理物料供應主任  4 
二級行政主任  4  高級物料供應員  1 
高級庫務會計師  1  一級物料供應員  11 
庫務會計師  4  二級物料供應員  24 
高級會計主任  1  助理物料供應員  11 
一級會計主任  6  特別司機  28 
二級會計主任  2  汽車司機  60 
高級訓練主任  1  二級工人  32 
一級訓練主任  1  炊事員  1 
高級法定語文主任  1  康樂事務經理  1 
一級法定語文主任  3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理  
1 

二級法定語文主任  15  一級管理參議主任  1 
繕校員  1  高級小輪船長  3 
高級私人秘書  1  小輪助理員  7 
一級私人秘書  6  一級特別攝影員  1 
二級私人秘書  14  二級特別攝影員  3 
高級打字員  2   

 
總數  

 
 

6 621  
打字員  7  
高級分區職業安全
主任  

1  

一級政府車輛事務
主任  

1  

 
2016-2017年度的流失人數及退休人數，以及 2017-2018年度的預計退休人

數如下：  
 
 2016-2017年度  2017-2018年度  

流失人數  退休人數  預計退休人數  
海關監督 /督察職系  4 48 27 
關員職系  61 173 173 
貿易管制主任職系  4 21 30 
其他職系  9 28 16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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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56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703)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1.  請列出最近五年香港海關在本港各口岸執行《進出口條例》的拘捕數

字； 2017-2018年度海關用作執行《進出口條例》的具體預算。  
 
2.  請以表列方式，列出最近五年香港海關在全港各地查獲以下物品數目

及涉案人數。  
 

  毒品  軍火  戰略物

品  
應課稅

品  
侵犯版

權  
違反商

品說明  
2012 數目              

涉 案 人

數  
            

2013 數目              
涉 案 人

數  
            

2014 數目              
涉 案 人

數  
            

2015 數目              
涉 案 人

數  
            

2016 數目              
涉 案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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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過去五年，海關用於打擊水貨客的人員數目及具體開支為何；2017-2018
年度，海關會否增撥資源加強打擊水貨客活動，如會，詳情及預算開支為

何。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33) 

 
 

答覆：  

  
1. 過去 5年，共有 18 644人因觸犯《進出口條例》而被香港海關拘捕。所

涉及的資源已被納入一般營運開支內，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分項數字。  
 
2. 香港海關查獲物品的種類繁多並涉及不同量度單位。香港海關在過去 5
年偵破案件的詳情如下：  
 

 
毒品 軍火 戰略物品 應課稅品 侵權貨物 涉及虛假

商品說明
貨物 

2012 案件宗數 473 20 4 22 026 116 533 
被捕人數 430 14 0 11 549 166 506 

2013 案件宗數 516 28 2 18 675 99 752 

被捕人數 439 20 0 11 712 143 663 
2014 案件宗數 797 81 8 19 483 60 1 076 

被捕人數 442 21 0 12 003 87 752 
2015 案件宗數 752 68 34 17 300 118 1 098 

被捕人數 364 12 0 10 717 159 906 
2016 案件宗數 779 55 71 15 238 124 951 

 被捕人數 330 8 4 8 823 158 747 
 
3. 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與深圳海關將繼續合作打擊水貨走私活動，

包括在水貨客活躍地點進行監察，以搜集情報協助邊境管制站人員及其他

執法部門作出堵截及執法行動。上述工作所涉及的資源已被納入一般營運

開支內，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分項數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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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57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704)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緝毒調查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1.  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偵破有組織販毒集團和非集團式經營的毒販的個

案數目及拘捕人數為何。  
 
2.  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在本港境內偵破的毒品工場及分銷中心的數目。  
 
3.  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偵破的清洗黑錢個案及涉案人數。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34) 

 

答覆：  

  
1.  過去5年，香港海關偵破的販毒案件和被捕人數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案件宗數  214 231 275 249 213 
被捕人數  211 258 276 233 217 

 
 
2.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在本港境內偵破的製毒工場及分銷中心數目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製毒工場 - 1 - 1 2 
分銷中心 3 10 11 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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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偵破的清洗黑錢個案及涉案人數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案件宗數 2 1 2 3 11 
涉案人數 25 6 5 7 24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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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B57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328)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保安局局長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貴部門有否提供手語翻譯服務；如有，涉及的人員數目及人手開支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梁耀忠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67) 

答覆：  

 

 香港海關會因應個別情況，為有需要人士安排手語翻譯服務，並會根

據司法機構備存的兼職傳譯員登記冊僱用傳譯員提供服務。所涉及的資源

已被納入一般營運開支內，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分項數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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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705)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1.  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偵查網上售賣侵權物品的個案數字、物品價值、

物品種類及涉案人數為何。  
 
2.  過去五年，已接獲的有關知識產權的調查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過去

五年，已完成的有關知識產權的調查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2017-2018年調

查有關知識產權個案的人員數目及開支預算分別為何。  
 
3.  2017-2018年度香港海關用於提升調查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的互聯網及電

子罪案的能力的預算為何。  
 
4.  2017-2018年度香港海關透過宣傳計劃，加強公眾和貿易商對知識產權

及保障消費者法例的認知的預算為何。  
 
5.  2017-2018年香港海關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其他各方實施《 2012年
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所涉及的開支及人員數目；2017-2018
年度海關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其他各方實施《 2012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

商手法 )(修訂 )條例》所涉及的開支及人員數目預算。  
 
6.  過去五年，海關用於調查保健產品的失實聲明的具體開支、涉及人員

數目及檢控數字為何；2017-2018年度，海關用於調查保健產品的失實聲明

的具體開支及涉及人員數目為何。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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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1.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偵破的網上侵權案件詳情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案件數目 64 162 184 200 201 
被捕人數 79 190 202 248 234 
檢獲物品總值

(以衣服、手錶

及飾物為主) 

100萬元 248萬元 247萬元 300萬元 180萬元 

 
2.  2017-18 年度，共有 190 名海關人員負責防止和偵緝侵犯知識產權

的罪行，涉及開支 8,115 萬元。過去 5 年的調查個案詳情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開立調查個案  1 399 1 625 1 954 1 892 1 599 
完成調查 * 3 244 8 309 1 913 1 577 1 546 

註： * 當中有些個案是在過往年度接獲，故完成調查的個案數目或會多

於同一年所接獲個案的數目。  
 
3. 香港海關一直密切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

罪案的最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香 港 海 關 透 過 調 配 內 部 資 源 ，

成 立 3支 「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設立「科技罪行研究

所」，以提升前線同事的網上調查搜證能力；以及開發 4個網上監察系統，

以加強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5年推出，用作針對打擊

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今年香港海關計劃透過

調配內部資源，研發「大數據分析系統」，搜集互聯網上跨平台的資料進

行分析，從而預測最新侵權行為的趨勢，提升執法效率。2017-18年度，香

港海關未有計劃就這方面的執法工作增加開支及人手，但會繼續靈活調配

現有資源及人手，打撃侵權罪行。2017-18年度，涉及系統保養的開支預計

約為 106萬元。  
 
4.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會繼續透過各種途徑，加強市民對保護知

識產權和消費者權益的認知，包括不時與知識產權署、消費者委員會、行

業團體及主要商會合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此外，香港海關亦會透過宣傳

教育活動，加強社會對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的認識。由於所涉開支

已納入部門撥款內，難以分項量化。  
 
5.及 6.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共偵破 29宗保健產品涉及失實聲明而違反《商

品說明條例》 (《條例》 )的案件，檢控了 23間公司及 7名人士。在 2017-18
年度，香港海關共有 190名人員負責《條例》的執法工作，涉及開支 9,283 萬
元，有關人手及開支難以根據貨物種類分項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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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6858)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涉及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a)過去三年，每年市民就不良營商手法提出的舉報數目及舉報個案涉及的

金額是甚麼；請按年及舉報個案涉及的行業提供分項數字；  
 
(b)過去三年，海關就不良營商手法舉報採取的執法行動次數和拘捕人數；

請按年及個案涉及的行業提供分項數字；及  
 
(c)過去三年，海關就不良營商手法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遭檢控的人數及

遭定罪的人數是甚麼；請按年及按個案涉及的行業提供分項數字。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92) 

 
答覆：  

 
(a)、(b)及 (c) 香港海關在過去 3年執行《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數字如下： 
 
相關數字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投訴數目 6 447 6 088 7 260 
立案調查數目 701 168 144 
拘捕人數 64 125 105 
檢控個案數目 74 112 71 
被定罪數目(公司／人) 76 12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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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字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被定罪個案涉案金額 $16.5 至 
$1,333,591 

$12.9 至 $796,253 $42 至 $288,000 

被定罪的商戶涉及行業

例子 
參茸海味及中西藥

業、食品及飲品、

美容及美髮貨品及

服務、保健食品及

產品 

參茸海味及中西藥

業、美容及美髮貨

品及服務、食品及

飲品、超級市場、

教育服務 

參茸海味及中西

藥業、電器及電

子產品零售商、

食品及飲品、教

育服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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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6859)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市民對不良營商手法的認識，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a)過去三年，海關接獲市民就不良營商手法的舉報數字及海關能成功跟進

的舉報個案數字是甚麼；請按年提供分項數字；  
 
(b)海關會否在 2017-2018年度進行更多宣傳推廣，讓市民更深入認識不良營

商手法的定義和概念，以提高舉報的成效；若會，有關的工作計劃和開支

預算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93) 

 
 
答覆：  

 
(a) 香港海關在過去 3年執行《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數字如下：  
 
相關數字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投訴數目 6 447 6 088 7 260 
立案調查數目 701 168 144 
拘捕人數 64 125 105 
檢控個案數目 74 112 71 
被定罪數目(公司／人) 76 126 71 



 

第  1 5  節  C E D B ( C I T )  -  第  5 4 8  頁  

 

 
 
(b) 香港海關一向致力透過各種途徑加強市民對消費者權益的認知，包括

不時與消費者委員會、行業團體及主要商會合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此外，

香港海關會繼續透過宣傳教育活動，增加社會對消費者權益的認識。所涉

開支已納入部門撥款內，難以分項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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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791)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當局在 2016-17年度用於防止及偵查侵犯版權物品和商標的開支、人手

和行動次數有多少，當中有多少是涉及網上販賣侵權貨物。行動中檢獲的

物品價值分別是多少，多少宗個案能成功檢控？判罰情況如何？近年侵犯

版權和商標活動是否有上升趨勢，特別是網上售賣侵權貨物。在 2017-18年
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中，海關會加強與業界及執法機構合作，偵查侵權

貨物的網上售賣活動，將會涉及的開支有多少？是否會進行網上巡查？預

期工作成效如何？  
  
提問人：鍾國斌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3) 

答覆：  

 
2016-17年度，香港海關專責防止及偵查侵犯知識產權罪行的人員共有 191
人，涉及薪酬開支約為 8,142萬元。2016年，香港海關平均每星期採取 10次
行動，偵破的案件詳情如下：  

 
案件數目 (網上侵權罪行 ) 845宗  (201宗 ) 
檢獲物品總值 (網上侵權罪行 ) 1.6億元  (180萬元 ) 
成功檢控案件數目 (網上侵權罪行 ) 
(註 ) 

451宗  (165宗 ) 

法庭判決  罰款 500元至 10萬元、社會服務令 30小
時至 240小時、監禁 7日至 16個月  

註：於 2016年內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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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續和嚴厲打擊下，現時本港市面侵權情況已較數年前顯著減少，惟網

上銷售侵權物品情況正從拍賣網站轉移至社交平台及網上社區市集。  
 
香港海關一直密切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罪案的最

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過去數年，香港海關透過調配內部資源，

成立 3支「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設立「科技罪行研究所」，

以提升前線同事的網上調查搜證能力；以及開發 4個網上監察系統，以加強

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5年推出，用作針對打擊透過社

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今年香港海關計劃透過調配內

部資源，研發大數據分析系統，搜集互聯網上跨平台的資料進行分析，從

而預測最新侵權行為的趨勢，提升執法效率。2017-18年度，香港海關未有

計劃就這方面的執法工作增加開支及人手，但會繼續靈活調配現有資源及

人手，打擊侵權罪行。 2017-18年度，涉及系統保養的開支預計約為 106萬
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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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839)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綱領下提及香港海關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章 )，遏止偽造商標、 
虛假商品說明及不良營商手法的違法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三年，海關接到有關健身中心／瑜伽中心的投訴、檢控和定罪數

字為何；檢控個案涉及的主要違法活動為何；以及  
 
 (b.) 綱領下提及香港海關在 2017-2018年度會加強執法，打擊有關貨品和服

務的虛假商品說明和不良營商手法；具體而言，該等工作的詳情為何；所

涉及的人手編制及開支為何？  
 
提問人：何啟明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5) 

 
答覆：  

(a) 過去 3年，香港海關接獲有關健身中心或瑜伽中心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條例》 )的投訴數目如下 -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投訴數目 111 237 1 867(註) 

(註) 其中涉及一間連鎖健身中心結業所接獲的投訴已有 1 672宗。  
 

有關投訴主要指稱商戶運用不當地接受付款、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及虛假

商品說明等不良營商手法。到目前為止，香港海關已就其中 3宗案件合共拘

捕 11人作進一步調查，並已就 1宗涉及健身中心的個案向 2名涉案人士提出

檢控。  



 

第  1 5  節  C E D B ( C I T )  -  第  5 5 2  頁  

 

  
 

(b) 香港海關會繼續積極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條例》，包括進行執法

行動、合規推廣，以及宣傳教育，從源頭打擊常見的不良營商手法，保障

消費者。香港海關亦會針對高風險產品及屢次被投訴的店舖作重點巡查，

以及與消費者委員會交換情報。  
 
在執法方面，香港海關一直積極處理投訴，對投訴個案作出深入調查及搜

證，並因應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據，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除處理投訴外，

香港海關亦會評估風險及情報，對涉嫌違規商戶按需要作出主動巡查，包

括「放蛇」。  
 
在進行合規推廣方面，香港海關至今為各業界共舉辦 140多場研討會，以加

強各行業從業員對《條例》的認識，提醒他們遵守公平營商條文的重要性，

並敦促管理層採取適當措施，防止不當的營業行為。  
 
在公眾教育方面，香港海關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透過各種媒體向市民大

眾推廣「精明消費」的訊息。  
 
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共有 190名人員負責《條例》的執法工作，涉及

開支 9,283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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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5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238)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本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中提及，會繼續提升調查有關侵犯知識產

權的互聯網及電子罪案的能力，就此，請回答以下問題：  
 
1. 香港海關現時採取何種措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互聯網及電子罪案？  
2. 過去 5年，香港海關採取了何種措施和計劃提升調查上述電子罪案的能

力，所涉及開支為何？  
 
提問人：馬逢國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9) 

 
答覆：  

 
香港海關一直密切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罪案的最

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香港海關早於 2000年透過調配內部資源，

成立三支「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於 2007年至 2015年間

開發四個網上監察系統，以加強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用作

針對打擊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此外，海關於

2013年成立「科技罪行研究所」，進一步提升前線同事的網上調查搜證能

力。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共投放 820萬元用於提升相關的調查及執法能力，

包括 400萬元用於「科技罪行研究所」，以及 420萬元用於開發網上監察系

統及相關的保養費用。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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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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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B(CIT)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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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2081)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有關防止及偵查侵犯版權和商標活動，請告知本會：  
 
(a) 過去五年，每年破獲的網上侵權活動數目、所涉產品和市值、拘捕人

數、檢控人數、被定罪人數及最高和最低罰則分別為何？  (請按年份列出 ) 
 
(b) 有關加強執法和加強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宣傳教育，當局未來工作計

劃、時間表、所涉開支和人手為何？  
 
提問人：吳永嘉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3) 

答覆：  

 
香港海關過去 5年偵破的網上侵權案件詳情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案件宗數 64 162 184 200 201 
被捕人數 79 190 202 248 234 
檢獲物品總值(以
衣服、手錶及飾物

為主) 

100萬元 248萬元 247萬元 300萬元 180萬元 

定罪人數 (註) 52 114 168 188 175 
罰款金額 500元- 

2萬元 
500元- 
2萬元 

500元- 
6萬元 

50元- 
2萬元 

500元- 
6萬元 

社會服務令時數 80-160小時 70-180小時 60-160小時 60-180小時 30-160小時 
監禁刑期 14天- 

6個月 
14天- 
6個月 

7天- 
4個月 

2至5 
個月 

7天至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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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年內審結的案件。 
 
香港海關一直密切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罪案的最

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過去數年，香港海關透過調配內部資源，

成立 3支「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設立「科技罪行研究所」，

以提升前線同事的網上調查搜證能力；以及開發 4個網上監察系統，以加強

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5年推出，用作針對打擊透過社

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今年香港海關計劃透過調配內

部資源，研發大數據分析系統，搜集互聯網上跨平台的資料進行分析，從

而預測最新侵權行為的趨勢，提升執法效率。2017-18年度，香港海關未有

計劃就這方面的執法工作增加開支及人手，但會繼續靈活調配現有資源及

人手，打撃侵權罪行。 2017-18年度，涉及系統保養的開支預計約為 106萬
元。  
 
香港海關一向致力透過各種途徑，加強市民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知，包括

不時與知識產權署、消費者委員會、行業團體及主要商會合辦研討會及專

題講座。香港海關會繼續透過宣傳教育活動，加強社會對保護知識產權的

認識。所涉開支已納入部門撥款內，難以分項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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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2217)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政府現時在 2017年就消費品安全抽查定下 1400次的指標，政府請告知本會： 
 
一、政府是按什府標準定下 1400次的指標？  
 
二、政府現時抽查的物品種類、每月次數為何？  
 
三、上述行動所涉及的人手編制為何？  
  
 
提問人：葛珮帆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9) 

 
答覆：   

一、香港海關在過去 3年就消費品安全進行抽查的次數分別為 1 146、 1 439
及 1 460次，部門按過往的執法經驗，及對市面上供應的各類消費品所

進行的風險評估，訂下在 2017年就消費品安全抽查 1 400次的指標。  

二、香港海關在過往一年抽查的消費品種類包括個人護理用品、化妝品、

衣物鞋履產品、電子產品、家庭用品、傢具、文具、廚具及餐具等，

每月平均抽查約 120次。  

三、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共有 19名人員負責《消費品安全條例》的執

法工作。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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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1759)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上個財政年度，綱領 (3)的人員有 487，本年度則預計有 541人﹕  
  
1.     新增人手的編制、職級、工作範圍及總開支為何﹖按保護知識產權及

消費者權益分類，兩者分別現有及新增人手為何﹖  
2.     過去 3年，按年計，執行《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度量衡條

例》、《消費品安全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的人手及開支分別為何﹖

又預計 2017年各條例的執行人手及開支為何﹖  
 
 
提問人：尹兆堅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7) 

 
答覆：  

 
1. 香港海關會不時檢視人手安排，調配內部資源，以確保足夠人手應付工

作。因應實際需要， 2016-17年度綱領 (3)的人員數目已由原來預算的 487人
修訂為 541人，而 2017-18年度預算中綱領 (3)的人員數目亦維持於 541人。  
 
2. 香港海關負責執行保障消費者權益相關法例的人手及所涉開支如下：  

 

條例 類別 
年度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商品說明

條例》 
執法人手 187 190 190 190 

涉及開支 (萬元 ) 8,760 9,510 9,285 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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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類別 
年度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度量衡條

例》 
執法人手 21 21 21 22 

涉及開支 (萬元 ) 937 979 1,025 1,060 

《消費品安

全條例》 
執法人手 19 19 19 19 

涉及開支 (萬元 ) 872 912 954 954 
《玩具及兒

童產品安全

條例》 

執法人手 16 16 16 16 

涉及開支 (萬元 ) 775 811 848 848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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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1765)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關於保障消費者權益﹕  
  
1.     就執行《商品說明條例》及其他 3條保障消費者法例，過去 3年，海關

接獲的 (a)投訴個案、 (b)檢控個案、 (c)被定罪數字、 (d)被定罪人士／公司

的最高刑罰、以及 (d)平均刑罰為何﹖  
  
2.     針對《商品說明條例》中的常見罪行，包括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

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等等，請按上述類別分類，交代海關過去 3年接獲

的 (a)投訴個案、 (b)檢控個案、 (c)以及被定罪數字  
 
提問人：尹兆堅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8) 

 
答覆：  

1. 香港海關在過去 3年，就執行保障消費者權益法例的相關數字及資料如

下：  
 

條例 數字及資料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商品說

明條例》 
投訴個案 6 447 6 088 7 260 
檢控個案 74 112 71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76  126 71 

最高刑罰 罰款 $152,000 $67,8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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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數字及資料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監禁 監禁4個月 

(緩刑3年)  
監禁3個月 監禁2個月並

須向受害人賠

償$28,160 
平均罰款* $16,057 $10,996 $12,807  

《度量衡

條例》 
投訴個案 649 588 588 
檢控個案 59 42 28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62 46 29 

最高刑罰(罰款) $10,000 $15,000 $10,000 
平均罰款* $2,936 $3,852 $3,957 

《消費品

安 全 條

例》 

投訴個案 172 165 129 
檢控個案 7 12 13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7 13 13 

最高刑罰(罰款) $50,000 $12,000 $28,000 
平均罰款* $17,060 $6,500 $17,823 

《玩具及

兒童產品

安 全 條

例》 

投訴個案 50 38 31 
檢控個案 9 5 1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9 5 1 

最高刑罰(罰款) $9,000 $8,000 $2,000 
平均罰款* $5,500 $7,600 $2,000 

*只計算涉及罰款個案中的每宗平均罰款。  
 
 
2. 香港海關在過去 3年，就執行《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數字如下：  
 
罪行類別 相關數字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虛假商品

說明 
投訴個案 3 434 3 947 4 476 
檢控個案 28 59 36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32 66 40 

誤導性遺

漏 
投訴個案 884 752 332 
檢控個案 5 12 6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4 10 8 

具威嚇性

的營業行

為 

投訴個案 151 254 191 
檢控個案 2 1 3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0 3 1 

餌誘式廣

告宣傳 
投訴個案 72 27 15 
檢控個案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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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類別 相關數字分類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  –  0 

先誘後轉

銷售行為 
投訴個案 24 25 11 
檢控個案 0 0 0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  –  –  

不當地接

受付款 
投訴個案 1 817 1 023 2 197 
檢控個案 0 1 1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  1 0 

《商品說

明條例》下

的其他罪

行^ 

投訴個案 65 60 38 
檢控個案 39 39 24 
被定罪數字(公司／

人)  
40 46 22 

^ 例如《商品說明條例》第 4條、第 9條及第 12條的罪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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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1768)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針對近年興起的「網上購物」 (包括團購及網購 )不時傳出涉及不良銷售手

法問題，以至曾有團購公司突然結業﹕  
1.     海關有否以「放蛇」或任何方式進行巡查﹖若有，涉及的開支及人手

為何﹖  
2.     過去 3年，按年計，海關又收到多少宗涉及「網上購物」的投訴﹖又

有多少宗檢控個案﹖多少宗相關人士被定罪﹖  
3.     因應不少網購涉及非本地註冊公司，現時海關如何執法﹖  
4.     針對團購公司突然結業問題，海關及相關政策局又會否彷效「旅遊業

賠償基金」成立基金賠償予受影響市民﹖  
 
提問人：尹兆堅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9) 

答覆：  

1. 《商品說明條例》(《條例》)對網上及實體商戶的營業行為同樣適用，

針對網上的營業行為，香港海關進行的執法行動包括網上監察、喬裝顧客

網上試購等。  
 
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共有 190名人員負責《條例》的執法工作，預算

涉及開支 9,283萬元。由於負責巡查的人員需要同時兼顧其他執法工作，有

關開支難以分項量化。  
 
2. 過去 3年，香港海關接獲涉及「網上購物」的投訴及相關執法數字如下：

-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投訴個案  487 296 586 
檢控個案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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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罪 (公司／人 ) 數
目  

2 2 3 

 
3. 香港海關如發現本地或海外網站售賣違規或侵權物品，可要求網站移

除有關內容或連結；亦會視乎需要和情況，與海外執法機關採取聯合行動。 
 
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香港海關暫時沒有計劃成立針對團購的賠償基

金，政府會繼續留意網上購物平台的發展。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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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6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77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中，關於「提升調查有關侵犯

知識產權的互聯網及電子罪案的能力」的詳情為何﹖針對互聯網上的違法

行為，現時有否特定人手作針對性調查﹖若有，相關人手編制及開支為何﹖  
 

 
提問人：尹兆堅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31) 

答覆：  

 
香港海關一直嚴密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罪案的最

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過去數年，香港海關透過調配內部資源，

成立三支「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設立「科技罪行研究

所」，以提升前線同事的調查搜證能力；以及開發四個網上監察系統，以

加強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5年推出，用作針對打擊透

過社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本年香港海關計劃透過調

配內部資源，研發大數據分析系統，搜集互聯網上跨平台的資料進行分析，

從而預測最新侵權行為的趨勢，提升執法效率。  
 
 
現時香港海關在打擊網上侵權活動的人手編制共 45人，涉及薪酬開支約

1,875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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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6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80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針對近年不少年青人於網上及利用即時軟件售賣侵權物品﹕  
 
1. 海關過去 3年，按年計，共收到多少宗投訴﹖相關檢控及定罪數字又為

何﹖  
 
2. 過去 3年，按年計，海關又有否任何教育宣傳工作﹖若有，詳情 (例如宣

傳形式、開支等 )為何﹖  
 
3. 未來 1年，海關又有否任何宣傳計劃﹖若有，涉及的人手、宣傳形式及

開支為何﹖  
 
提問人：尹兆堅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30) 

 
答覆：  

 
過去 3年，香港海關就網上侵權活動接獲的投訴及偵破的案件詳情如下：  

 2014 2015 2016 
接獲投訴數目  829 1 579 1 461 
開立調查檔案數目 [註 (1)] 485 581 496 
案件數目  184 200 201 
被捕人數  202 248 234 
定罪人數 [註 (2)] 168 188 175 
罰款金額  500 元- 50 元-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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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5 2016 
6 萬元 2 萬元 6 萬元 

社會服務令時數  60-160 小時 60-180 小時 30-160 小時 
監禁刑期  7 天- 

4 個月 
2-5 
個月 

7 天-8 
個月 

註：  (1) 由於不同投訴或會涉及同一網站、連結或網上戶口等，香港海

關會把內容相同或類似 (如投訴同一網站、連結或網上戶口等 )
的投訴歸納在同一檔案內統一調查。  

 (2) 年內審結的案件。  
 
香港海關一向致力透過各種途徑，加強市民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知，包括

不時與知識產權署、消費者委員會、行業團體及主要商會合辦與保護知識

產權相關的研討會及專題講座。香港海關會繼續透過宣傳教育活動，加強

社會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識。  
 
過往 3 年，香港海關與相關機構推動以年青人為教育宣傳對象的工作，包

括舉辦與保護知識產權相關的專題講座、交流活動、培訓課程、工作坊及

比賽等。香港海關與知識產權署又攝製了一輯政府電視宣傳片，並於本港

熱門拍賣網站、討論區及社交網絡平台等發放。展望未來，香港海關將繼

續與相關機構合作，舉辦各項教育宣傳活動，加強社會特別是年青人對保

護知識產權的認識。由於所涉開支已納入部門撥款內，故難以分項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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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6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666)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1.有關部門會提升調查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的互聯網及電子罪案的能力。  
 
對於有關調查工作在目前的資源上是否足夠，當局會有何實際支援提供協

助以加強調查能力，預計所需開支為何？在本年度內增加的人手中，有多

少會編配予這項相關工作？  

 
提問人：黃定光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3) 

 
答覆：  

香港海關一直密切監察互聯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及相關電子罪案的最

新趨勢，並適時檢討執法成效。過去數年，香港海關透過調配內部資源，

成立 3支「反互聯網盜版隊」，專責相關執法工作；設立「科技罪行研究所」，

以提升前線同事的網上調查搜證能力；以及開發 4個網上監察系統，以加強

監察及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5年推出，用作針對打擊透過社

交網絡平台售賣侵權物品的「網迅」系統。  
 
今年香港海關計劃透過調配內部資源，研發大數據分析系統，搜集互聯網

上跨平台的資料進行分析，從而預測最新侵權行為的趨勢，提升執法效率。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未有計劃就這方面的執法工作增加開支及人手，但

會繼續靈活調配現有資源及人手，打擊侵權罪行。2017-18年度，涉及系統

保養的開支預計約為 106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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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6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947)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在提高清關效率，以便利跨境貨流方面的工作，請告知本會：  
 
 1.  推動使用「電子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的最新情況，已登記成為系統用

戶的數量，請按用戶的登記類別説明；  
 
 2. 海關的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與內地的跨境快速通關系統的對

接最新進展及有何進一步措施加強與內地跨境無縫清關；  
 
 3. 推展「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的最新進展，現時參與計劃的公司

數目及與海外國家／城市簽訂互認安排的情況；及  
 
 4. 2017-18年度在便利跨境貨流的工作詳情及預算，會否推出新措施。  

 
提問人：易志明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43) 

答覆：  

  
1. 「道路貨物資料系統」自全面實施以來一直運作暢順，香港海關和業界

使用者保持聯繫，確保為貿易及物流業提供快捷而可靠的服務。截至 2017
年 2月底，共有 32 612名用戶登記使用該系統，包括付運人 8 673名、付運人

暨貨運代理 3 707名、貨運代理 2 113名及貨車司機 18 1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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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粵港海關已於 2016年 3月 28日正式全面推行「跨境一鎖計劃」，將香港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與內地「跨境快速通關系統」無縫對接，

建立粵港「綠色物流通道」，簡化清關手續和加快貨物轉關流程，便商利

貿。計劃推行至今運作順暢，內地已開通了 33個清關點，較計劃正式推行

時增加了 11個，增長達五成。香港海關將會繼續積極推廣及宣傳此計劃，

並與內地海關共同研究擴大計劃的覆蓋範圍，增加更多內地清關點。  
 
3. 現已有 37間公司取得資格成為認可經濟營運商。香港已與內地、印度、

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日本簽訂互認安排並逐步落實。此外，

香港與澳洲的互認安排亦預期可於 2017年內簽訂。未來部門會繼續與其他

主要貿易伙伴及「一帶一路」的沿線經濟體商討互認安排。  
 
4. 香港海關會繼續提升「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的功能，為付貨人及貨車司

機提供穩定可靠的服務，並會繼續與內地海關進一步推動「跨境一鎖計劃」

的發展和探討更多元化的清關便利措施。此外，香港海關會加強便利措施，

使貿易商在內地和相關貿易伙伴之間進行貨物貿易並經香港轉運時，可享

關稅優惠，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區內物流樞紐的優勢。這些職責屬於部門整

體工作的一部份，有關開支難以分開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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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6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064)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一 )請當局表列出，過去三年接獲有關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投訴宗

數、投訴成立宗數以及成功檢控宗數分別為何？其中由訪港遊客做出投訴

的宗數為何？  
 

年份  投訴宗數  投訴成立宗

數  
成功檢控宗

數  
遊客投訴宗

數  
2014         
2015         
2016         

  
 (二 )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包括放蛇，對訪港遊客做出的投訴優先處理，

以保障遊客在港期間的消費權益獲得及時保障？  
 
提問人：姚思榮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9) 

 
答覆：   

(一 ) 過去 3年，香港海關執行《商品說明條例》的相關數字如下 - 

 

年份  投訴數目  立案調查  
數目  

檢控個案

數目  
被定罪數字

(公司／人 ) 
訪港遊客投

訴數目  
2014 6 447 701 74 76 553 
2015 6 088 168 112 126 488 
2016 7 260 144 71 7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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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香港海關會繼續積極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商品說明條例》，包括

進行執法行動、合規推廣，以及宣傳教育，從源頭打擊常見的不良營商手

法，保障消費者。  
 
在執法方面，香港海關一直積極處理投訴，對投訴個案作出深入調查及搜

證，並會針對高風險產品及屢次被投訴的店舖，進行不同模式的巡查，包

括以「放蛇」的手法，喬裝成顧客進行視察及偵查，確保商戶遵守法例規

定。  
 
此外，為加快處理短期訪港遊客於訪港期間作出涉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的舉報，香港海關設有「快速行動隊」。當接獲這些旅客的舉報，快速行

動隊會迅速到涉案商戶調查及搜證，為舉報人提供即時協助。  
 
香港海關亦會於節日，如農曆新年、十一黃金週期間，派人員到各熱門旅

遊購物區派發宣傳單張，加強遊客對不良營商手法的了解，以提升其自我

保護及警覺的意識，讓遊客知悉如遇上不良營商手法時，可向香港海關尋

求協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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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1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174)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4) 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請以表列方式列出在過去三年，在香港各出入境口岸的免稅商店，所售出

的免稅香煙、煙草、及雪茄的數字，以及以上各項免稅煙草產品的銷售金

額。  
 
提問人：陳志全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21) 

答覆：  

 
香港各出入境口岸的免稅商店在過去 3年售出的免稅香煙、煙草及雪茄的數

字如下：  
 
 2014 2015 2016 
香煙 (百萬支 ) 4 331 4 459 4 138 
煙草 (公斤 ) 13 295 13 369 13 006 
雪茄 (公斤 ) 25 380 22 368 23 580 

 
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免稅煙草產品的銷售金額數據。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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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1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478)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4) 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請政府提供︰  

1) 負責打擊私煙走私和分銷活動的人手編制詳情，包括職級、人數、薪級

點。  

2) 過去 3年，接獲私煙舉報的數字，以及成功檢獲走私香煙的數目。  

3) 按下表列出過去 3年的檢控情況  

 個案數目  
被定罪人士的刑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無罪釋放        
社會服務令        
罰款 5,000元或以下        
罰款 5,001元至 10,000元        
罰款 10,001元至 50,000元        
罰款 50,000元以上        
判監半年或以下，緩刑        
判監半年以上，緩刑        
判監 30日以下        
判監 30日至 89日        
判監 90日至 179日        
判監 180日至 1年        
判監 1年以上        
其他刑罰        

提問人：林健鋒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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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1. 香港海關專責打擊私煙的人事編制為 61人，有關人員的職級、數目及薪

級點如下：  

 

2. 過去 3年，香港海關接獲舉報私煙活動和檢獲涉及本地非法活動的私煙

數目如下：  

 2014 2015 2016 
接獲舉報私煙活動 (宗數 ) 1 657 1 835 1 669 

檢獲涉及本地非法活動的私

煙數目  (萬支 ) 
5 200 5 200 6 200 

 
3. 過去 3年，涉及私煙的檢控情況如下：  

  個案數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無罪釋放  38 39 20 
被定罪人士的刑罰  
社會服務令  27 24 28 
罰款 5,000元或以下  1 814 1 571 1 223 
罰款 5,001元至 10,000元  132 80 93 
罰款 10,001元至 50,000元  70 68 37 
罰款 50,000元以上  1 1 2 
判監半年或以下，緩刑  236 256 272 
判監半年以上，緩刑  2 3 - 
判監 30日以下  401 435 377 
判監 30日至 89日  179 131 123 
判監 90日至 179日  75 69 59 
判監 180日至 1年  52 40 49 
判監 1年以上  7 1 4 
其他刑罰  41 52 44 

 
註：上表數字包括綱領 (1)及綱領 (4)下的相關個案。  
 若被定罪人士的刑罰多於 1項 (例如同時被判罰款和監禁 )，有關個案會

在相應欄目各計算 1次。  
 

– 完  –  

職級  助理監督  高級督察  督察  總關員  高級關員  關員  
數目  1 4 6 2 9 39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 )薪級

表  
薪級點  27-32 22-26 5-21 24-29 15-2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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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5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4153)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4) 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請以表列方式列出在過去三年，海關所查獲的走私香煙、煙草、及雪茄的

數目、宗數、拘捕人數，以及以上各項走私煙草產品的總市值及總應課稅

值。  

提問人：陳志全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11) 

答覆：  

過去 3年，香港海關查獲涉及本地非法活動的走私香煙、煙草及雪茄的案

件詳情如下：  
 
走私香煙  

 2014 2015 2016 

案件數目 (宗 ) 11 532 10 231 8 286 

被捕人數 (人 ) 11 618 10 285 8 355 

走私香煙數目 (萬支 ) 5 200 5 200 6 200 

價值總額 (億元 ) 1.3 1.4 1.7 

總應課稅值 (萬元 ) 9,500 9,900 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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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煙草  

 2014 2015 2016 

案件數目 (宗 ) 72 58 50 

被捕人數 (人 ) 72 63 42 

走私煙草數量 (公斤 ) 11 800 1 200 110 

價值總額 (萬元 ) 20 47 3.5 

總應課稅值 (萬元 ) 3.0 260 16 

 
走私雪茄  

 2014 2015 2016 

案件數目 (宗 ) 74 91 71 

被捕人數 (人 ) 76 88 70 

走私雪茄數量 (公斤 ) 11 20 13 

價值總額 (萬元 ) 4.0 8.5 8.1 

總應課稅值 (萬元 ) 2.5 4.9 3.1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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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6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4181)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4) 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請以表列方式列出在過去三年，在香港境內所售出已完稅香煙、煙草、及

雪茄的數目、銷售總值以及課稅總值。  
 
提問人：陳志全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4181) 

 
答覆：  

 
過去 3年，已完稅香煙、煙草和雪茄的數目，以及香港海關就煙草類應課稅

品徵收的稅款總值如下：  
 
 2014 2015 2016 
香煙 (百萬支 ) 3 149 3 270 3 334 
煙草 (公斤 ) 22 859 20 763 18 027 
雪茄 (公斤 ) 9 189 10 088 8 612 
煙草類應課稅品  
徵收稅款總值  
(百萬元) 

5,841 6,302 6,413 

 
香港海關沒有備存已完稅煙草產品的銷售數據。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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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6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721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1. 2017-2018年度香港海關用於在本港各口岸截查應課稅品的人員數目及

涉及預算為何。  

2. 過去五年，海關於各個關口撿獲的私煙具體數字、涉及人員數目及具體

開支為何；2017-2018年度，海關用於打擊私煙工作的人員數目及具體開

支為何。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33) 

答覆：  

1.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在綱領 (1)管制及執法方面的工作開支約為 27億
680萬元，涉及 5 050個職位。由於在本港各口岸截查應課稅品是香港海

關執法工作的一部分，故香港海關難以將有關人員數目及開支預算分項

量化。  

2.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在各邊境口岸檢獲的私煙數目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私煙數目 (萬支 ) 3 310 4 720 3 830 3 840 5 090 

 
 由於在各邊境口岸截查私煙是香港海關執法工作的一部分，故難以將有

關人員數目及開支分項量化。  

 除了在邊境口岸截查私煙，香港海關亦繼續致力打擊私煙的貯存、分銷

及買賣 (包括電話訂購私煙 )的活動。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會繼續調

派 61名人員專責打擊私煙活動，涉及的開支約為 2,329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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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06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706)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4) 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過去五年，香港海關偵破電話訂購販賣私煙的個案、檢獲私煙數目及拘捕

人數分別為何；2017-2018年度香港海關用於打擊電話訂購販賣私煙的預算

及人員數目為何。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36) 

 
答覆：  

過去 5年，香港海關偵破的電話訂購私煙案件詳情如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案件數目 (宗 ) 134 195 318 452 428 

檢獲私煙數目 (萬支 ) 340  200 300  140 380 

被捕人數 (人 ) 167 225 329 465 441 

 
在 2017-18年度，香港海關專責打撃電話訂購私煙活動的人員共 26人，涉及

的開支約為 994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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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FS)08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710)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香港海關負責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條例》(第615
章 )執行規管金錢服務經營者的職能。政府最近提出措施推動香港發展金融

科技，成為金融科技樞紐；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亦設立了金融科技專用平台。  
 
(a) 海關有否調派人手專責監管與金融科技有關的金錢服務經營者；如

有，所涉及的人手及開支為何？  
 
(b) 如否，海關會否計劃成立平台或增聘人手，專責處理與金融科技有關

的個案？如會，時間表和具體工作安排為何？如不會，原因為何？  
 

提問人：梁繼昌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4) 

答覆：  
 
香港海關共有 34名人員負責《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條
例》的執法工作，涉及開支 1,849萬元。有關人員需同時負責處理與金錢服

務經營者相關的金融科技案件，因此所涉及的人手及開支難以分項量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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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FS)08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711)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綱領：  (1) 管制及執法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於去年 9月推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以便認可

機構試行金融科技項目。  
 
(a) 香港海關 (海關 )有否評估金管局推出的「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對其職責

有何影響？如有，涉及的工作詳情和進度為何？  
 
(b) 「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自 2016年 9月推出以來，有否影響海關的職責？

如有，請告知涉及的個案詳情。  
 

提問人：梁繼昌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 

答覆：  

 
就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去年 9月實施的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Fintech Supervisory 
Sandbox)，香港海關經評估後，認為並沒有對部門的執法工作造成影響。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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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7-18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38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4165 )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 ) 

綱領：  (5) 貿易管制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鄧忍光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2016年海關就進出口報關的行政罰款︰  
  
1. 請按月列出 2016年因違反俗稱「限奶令」的《 2013年進出口 (一般 )(修
訂 )規例》而被判罰款的個案數字，及涉及的罰款總額；  
  
2. 就罰款個案而言， 2016年有多少宗個案是未能成功收到罰款的？未能

成功追收的罰款總額為多少？  
  
3. 在未能成功追收罰款的個案而言，該類個案的被告持有甚麼類型的證

件 (如香港永久身份證、一簽多行簽注等 )？  
  
4. 就未能繳交罰款的個案而言，政府一般會如何處理？當中涉及的開支

為何？  
 

提問人：陳志全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24) 

答覆：  

1. 2016年因違反《 2013年進出口 (一般 ) (修訂 )規例》而被法庭判處罰款的

個案共有 3 379宗，涉及 1,270萬元，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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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 3. 司法機構並無以相關分項形式備存有關資料。  
  
4. 任何人士如未有繳交罰款，裁判官可向其發出傳票或拘捕令。至於處

理此等個案的開支則難以分項量化。  
 
 
 

– 完  –  
 

判刑月份  個案數字  罰款金額  
1月  281 $1,107,400 
2月  200 $734,700 
3月  302 $1,321,500 
4月  246 $961,000 
5月  273 $1,107,300 
6月  284 $1,030,300 
7月  249 $909,600 
8月  294 $1,059,800 
9月  312 $1,104,300 

10月  313 $1,092,900 
11月  314 $1,195,500 
12月  311 $1,076,500 
全年  3 379 $12,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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