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 6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智慧海關

目的

本文件向各委員簡介香港海關（海關）根據「智慧

海關藍圖」推行「智慧邊界管理」和「智慧調查及案件管理」

的情況。有關措施旨在提升清關效能、加強執法能力，以及

優化向公眾提供的服務。

智慧海關藍圖

2. 行政長官在 2018 年及 2020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政府將以創新科技提升執法機構的能力。就此，海關於 2019
年公布了「智慧海關藍圖」（見附件），指導智慧海關下各

範疇工作的發展。

3. 「智慧海關藍圖」涵蓋三大方針，分別是海關角色

的延伸、服務領域的擴展及海關職能的提升。海關除擔當「監

管及服務提供者」的傳統角色外，亦會藉加強「貿易促成者」

的角色及成為「經濟發展推廣者」，使海關的角色更多元化。

海關亦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下，把服

務領域由傳統的「邊界及市內執法」及「服務本地經濟體系」，

擴展至對區內以至全球經濟體系發展作出貢獻。「智慧海關

藍圖」涵蓋海關所有的核心工作，最終目標是透過規劃、研

發及調配各種系統、設備、裝置及工具方面運用創新科技，

以及在部門內部共享數據，實現智慧海關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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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應用創新科技，「智慧海關藍圖」的以下四大

支柱將進一步提升海關的職能－   
 
(a) 智慧邊界管理；  
(b) 智慧調查及案件管理；  
(c) 智慧便商利貿；及   
(d) 智慧營商發展。  

 
首兩者鞏固海關在清關和執法方面的角色，對維護香港治安

及保障公眾安全具關鍵作用。有關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智慧邊界管理  
 
5. 智慧邊界管理旨在將更多智慧元素融入清關工作，

以便利跨境旅客和貨物快速清關，同時以精準和具針對性的

方式打擊屬海關執法範疇的罪行。透過更廣泛和普遍運用先

進設備、精密的分析系統及其他創新科技，海關的服務和清

關效率，以及打擊走私及其他罪行的執法能力，將得以提升。 
 
先進設備  
 
6. 海關一直致力在各個邊境管制站使用更多先進設

備，以提升清關效率和偵測能力。為協助執法，海關近年引

進並採用了多款先進檢查裝備，包括門架式X光車輛檢查系

統、流動X光車輛檢查系統、手提式X光檢查器、拉曼光譜分

析儀等。  
 
7. 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海關正引入更多具備自動偵

測違禁品功能的先進設備，而已經採購或現正採購的新設備

包括用於現有 X光檢查器並內設人工智能功能的自動偵測

儀，以及電腦掃描檢查系統。用於現有X光檢查器的自動偵

測儀協助偵測可疑物件，透過比對可疑物件與數據庫內的X
光影像，快速自動辨識違禁品，例如槍械和武器、香煙和通

訊設備等。同時，海關正採購電腦掃描檢查系統，該系統能

掃描出細節豐富的高解像立體影像，並具有自動偵測違禁品

的功能。這些裝備不僅會提升偵測違禁品的效率及精確度，

亦會使邊境管制站的客貨運清關更為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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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批設備（即38套X光檢查器自動偵測儀）已投入運

作。第二批設備涉及6台電腦掃描檢查系統及約40套X光檢查

器自動偵測儀，將於2022年年初左右交付。  
 
精密的分析系統  
 
9. 海關亦利用多套精密的分析系統，協助進行風險分

析以及在邊境執行對旅客、貨物和車輛的清關工作。自2020
年起，海關已分階段引入以下各套系統－  
 

(a) X光影像分析支援系統：將車輛的X光影像與X光影

像數據庫進行實時比對，以提升海關執行檢查工作

的效能；  
 

(b) 車輛查驗策略分析系統：提供全面的數據支援、電

子化車輛搜查報告和即時風險分析功能，以便利跨

境私家車的車輛清關工作；  
 

(c) 智慧酒類評稅系統：透過將酒類飲品上的標籤與數

據庫作即時配對，從而提高酒類飲品評稅工作的效

率，並縮短旅客的等候時間；及  
 

(d) 貨物大數據先導系統：透過運用大數據分析和人工

智能，協助識別可疑貨物和車輛，提升海關對海量

貨物數據進行的分析，增強風險管理能力。此系統

亦盡可能減少合法貨物被檢查的次數，以提高海關

的清關效率。  
 
優化公共服務   
 
10. 在為旅客和業界提供服務方面，海關將分階段在各

管制站和其他領域推出智慧措施。於2020年引入的空運貨物

清關輪候系統，讓物流業的貨運代理利用流動裝置輪候收取

貨物。透過此系統，貿易商能夠預計應於何時到達貨運站，

從而縮短等候時間。至於便利旅客方面，海關現正研發互動

問答系統，有關系統將包括在各個管制站增設機械人助手，

以及在海關網站加入在線聊天機器人，以便就公眾查詢提供

即時、準確及一致的答覆，並且讓海關對各類查詢作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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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及研究如何改善服務。海關正就有關系統進行各項

相關的概念驗證研究，並擬於2023年推出系統。   
 
 
智慧調查及案件管理  
 
11. 智慧調查及案件管理旨在透過引入各種使用人工

智能和大數據等科技的後台智能系統，加強海關在數據共

享、情報收集、調查、分析和案件管理方面的能力。有關措

施有助海關更主動偵測和調查屬海關執法範疇的罪行，並確

保案件管理的質素。「智慧調查及案件管理」此支柱的核心，

是分享案件數據及犯罪趨勢和模式，以協助海關前線人員進

行調查。   
 
智慧調查  
 
12. 2017年推出的「知識產權大數據系統」1在打擊侵權

罪行方面成效顯著，因此海關正積極尋求擴展該系統至其他

屬海關執法範疇的罪行，例如販運危險藥物、販賣私煙及非

法進出口瀕危物種等，目標是開發「海關罪行大數據分析系

統」。有關系統將成為智慧型分析平台，提升海關在處理情

報、調查案件及偵測罪案的能力。概括而言，系統將仔細檢

視並整合各類資訊來源（包括內部電腦系統、社交媒體及網

上新聞）的海量數據，再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及預測分析

技術，以揭示各類屬海關執法範疇罪行的潛藏趨勢、犯罪模

式，以及案件之間的關係和異常情況。就此，海關已與香港

應用科技研究院合作展開概念驗證研究，研究預計於2022年
完成。   
 
智慧案件管理  
 
13. 過去多年，海關偵破屬其執法範疇罪行的案件數字

有所上升，由2015年的18 611宗增至2019年的32 946宗，檢獲

物品的價值亦由 2015年的 12.2億港元上升至 2019年的 22.9億

                                                 
1 該系統全天候運作，監察多個網上平台的侵犯知識產權活動。該系

統收集和比較大量來自不同互聯網平台的侵犯知識產權信息作對

比分析，有助海關揭示網上出售冒牌物品及網絡盜版活動的最新趨

勢。在 2020 年，海關偵測到的網上侵權罪行超過 40%來自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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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有鑑於此，海關現正研發「智慧證物管理系統」，以

進一步理順檢獲物品於存入、貯存及提取期間的管控和保

安。該系統會實時監察檢獲物品在倉庫內的位置，並透過應

用技術，例如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優化利用貯存空間，大幅

改善倉庫的整體管理效率。海關計劃於2021年展開有關系統

的概念驗證研究。  
 
 
展望  
 
14. 海關會繼續按照「智慧海關藍圖」，探索可運用先

進及創新科技的不同領域，並推出新措施，達到上文第3段所

述的目的，當中包括進一步便利清關、加強執法能力，以及

優化向公眾提供的服務。此外，智慧海關措施可促進與內地

主管部門之間的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和執法互助，為深化粵

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發展，作出貢獻。  
 
 
保安局  
香港海關  
2021 年 6 月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