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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自貿試驗區於 2013 年 9 月 29 日掛牌，涵蓋上海外高橋保稅

區、上海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

稅區等 4 個關區，根據中國國務院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佈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該區採逐步擴大實施範圍與政策項目。兩

年多來，以「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改革管理模式，不斷推

出「可複制、可推廣」的基礎與核心制度；對於國際貿易的創新通行

規範亦不斷深化，以達成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的經商環境。 

福建自貿試驗區於 104 年 4 月成立，包括福州、廈門和平潭三個

片區，自設立以來，重點推進動江陰整車進口口岸、中國—東協海產

品交易所、廈門兩岸青年創業創新創客基地、平潭台灣商品免稅市場

等項目。福建自貿試驗區條例將探索閩台產業合作新模式、建立閩台

通關合作機制、創新閩台金融機構合作等納入推動重點，並擴大服務

行業對台開放、促進兩岸貨物、服務要素自由流動。廈門兩岸青年創

業創新創客基地入駐企業有 7 成為台資企業；而平潭台灣創業園登記

入駐企業亦達百家之多。 

此外，中國大陸對於電子商務發展，海關亦作出有效控管模式，

規範電子商務企業或個人、支付企業、海關監管場所經營人、物流企

業等，對電子商務交易、支付、倉儲和物流等資訊，須通過電子商務

通關的服務平臺傳送，讓稽徵單位能掌握交易的相關資料，並能促進

通關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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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大陸國務院於 2015 年 2 月提出《落實「三互」推進大通關建設改革方

案》，將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口岸執法機構的機制化合作，以及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東北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也將正式啟動。另大陸於同年

4 月公佈福建、廣東、天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其中上海

自貿區定位為進行可複製改革試點方案以推廣至全國，福建自貿區則定位

為兩岸經濟合作示範區。 

為掌握上海自貿示範區採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改革管理

模式，所推出的「可複制、可推廣」的基礎與核心制度，以及逐步擴大實

施的範圍和政策項目，福建自貿試驗區對臺灣產業發展之影響，以及未來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下，臺灣如何就近掌握一帶一路商機，本次赴上海、福

州、廈門以及平潭探訪各片區的政策及做法，並與相關單位進行座談，實

地勘察跨境電商、冷鏈及海運快遞通關作業情形，有助於我國政策規劃與

運作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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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人員與行程 

一、參與人員 

本次活動由社團法人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辦理，邀請與自貿區作業

有關之單位參與，計有 6 個單位、9 位成員參團，名單如附件 1。 

二、行程 

時間 活    動 地點 

12 月 17 日

(星期四) 

出發 上海 

12 月 18 日

(星期五) 

1. 訪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高橋保稅區業者

有關試驗改革制度 

2. 現場參訪卡口對於一關三檢之共同查驗作業 

上海 

12 月 19 日

(星期六) 

1. 參訪上海物流大數據研究中心 

2. 訪談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 

上海 

12 月 20 日

(星期日) 

1. 搭機至廈門 

2. 參訪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跨境電商

保稅店。 

廈門 

12 月 21 日

(星期一) 

1. 參訪象嶼集團快件中心、廈門外輪代理股份有

限公司。 

2. 與福建自貿區廈門片區管委會進行座談。 

廈門 

12 月 22 日

(星期二) 

1. 參訪中國郵政速遞物流。 

2. 兩岸自貿接對接綜合座談。 

福州 

12 月 23 日

(星期三) 

1. 參訪東盟海產品交易所並拜訪兩岸跨境電商

業者。 

2. 福州當地物流配送市場考察。 

福州 

12 月 24 日

(星期四) 

1. 參訪平潭綜合實驗區及平潭海運快遞專區。 

2. 返台。 

平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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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行程摘要 

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 2013 年 9 月 29 日正式掛牌，該區涵蓋上海外

高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

合保稅區等 4 個關區，採取逐步擴大實施範圍和政策項目。兩年多來，以

「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改革管理模式，不斷推出「可複制、可推

廣」的基礎與核心制度。根據中國國務院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佈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集中開放了金融服務、

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等 6 大服務業領

域，並擴及 18 項行業領域，原來對於相關產業的投資者資格要求、股比限

制、經營範圍等准入限制事項，都暫停適用或取消，以營造有利於各類投

資者「平等進入」市場，實質上加速了中國服務業自由化與國際化。 

12 月 18 日拜訪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提供一站式跨境貿易供應鏈的欣海

報關，該公司孫總經理說明目前透過訊息運作的機制與優點。中國為進一

步深化通關作業無紙化改革，積極推動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和發展，

海關總署與商務部聯合公告 2014 年第 58 號《從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

驗區進口的涉及自動進口許可證管理貨物開展通關作業無紙化試點的公告》

自同年 8月 11日起，對於試驗區內進口屬於自動進口許可管理的有關貨物，

開始進行通關無紙化的試點。重點內容如下： 

（一）在自貿試驗區以「一批一證」方式進口屬於自動進口許可管理的貨

物，除了原油、燃料油，均可採用無紙方式向海關申報，企業無需再

交書面進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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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但因海關和商務部門審核需要、計算機管理系統故障、其他管理部

門需要驗憑書面自動進口許可證等因素，則需提供書面進口許可證。 

（三）自動進口許可貨物通關

無紙化應用試點以外事

項，仍按商務部與海關

總署 2004 年第 26 號令

《貨物自動進  口許可

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

執行。 

二、跨境電商 

12 月 19 日拜訪上海華瀚數據科技公司，該公司劉副總表示，由於電

子商務產業快速崛起，中國大陸為因應蓬勃的跨境電子商務發展需求，海

關總署於 2014 年第 56 號公告自同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關於跨境貿易電

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有關監管事宜的公告》，僅摘述其重點： 

（一）監管部分：不論企業或個人皆須通過經海關認可並且與海關聯網的

「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申報「進出境貨物申報清單」，採取「清單核

放、彙總申報」，且「貨物清單」、「物品清單」與「進出口貨物報關

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的查驗、放行均應在海關監管場所內完

成。 

（三）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有關規定辦理徵免稅手續，屬於進出境管制的

物品，需提交相關部門的批准檔。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C05TnzNPKAhWI6aYKHcaNAeMQjRwIBw&url=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3/08/23/shanghai-2/&psig=AFQjCNFczwAC1M7btjWfmJTzWdCnkZMSNA&ust=145431377001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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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是指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實現

交易、支付、配送並經海關認可且與海關聯網的平臺。「電子商務通

關服務平臺」是指由電子口岸搭建，實現企業、海關以及相關管理部

門之間資料交換與資訊共用的平臺。「電子商務通關管理平臺」是指

由中國海關搭建，實現對跨境貿易電子商務交易、倉儲、物流和通關

環節電子監管執法的平臺。 

三、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 

中國大陸推動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實施範圍約 118.04 km2，涵蓋三個

片區：平潭片區 43 km2、廈門片區 43.78 km2（含象嶼保稅區、象嶼保稅物

流園區、廈門海滄保稅港區）、福州片區 31.26 km2（含福州保稅區、福州

出口加工區、以及福州保稅港區），各片區的定位與功能不同，區內投資採

負面清單管理，將外商投資項目核准制及審批制改為備案制。 

12 月 20 日參訪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跨境電商保稅店，優傳

保稅電子商務公司東南區楊總經理與林營運總監接待，介紹該公司於福建

自貿區廈門片區內經營紅酒保稅展示與電子商務業務；區內展示店家表示，

片區內保稅區為試辦性質，過去可讓民眾入區享受保稅之消費優惠，由於

有許多爭議，現已改成完稅後的商品，以展示銷售的葡萄酒為例，已繳交

約 48%的關稅與增值稅，一般民眾可自由進出自貿區購買並無限額。該區

保稅店似僅為自貿區內所設之商店，並無實質保稅意義；本項業務的特色

為進口流程扁平化、以及經銷商無運輸成本，另商品自港口卸載，經抽驗

流程後即送至區內保稅店展售，可確保酒類產品為 100%原裝進口，目前該

作業尚屬試辦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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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嶼集團快件中心 

12 月 21 日上午參訪象嶼集團快件中心，由廈門易象通網絡科技公司

高營運總監接待，廈門易象通是象嶼集團投資新創設立的公司，也是象嶼

集團為福建自貿試驗區廈門片區特設的企業，該區海運快件物流建設發展

規劃如下圖： 

 

象嶼集團快件中心位於象嶼保稅區，目前快件卸載則依不同性質來自

廈門不同碼頭區，如小三通在同益碼頭，中遠之星在東渡郵輪碼頭，若無

其他因素考量，多會優先選擇象嶼碼頭。易象通公司「快件中心」，還開發

「物流資訊平臺」供相關業者使用，以降低經營業者、報關行等單位對資

訊系統的投資，並提供一單到底的清關作業、落地配及查詢訊息的服務，

並與臺灣宅配通及中華郵政合作。 

目前該快件中心仍處虧損狀態，預估 2015 年將虧 600 萬元人民幣，過

去 2 個月以固定包櫃模式鼓勵少量貨主使用快件服務，並與大陸東方及臺

灣東立合作，但因海空港快遞執法方式不同，貨主對不同運輸管道與成本

的考量，以及對原有供應鏈難以改變動等因素，以致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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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建自貿區廈門片區管委會 

12 月 21 日下午拜會福建自貿區廈門片區管委會，並有廈門市商務局

及廈門海滄區經濟貿易發展局等單位共同參與座談，廈門試驗片區朝多元

發展，計涵蓋下列五大產業集群。 

(一)國際貿易產業集群：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大宗商品交易、跨電商及

國際營運總部，其中服務貿易對台則強調通信、運輸、旅遊、醫療、金

融及仲介服務領域。 

(二)航運物流產業集群：航運物流服務方面，包含建設兩岸冷鍊物流中心、

國際中轉、內貿中轉等；航運專業服務方面除吸引大型現代船舶管理公

司進駐、建立海員交育培訓基地與勞務交易平臺等；國際中轉集併方面

將發展航空快件和港口國際轉集併業務、國際郵輪服務方面則吸引國際

郵輪公司設立區域總部或分支機構、郵輪產業上下游產業集聚；對台航

運物流合作方面，將加強兩岸港口對接，推動廈門港與高雄港、臺中港

建立港口合作聯盟，引進台灣大型港口、船運企業，構建兩岸三通重要

口岸和物流配送中心。 

(三)金融服務產業集群：人民幣跨境業務、融資租賃、資產管理與專業金

融。 

(四)專業服務產業集群：文化產業、科技服務、資訊服務與社會服務業。 

(五)高端製造產業集群：飛機維修、新材料與新能源、加工增值。 

該片區為鼓勵入區投資，提出多項產業扶植政策，例如對企業總部設

立給予註冊資本額 3%開辦補助（最高不超過 1000 萬元），並享有辦公用地

補助、稅收貢獻額獎勵及規費返還等優惠；另對如港口物流、生物醫藥、

資訊數位等產業，提出不同的扶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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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參觀廈門片區的海滄區新創園，該區提供許多小單位的開放式辦

公環境，對於 10 萬元註冊之臺資企業可享 5 萬元的開辦補助、且有住房補

助（臺灣人員 1000 元/人/月；其他人員 500 元/人/月）、以及貸款擔保補貼

等，並提供資訊電子平臺的協助，以及專責服務機關等，鼓勵青年進駐創

業。 

六、中國郵政速遞物流 

中國郵政速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郵政速遞物流，是中國郵

政集團於 2010 年 6 月聯合各省郵政公司共同設立的國營公司，在中國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皆設有全資子公司，並擁有郵政貨運航空公司、中郵物

流有限責任公司等子公司。業務範圍遍及中國及港、澳、臺地區在內的全

球 200 餘個國家和地區，超過 4.5 萬個營業據點。主要經營國內速遞、國

際速遞、物流等業務，涵蓋倉儲、運輸等供應鏈之流程，擁有全球知名的

「EMS」特快專遞品牌和國內知名的「CNPL」物流品牌。 

12 月 22 日參訪中國郵政速遞物流，由該公司洪總經理與 EMS 宋總經

理接待，就快遞業務及資訊科技應用進行交流。針對郵政與物流業者在物

流業務之競合關係，中國郵政速遞物流表示，當初導入物流業務時，因該

公司僅從事落地配的業務，因此並未遭遇太大反彈。 

且海關總署第 56 號公告規定：不管是個人到國外購物，還是電商企業

做跨境電商進出口業務，都必須接受海關監管，提交相應的貨物清單辦理

通關。公告實施後，個人的跨境購物都必須憑「物品清單」辦理電子商務

物品的進出境報關，而且所有物品都需按行李和郵遞物品進口稅（簡稱行

郵稅）徵稅。根據此政策要求，跨境電商整個過程的資料需要納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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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通關服務平臺」，與海關聯網對接。同時進出境貨物、物品資訊，都要

提前向海關備案。 

但郵政快遞貨物並不受 56 號公告的限制，因郵局係透過自行開發電子

系統進行貨物管理，所有的數據皆納入申報，海關可以直接從客戶端或生

產端截取訊息，並以圖像與數據訊息進行比對、分析，加上電子封條之配

合，可以加速放行，56 號公告並無電子封條之配套。海關會依重點區域及

信用等級之風險因素決定是否進行查驗。但國檢對於快件與郵件的管控，

就不像一般貨物那麼嚴格。 

目前，中國大陸可以透過手機 APP 進行申報，並接受以手機拍照所有

證件及表單上傳，若 APP 綁定手機號碼，則無需上傳身份證。 

七、福建省商務廳 

12 月 22 日下午拜會福建省商務廳，由副廳長主持座談，並安排海關、

國檢及當地物流業者與參與綜合座談。中國希望透過自貿試驗區將觸角延

伸全世界，並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產業開放及人員往來，成為海上絲綢之

路的核心區。目前，四大自貿試驗區採行的是同一份負面清單，但只有建

自貿試驗區有對臺灣的特殊優惠，對於臺資企業的開放度也最高，開放外

資得於區內從事的業務計 58 項。福建自貿試驗區成立一年多，區內業者家

數成長 298.8%，662 家中有 398 家為臺資企業。福建自貿區提供的貿易便

捷化措施如下： 

(一)非負面清單所列之項目，得以備案代替審批；對外投資審批流程簡化，

原為 3 個月，可縮短成 1 天；並允許自貿區內企業至國際市場融資。 

(二)單一窗口服務，資料由單一窗口平臺收件再轉給各單位，原來需 4 小

時的作業時間，可縮短為 5-10 分鐘，對外貿企業相當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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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一照一碼（商務、稅務、質檢及工商部門三證合一），是首創於

福建自貿試驗區的制度。 

(四)對臺灣的便利措施，包括商品可先上架後檢驗（僅限平潭），檢驗放

行時間從原來的 5~7 天縮短到 1~2 天。臺胞創業優惠，至青創（廈門）、

夏金、馬尾、馬祖船舶之程序簡化，以及兩邊之車輛互通，1 天內可取

得臨時機動車牌照等。 

國檢表示，有 9 項是全國首創對臺的優惠措施，包括臺灣輸平潭商品

僅需備案、快速檢驗檢疫（如半年只檢一次的擔保驗放）、抽樣檢驗後上

架、採信對臺灣檢驗檢疫機構之認證結果、放寬進口水產品的限制、優先

快審快核（無大陸限制成分無需備案）、試點海運快遞快檢、跨境電商簡

化驗放程序、簡化原產地簽證管理。 

針對臺灣與福州自貿試驗區，海關提供以下的便捷措施： 

(一)相互承認：貿易統計共用，兩岸 AEO 互認、原產地證書電子化（由紙

質證書改為電子證書備案，含上海、天津、廣東自貿區），目前僅原產

地證書可透過電子傳輸，其他資訊則尚不允許。 

(二)放寬直接運輸判定標準，並推動閩臺海運快件及會展便利快速通關。 

(三)簡化臺車入閩出入境手續（一體化快速通關：平潭）。 

(四)福州與廈門是推動兩岸跨境電商的試點城市及試驗區。 

(五)貨品擔保驗放，以臺商協會名義與銀行簽訂擔保後，可優先驗放後再

報關，或先上架後檢驗（僅限平潭）。 

(六)允許客帶貨的通關模式，透過海關監管集中運送至商店，可節省店家

成本。 



 

 

11 

 

 

由於政治因素，目前中國大陸仍禁止臺灣繁體字標籤製的出口貨品，

無法進入大陸，但平潭通關例外，繁體字標籤通關後，是可以拉到各地銷

售，但此一作法何時可全面開放，則尚待協調。 

目前海運快件之電子資訊交換平臺，尚待加強；福州跨境電商平臺則

已完成架構，但功能尚需加強；平潭方面則已撥款數千萬元建置，預計 2016

年 3 月底可望順利運行。 

目前中國規定臺灣物品進入，汽車只能從天津，水果則從廈門通關，

兩岸快船僅往來平潭。中國基於整體佈局考量，對每個口岸皆有政策性考

量，輸送量也有限制。因此，每一口岸為於不准通關的項目，也是無能為

力的。 

八、東盟海產品交易所 

12月23日參訪中國第一個專業的海產品交易所－東盟海產品交易所，

該交易所註冊於福建自貿試驗區的福州片區，是目前東南亞地區最大規模

的水產品交易中心，也是世界首創，是中國首家以「海產品」為主題的線

上交易所，擁有全國唯一直通水產品市場的專用漁業碼頭和全國單體規模

最大的 15 萬噸冷凍庫與完備的冷鏈物流體系，聚集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300

種的水產品，目前年交易量約 200 萬噸，全年交易金額超過 300 億元。主

要提供大宗海產品現貨「線上交易、線下交收、跨境結算」的協力廠商電

子交易平臺服務，以打造海產品規範、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價格體系，

有利於整合中國—東盟海洋經濟產業鏈的產、運、銷、需各方的資源，推

動形成規範有序、安全可追溯的中國－東盟海產品統一標準。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即「東盟 10＋1」。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對

外洽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也是東盟作為整體對外洽談的第一個自貿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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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協商後的面積將達 1300 萬平方公里，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

也將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間所建立的最大自貿區。該所的交易模式是期

貨與現貨交易的融合，通過交易所的嚴格監管體系，既可以為中國市場提

供完整可追溯的海產商品來源，又可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實務上，目前只能進行 6 項產品之交易，如活白帶魚無法交割，但冰

鮮之白帶魚則可進行交割。品項價格變化大多會在市場價格的 7%以內，會

以保證金方式決定波動幅度，並將需求量、風險等因數，納入交易價格參

考。該交易所已收集許多數據，未來可做為加值服務的基礎資料。 

九、平潭綜合實驗區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簡稱平潭綜合實驗區或平潭實驗區，是位於

福建省平潭縣的綜合實驗區。平潭由 126 個島嶼組成，平潭綜合實驗區陸

地面積 371.91 平方公里，主島海壇島面積 271 平方公里，為中國第五大島，

也是離臺灣最近的陸地。大陸於 2009 年 7 月召開福建省委八屆六次全會，

正式決定設立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為建立兩岸更加緊密合作交流的

區域平臺，決議把平潭建設成為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除了建設

面積達 18 平方公里的兩岸區域金融中心，還重點培植石化、汽車、電子、

精密製造等 10 家年銷售收入超百億的臺資企業，以打造閩臺合作石化、資

訊產業超千億之產業集群。 

有關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實驗內容，分為通關制度、稅收政策、交通制

度以及貨幣制度等四方面，簡述如下： 

（一）通關制度 

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通關採「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

管理模式」；由於平潭島與新竹縣間的直線距離 130 公里，是大陸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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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近的縣，因此大陸視平潭是唯一對臺的綜合實驗區，而二線閘口

和監管查驗設施，除可選擇性徵收關稅與降低成本外，亦可藉人貨分離

的分類管理提高通關效率，不但可以吸引更多企業進駐，也可促進推動

與臺灣間的自由貿易，以完善打造對臺平臺。 

（二）稅收政策 

為鼓勵臺灣人赴平潭綜合實驗區創業發展，特制定優惠政策，包括

減免臺籍投資租金，由福建省政府補貼企業與個人所得稅優惠，並設立

口岸離境免稅商店等。 

平潭綜合實驗區中具有稅收減免優惠的產業，主要是高技術產業、

服務業、農業及海洋產業、生態環保業、公共設施管理業等產業，減免

稅收的範圍相對寬廣，目的在吸引台商的進駐。 

（三）交通制度 

目前臺北港及平潭間已開通「海峽號」客貨滾裝船，航程約 2.5 小

時，每週有兩班往返，載客量可達 2800 人次。在車輛牌照許可部分，平

潭具備審批臺灣地區機動車輛臨時牌照之作業，一次簽注最長期限不得

超過三個月，在臨時入閩機動車號牌和行駛證有效的期間內，臺灣地區

的機動車可以多次自由進出平潭。 

（四）貨幣制度 

貨幣是一國主權的象徵，也是國力的展現，國家基於主權因素的考

量，對於外國貨幣的使用大多有一定的管制方式，通常多須經由外匯市

場的操作改換為該國通貨，亦即一般國家是不採用雙貨幣的模式。在資

金的融通與使用上，平潭綜合實驗區可採「雙幣制」，即平潭綜合實驗

區允許平潭的銀行機構和臺灣地區銀行間的金融業務，可以開立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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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往來賬戶、以及新臺幣同業往來賬戶；允許平潭符合條件的銀行機

構，提供境內外企業與個人，同時申請人民幣與新臺幣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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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此次赴大陸參訪上海與福州兩大自由貿易試驗區，發現上海自貿試驗

區是「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推動改革」大戰略的一個重要體現，可以說

是李克強政府擬議建設的第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自由貿易區，是繼 1979 年建

立深圳特區、2001 年加入 WTO 後，中國經濟對外開放戰略重大舉措的新

頁，也是提升中國競爭力和創新力的制度性創新嘗試。 

上海自貿試驗區從 2013 年 9 月掛牌迄今，在貿易、投資、以及金融三

方面的制度，已獲成效。主要是上海自貿試驗區制度設計掌握了「試驗」

的精神，透過許多領域先行先試，承擔「制度闖關」的艱巨任務，並形成

「可複製、可推廣」的示範性經驗，值得我方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參考。 

隨著跨境貿易的蓬勃發展，各國都有發生低報價格、化整為零、規避

檢驗、檢疫等相同的問題。此次參訪，發現中國海關為有效管理跨境物品

進出，於 2014 年發佈第 56 號公告《關於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

物品有關監管事宜》，明確規範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的查驗、放行，

均應在海關監管場所內完成，並採取「清單核放、彙總申報」制度，達成

有效控管。以下僅就此行觀察所得，提出數點建議： 

一、我方所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可參考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掌握「示

範區」的特性，採取先行先試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示範性經驗

之積極作法。何況我方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的，希望藉此打破部

分投資障礙，讓物流、金流、人流暢通，增加國內外企業在台投資設

廠意願。更需要思考區內的自由開放作法，是否具有足夠誘因，吸引

跨國企業選擇我國設點；同時為參與 TPP、RCEP 等區域經濟，預作準

備。 



 

 

16 

 

 

二、不論上海或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皆強調在關務、檢驗、檢疫、國檢

等已採關檢一站式查驗；惟在相關訪談中，發現仍有許多跨單位待協

調之議題。至於關郵共同開發通關輔助系統實現「E 申報與支付（以

手機於微信申報與支付）」、源頭管理口岸驗放、7 大機關聯合資料庫

推動數據共用，以及優化申報通關與查驗等流程，透明與便捷簡化通

關流程，亦值得我方參考。 

三、福州自貿試驗區（廈門片區）所規劃引進的多元產業，包含國際貿易

產業集群、航船物流產業集群、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專業服務產業集群

集，以及高端製造產業集群，以試驗區性質引進國際企業進駐之規劃，

值得參酌。此外，廈門片區考量年輕人的特質與經濟條件，為青年創業

家所規劃設置的新創園，其向下紮根的思惟，也相當值得我方推動創新

創業之借鏡。 

四、電子跨境貿易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但其運作模式多樣性、以及無國界

性之貿易方式，如何進行有效的邊境管理，又能促進電子商務產業發展，

我方也應及早因應。大陸推出之「清單核放、彙總申報」制度，以及對

於「貨物清單」與「物品清單」，視同與「進出口貨物報關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之規範，值得我方擬訂相關規範之參考。 

五、此外，如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仍是主要政策，那麼可供我國推動參

考的作法，除檢討加速開放可以吸引外資的投資項目外，尚可包括下列

事項：建置新型態產官學研合作機制、增加地方政府參與度與責任承擔、

搭配相對應回饋機制的租稅減免制度、有效單一窗口的設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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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團員名單 

編號 參訪機構 姓名 職稱 

1 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王亮 秘書長 

2 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林鳳蘭 副秘書長 

3 國家發展委員會 林寶玉 研究員 

4 財政部關務署花蓮關 溫進法 關務長 

5 
台灣港務(股)公司基隆分公司臺北

港營運處 
陳榮聰 資深處長 

6 台灣港務(股)公司基隆分公司 梁經士 督導 

7 台灣港務(股)公司 謝佳珍 高級管理師 

7 台灣港務(股)公司 陳冠翔 副管理師 

8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股)公司 陳松照 協理 

9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陳建廷 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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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訪照片紀實 

  

12/18 前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途中 12/18 實地參觀一關三檢 

  

12/18 實地參觀驗放卡口 保稅區內之公交車站牌 

  

12/19 與華瀚科技劉副總合影 12/20 參訪廈門片區跨境電商保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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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參訪廈門片區跨境電商保稅店 12/21 參訪象嶼快件中心倉庫 

  

12/21 參觀廈門海滄區營運現況 
12/21 拜會廈門市商務局、福建自貿區廈

門片區管理委員會 

  

12/24 平潭海運快件中 12/24 與管委會進行綜合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