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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我與日本海關洽辦 AEO 相互承認協議乙事，本署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

檢送臺日 AEO 相互承認協議（AEO MRA）草案我方意見與日方，惟日方仍堅持雙

方關務合作協定（CMAA）完成簽署前，不進行 AEO 聯合實地驗證與後續相互承認

程序，由於臺日 CMAA 已接近簽署階段，遂組團赴日洽商以利後續臺日 AEO MRA

之推動，而在我方強力邀請下，獲日方同意 106 年 2 月先來臺進行聯合實地驗證

作業。 

此外，延續日本海關 105 年 6 月拜會本署就通關業務議題進行交流成果，

本次雙方就國際郵包預報電子資訊、預報貨物資訊制度與日本單一窗口系統

（NACCS Center）等議題進行交流，以強化臺日雙方通關業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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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有關我與日本海關洽辦 AEO 相互承認協議乙事，本署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以台關業字第 1051024727 號函檢送臺日 AEO 相互承認協議

（Arrangement 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s Programs，簡稱 AEO MRA）草案我方意見與日方，惟日方仍堅

持雙方關務合作協定（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Customs Matters，簡稱 CMAA）完成簽署前，不進行 AEO 聯合實地驗

證與後續相互承認程序，由於臺日 CMAA 已接近簽署階段，遂組團赴日洽

商以利後續臺日 AEO MRA 之推動。 

此外，延續日本海關 105 年 6 月拜會本署就通關業務議題進行交流成

果，本次雙方就國際郵包預報電子資訊、預報貨物資訊制度與日本單一窗

口系統（Nippon Automated Cargo and Port Consolidated System，簡

稱 NACCS Center）等議題進行交流，以強化臺日雙方通關業務合作。 

貳、 地點 

日本東京都 

參、 行程 

105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 

上午啟程前往日本，中午抵達東京 

105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 

上午團員先與台北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人員何素玉專員進行會前會 

下午，於日本交流協會進行臺日海關交流會議 

晚上，參加日方晚宴 

105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 

由日本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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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出國人員 

財政部關務署 通關業務組     科長  王明仁 

財政部關務署 通關業務組     稽核  温武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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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紀要（臺日海關交流會議） 

一、 時間：10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3:30-18:00 

二、 地點：日本交流協會東京本部會議室（東京都港區六本木 3-16-33 青葉

六本木大樓 7樓） 

三、 我方出席人員： 

本署通關業務組       科長  王明仁 

本署通關業務組       稽核  温武彥 

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      專員  何素玉 

四、 日方全程出席人員： 

財務省關税局第一參事官室     稅關考查官 大倉基行 

財務省關税局第一參事官室貿易機關第一係 財務事務官 谷原智仁 

五、 議題 

（一） 臺日 AEO 相互承認合作 

1. 日方業務出席人員 

財務省關稅局業務課認定事業者  調整官  渡邊智義 

財務省關稅局業務課認定事業者  稅關考查官 後藤學 

財務省關稅局業務課認定事業者  係長  浦野博毅 

財務省關稅局業務課認定事業者  係員  樋口哲朗 

2. 日方簡報節略 

(1) 截至 105 年 12 月 1 日，日方有 600 家 AEO 業者，其中出口業

者 240 家、進口業者 92 家、倉儲業者 126 家、報關業者 135

家、物流業者 7家；目前提出申請中業者總計 244 家，其中出

口業者 25 家、進口業者 30 家、倉儲業者 28 家、報關業者 152

家、物流業者 9家。 

(2) 依據日方 104 年第 11 次通關時間研究（Time Rele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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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海運一般貨物通關時間為 2.4 小時，AEO 海運貨物通關

時間為 0.1 小時。 

(3) 日本進出口業者必須在貨物通關點報關，日本海關預計在 106

年秋天給予 AEO 進出口業者得在非貨物通關點報關的優惠措

施；同時間，日本海關將解除報關業者分區報關的限制。 

(4) 日本海關與業者間之合作包括：AEO 研討會、與地區關務高層

會面交流、對業者進行宣導、給予 AEO 業者教育訓練。 

(5) 未來挑戰包括：增加 AEO 家數、持續進行認證後稽核、支持

AEO 團體等。 

(6) 日方已簽署 AEO MRA 包含：紐西蘭、韓國、加拿大、歐盟、馬

來西亞、新加坡、美國與香港等 8 個國家；談判中 AEO MRA

包含：我方、瑞士與中國大陸等 3個國家，另提供技術協助予

東南亞國協（ASEAN）。 

3. 談話重點 

(1) 日方現有 600 家 AEO 業者，其中出口業者 240 家（占出口額

60%）、進口業者 92 家（占進口額 15%），AEO 業者被廢止資格

者多因公司型態轉變遂未從事相關業務使然；日方 105 年 8

月 23 日與香港簽署 AEO MRA 後，於 105 年 10 月開始實施優惠

措施。 

(2) 日方對中國大陸 104 年底所通過新規範較嚴謹之海關企業信

用管理暫行辦法後，直接將符合舊規範之 AEO 業者未經重新認

證即得延續其 AEO 資格，而依新規範重新認證所有 AEO 業者作

業於 106 年底方能完成乙事表達疑慮，我方表示，依舊規範所

為之 AEO 廠商資格認證，係依當時有效法規認定，且中國大陸

規定 AEO 業者每 3年須重新認證一次，俟期間屆滿，該等業者

自應依新規範重新取得資格認證，目前我方已按中國大陸舊規

範完成 AEO 相互承認步驟，且於 105 年 10 月展開與中國大陸

試點作業，對中國大陸實施更嚴謹之 AEO 新規範表示歡迎。 

(3) 關於日方何時來臺聯合實地驗證，日方表示基於對業者機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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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之嚴格遵守立場，臺日 AEO 相互承認聯合實地驗證作業仍

待 CMAA 完成簽署方能進行，我方尊重日方立場，但認為實地

驗證作業應無涉其所稱對業者機密保護法，強力邀請日方 106

年 2 月先來臺進行聯合實地驗證作業，獲日方同意。 

（二） 國際郵包預報電子資訊 

1. 日方業務出席人員 

財務省關稅局業務課収納係   係長  織田秀規 

2. 日方簡報節略 

(1) 目前日本計有 6個國際郵包通關點，其業務量每年約有 1億 5

千萬件，其中進口約 1億件；出口約 5千萬件。 

(2) 日本進口郵件以完稅價格日幣 20 萬為分界（99%未達日幣 20

萬），超過日幣 20 萬須辦理進口申報手續，未達日幣 20 萬海

關查驗後繳稅放行，另完稅價格日幣 1萬元以下免稅。 

(3) 目前日本尚未實施郵包電子化通關（僅止於測試中），未來將

透過日本郵政（Japan Post）取得其他國家郵政預報電子資訊

（Advance Electronic Information，簡稱 AEI），實施郵包

電子化通關。 

3. 談話重點 

(1) 按駐日代表處經濟組 105 年 7 月 21 日日經組財字第

1050000758 號函略以：日本郵政已傳輸或提供郵包電子資訊

供海關查核比對，爰請日方說明實際執行情形，日方表示目前

日本郵政與澳洲、法國、加拿大及美國等國家，利用 E-mail

方式傳遞，進行郵包電子資訊交換測試，預計明年秋天將依據

萬國郵政公約（Universal Postal Convention，簡稱 UPC）

採行預報電子資訊模式，辦理郵包通關。 

(2) 鑒於我方中華郵政並非 UPC 成員，我方盼日本海關能協助推動

中華郵政與日本郵政間合作，俾利我方推動郵包電子化通關機

制，獲日方允諾盡力促成，並將協調日本郵政提供聯繫窗口。 

（三） 預報貨物資訊制度 



6 

1. 日方業務出席人員 

財務省關稅局監視課警務係   係長  福永翔翼 

2. 日方簡報節略 

(1) 日本空運艙單目前僅實施主號預報，申報時點為航程大於 5

小時，於抵達前 3小時申報；航程介於 3至 5小時，於抵達前

1小時申報；航程小於 3小時，則於抵達前申報。申報項目有

起運地、目的地、件數、貨名及主提單號碼，未來將增加收貨

人名稱、地址及發貨人等資料，另分號艙單之預報預計於 107

年或 108 年實施。 

(2) 日本海運艙單已於 103 年 3 月實施預報，其申報時點為裝船前

24 小時，申報義務人可為運輸業（Carrier）或承攬業

（NVOCC），其預報艙單資訊主要用於海關風險管理，因此業者

遞送預報艙單，海關經風險分析後，會事先回復風險分析結果

訊息（Advance Notice of the Result of Risk Analysis），

可能結果訊息包括：不得裝運該批貨物（代碼 DNL）、應補充

或修改資料（代碼 HLD）及不得卸貨（代碼 DNU）等資訊；當

艙單逾時或未申報時，海關亦會以訊息通知（代碼 SPD）。 

(3) 海運艙單預報資訊一般是業者與日本 NACCS Center 公司連

線，將資訊傳送至海關，另國外業者亦可透過中間站（Service 

Provider），再與日本NACCS Center公司連線來傳送艙單資訊。 

(4) 艙單預報制度建立前，海關先對各國規定進行研究並向業者諮

商，制度確立後再向業者充分說明，並開始修改資訊系統及成

立全年無休之艙單風險分析單位。 

(5) 預報艙單制度實施後仍持續改善資訊系統、與業者諮商及改善

風險分析模式。 

3. 談話重點 

延續日方財務省 105 年 6 月來臺拜會議題，日方當時尚未實施空運

艙單預報機制，遂徵詢我國實施情況，爰本次我方欲瞭解日方實施

現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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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方表示目前僅實施空運主號艙單預報，整份艙單（含主號與

分號）預報預計於 107 年或 108 年實施，且僅限運輸業者申報。 

(2) 日方尚未實施出口（含海運與空運）艙單預報機制。 

(3) 雙方就艙單申報實務問題交流意見，例如：空運航班因天氣或

其他因素而有延後抵達，造成同一天有 2班相同航班，海關如

何識別等問題。 

（四） NACCS Center 

1. 日方業務出席人員 

財務省關稅局總務課事務管理室  課長補佐 坂本賢一 

財務省關稅局總務課事務管理室總括係 係長  伊藤隆信 

2. 日方簡報節略 

(1) 進出口貨物隨者社會與經濟的國際化而持續成長，NACCS 透過

對於貨物通關與物流管理程序的系統化，而使其流程快速與順

暢地完成。 

(2) 在國際物流當中，多樣化的資訊在主要利害關係人間交換，這

些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出口人、進口人、運輸業者、倉儲業

者，以及其代理人、銀行與政府機關。 

(3) NACCS 將許多涉及國際物流之公務機關與私人企業串連上

網，整合物流相關的資訊。當貨物移動，NACCS 處理了所有許

多與多樣的管理流程及商業交易，對與國際物流相關的資訊，

達成一站整合的控制、分享與使用。 

(4) NACCS 提供了全日本國際物流處理的標準化與統一化流程。 

3. 談話重點 

(1) 日本於 66 年 10 月由公私部門合資成立了 Nippon Automated 

Cargo Clearance System Operation Organization，92 年 10

月該組織被獨立行政法人化以強化服務效率，96 年 12 月再依

內閣所施行的「獨立行政法人整理合理化計畫」準備私有化，

而在 97 年 10 月 1 日依據「Law for partial Revision of the 

Act on Processing etc. of Business Related to impo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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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by Means of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System」

（NACCS Law）私有化，成立 NACCS Center，扮演了整合物流

資訊平台的角色。 

(2) NACCS Center 現已整合日本財務省稅關、國土交通省、法務

省、經濟產業省、農林稅產省、厚生勞動省等國際物流相關單

位（僅警政機關資料如槍砲彈藥管制等未整合在內）。 

(3) 其經費來源政府預算佔 6 成，依 NACCS Center 每 8 年需系統

更新一次之生命週期計算，平均每年政府預算需 5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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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與日本海關（財務省關稅局）交流，除就臺日 AEO 相互承認合作交

換意見外，更延續日方海關 105 年 6 月來臺交流議題成果，就國際郵包

預報電子資訊、預報貨物資訊制度與 NACCS Center 等議題進行交流，

對雙方關務合作與政策溝通具有正面意義，雙方皆認為彼此互訪就特定

通關業務議題交流模式是雙贏互利之作法，應予延續辦理。 

二、 鑑於臺日 CMAA 仍未完成簽署，本次日方未能同意全面啟動聯合實地驗

證作業，但在我方爭取下，日方預訂 106 年 2 月來臺聯合實地驗證，進

一步推進了雙方 AEO 相互承認合作進程，為本次互訪獲致之重要成果。 

三、 本次雙方就現階段國際上推動之國際郵包預報電子資訊、預報貨物資訊

制度與單一窗口系統等議題關務措施詢問日方實施現況，發現臺日地理

位置相近且均屬島國，許多政策在研擬與推動過程中，所作決策均為類

同（例如：艙單預報同為先海運後空運），而透過與日方實際業務承辦

人員面對面溝通，可就相關議題作更深入的意見交換，更可了解日方決

策考量與所面對挑戰，有助於我國推動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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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訪日本相關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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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温武彥稽核致贈大倉基行稅關考查官禮品 

 
 

 

 

 

 

照片 2 温武彥稽核致贈渡邊智義調整官禮品 

 



12 

照片 3 温武彥稽核致贈後藤學稅關考查官禮品 

 
 

 

 

 

 

照片 4 温武彥稽核致贈浦野博毅係長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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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温武彥稽核致贈樋口哲朗係員禮品 

 
 

 

 

 

 

照片 6 王明仁科長致贈織田秀規係長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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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王明仁科長致贈福永翔翼係長禮品 

 
 

 

 

 

 

照片 8 温武彥稽核致贈坂本賢一課長補佐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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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温武彥稽核致贈伊藤隆信係長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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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程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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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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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議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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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日方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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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3-1 AEO Program in Japan 

 



23 

 



24 

 



25 

 



26 



27 

簡報 3-2 Overview of "Overseas Mail Custom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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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3-3 Advance Information on Air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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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3-4 Advance Filing Rule on Maritime Container Carg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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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3-5 Nippon Automated Cargo and Port Consolida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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