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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17 屆修正版京都公約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 

壹、會議時間 

1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 

貳、會議地點 

比利時布魯塞爾 

參、我方與會代表 

  財政部關務署黄專員偉政 

肆、會議議程 

一、開幕式 

二、選任主席及副主席 

三、採認議程 

四、RKC 虛擬工作小組（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Virtual Working Group, RKCVWG）工

作報告 

五、各會員加入修正版京都公約過程與實施修正版京都公約的國家實例－布吉納法索

與尼泊爾 

六、修正版京都公約總附約第 3 章準則 3.27、過渡性準則 3.28、3.29 及總附約第 8 章之

經驗分享－印度 

七、RKC 年度相關活動報告 

八、其他事項 

九、採認會議紀錄 

十、閉幕 

伍、會議紀要 

一、行程概述 

本次出席會議行程(106 年 11 月 12 日至 106 年 11 月 16 日) 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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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備註 
11 月 12 日(星期日) 搭乘荷蘭航空 KL0808 班機，00:20 自桃園

國際機場起程，06:55 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

機場，轉乘荷蘭航空 KL1723 班機，09:25
自阿姆斯特丹機場起程，10:10 抵達比利時

布魯塞爾機場，隨後前往住宿旅社。 

路程 
住宿比利時 

11 月 13 日(星期一) 09:30 至 WCO 總部參加第 17 屆 RKC/MC 
會議第一天議程，約 18:00 結束第一天會

議。 

住宿比利時 

11 月 14 日(星期二) 09:30 至 WCO 總部參加第 17 屆 RKC/MC 
會議第二天議程，約 18:00 結束第二天會

議。 

住宿比利時 

11 月 15 日(星期三) 搭乘荷蘭航空 KL1732 班機，18:05 自比利

時布魯塞爾機場返程，18:55 抵達荷蘭阿姆

斯特丹機場，轉乘荷蘭航空 KL0807 班機，

20:50 自阿姆斯特丹機場返程。 

路程 

11 月 16 日(星期四) 15:5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路程 

 二、開幕式 

(一)首先由即將卸任的修正版京都公約管理委員會（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RKC/MC）主席 Ms. Hong Nguyen Thi Khanh（同時也是本次越南海關代表）

宣布本次會議開幕，隨即交由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秘

書處守法暨貿易便捷組（Compliance and Facilitation）組長（Director）Ms. Ana Hinojosa

發表開幕致詞，並歡迎各位代表出席第 17 屆 RKC/MC 會議。自上次會議結束後，

RKC 簽署國陸續又加入科威特、聖多美普林西比、布吉納法索和突尼西亞，RKC

簽署國數量已增加至 112 國，對此她表示非常欣慰，同時更進一步表示，今年度截

至目前新增 7 個簽署國，這些新會員國已陸續依 RKC 程序更新其國內相關規範。 

(二)Ana 組長表示在 RKC 簽署國數量持續成長下，同時委員會也正依先前第 15 次（2016

年 11 月）及第 16 次會議（2017 年 4 月）之決議，藉由虛擬工作小組（RKCVWG）

制定相關計畫，對現行公約內容進行全面性檢視/審議。 

(三)有關本次 RKC/MC 擬定的議程項目，Ana 組長希望大家在 RKCVWG 工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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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踴躍討論。 RKCVWG 是依據 RKC/MC 第 15 次會議決議成立之團隊，本次

期末報告內容包含程序制定及任務目標、方法、架構等。Ana 組長亦提及秘書處將

提供並隨時更新，關於其他國際組織如何更新/審查及監測其所屬國際公約實施情況

之研究報告。 

(四)其他議程項目包含新加入 RKC 程序國家之經驗分享，並邀請與會代表一同討論會員

國在加入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及後續解決方案；另外也包含自 2016 年 11 月後一些

RKC 相關活動。 

(五)最後 Ana 組長鼓勵本次與會出席者在本次會議中踴躍發言，並期待藉由本次會議都

能得到一些寶貴貢獻，也能讓本次會議得到一些重要成果。 

三、選任主席及副主席 

(一)Hong 主席告知與會代表，依據 RKC 第 6 條第 7 項規定，管理委員會必須每年遴選出

主席 1 名，她並提請與會代表提名主席候選人。 

(二)布吉納法索代表提名日本代表 Mr. Masanori HIRAKI 擔任主席，本提案經中國大陸、

荷蘭、馬來西亞、印度及歐盟代表附議，全體與會代表無異議通過。 

(三)Mr. Masanori HIRAKI 感謝各位代表支持，並表示擔任主席職務後，將致力於會議進

行過程中採高效率方式進行討論，隨後並要求各位代表提名副主席人選。 

(四)瑞典代表提名貝南共和國代表 Mr. Maurice Emiola ADEFALOU 擔任副主席，並經越南

附議後通過。本次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分別為日本代表 Mr. Masanori HIRAKI 及貝南

共和國代表 Mr. Maurice Emiola ADEFALOU。 

四、採認議程 

(一)主席說明本次會議議程（文件 PO0098，如附件一），並提醒與會代表，依據 RKC 第

6 條第 7 項規定，本議程草案已在會議前 6 週送至各簽署國及觀察員傳閱。 

(二)由於秘書處收到會員國詢問有關實務上如何執行 RKC 條款，爰本次會議重點之一，

透過印度代表分享其國家之具體實施經驗，並放入議程草案。本次會議另一重點將

是採認 RKCVWG 所提交之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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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提醒與會代表，在 RKC/MC 第 15 次會議中所成立的 RKCVWG，已在第 16 次會

議上提交一份期中報告，預計本次會議上將提交期末報告（附件二）。 

(四)主席表示，依據 RKC 第 6 條第 10 項規定，委員會將在本次會議結束前採認會議報

告，並將其送至常設技術委員會（Permanent Technical Committee, PTC）、理事會、簽

署國及觀察員。最後主席在採認議程前，開放與會代表發言。 

(五)越南代表建議委員會考慮採認 RKCVWG 在期末報告中所提出的新工作小組權責範

圍(Terms of Reference, ToR)，並將其列入議程四(RKCVWG 工作報告)或議程八(其他

事項)討論。 

(六)歐盟代表和瑞典代表則認為 RKCVWG 期末報告和新工作小組權責範圍（ToR）應分

開討論。 

(七)考慮到上述代表的意見，本屆會議採認議程如文件 PO0098E1a（附件一）。 

五、RKC 虛擬工作小組（RKCVWG）工作報告 

(一)前言  

1、主席首先說明，在 RKC/MC 第 15 次會議中，由各會員國中有意願者，共同成立

一個 RKC 虛擬工作小組(RKCVWG)，目的在拓展及規劃包括目標、研究方法、

任務及工作期程等項目之工作，以進行 RKC 全面檢視及更新。同時，RKCVWG

還負責研究其他國際組織如何更新各自所屬之公約。主席指出，在 RKC/MC 第

16 次會議中，委員會已採認 RKCVWG 所提交之期中報告，如文件 Annex II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附件二)，一致認同將對 RKC 公約內容進行全面審議

（包括：公約本文、總附約、特定附約及指南）。 

(二)報告內容 

1、接著由 RKCVWG 副主席進行工作內容期末報告如文件 Annex II to Doc. 

PO0103E1(附件三)，他指出依據今年 4 月召開的 RKC/MC 第 16 次會議上所協定

的 RKC 全面審查計畫，計畫內的時間表是屬於一個滾動的文件，如文件 Annex 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附件四)，也就是可以依照工作流程持續不中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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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下去，直到 RKC 全面審查工作完成。當審查工作完成，應向委員會提交一

份完整修訂後的 RKC 供採用，RKC 全面審查的整體目標是確保公約內容得到更

新並符合現代化需求，以促進貿易便捷化，提高非簽署國加入 RKC 的意願，並

提高海關的效率與守法。另一方面，也藉由全面審查的過程，得以具有消除非標

準化方法的風險機會，使公約能符合現代電子商務、安全性、數位海關、及稅務

合作等領域的未來發展。 

2、副主席接著說明，RKCVWG 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基本橫向問題，並審議關於國際

組織如何審查/更新及監管各自所屬公約的執行情況，並就 RKC 的架構提出建

議。由於上述任務的重要性，期末報告內建議應設立三個小組同步運作，並按季

各自向 RKCVWG 報告工作內容及進度，RKCVWG 應在收到小組進度報告後兩

周內開會，並就報告內容給予各小組意見。三個小組分別負責：RKC 公約本文

及相關橫向議題、RKC 總附約、RKC 特定附約及指南，對每個小組來說，由於

在實行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變化，故僅確立主要任務，並未詳述其執行方式。 

3、為有效使 RKC 進行全面審核，過程中也將開放利益相關者參與，並擬定其參與

細節，如文件 Annex I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附件五），透過類似這樣

與外部夥伴合作之方式，將使 RKC 本質能夠符合海關不斷變化的角色和貿易型

態多樣化之需求，並確保海關與外部行為者都能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和睦相處。

為達上述願景，參與將是採取廣泛而有意義的方式，除了外部利益相關者，也包

括與非 RKC 簽署國接洽，藉由不同的觀點充分了解加入 RKC 時面臨的障礙，並

找出 RKC 缺點，作為全面審核努力的方向。 

4、參與細節也提到，由於在每次 RKCVWG 舉辦的會議，都邀請這些外部夥伴合作

來參加是不可行的，因此會需要另外舉辦專門的會議，提高相關專家或利益相關

者在合作上的貢獻。另外在細節內擬定 4 大方向的主題，包括：針對不服從規定

者、提高守法性並降低風險、程序更便捷並降低成本，及帶動社會和經濟成長，

並在各項主題內提列重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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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方向 細部重點 
針對不服從規定之對象 金融審查、海關裁罰及執法技巧、上訴程序 

 

提高守法性並降低風險 AEO 和信賴夥伴制度、情資交換、稅務與關務合作、民眾

對海關看法、整合性議題、邊境協同管理 
程序更便捷並降低成本 關務制度、電子化服務(含單一窗口)、簡化通關程序、傳播

重要訊息、手冊指南、降低通關時間研究、資料調和、自

動化 
帶動社會和經濟成長 增進風險管理以阻擋非法貿易、關務制度及通關程序整

合、與外部夥伴合作確保海關政策及貿易便捷化措施即時

更新、投資人力及技術、解決爭議、實施監管 

5、期末報告最後提及，為使 RKC 符合現化海關需求，並與國際貿易保持關聯性，

進行 RKC 全面審查有其必要性，透過修正後 RKC，得以強化各國海關組織，並

使其成為具有前瞻性之領導地位。 

6、介紹完 RKCVWG 期末工作報告，RKCVWG 副主席請委員會完成審查並批准期末

工作報告，並依報告內容成立工作小組負責後續修訂 RKC 事宜。主席開放與會

代表發言。 

(三)討論重點 

1、歐盟代表認同 RKCVWG 所提交的期末工作報告，並對其內容及相關建議表示讚

賞，同時，也因為 RKC 全面修訂是一個龐大的工作項目，應該儘速開放給非簽

署國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外部夥伴一同參與。 

2、全球快遞協會代表表示隨著工作報告告一段落，也代表委員會即將開始進行冗長

且具挑戰性的審查工作，在審查過程中也認同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運用結合

企業知識，並記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在分組工作上，建議可以採用專題方式預先

設定在 RKC 審查中需要修改或強化的具體項目，如:供應鏈安全性、事後審核及

風險管理等，來修改 RKC 公約本文、總附約、特定附約及指南。 

3、主席表示依據期末工作報告內提及，RKC 是否應繼續保有公約身份或成為一種標

準框架(Framework of Standards, Fos)，下面開放代表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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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歐盟代表認為 RKC 仍然應是屬於公約，但可以討論是否有辦法以更靈活的方式

進行修訂，建議委員會應考慮所有可能的選項及意見。 

5、俄羅斯代表也認同應以強化 RKC 方式，使其符合最新的公約規範。 

6、西班牙代表認為在投下公約的贊成票之前，建議未來的工作小組均應審慎考量朝

向公約或標準框架方向的利弊，因為結果將可能影響部分國家未來在加入 RKC

時有所顧慮。 

7、荷蘭代表指出，明年初在委員會外包之關於公約更新法律研究報告提交後，可以

依據報告結果探討要定期更新或有其他更好辦法，使 RKC 修訂後仍然是公約。 

8、布吉納法索代表建議，在更新 RKC 和研究公約或標準框架的問題時，應參考其

他 WCO 公約的更新作法，例如：每 5 年更新調和制度(Harmonized System)。 

9、中國代表則表示在法律研究報告結果出現之前，還不適合討論 RKC 的性質要採

公約或標準架構，同時也表示，依據第 16 次會議的報告內容，委員會是同意 RKC

全面審查而非修訂。 

10、尼泊爾代表建議如同其他公約，RKC 必須面臨更新，而且不只是內容，也包含

一些需要充分解決的現代概念，如:單一窗口、AEO 制度、風險管理等。同時也

應考慮經由這次的審查，未來的 RKC 能帶給發展中國家或是內陸國家什麼優

勢，及加入修訂後 RKC 需要達到的標準。 

11、另外包含日本、波蘭及英國代表也認為現在討論 RKC 的性質還太早，應依據後

續的審查過程及法律研究報告結果再進行討論。 

12、歐盟代表詢問秘書處是否有其他 WCO 公約的更新方式可以提供，及進行審查所

預估的經費。 

13、秘書處表示其他 WCO 公約原則上是以 4 到 7 年的審查週期，目前是每 5 年更新

1 次。另外就 RKC 全面審查部分，預估需花 3 年時間，費用包含秘書處內 4 名負

責審查人員、法律諮詢、會議舉辦次數(含翻譯及相關後勤事務準備)等，以上次

審查為例，一年原則上至少需辦 6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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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經過上述的討論，主席宣布關於 RKCVWG 期末工作報告的討論告一段落，並表

示委員會已批准本次提交的報告。隨後主席邀請各位代表針對後續將成立的新工

作小組其權責範圍(Terms of Reference, ToR)草案提出意見。 

15、後續會議進行中，代表們皆踴躍討論，並提出不同的建議，RKCVWG 主席及副

主席重申，所有關於 RKC 修訂或更新的建議都應由委員會進行最終審議並決

定。主席根據上述代表所提出的建議，針對新工作小組的權責範圍草案進行修訂。 

(四)結論  

委員會批准 RKCVWG 在本次會議提交的期末工作報告，並同意成立新虛擬工作小組

以進行 RKC 全面審查。考慮到代表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委員會批準修訂後的新工作

小組權責範圍，如文件 Annex III to Doc. PO0103E1（附件六） 

六、各會員加入修正版京都公約過程與實施修正版京都公約的國家實例—布吉納法索與尼泊

爾 

(一)前言 

1、主席表示，自 RKC/MC 第 10 屆會議開始，委員會陸續邀請 RKC 簽署國成員在會

上分享加入 RKC 程序的經驗。 

2、本次會上邀請布吉納法索及尼泊爾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二)簡報重點 

1、首先由布吉納法索代表簡報，他指出布國在簽署 RKC 之前，秘書處已多次派員

到訪布國海關部門及政府部門進行拜會交流，同時，布國也派員前往 WCO 總部

與秘書處接洽，了解 RKC 相關內容及簽署後如何實施 ，後續在國內議會就配合

RKC 條款進行國內相關法律修正等細節。最後布國代表表示，對於能加入並成

為 RKC 成員國之一感到十分喜悅，也期望未來能加入本次議程中所提及的虛擬

工作小組，為 RKC 全面審核盡一分力。 

2、接著由尼泊爾代表簡報，首先他概述尼國在 2017 年尚未加入 RKC 前國內關務程

序相關說明，接著提到海關近年來所面臨的改變，為符合現代化貿易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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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電子商務的發展，藉由加入 RKC 並吸取公約內精髓，將有助尼國實施全

球貿易安全與便捷化標準架構，並強化與周邊國家的資訊交換。 

(三)結論  

由於前述議程有關虛擬工作小組期末報告的討論時間過長，本項議程在布國及尼國

先後完成簡報後，並未有太多討論時間，主席代表委員會恭喜布國及尼國成功加入

RKC，並鼓勵其他會員後續也能分享他們在這方面的國家經驗。 

七、修正版京都公約總附約第 3 章準則 3.27、過渡性準則 3.28、3.29 及總附約第 8 章之經驗分

享—印度 

(一)前言 

1、主席回顧在 RKC/MC 第 16 屆會議中，印度代表分享印國海關與政府其他部門在

海關通關程序的協商合作經驗(RKC 總附約第 3 章)，及簡化有關金融擔保/債券/

銀行擔保相關條款(RKC 總附約第 5 章)；喀麥隆代表則是分享喀國海關過境區之

相關實施經驗(RKC 特定附約 E 第 1 章)，特別是使用 GPS 系統來追蹤貨物在過境

區之移動，該方式稱為 NEXUS+。委員會感謝會員國分享他們的國家經驗及相關

案例。 

2、主席接著表示秘書處收到會員提出關於執行 RKC 部分規定的問題，本次會議將

安排會員國分享關於 RKC 總附約第 3 章準則 3.27、過渡性準則 3.28、3.29 及總附

約第 8 章之國家經驗。 

(二)簡報重點 

由於會議時間不足，印度代表僅簡短分享印國海關在施行RKC總附約第3章準則3.27

及過渡性準則 3.28、3.29 之相關經驗。 

(三)結論  

由於前述議程有關虛擬工作小組期末報告的討論時間過長，本項議程在印國完成簡

報後，亦並未有太多討論時間，主席代表委員會感謝印國分享部分 RKC 條款施行的

經驗，並建議其他簽署國在 RKC 施行上有疑問的地方，都能立即向秘書處反應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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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或是藉由秘書處安排其他國家的經驗分享，從中得到解答。 

八、RKC 年度相關活動報告 

(一)前言 

1、主席表示，WCO 定期都會在國家或地區舉辦一系列有關加入 RKC 及實施 RKC

的活動，自 2016 年 11 月以來，秘書處已辦了 11 次的研討會。另一方面，在過

去一年內已有三名關務專家完成 RKC 認證而成為技術顧問，這三名顧問分別是

來自加彭、突尼西亞和瑞士海關，他們將有助未來在非洲地區辦理推動加入 RKC

之事務協助。 

2、秘書處接著表示，自從 RKC/MC 第 15 次會議以來，已有 7 個國家完成加入 RKC

並成為簽署國，並鼓勵會員國在會議上分享加入 RKC 的經驗。 

(二)討論及結論 

1、與會代表表示透過本次尼泊爾及布吉納法索代表的簡報，讓會員能從中學習並認

識不同會員國在加入 RKC 時面臨的挑戰，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讓這些會

員國的議會能完成批准 RKC 的附件及其他相關附件是很了不起的進展。 

2、秘書處提醒代表們，對於在本次會議所提交與 RKC 相關的能力建構請求議題，

將考慮納入下屆會議議程。 

九、其他事項 

(一)主席邀請與會出席代表加入虛擬工作小組，現場有歐盟、挪威、日本、比利時、保

加利亞、波蘭、美國、英國、土耳其、荷蘭、墨西哥、瑞典、利比亞、西班牙、越

南、愛爾蘭、法國、馬來西亞、肯亞、貝南共和國、孟加拉及中國代表表示願意參

加。 

(二)主席表示，其他有興趣及意願加入虛擬工作小組之代表，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前通知秘書處。 

十、採認會議紀錄 

採認本次會議報告如文件 PO0103E1a（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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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閉幕 

在秘書處及主席進行簡短發言後，主席宣布本次會議閉幕。 

陸、心得與建議 

一、每年世界關務組織(WCO)秘書處都會選定一個年度主題作為宣傳口號，2018 年的主題是

“為經濟發展塑造安全的商務環境(A Sec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廣義來說，是指海關如何因應現代化商業活動需求，創造良好環境，進

而提升跨境貿易的安全，服務人民及企業。塑造安全的商務環境包含下列核心：有效（包

含可靠及可預期）、安全、公平及持續性；並應以下列目標提出相關措施：提高商業貿

易活力、強化參與國際貿易動力、鼓勵企業創新、創造就業機會、最終提人民生活水平。 

二、過往相關研究也指出，海關藉由簡化通關程序、提升廉潔及加速貨物、運輸工具的跨境

移動，可改善「有效」；並應通過各種管道的努力，持續打擊跨境犯罪，保障合法的商

業活動，確保「安全」；同時海關的職責之一，也是讓貿易環境持續保有「公平及持續

性」。 

三、海關通關便捷安全是提升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重要指標，世界關務組織認為現代化海關

應以廉潔為基礎，從而拓展務實有效率的廉政策略，進而提升邊境管理及稅費徵收之效

率，未來的重點工作應以下列 6 項為優先：貿易便捷化、電子商務、安全、關務與稅務

合作、非法金流、績效考評。 

四、貿易不分國界，臺灣作為海島國家，進出口貿易更是頻繁，透過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

及世界關務組織(WCO)的活動（包含參與修正版京都公約例會、世界貿易組織(WTO)原產

地規則委員會會議、世界關務組織(WCO)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例會及其他相關研討會

等），藉由其發展出的工具及倡議，從中學習經驗並幫助臺灣建構更優越的貿易及通關

環境有其必要及重要性。本次出席人員在今年會議中，於第 1 天會議後舉行的雞尾酒交

流中，與秘書處Ana組長及日本海關代表水沼徹夫(現任財務省關稅局第二參官室課長輔

佐)進行意見交流，Ana組長對於臺灣作為觀察員身分踴躍出席RKC例會表示肯定及讚

賞。另一方面，本次會議我國代表座位被安排在土耳其及英國之間，土國與英國皆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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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方式出席，由具經驗之前輩帶領另一員進行會議觀摩，以此方式提升該國海關人員參

與國際會議之經驗。 

五、修正版京都公約(RKC)為世界關務組織(WCO)推動貿易便捷化的相關文件，規範事項包括

促進及協調關務制度的簡化，進而達到全球貿易便捷化的目標，被視為 21 世紀現代化及

高效率關務程序的藍圖及組成之核心，且修正版京都公約(RKC)與世界貿易組織(WTO)

貿易便捷化協定(TFA)涵蓋範圍高度重疊，特別在設定關務相關標準上有其共通性，因此

不少貿易便捷化協定 (TFA)協商後的建議措施將藉由修正版京都公約(RKC)作為推行工

具，實施修正版京都公約(RKC)有助於未來WTO各會員國有效執行TFA。臺灣雖非世界關

務組織(WCO)會員，惟因屬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而得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修正版京都公

約(RKC)例會，我國代表歷年皆盡力把握參與機會，不僅得以蒐集國際關務最新訊息，同

時也藉以發表我國海關關務創新作為，爰建議我國持續派員參加本會議及相關關務會

議，並在預算許可下儘量爭取國內海關出席名額。 

柒、附件 

一、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PO0098E1a 議程 

二、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Annex II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 修正版京都公約虛擬工作小組

期中報告 

三、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Annex II to Doc. PO0103E1 修正版京都公約虛擬工作小組期末報告 

四、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Annex 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 修正版京都公約虛擬工作小組

期末報告之實施計畫表 

五、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Annex II to Annex to Document PO0103E1 修正版京都公約虛擬工作小組

期末報告之利益相關者參與細節 

六、世界關務組文件 Annex III to Doc. PO0103E1 修正版京都公約虛擬工作小組之權責範圍 

七、世界關務組織文件 PO0103E1a 第 17 屆修正版京都公約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