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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一、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FIATA）是運輸領域中規模最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西元 

1926 年 5 月 31 日成立於奧地利的維也納，協會會員遍布全球，對全球貿易發展

影響鉅大。 

二、FIATA世界性年會每年舉辦1次，各區域負責機構每年在瑞士蘇黎世總部及FIATA世界

年會各舉行1次會議，如有必要另會在總部會議和FIATA世界年會間舉行區域會議。

為增進國際物流產業發展、貿易關務規定（措施）、物流服務趨勢等現況之瞭解與掌

握，並因應政府當前推動「新南向政策」，交通部航港局派員參加2019年6月份於泰

國舉行之亞太地區區域會議（Region Asia/Pacific, RAP），期藉參與國際性會議之交流

，拓展國際視野，作為未來研擬海運相關產業發展及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參據。 

三、本屆亞太區域會議主辦單位泰國（TIFFA）邀請亞太區域各國海空陸運、關務及經貿

等相關產、官、學界人士進行演講或經驗分享，並就全球性貨運送承攬、貿易通關

所涉最新趨勢、規定、面臨課題進行討論，透過各區域型會議，讓該地區成員間在

貨物運送事務能夠發揮協同功能，並將這協同效益提供其他協會共同討論全球物流

與貨物承攬未來發展，並促進跨國產業交流與爭取商機。  

四、本次年會另就Seal-Net(東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絡)、WCO(世界海關組織)通關程序對全

球貿易影響、INTERCOM 2020版發行促進國際貿易等項目進行簡報與討論；另外本次

會議邀請TRAFFIC（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網）的 Ｍonica Zavagli女士蒞會報告，呼籲

物流及貨運業者共同保護野生動物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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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FIATA），法語“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Transitaires et Assimilés”，英文“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

西元 1926 年 5 月 31 日成立於奧地利的維也納。該協會是目前全球運輸領域中規模最大

的非政府組織，含括了大約 4 萬家承攬及物流公司，也被稱為運輸的建築師（Architects 

of Transport），在 150 個國家僱用了約 800-1000 萬人，影響力遍及全球。 

FIATA 每年舉辦一次全球性的年會及各區域 2-3 次之區域會議，2015 年由我國相關

公協會取得主辦權，於臺北市舉行，有 1,100 位來自 72 個國家的代表來臺參與年會。2016

年於愛爾蘭都柏林舉行，2017 年年會於 10 月 5 日至 8 日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於印度新德里舉辦，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5 日將於南非開普敦舉行。交

通部與本局為持續增進對全球海運物流重要議題之瞭解，掌握國際海運便捷化趨勢及物

流服務業等現況，2017 年及 2018 年均派員參加。 

另 FIATA 依會員分布分為 4 個地區，分別為亞太區（Region Asia/Pacific, RAP）、非

洲/中東區（Region Africa/Middle East, RAME）、美洲區（Region Americas, RAMNS）及歐洲

區（Region Europe, REU），各區定期舉辦區域型會議。區域型會議的主要目的係提出區域

問題，並在必要時將其提交給 FIATA 研究機構，以協助區域成員解決產業問題；此外透

過區域型會議，讓該地區成員間在貨物運送事務能夠發揮合作功能，並將這合作效益提

供其他協會。各區域負責機構每年會在瑞士蘇黎世總部及 FIATA 世界年會舉行 2 次會

議，如有必要，另會在總部會議和 FIATA 世界年會間舉行區域會議。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韓國釜山舉辦第 12 次 RAP 區域會議（Field Meeting），今年(2019)

則在泰國曼谷舉辦第 13 次 RAP 亞太區域會議，考量本次實地會議地點為泰國，正為政

府「新南向政策」之重點推展地區，爰指派本局航務組副組長陳一平與航務組專門委員

李彥明參加 2019 年 FIATA RAP 亞太地區區域會議，藉由參與物流產業國際性年度會議

之經驗交流，以作為航港局未來研擬物流相關產業、海運承攬運送業發展政策及「新南

向」政策推展之參據。 

貳、出國期間  

108 年 6 月 8 日至 11 日，共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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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程簡介 

日 期 地點 主要行程內容 備註 

6/8 
（星期六） 

臺北/泰國曼谷 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 曼谷（蘇汪

達蓬國際機場） 

搭 乘 長 榮 航 空

BR0067 

6/9 
（星期日） 

泰國曼谷 1、機場及市區交通考察 

2、河運交通考察 

Sukosol Hotel, 

Bangkok  

6/10 
（星期一） 

泰國曼谷 參加FIATA RAP 亞太區會議 

（Region Asia/Pacific, RAP） 
Sukosol Hotel, 

Bangkok  

6/11 
（星期二） 

泰國曼谷/臺北 曼谷（蘇汪達蓬國際機場） / 臺北

（桃園國際機場） 

搭 乘 長 榮 航 空

BR0068 

 

肆、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亞太區區域會議（FIATA RAP） 

一、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FIATA）簡介  

（一）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 

FIATA）於西元 1926 年 5 月 31 日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成立，該協會為當前國際海、

空、陸運輸與物流領域中規模最大跨國性的非政府組織（NGO），會員包括超過

40,000 家承攬及物流業者（forwarding and logistics firms），在 150 個國家僱用了約

800-1,000 萬人。  

（二）FIATA 具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ECOSOC）、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的諮商地位，同時也被許多國家政府主管機

關及民間組織，例如國際商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國際鐵路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UIC），國際道路運輸聯盟（the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Union, IRU）、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世界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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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一致認可做為貨物運送承攬業之代言

人，全球在 96 個國家或地區擁有會員，於全球運輸界深具影響力。  

（三）FIATA 一般由國家之物流協會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s）以團體會員參加，擁有

完整會員資格，例如英國 BIFFA（British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

日本 JIFFA（Japan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中國大陸 CIFFA（China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臺灣目前有 3 個會員，分別是「台北市

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International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and Logistics 

Association, Taiwan, IOFFLAT）」、「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Taipei 

Airfreight Forwarders & Logistics Association of Taiwan, TAFLA）」及「中華貨物通關

自動化協會（Taiwan Freight Logistics Association, TFLA）」。  

（四）FIATA 組織架構由研究機構（Institutes）、顧問團（Advisory Bodies）及工作組（Working 

Groups）組成，處理其影響國際貨物運送之各種面向之議題：  

1、研究機構一般每年開 2 次會議，討論協會之技術性工作，下設 3 個機構，分別為

空運事務研究機構（Air Freight Institute, AFI）、海關事務研究機構（Customs Affairs 

Institute, CAI）及複合運輸事務研究機構（Multimodal Transport Institute, MTI），部

分研究機構具有永久性工作組，如複合運輸事務研究機構分別在海運、鐵路及公

路運輸成立 3 個工作組，而空運事務研究機構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設立一個工作

組。  

2、顧問團包括國際事務顧問團（Advisory Bo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BIA）、資訊科

技事務顧問團（Advisory Bod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BIT）、法律事務顧問事

務團（Advisory Body Legal Matters, ABLM）、安全及保安事務顧問團（Advisory Body 

Safety and Security, ABSS）及職業訓練事務顧問團（Advisory Body Vocational Training, 

ABVT）等 5 個，如有需要，會與研究機構及其工作組相互合作。  

（五）FIATA 依會員分布分為 4 個地區，分別為亞太區（Region Asia/Pacific, RAP）、非洲

/中東區（Region Africa/Middle East, RAME）、美洲區（Region Americas, RAMNS）及

歐洲區（Region Europe, REU），各區定期舉辦區域型會議，區域型會議的主要目的

係提出區域問題，並在必要時提交給 FIATA 研究機構，以協助區域成員解決其產

業問題；此外透過區域型會議，讓該地區成員間在貨物運送事務能夠發揮合作功

能，並將這合作效益提供其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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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IATA組織主要目標  

1、聯合全球貨運代理產業。  

2、以顧問或專家身分參與運輸國際機構會議，協助處理貨物運促進和確保貨物運輸

產業利益。  

3、透過訊息傳播、出版刊物，提供貿易界、企業界及公眾有關貨運代理的資訊服務。  

4、透過制定統一文件及訂定標準格式，改善國際物流業的服務品質。  

5、協助會員進行職業培訓、處理責任保險問題、以及提供電子商務工具（含電子數

據交換 EDI、條碼 Barcode 等），提升業界水準。  

（七）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世界年會（FIATA World Congress）  

1、FIATA 自 1926 年起每年會在不同的國家舉辦世界年會，一般選定每年 9~10 月間

輪流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舉辦，為物流業、貨運承攬代理業最具指標與規模之

國際型會議，將各國（區域）貨物運送業代表、相關管理單位或決策單位、專家

學者齊聚一堂，共同分享全球海、陸、空貨物運送課題與資訊，並透過國際會議

平台提供各國成員合作與交流的機會，至今已舉辦 51 次，其中 2012 年在美國

（洛杉磯）、2013 年新加坡、2014 年土耳其（伊斯坦堡）、2015 年在台北舉辦，

2016 年在愛爾蘭（都柏林）舉辦、2017 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2018 年

在印度（新德里）舉辦，預計 2019 年在南非（開普敦）、2020 年在韓國（首爾）、

2021 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  

2、FIATA 世界年會召開分業務會議（Business Meeting）和會員大會（General Meeting）

兩種，前者由 FIATA 各委員會主持並邀請各國際組織如 WCO、UNCTAD、UN、

IATA、主辦國政府官員及業界重要人士等發表演講或與談分享經驗；會員大會

則是 FIATA 年度重要會議，除安排各委員會及學會報告外，並對重要人事任命、

會員入會及退會、年度財務預算及決算等重大事件進行報告，必要時還須進行投

票表決；另外除了世界年會外，每年三月還會在瑞士蘇黎世總部召開一次總部會

議（headquarter meeting），此會議的目的為確定前一次世界年會的會議紀錄，並擬

訂提交當年度會員大會的議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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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FIATA RAP  

（一）FIATA RAP 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韓國釜山舉行 12 次會議，本屆第 13 次會議在

泰國曼谷舉行，共有亞太地區 15 個經濟體(孟加拉、香港、日本、印尼、印度、韓

國、馬來西亞、緬甸、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瑞士和臺灣)，

58 個海、陸、空貨物運送、承攬產業之專家學者及業界會員參加，包含物流業者、

貨運代理業（Freight Forwarders）、複合運輸業者（Multi-Modal）、貨運和快遞運輸

業者、倉儲業者、報關業者、貨物裝卸經營業者、進出口貿易業者等，主辦單位

另邀請如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UNESCAP)、世界關務組織(WCO)等政府組

織及 TRAFFIC 等非政府組織（NGO）參與，包括全球及泰國當地海、陸、空貨物

運送領域官員、學者、知名產業代表出席，一起分享國際貨物運送、承攬產業之

面臨課題、發展趨勢與最新資訊。  

（二）物流活動在每個國家經濟體的發展均扮演核心重要地位，高效率且具成本效率的

貨物流通服務，是所有貨物運送業者的努力目標。目前全球貨物運輸市場產值每

年產生超過 8 兆美元，約佔全球國民生產毛額（GDP）11%。而本次會議主辦國泰

國政府依其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積極推動相關軟硬體建設，其物流推動現況係結

合東南亞鄰近國家及地區相關同盟組織，提高貨物運送效率並降低營運成本，這

些措施將有助促進該國經濟商業成長，透過亞太地區區域會議各項議題討論，協

助全球貨運代理業者在其供應鏈中發掘尚未開發的機會，透過戶到戶（door to door）

物流解決方案及全球物流網絡，讓業者有機會在泰國開展業務，全球物流的未來

商機也從亞太地區開展。  

（三）本屆亞太區域會議地點位於泰國曼谷 SUKOSOL 飯店舉辦，距離泰國蘇汪達蓬國

際機場約 30 公里，利用計程車或機場輕軌(Airport Rail Link)等大眾運輸工具約 30-

40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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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019 FIATA RAP 參加情形 

一、行前規劃 

本屆 2019 年 FIATA RAP 航港局代表係循參加「亞洲船東年會、港埠協會」模式，

以「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團顧問身分參加，並委託該公會協助報名，

並依主辦單位大會官網（www.fiata.org）公布議程，於報名手續完成後另洽請專業旅行社

代訂往返班機、住宿，及規劃出國行程；我國參加本(13)屆年會成員共計下列 4 名。 

 

單位 姓名 職稱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 林毓桂  理事兼教育組召集人 

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  

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 

 

楊瑞如 
副理事長  

副會長 

交通部航港局 陳一平 副組長 

交通部航港局 李彥明 專門委員 

 

 

 

 

 

 

 

 

http://www.fi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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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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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會議－亞太區域（Region Asia/Pacific, RAP） 

（1）本屆亞太區域會議主席由Mr. Chris Kanter及來自泰國TIFFA主席Mr. Kettivit  

Sittisoontornwong共同擔任，會議開始主席首先對與會者表示歡迎，並特別感

謝 2018 年 6 月 22 日再韓國釜山舉辦第 12 次 RAP會議（Field Meeting）

時韓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KIFFA）的協助。 

（2）會議各議題進行前，由主席依 FIATA 規定宣讀 FIATA 在「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aw）」規範下，嚴格禁止會員從事價格設定（Set Price）、市場或

客戶分配（Allocate Markets or Customs）、搭配商品販售（Tying Arrangement

）等行為，以免觸及反托拉斯之法律要求；宣讀完畢後緊接確認 2018 年 6

月 22 日於韓國釜山舉行韓國釜山舉辦 RAP 區域會議紀錄。 

（3）會議主席完成上述開場程序後，在各項議題簡報提出報告前，主席說明當前

世界經貿環境變化快速，目前全球最大的二個經濟體(大陸及美國)的貿易戰

持續進行中，其過程及結果將影響全球貿易及區域的貨物運輸，FIATA將從

產業觀點持續關注其發展與結果，在世界貿易快速變化及諸多挑戰下，

FIATA也提出二個討論議題，其一為總部搬遷事宜，其二為將職業訓練顧問

團會議(ABVT)及FIATA 物流協會(FLA)合併為一個單位，並請各會員審慎思

考，二項議題將在今年FIATA年會進行討論及確認。 

（4）會議在全體代表合影留念後，旋即由各與會代表依據議程進行相關簡報，並開放

與會代表提問及簡報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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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9年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亞太地區會議（FIATA RAP）參加代表大合影 

 

圖2：2019年 FIATA RAP 我國出席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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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9年度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亞太地區會議（FIATA RAP）聆聽簡報相片 

 

 

 

圖4：2019年度國際運送物流聯合協會亞太地區會議（FIATA RAP）報告人簡報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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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國公協會代表與新加坡物流協會代表 Mr. Stanley H. H. Lim (前FIATA主席)

於會前交流活動照片 

 

圖6：我國公協會代表對GDPR安全控管事項議題提供意見發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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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我國公協會代表對共同貨損議題提供意見發言照片 

     茲將本次會議較為重要之討論議題：如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世界海關組織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Intercom 2020、TRAFFIC（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

網）、關注GDPR議題等分別說明如下： 

一、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之推動 

    本次會議較具前瞻與符合科技發展趨勢之探討主題為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之推

動。有鑑於東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絡NeaL-Net實質進展，馬來西亞相關業者參考其概念

想法，推動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會議中由馬來西亞DNeX公司之執行董事Dato Patrick

先生提出“SealNet供應鏈物流整合平台”的簡報。 

    DNeXPORT Sdn Bhd公司(DNeX子公司)為馬來西亞電子商務服務商，東南亞物流網絡

（SealNet）是一個專門設計和建造的平台，旨在匯集整個社群加入並共享信息，無需額

外的資本支出，建立物流信息共享與亞太港口合作機制的平台。 

    2018年10月22日由馬來西亞Dagang NeXchange Berhad（“DNeX”）公司通過其子公

司DNeXPORT私人有限公司與泰國TIFFA EDI服務有限公司，共同簽署了一份股東協議，

以實施貿易便捷化和跨境服務業務。根據該協議兩家公司在泰國設立合資公司(DNeX擁

有49％的股權)，並提供SealNet之服務，這是一個基於網路的單一窗口網站服務，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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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eX的貨物和貿易管理服務。該公司由DNeX針對貿易便捷化和物流部門的業務，主要

為出口商和進口商以及物流服務提供商，匯集供應鏈和跨境物流之流程，以簡化貨物和

貿易管理流程。 

    該簡報首先介紹馬來西亞的國家物流推動小組推動近況，物流業是供應鏈的支柱，

被認為是刺激貿易、促進經營和刺激經濟增長的關鍵。馬國交通部(MOT)鑒於國家物流

發展與商業貿易、運輸基礎建設(包含陸海空運)息息相關，在考慮到物流業的發展潛力，

MOT 針對物流發展成立物流工作小組(THE NATIONAL LOGISTICS TASKFORCE Cluster 

Working Group)，由其經濟計畫單位（Economic Planning Unit ,EPU）擬定國家物流及貿易

發展主計畫 (Logistics And Trade Facilitation Masterplan)，為物流業的發展提供戰略方向，

研究如何改善及提升馬來西亞物流領域，進一步提高物流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簡報中同時也說明貿易便捷化的關鍵驅動因素，以及東協投入物流推動的相關作法，

包括：東協經濟共同體 2025 藍圖、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東協貨物貿易協定（ATIGA）、

世界海關組織通過之(京都公約修訂版）(關於簡化和協調海關業務制度的國際公約（修訂

版）、東協貿易便捷化框架（ATFF）等。 

    簡報針對物流推動對港埠之利益，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效率，除可提高港口

效率管理外，也可增加貨櫃吞吐量；二是增進識別和風險控管，涵蓋對惡意船舶的識別、

船舶狀況和所有權，及降低風險的能力；三是可見性，透過平台可增加即時船隻動態監

控、船隻抵達和靠泊較佳之管理、加強貨物裝卸規劃等。至於平台之合作效益，主要有

簡化的交易程序，其範圍包括： 

1. 加強對貿易業的自由化 

2. 綜合貨運系統 

3. 減少數據輸入 

4. TARIFF CORRELATION 

5. 守法透明度 

6. 清關過程可見性 

7. 基礎設施基於事實的信息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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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能的流量費用 

9. 行業倡議及平台改進 

    簡報說明建置 SealNet 平台之主要目的，為建立亞太港口物流信息共享之合作機制，

期透過協作會議達成其目標，該備忘錄由亞太電子商務聯盟 (Pan Asian e-Commerce 

Alliance, PAA)於 2017 年 FIATA 在吉隆坡舉行全球年會時，由 PAA 會員與 FIATA 完成簽

署儀式。在當時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見證下，期許未來透過此合作備忘錄，各國參

與的服務商將強化彼此在貿易便捷化上的合作夥伴關係，促進該區域跨境物流服務商之

間的貿易資訊交換與創新商業模式之發展。而當時除臺灣關貿網路公司外，參與合作備

忘錄簽署的電子商務服務商包括：馬來西亞 DNeXPORT Sdn Bhd、新加坡 GETS Asia Pte 

Ltd、泰國 TIFFA EDI Services Co Ltd、印尼 PT EDI、菲律賓 InterCommerce Network Services 

Inc.及韓國 KTNET。該活動為全球物流領導業者提供了洞察該產業所面臨挑戰與發展永

續解決之道的國際性平台。而 PAA 在促進亞太地區物流整合平台共享機制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PAA 主要以推展安全可靠之 IT 基礎建設與推廣高效能之全球運籌服務為主。成立

於 2000 年，目前已有 11 個會員，除代表臺灣的關貿網路公司 TradeVan 外，會員分別為 

泰國 CAT，中國 CIECC，新加坡 CrimsonLogic，馬來西亞 Dagang Net，菲律賓 InterCommerce，

韓國 KTNET，日本 NACCS，澳門 TEDMEV，香港 Tradelink，印尼 PT EDI-I。各會員合計

之企業客戶約有 340,000 家，幾乎含括亞洲市場之所有貿易商。 

Seal-Net 希望加強與現有之 PAA 及中日韓「東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絡 NEAL-NET」

合作，東北亞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中心之一，2008 年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等三國的 GDP 

總值已佔世界經濟 17%左右，三個國家創造的總價值達 4.5 萬億美元，約佔世界貿易總

額的 14%。三個國家之間的貨櫃吞吐量佔全球年吞吐總量的三成以上，是亞洲最大的供

應鏈。隨著這三個國家間運輸與物流量的快速增長，對物流系統的形成和便利化運輸政

策及措施之要求，成為中日韓三個國家的重要課題。惟目前中日韓三國間的物流資訊互

聯性存在著傳遞效率低及擴展性差等問題，致使物流成本高，效率不足。 

為提高東北亞地區物流服務能力和效率，推動東北亞物流資源共享，促進區域經濟

和運輸服務貿易發展，中、日、韓三國共同推動成立「東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絡（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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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NEAL-NET 是一個國際組織和非營利的物流資訊共享機制，其主要目標是基本

的物流資訊交換和討論，並促進技術的交流與應用。它的目的是要提高國際物流效益，

促進經濟發展和運輸貿易服務以及推動物流資訊共享。物流合作是構建東北亞共同體的

關鍵環節，中國大陸地處東北亞核心地帶，未來將持續投資高等級之高速公路、城際高

速鐵路、支線機場、沿邊口岸、江海聯運和跨黑龍江(阿穆爾河)大橋等建設，建構東北亞

地區的物流大通道、貿易大平台。 

2010 在年中國大陸舉行的「第三屆中日韓運輸與物流部長會議」上，中日韓三國決

定成立「東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絡（NEAL- NET）」，作為中日韓三國合作平台，以實現

中日韓三國物流資訊的快速通訊，並積極合作進行相關研究，不斷提昇東北亞地區整體

物流資訊服務水準。同年中日韓三國運輸與物流部長在杭州正式簽署「東北亞物流資訊

服務網絡」合作協議書，宣佈網絡正式成立，目標是實現中日韓三國物流資訊系統的互

聯互通、鼓勵進行物流資訊標準與技術研究、促進技術交流、培訓與推廣應用，並將秘

書處常設於杭州。2010 年 12 月在韓國首爾召開「NEAL-NET 理事會」第 1 次會議，會

議決議：中日韓三國船舶動態資訊及港到港貨櫃動態資訊的相互查詢及使用的接口和代

碼集，必須儘可能是開放、免費。緊接在歷次的技術會議中，藉由分享資訊與合作，提

高資訊通透與合作，如試點港口覆蓋範圍的擴展計畫、貨櫃狀態資訊共享的技術方案、

危險貨物資訊共享的合作研究、與歐盟或其他國家的合作、用戶管理認證機制的基本原

則，並就船舶呼號、貨櫃編號和報關單號方面爭取採用 URI 格式標準進行討論，以實現

港口物流統計資訊的共享。除陸續開通中日韓三國其他港口的船舶動態資訊和貨櫃狀態

共享服務外，也歡迎亞洲開發銀行提供技術援助資金對 NEAL-NET 發展過程中的各項問

題進行研究，並推動 NEAL-NET 在亞太地區的應用和推廣。 

    目前 SealNet 正積極尋求與 PAA 及 NEAL-NET 等亞太地區之各網路服務平台積極整

合，SealNet 是一個專門設計和構建的平台，用於匯聚整個社群加入並共享信息，無須提

供額外的資本支出，在現有的基礎架構可以從任意平台整合，用於信息交叉共享，更快

且無風險的使用環境。另 SealNet 上合作夥伴在整合與合作的平台上，基於 Web 的應用

程序，可使用任何帶互聯網的移動設備，也可以從任何位置輕鬆工作與連接，其可產生

之重大之效益，包括： 

1. 數據可重複使用性。通過整個全球貿易中的連接節省時間並跳過重新輸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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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時透明可見性。透過合作夥伴協作的中央平台可即時跟踪文檔，批准和貨物

的狀態。 

3. 真正的在線協作。讓同一平台中的貿易夥伴，通過融合加速和簡化提交和驗證

流程。  

4. 簡化交易流程，通過簡化的表格準備流程提高業務效率。 

5. 輕鬆報告。通過對交易表單和數據提交的後端訪問快速生成報告。 

6. 文件存儲。方便地訪問數字化文檔以進行審核檢查。 

    SealNet 從多個來源蒐集數據，包括從進口商和出口商的發票和裝箱清單的初始階段

到轉發和運輸過程、監管和機構清關和批准，直至交貨點。通過這種方式，客戶不僅可

以線上追踪以了解所追踪貨物的移動，還可以追踪這些貨物上的電子文檔，例如從一個

運送節點進出的即時狀態。它還整合所有系統、應用程序、業務合作夥伴和雲端服務的

無縫整合功能。SealNet 還可以使業務和監管報告更容易，並且能夠快速生成定制報告和

統計數據，以進行內部審核或提高審核效率。SealNet 在貨物和貿易管理方面的能力可以

幫助用戶提高生產力，並在更大範圍內創造跨境商業之機會。除可促進馬來西亞與泰國

之間的跨境貿易外，憑藉 SealNet 在貨物和貿易管理方面的能力，也可以幫助和東協或其

他國家創造跨境商機。 

 

二、WCO 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成立於 1952 年，當時是海關

合作理事會（CCC），是一個獨立的政府間機構，其使命是提高海關管理部門的效用和

效率。世界海關組織代表全球 183 個海關管理機構，共同處理了約 98％的世界貿易。

作為全球海關專業中心，世界海關組織是唯一具有海關事務能力的國際組織，可以稱之

為國際海關界的聲音。 

    世界海關組織的理事機構為理事會，主要依靠秘書處和一系列技術和諮詢委員會來

完成其使命。秘書處由 100 多名國際官員，技術專家和一些國籍的支助人員組成。作為

國家海關代表之間對話和經驗交流的論壇，世界海關組織向其成員提供了一系列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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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際文書以及技術援助和培訓服務。秘書處積極支持其成員在其國家海關管理部門

的現代化和能力建設。 

    世界海關組織除了在促進合法國際貿易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其打擊欺詐活動的努

力也獲得國際承認。世界海關組織倡導的伙伴關係方法是在海關管理部門與其合作夥伴

之間建立橋梁的關鍵之一。通過促進誠實、透明和可預測的海關環境的出現，世界海關

組織直接促進其成員的經濟和社會福祉。世界海關組織在現今不穩定和不斷存在的恐怖

主義活動威脅的國際環境中，持續加強對社會和國家領土的保護，以及確保和促進國際

貿易的使命，其組織具有相當的意義。 

 

三、Intercom 2020 

Incoterms 國際商業條款於 1936 年首次發布，它們是由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制定的國際公認之商業國際貿易條規，用於管理貨物的契約和運輸。 

每個不同的 Incoterm 都有優點和缺點，但更重要的是，運送契約的所有各方應該非常明

確誰對交易的哪一個部分負責。 

新版國際貿易條規（Incoterms 2020）正在國際商會（ICC）起草中，ICC 自 1930 年以

來即為發布機構。在過去的幾十年，一直持續修訂 Incoterms 規則，近期規範主要為以 10

年為期，如自 1990 年、2000 年以來均以 10 年一次進行修正發布，目前 2010 年版本仍為

有效的最新版本。新版本 Incoterms 預計將在 2019 年的最後一個季度提出，與國際商會

ICC 滿一百週年同時登場，並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Incoterms 2020 目前由 ICC 專家委員會（起草小組）起草中，起草會議大多數主要成

員都是歐洲人，2020 年版本首次有包括來自大陸和澳大利亞的代表參加。該委員會定期

舉行會議，討論國際商會 150 個成員（主要是商會）的不同問題。新版 Incoterms 2020 正

在評估一些新問題和變化包括：  

1.刪除 EXW 和 DDP Incoterms  

EXW 是許多出口經驗很少的公司所使用的 Incoterm，DDP 也常用於由快遞公司

和物流公司發送的貨物（例如樣品或備件），歷經所有物流和海關程序直到在買方地

址交貨。刪除這兩個貿易條件術語的理由是它們實際上多是處理國內業務：包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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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出口商的 EXW 和買方進口商的 DDP。此外，這兩個 Incoterms 在某種程度上與

歐盟新的“海關法”相矛盾，因為出口商和進口商的責任認定是在進出口清關後進

行的。  

2.刪除 Incoterm FAS  

FAS（Free Alongside Ship）船邊交貨貿易條件是一個很少使用的 Incoterm，事實

上，在商品在出口國的出發港交付（FCA）時所使用的幾乎沒有任何貢獻。因為碼頭

是海運碼頭的一部分，通過 FCA 貿易條件，出口商也可以在碼頭交付貨物。一方面，

如果使用 FAS 並且船舶抵達時間延遲，則買方可用幾天將貨物暫存碼頭上幾天，反

之如果船舶提前到達，則商品將無法發貨。實際上，FAS 僅用於出口某些商品（礦

物和穀物），從這個意義上說，起草委員會正在評估為這類產品另創特定 Incoterm 的

便利性。  

3.把 FCA 分為兩個 Incoterms  

FCA 是最常用的 Incoterm （約有 40％的國際貿易業務是通過此 Incoterm 進行

的），因為它非常通用，允許在不同的地方（賣方地址，陸路運輸終端，港口，機場

等）交付貨物。 ），大多數時候都在賣方的國家。委員會正考慮建立兩個 Incoterms 

FCA 的可能性;一個用於陸地交付，另一個用於海運。  

4. 回歸 FOB 和 CIF 可用於貨櫃運輸  

2010 年 Incoterms 版本中進行的修改，當商品不在貨櫃內運輸時，不應使用

Incoterms FOB 和 CIF，但絕大多數出口和進口公司不會使用其對應的 FCA 和 CIP，

參與國際貿易的代理商（如貨運代理，物流運營商，銀行等）也不普遍使用。這是

因為 FOB 和 CIF 是兩個非常古老的 Incoterms （FOB 已經在十八世紀末在英國使用

過），目前世界上大約 80％的貿易都是用貨櫃運送，就像 Incoterms 2000 和早期版本

的情況一樣，在 Incoterms 2020 新版本中，有可能將 FOB 和 CIF 可以再次用於貨櫃

運輸。 

5 創建新的 Incoterm ：CNI  

新的 Incoterm 將被命名為 CNI（Cost and Insurance）成本和保險，並將涵蓋 FC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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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FR / CIF 之間的差距。與 FCA 不同的是，FCA 包括賣方／出口商的國際保險費

用，而不包括運費的 CFR / CIF。與含“C”中的其他 Incoterms 一樣 ，這個新的

Incoterm 將是“抵達條件”，即運輸的風險將在出發港從賣方傳遞給買方。  

6.創建基於 DDP 的兩個 Incoterms  

與 FCA 一樣，DDP（Delivered Duty Paid）已交付的關稅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因

為進口國的關稅由出口商／賣方支付，而不管貨物的交付地點如何。基於這個原因，

起草委員會正在考慮根據 DDP 創建兩個 Incoterms ：  

（１）DTP (Delivered at Terminal Paid)在付款終端處交付：當貨物被運送到買方所在

國家的終端（港口，機場，運輸中心等）時，賣方承擔關稅。  

（２）DPP (Delivered at Place Paid)在付款地點交付：當貨物在運輸終端以外的任何地

方（例如，在買方的地址）交付時，賣方承擔關稅的支付。  

除了消除和創建一些 Incoterms 之外 ，委員會起草小組還在分析其他問題，包括：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運輸安全及 Regulations on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運輸保險條例，與

國際銷售契約之間的關係。在接下來委員會將定期召開會議，希望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的“ 國際貿易條規 2020”的版本將有助於促進國際貿易。 

 

四 、 TRAFFIC （ 野 生 動 植 物 貿 易 監 測 網 ） 出 席 代 表 女 士 Ｍ onica Zavagli 簡 報

(hallie.sacks@traffic.org) 

    本次會議邀請 TRAFFIC（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網）的Ｍonica Zavagli 女士蒞會報告。

野生動物貿易是世界上最緊迫的保護挑戰之一，影響著數億人和數千種野生動物物種。 

TRAFFIC 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先導的非政府組織，四年前（2015 年）FIATA 和 TRAFFIC

聯手，幫助貨運代理商認識對野生動物具威脅性的供應鏈與非法貿易。隨著 TRAFFIC 和

FIATA 通過新制定之規範和指導，現在貨運代理商比以往更容易在貿易公司和協會間採

取正確的行動，並成為解決非法走私案的一部分。希望共同持續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

在全球範圍內推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保護工作，並杜絕非法野生動物貿易進口貨物之供

應鏈。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mailto:hallie.sacks@traff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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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最大的非法貿易仍是毒品，其次是人口販運和仿冒品，非法運送野生動植

物產品例如象牙、犀牛角、鯊魚鰭或其他野生動物和植物則排名第四，此類地下貿易威

脅各國安全與貿易，並直接影響全球之供應鏈。販運者依賴合法的複合運輸網絡運送貨

物，並透過隱匿或偽裝，將非法野生動植物產品作為合法貨物進行運輸。這個暴露了貨

運代理和運輸公司面臨不必要的風險，像任何一樣其他嚴重形式的犯罪，野生動物非法

販賣除破壞法治，往往也與其他犯罪活動串連。 

    提供犯罪野生動物的販賣運輸網絡，使貨運公司面臨重大聲譽、安全和盜竊問題。

2015 年 TRAFFIC 與 FIATA 聯手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進口貨物供應鏈，聯合國大會也

通過決議要解決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問題，訂定相關措施目標保護野生動物，並推出可

持續發展的新議程。有效打擊非法的野生動植物貿易，有賴運輸行業領導者在其中行動

的關鍵驅動因素。 

    迄今為止有 113 家運輸公司加入了野生動物聯合會運輸專題並簽署了白金漢宮宣言，

各公司承諾加強採取相關步驟，以杜絕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曼聯野生動物協議也有近 30

個運輸公司、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組織和政府間組織組織已加入 USAID，減少非法運

輸瀕危物種夥伴關係（ROUTES），由 TRAFFIC 管理並支持運輸公司通過最新的野生動植

物販運之數據和分析，並加強培訓和運輸人員的知識，以加強指導並達成推動務策略和

協議。 

    TAFFIC 正在與 FIATA 成員合作，提高關注與意識並提供解決方案，鼓勵貨運公司

加入國際反野生動物販運工作。最近 FIATA 也增加野生動物販運課題內容到 FIATA 所

授予國際貨運代理文憑課程中。此外，坦桑尼亞貨運代理商協會開發並正在進行試點測

試相關合法和非法的新培訓課程，以杜絕不法之野生動物貿易，預計在今年南非的 FIATA

世界年會中，TRAFFIC 也努力與南非貨運代理協會(SAAFF）共同針對野生動植物的認識

與保護進行討論。 

    最後希望 FIATA 成員每個人都可以共同致力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販運，也可以採取相

關重要配合措施來幫助執法，通過每個人的眼睛和耳朵，來防止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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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TAFFIC 與 FIATA 成員合作之解決方案 

 

 

五、關注 GDPR 之發展 

    另本次會議我海攬公會代表提出應關注 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安全

控管事項。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林毓桂理事在會中提出有關 GDPR 議題，

提醒會員轉知同業重視此項議題。 

    歐盟在 1995 年制定了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當年網路尚不普

及，隨網路服務不斷的進步及成長，為了符合現今時空環境，2016 年通過「一般資料保

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在正式實施前，給予二年緩衝期，訂

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執行。 

    GDPR 的法規基礎是「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為歐盟已經付諸實踐的人權

概念，可以要求掌握資料的一方刪除個人所有資料的任何連結（link）、副本（copies）或

複製品（replication）。根據 GDRP 官網所述，此項法規是「保護及加強歐盟成員國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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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隱私，以及重塑整個地區內的組織處理資料隱私的方法。」。 

    但網路是無遠弗屆的，網路上的資料基本上是沒有地域性的，所以 GDPR 是沒有人

可以置身事外，因任何單位只要接觸到歐盟公民及其個資，就適用 GDPR 規範。例如客

戶中有歐盟公民，像是餐廳、旅館、旅行社、計程車、電商等，只要有歐盟公民顧客的

個資都算，包含信用卡的資料。另外如果雇用歐盟員工，或和歐盟供應商交易，無論是

正職或兼職員工、供應商或合作廠商，只要握有他們保險資料、薪資紀錄、聯絡資訊等

都符合 GDPR 規範。至於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也適用 GDPR，如果志工、會員、贊助

者、捐款人、顧問是歐盟公民，所掌握的聯絡資訊、稅捐資料等，也都受 GDPR 之規範。 

整體 GDPR 保護的個資範圍包括個人身分、生物特徵： 例如電話號碼、地址、車牌、

病歷資料、指紋、臉部辨識、視網膜掃描、相片、影片、電郵內容、問卷表單等，甚至

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地理位置等，只要是一個人所能產生出的任何資料，幾乎都被重

新定義為個人資料並受到保護。此外有關線上定位資料例如 Cookie、IP 位置、行動裝置 

ID、社群網站活動紀錄等也包括在內。 

    如果企業對歐盟公民的個資保護不周，像是資料外洩、個資遭駭、非法存取、分享

給無權利使用的第三方，或是將個資用於非雙方當初約定的目的，沒有採取足夠的安全

技術保護個資，沒有給予當事人刪除或更正個資的權力，都違反 GDPR 規範。 

 

陸、心得與建議 

一、全球的經濟發展在過去二十年間以中國為「世界製造中心」，進而帶動周邊的亞

洲消費市場，造成全球經貿重大的轉變。但隨東協及印度地區經貿的發展，將全

球貿易從亞太地區逐漸擴展延伸到印太地區，成為本世紀一個新的經濟動力，

2018 年亞太地區經濟的成長力道強勁，其內需市場潛力龐大，許多國家企業紛紛

進駐扎根，面對成長的印亞太市場的消費需求，相關產業如何運用市場轉變，

整合區域資源相互合作，並藉由供應鏈網路方面的改變，引進創新科技與虛擬

網路的新模式，以因應種種複雜的挑戰，將是佔有市場先機的關鍵。 

二、Neal-Net東北亞物流網絡在中日韓三國逐步落實推動下，鼓勵進行物流資訊標準



 

26  

與技術研究，逐步實現物流信息互聯互通，目前在試辦「寧波—舟山港」、「東

京—橫濱港」、「首爾-釜山港」3 個試點港口，已可將船舶動態資訊及港到港貨

櫃動態資訊相互查詢，並使用窗口和代碼集，提昇東北亞地區整體物流資訊服務

水準，透過物流資訊共享服務窗口，共享貨櫃狀態資訊共享的技術方案及危險貨

物資訊，未來將在船舶呼號、貨櫃編號和報關單號方面爭取採用URI 格式標準，

將可提升地區整體貨物物流的效率。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運用科技與創新的

觀念，亦將使得東南亞地區供應鏈市場不斷的演進，目前中美貿易大戰，部分廠

商為避免課高額關稅而將部分廠房移往東南亞各國，加速隨該區域經濟發展，也

將逐步影響全球貿易版圖。 

三、SealNet(東南亞物流網絡)蒐集的資料，包括進口商和出口商的發票、裝箱清單的初

始階段到轉發和運輸過程、監管和機構清關和批准，直至交貨點。透過蒐集發貨

到交貨過程的資料數據，客戶除可於線上追踪解貨物的移動，還可查閱此類貨物

的電子文檔，這如同國內目前的電子商務物流，消費者可透過網路了解貨物處理

進度及預計何時可收到貨物，但SealNet還整合海關機構清關批准的過程，內容幾

乎包含貨物出貨至到貨的所有系統、應用程序、業務合作夥伴和雲端服務的無縫

整合功能，對推動國際貿易，提高貨物管控及流通的透明度，在更大範圍內創造

跨境商業之機會。 

四、新版Incoterms “ 國際貿易條規 2020”將在2020年1月生效，除了消除和創建一些

Incoterms之外 ，起草委員會還在分析其他問題，包括刪除Incoterm FAS、把FCA分

為兩個Incoterms、回歸FOB和CIF可用於貨櫃運輸及國際銷售契約之間的關係等皆

與海運息息相關，在後續定期召開的委員會會議討論，將有助於促進國際貿易。 

五、我國在全球海運運輸占有重要地位，持續參與國際會議除可與世界接軌外，更能

將我國在海運發展的經驗分享與其他會員國，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例如本次會

議中有會員提問關於船長宣布共同海損時，貨代提貨必須提出所有貨物的GA擔保

，即使單一貨物缺乏擔保，亦無法提貨的問題，此一問題我交通部即根據海運運

作實務，通盤考量可能發生情況後，納入法規予以規範，藉由我國擔任FIATA副會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s://forensiclogistics.co.nz/services/incoterms-and-shipping-analysis/&xid=17259,15700021,15700186,15700191,15700256,15700259&usg=ALkJrhjOVCW8Ca-9IxN0AvqM1q1CJFMd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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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同時也是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副會長的代表楊瑞如小姐，現場提供我國

交通部的做法予其他會員參考，即規定所有承攬業者必須購買責任保險，包含GA

條款，應可有效幫助業者處理類似問題。 

六、歐盟在2016年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2018年5月25日正式執行。此項法規是「保護及加強歐盟成員國人民的資料隱私，

以及重塑整個地區內的組織處理資料隱私的方法。」。網路無遠弗屆，網路上的資

料基本上是沒有地域性的，因任何單位只要接觸到歐盟公民及其個資，就適用GDPR

規範。如果企業對歐盟公民的個資保護不周，像是資料外洩、個資遭駭、非法存取

、分享給無權利使用的第三方，或是將個資用於非雙方當初約定的目的，沒有採取

足夠的安全技術保護個資，沒有給予當事人刪除或更正個資的權力，都違反GDPR

規範。本次會議中，我國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林毓桂小姐在會中

提醒會員關注GDPR議題。 

七、水能載舟亦可覆舟，運輸行為使世界貿易得以持續進展，同時也容易被不法份子利

用成為犯罪的工具，本次會議透過TRAFFIC（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網）的Ｍonica 

Zavagli女士的報告，讓我們體認野生動物貿易是世界上非常緊迫的保護挑戰之一

，直接影響數億人和數千種野生動物物種，我們也期待未來在TIFFA和WCO密切

合作下，除了增進運輸及通關效率外，也能為下一代善盡保護地球物種及環境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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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一、FIATA RAP 出席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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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代表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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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商會 ICC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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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CO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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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 JIFFA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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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印尼 ILFA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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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IFFIC 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網簡報資料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八、馬來西亞 SealNet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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