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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貨

櫃，指供裝運進出口貨

物或轉運、轉口貨物特

備之容器，其構造與規

格及應有之標誌與號

碼，悉依國際貨櫃報關

公約之規定。 

貨櫃內裝有貨物

者，稱實貨櫃；未裝有

貨物者，稱空貨櫃；實

貨櫃內 所裝 運之進

口、轉運、轉口貨物如

屬同一收貨人，或出

口、轉口貨物如屬同一

發貨人者，為整裝貨

櫃；其進口、轉運、轉

口貨物如屬不同一收

貨人或出口、轉口貨物

不屬同一發貨人者，為

合裝貨櫃。 

前項所稱同一收

貨人，應以進口貨物艙

單記載者為準；所稱同

一發貨人，應以出口貨

物艙單記載者為準。 

本辦法所稱貨櫃集

散站 (以下簡稱集散

站) 指經海關完成登

記專供貨櫃及櫃裝貨

物集散倉儲之場地。 

本辦法所稱多國

貨櫃（物）集併通關作

業，指海運載運入境之

貨櫃(物)，進儲海關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貨

櫃，指供裝運進出口貨

物或轉運、轉口貨物特

備之容器，其構造與規

格及應有之標誌與號

碼，悉依國際貨櫃報關

公約之規定。 

貨櫃內裝有貨物

者，稱實貨櫃；未裝有

貨物者，稱空貨櫃；實

貨櫃內 所裝 運之進

口、轉運、轉口貨物如

屬同一收貨人，或出

口、轉口貨物如屬同一

發貨人者，為整裝貨

櫃；其進口、轉運、轉

口貨物如屬不同一收

貨人或出口、轉口貨物

不屬同一發貨人者，為

合裝貨櫃。 

前項所稱同一收

貨人，應以進口艙單記

載者為準；所稱同一發

貨人，應以出口艙單記

載者為準。 

本辦法所稱貨櫃集

散站 (以下簡稱集散

站) 指經海關完成登

記專供貨櫃及櫃裝貨

物集散倉儲之場地。 

一、 為 吸 引 國 外 貨 櫃

(物)集併貨源回流我

國，以提升港埠利用

率，並創造更為便利

轉口貨櫃物之通關環

境，爰增列第五項，

賦予多國貨櫃（物）

集併作業(Multi-Cou 

ntry Cargo Consolid 

ation，以下簡稱MCC）

模式明確定義，俾利

業者遵循及海關管

理。 

二、 轉口貨物之原包裝

型態(即包件)係指該

貨物於轉口貨物艙單

內所申報之件數單

位，換言之，多國貨

櫃（物）集併作業，

係以轉口貨物艙單內

所報之件數單位，辦

理加裝、分裝或改裝

作業。 

三、 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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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之集散站轉口倉庫

或轉口倉間，在未改變

該貨物之原包裝型態

(不拆及包件)，辦理併

櫃作業及申報轉運出

口之通關程序。 

 

 

 

 

 

 

 

第四條  集散站經營業

經交通部核准設立，應

檢具下列文件，送經當

地海關會同當地航政

機關實地勘察後，核准

登記為集散站。其專營

或兼營轉口貨物者，除

內陸集散站經財政部

關務署(以下簡稱關務

署)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外，以設置於港區

範圍內與貨櫃碼頭相

連之港口集散站或碼

頭專區為限：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

請機關、公司或行

號之名稱、統一編

號、地址、電話號

碼 及 負 責 人 銜

稱、姓名、身分證

統一編號、電話號

碼及其住址。 

二、集散站地點、建築

構造、交通部核准

設立面積範圍及

站內布置圖說。 

三、集散站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證件及

其影本。 

四、集散站經營業許可

證及其影本。 

第四條  貨櫃集散站經

營業經交通部核准設

立，應檢具下列文件，

送經當地海關會同當

地航政機關實地勘察

後，核准登記為集散

站。其專營或兼營轉口

貨物者，以設置於港區

範圍內與貨櫃碼頭相

連之港口貨櫃集散站

或碼頭專區為限。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

請機關、公司或行

號之名稱、統一編

號、地址、電話號

碼 及 負 責 人 銜

稱、姓名、身分證

統一編號、電話號

碼及其住址。 

二、集散站地點、建築

構造、交通部核准

設立面積範圍及站

內布置圖說。 

三、集散站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證件及其

影本。 

四、集散站經營業許可

證及其影本。 

五、與通關網路業者簽

訂之契約書。 

前項第三款之文

按內陸貨櫃集散站符合

一定條件並經海關公告

者，轉口貨櫃(物)則得以

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該

內陸貨櫃集散站辦理轉

運出口，爰配合現行條文

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項規定，於本條第一

項序文後段增列除外規

定，以符實際。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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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通關網路業者簽

訂之契約書。 

前項第三款之文

件，如申請人為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者，得予

免送。 

集散站業者依交

通部所核准設立面積

範圍，應與外界有明顯

之區隔。 

經核准登記之集

散站應於核准登記之

翌日起十日內，向海關

繳納保證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完成登記。

但集散站業者為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者，得

予免繳。 

前項保證金除以

現金繳納外，得以下列

方式提供： 

一、政府發行之公債。 

二、銀行定期存單。 

三、信用合作社定期存

單。 

四、信託投資公司一年

以上普通信託憑

證。 

五、授信機構之保證。 

六、其他經財政部核

准，易於變價及保

管，且無產權糾紛

之財產。 

前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及 第六 款之擔

保，應依法設定抵押權

或質權於海關。 

經完成登記之集

件，如申請人為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者，得予

免送。 

集散站業者依交

通部所核准設立面積

範圍，應與外界有明顯

之區隔。 

經核准登記之集

散站應於核准登記之

翌日起十日內，向海關

繳納保證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完成登記。

但集散站業者為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者，得

予免繳。 

前項保證金除以

現金繳納外，得以下列

方式提供： 

一、政府發行之公債。 

二、銀行定期存單。 

三、信用合作社定期存

單。 

四、信託投資公司一年

以上普通信託憑

證。 

五、授信機構之保證。 

六、其他經財政部核

准，易於變價及保

管，且無產權糾紛

之財產。 

前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及 第六 款之擔

保，應依法設定抵押權

或質權於海關。 

經完成登記之集

散站，由海關發給集散

站登記證後，仍應每兩

年向海關辦理複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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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站，由海關發給集散

站登記證後，仍應每兩

年向海關辦理複勘及

校正，複勘時，並由海

關會同當地航政機關

為之。登記證遺失時，

應即申請補發。 

校正，複勘時，並由海

關會同當地航政機關

為之。登記證遺失時，

應即申請補發。 

第七條  進出口、轉運、

轉口貨櫃(物)在集散

站之存放、移動及處

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對於貨

櫃(物)進出集散站

應依相關規定切實

控管。 

二、裝運進口貨物之合

裝貨櫃，應於進入

集散站之翌日起十

日內拆櫃進倉。如

櫃裝貨物經海關扣

押者，其運輸業者

或承攬業者應檢具

集散站業者同意書

向海關申請核准後

拆櫃進倉。 

三、存站之進出口合裝

或整裝實貨櫃，如

須轉儲另一集散站

或聯鎖倉庫拆櫃進

倉者，應由貨主、

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檢具集散站業者

轉站（倉）理由書

及移站（倉）貨櫃

及貨物清單，連同

移入集散站或倉庫

業者簽具之進站

（倉）同意書及聯

第七條  進出口、轉運貨

物及貨櫃在集散站之

存放、移動及處理，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對於貨

櫃及貨物進出集散

站應依相關規定切

實控管。 

二、裝運進口貨物之合

裝貨櫃，應於進入

集散站之翌日起十

日內拆櫃進倉。如

櫃裝貨物經海關扣

押者，其運輸業者

得申請海關核准後

拆櫃進倉。 

三、存站之進出口合裝

或整裝實貨櫃，如

須轉儲另一集散站

或聯鎖倉庫拆櫃進

倉者，應由貨主、

運輸業者檢具集散

站業者轉站（倉）

理由書及移站（倉）

貨櫃及貨物清單，

連同移入集散站或

倉庫業者簽具之進

站（倉）同意書及

聯保單，向海關申

請核發准單後始得

憑以移運。 

一、 按本條涉及轉口貨

櫃(物)作業，爰序文

增加「轉口」文字，

以資完整。另酌作文

字修正，以資簡化。 

二、 第一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 為免因海關扣押貨

物致貨櫃容器延滯

影 響 商 業 流 通 使

用，爰於第二款明定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

者檢具集散站業者

同意書得申請拆櫃

進倉之規定。 

四、 為利實務作業，爰於

第三款修正增訂貨

櫃(物)轉儲得由承

攬業辦理之規定。 

五、 為資完整，爰於第四

款增加「轉口」文

字。另為應海運快遞

貨物專區係二十四

小時作業，爰增訂於

集散站作業時間之

例外規定，以全法

據。 

六、 為 利 有 效 倉 庫 管

理，爰於第六款明定

倉間存貨依提單或

提貨單分別堆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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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向海關申請

核發准單後始得憑

以移運。 

四、以貨櫃裝運之進

口、轉運或轉口貨

物卸存站內倉庫及

已放行之出口貨物

裝載貨櫃提出集散

站，應於例假日以

外每日上午六時至

下午六時之內為

之。出口貨物存入

站內倉庫及已放行

進口或轉運貨物提

出站內倉庫，應在

海關辦公時間內為

之。但經海關核准

實施自主管理之集

散站、海運快遞貨

物專區之貨物或其

他特殊情形在海關

辦公時間內向海關

申請經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五、進出口、轉運貨櫃

以層疊方式堆放

者，實貨櫃與空貨

櫃應分區堆放。實

貨櫃並應按進出

口、轉運櫃別堆

放；以車架方式置

放者，空貨櫃、實

貨櫃得不分別分區

排放，惟應以不同

顏色之卡片標示進

口櫃、轉運櫃、出

口櫃及空貨櫃以利

識別，集散站應於

四、以貨櫃裝運之進口

或轉運貨物卸存站

內倉庫及已放行之

出口貨物裝載貨櫃

提出集散站，應於

例假日以外每日上

午六時至下午六時

之內為之，欲於上

列時間外進出集散

站者，應在海關辦

公時間內向海關申

請核准後辦理。出

口貨物存入站內倉

庫及已放行進口或

轉運貨物提出站內

倉庫，除有特殊情

形經海關核准者

外，應在海關辦公

時間內為之。 

五、進出口、轉運貨櫃

以層疊方式堆放

者，實貨櫃與空貨

櫃應分區堆放。實

貨櫃並應按進出

口、轉運櫃別堆

放；以車架方式置

放者，空貨櫃、實

貨櫃得不分別分區

排放，惟應以不同

顏色之卡片標示進

口櫃、轉運櫃、出

口櫃及空貨櫃以利

識別，集散站應於

每日向海關監管單

位提供貨櫃堆放動

態表以資稽查。但

存站之進、出口、

轉運實貨櫃、空貨

得相混。 

七、 第八款酌作文字修

正。 

八、 按貨品進出國境應

否實施檢驗(疫)，係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財政

部 國 庫 署 等 檢 驗

(疫)機關各依其主

管法規為之。是以，

為符權責，爰於第九

款增訂因政府機關

基於貨品檢驗(疫)

需要所為之抽取貨

樣、看樣作業，貨主

應向各該商品檢驗

(疫)機關辦理之但

書規定。另為期完

整，爰增加「轉口」

文字。 

九、 為考量集散站業者

提出或註銷短溢卸

報告時限得由海關

斟酌假日、辦公時間

等情事核准展延，爰

參照運輸工具進出

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於第十款增列但

書規定，以保持作業

彈性。另為期完整，

爰增加「轉口」文

字。 

十、 為符實務需要，爰於

第十二款增列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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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向海關監管單

位提供貨櫃堆放動

態表以資稽查。但

存站之進、出口、

轉運實貨櫃、空貨

櫃其儲位以電腦控

管並提供海關線上

查核，經海關核准

不分區存放者，不

在此限。裝有危險

物品之實貨櫃應有

特別標誌並將其貨

櫃號碼及儲位通知

海關。 

六、存倉貨物應依提單

或提貨單分別堆

置，不得相混。 

七、凡貨物之包件過重

或體積過大無法存

入站內倉庫者，經

海關核准，得在集

散站之空地存放，

但須將進出口、轉

運貨物分區堆置，

其安全與管理仍由

該集散站業者負

責。 

八、存站之進口或轉運

貨物，集散站業者

應憑海關放行通

知、提貨單、轉運

准單或其他經海關

核准之文件核對收

貨人、貨物之標

記、箱號及件數無

訛後方准提貨出

站。其為整裝貨

櫃，並應核對貨櫃

櫃其儲位以電腦控

管並提供海關線上

查核，經海關核准

不分區存放者，不

在此限。裝有危險

物品之實貨櫃應有

特別標誌並將其貨

櫃號碼及儲位通知

海關。 

六、每一進口運輸工具

同一航次所卸貨

物，應依載貨證券

分別堆置，不得與

該運輸工具其他航

次或其他運輸工具

所卸貨物混淆，轉

口貨物應與一般進

口貨物分別堆置，

不得相混。 

七、凡貨物之包件過重

或體積過大無法存

入站內倉庫者，經

海關核准，得在集

散站之空地存放，

但須將進出口、轉

運貨物分區堆置，

其安全與管理仍由

該集散站業者負

責。 

八、存站之進口或轉運

國內其他口岸貨

物，集散站業者應

憑海關放行通知、

提貨單、轉運准單

或其他經海關核准

之文件核對收貨

人、貨物之標記、

箱號及件數無訛後

站業者亦得憑承攬

業事故證明單辦理

進口櫃裝貨物破損

申報之規定。另為完

整，爰增加「轉口」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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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號碼無訛後

始准提櫃出站。海

關必要時得予抽

核；對整裝貨櫃並

得要求貨主拆櫃核

對貨物之標記、箱

號及件數。對轉運

國內其他口岸之進

口貨櫃，進口轉運

地海關亦得要求拆

櫃抽驗，必要時得

取樣備查。 

九、存站之進口、出

口、轉運或轉口貨

物，如須公證、抽

取貨樣、看樣或進

行 必 要 之 維 護

者，貨主應向海關

請領准單，集散站

業者須依准單指

示在關員監視下

辦理。至於所拆動

之包件，應由貨主

恢復包封原狀。但

政府機關基於貨

品檢驗(疫)需要

所 為 之 抽 取 貨

樣、看樣作業，集

散站業者依該機

關核發之文件辦

理。 

十、存站之進口、轉運

或轉口貨櫃（物），

如有短、溢卸情

事，集散站業者應

於下列期限內繕具

短卸或溢卸報告送

達海關。該短卸或

方准提貨出站。其

為整裝貨櫃，並應

核對貨櫃標誌、號

碼無訛後始准提櫃

出站。海關必要時

得予抽核；對整裝

貨櫃並得要求貨主

拆櫃核對貨物之標

記、箱號及件數。

對轉運國內其他口

岸之進口貨櫃，進

口轉運地海關亦得

要求拆櫃抽驗，必

要時得取樣備查。 

九、存站之進口、出口

或轉運國內其他口

岸貨物，如須公

證、抽取貨樣、看

樣或進行必要之維

護者，貨主應向海

關請領准單，集散

站業者須憑准單指

示在關員或其專責

人員監視下辦理。

至於所拆動之包

件，應由貨主恢復

包封原狀。 

十、存站之進口、轉運

貨櫃（物），如有

短、溢卸情事，集

散站業者應於下列

期限內繕具短卸或

溢卸報告送達海

關。該短卸或溢卸

報告如須註銷或更

正者，應於報告送

達海關翌日起三日

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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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卸報告如須註銷

或更正者，應於報

告送達海關翌日起

三日內為之。但有

特殊情形經海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一）櫃裝貨物：拆

櫃完畢之翌日

起三日內。 

(二）非櫃裝貨物：

全 部 進 儲 完

畢 之 翌 日 起

七日內。 

(三）整櫃、貨主自

備空櫃：卸船

完 畢 之 翌 日

起一日內。 

(四）海運快遞貨

物：進倉完畢

之 翌 日 起 一

日內。 

十一、海關依據海關緝

私條例或其他規

定處理之集散站

存貨，得憑海關

扣押貨物收據隨

時押存海關倉

庫，必要時得拆

櫃押存海關倉

庫，集散站業者

不得拒絕。 

十二、以貨櫃裝運之進

口、轉運或轉口

貨物，如有破損

情事，集散站業

者應於貨櫃拆櫃

進倉之翌日起三

日內檢具運輸業

（一）櫃裝貨物：拆

櫃完畢之翌

日起三日內。 

（二）非櫃裝貨物：

全部進儲完

畢之翌日起

七日內。 

（三）整櫃、貨主自

備空櫃：卸船

完畢之翌日

起一日內。 

（四）海運快遞貨

物：進倉完畢

之翌日起一

日內。 

十一、海關依據海關緝

私條例或其他規

定處理之集散站

存貨，得憑海關

扣押貨物收據隨

時押存海關倉

庫，必要時得拆

櫃押存海關倉

庫，集散站業者

不得拒絕。 

十二、以貨櫃裝運之進

口貨物，如有破

損情事，集散站

業者應於貨櫃拆

櫃進倉之翌日起

三日內檢具運輸

業事故證明單一

式兩份，送交海

關查核。 

十三、以貨櫃裝運之出

口貨物，因故未

能出口者，應憑

駐庫（站）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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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攬業者事故

證明單一式兩

份，送交海關查

核。 

十三、以貨櫃裝運之出

口貨物，因故未

能出口者，應憑

駐庫（站）關員

簽證之文件辦理

退關手續。 

十四、已報關放行之出

口貨物，須辦理

退關者，集散站

業者應查對出口

貨物後，於出口

貨物退關報告單

簽證。 

十五、集散站應於實貨

櫃進站及出站時

負責於貨櫃（物）

運送單註明進、

出站時間，貨櫃

（物）進站如逾

海關規定時間，

應即報請海關處

理。 

簽證之文件辦理

退關手續。 

十四、已報關放行之出

口貨物，須辦理

退關者，集散站

業者應查對出口

貨物後，於出口

貨物退關報告單

簽證。 

十五、集散站應於實貨

櫃進站及出站時

負責於貨櫃（物）

運送單註明進、

出站時間，貨櫃

（物）進站如逾

海關規定時間，

應即報請海關處

理。 

第九條  轉口貨櫃(物)

在集散站或碼頭專區

之存放、移動及處理，

除依第七條第一款、第

四款、第六款、第七

款、第九款至第十二款

及第十五款辦理外，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口之貨櫃，無須

加裝、分裝或改裝

者，於卸存期間，

不得拆櫃卸貨進

第九條  轉口貨物及實

貨櫃在集散站或碼頭

專區之存放、移動及處

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口之貨櫃，無須

加裝、分裝或改

裝，且其裝載之貨

物亦無須重整者，

於卸存期間，不得

拆櫃卸貨進倉。 

二 、 海運 轉 口貨 櫃

（物），經由海運轉

一、 按轉口貨櫃(物)在

集散站(碼頭專區)

除 依 第 七 條 第 一

款、第四款、第六

款、第七款、第九款

至第十二款、第十五

款辦理外，仍應依本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辦

理，爰於第一項序文

予以明定，以資周

全。 

二、 按轉口貨物係以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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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 

二 、 海運 轉 口貨 櫃

（物），經由海運轉

運出口者，除經海

關派員押運或核准

加封主動式電子封

條外，不得進儲內

陸集散站，亦不得

以內陸運輸方式運

送至其他港口辦理

出口。 

三、武器、彈藥、毒品

等轉口貨櫃（物），

限由原進口之港口

或機場轉運出口。

另菸、酒、武器、

彈藥、毒品及麻醉

藥品等轉口貨櫃

（物）限進儲於卸

船之港口集散站。 

四、集散站或碼頭專

區，應劃定特別區

域，用以堆置轉口

之貨櫃，且不得與

裝運進出口貨物之

貨櫃相混雜，必要

時，海關得要求加

設隔離設施 。但其

儲位以電腦控管並

提供海關線上查

核，經海關核准不

分區存放者，不在

此限。 

五、轉口貨櫃卸存集散

站或碼頭專區時，

運輸業者應依海關

核發之卸貨准單及

特別准單，憑以卸

運出口者，除其艙

單已據實詳細申報

貨物名稱，且經海

關派員押運或核准

加封電子封條外，

不得以內陸運輸方

式運送至內陸貨櫃

集散站或其他港口

辦理出口。 

三、武器、彈藥、毒品、

危險品等轉口貨櫃

（物），限由原進口

之港口或機場轉運

出口。 

四、集散站或碼頭專

區，應劃定特別區

域，用以堆置轉口

之貨櫃，且不得與

裝運進出口貨物之

貨櫃相混雜，必要

時，海關得要求加

設隔離設施 。但其

儲位以電腦控管並

提供海關線上查

核，經海關核准不

分區存放者，不在

此限。 

五、轉口貨櫃卸存集散

站或碼頭專區時，

運輸業者應向海關

申請普通卸貨准單

及特別准單，憑以

卸船及進儲。轉運

出口時，運輸業者

應以轉運申請書向

海關申請核發轉運

准單，憑以辦理出

站及裝船手續。 

單資料辦理轉運出

口轉口貨物或經加

裝、分裝、改裝後再

轉運出口，為利實務

運作及避免爭議，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第六

款所列「且其裝載之

貨物亦無須重整」及

第 二 項 之 重 整 定

義，以資明確。 

三、 按運輸工具進出口

通關管理辦法第三

十八條明定進口貨

物艙單之貨名應依

照 提 單 之 貨 名 載

明，爰配合刪除第一

項第二款「其艙單已

據實詳細申報貨物

名稱，且」文字。另

為符現行實務操作

及確保全程監控效

果，就是類轉口貨櫃

（物）進儲內陸集散

站，或以內陸運輸方

式辦理海運轉運出

口者，除派員押運

外，應全程加封主動

式電子封條，爰於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增列「主動式」文

字，以資明確。 

四、配合運輸工具進出口

通關管理辦法修正，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

項第三款所訂「危險

品」文字。另為強化

菸、酒等高風險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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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及進儲。轉運出

口時，運輸業者或

承攬業者應以轉運 

申請書向海關申請

核發轉運准單，或

逕依海關指示通知

辦理出站及裝船手

續。 

六、海運櫃裝轉口貨物

經加裝、分裝或改

裝作業後轉運出口

者，得依規定以下

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運輸業者或承攬

業者應事先以書

面向海關申請裝

櫃，經核准後，

於集散站（或碼

頭專區）內之轉

口倉庫、轉口倉

間或或其他經海

關核准之場所辦

理，海關於必要

時，得派員查

核。但倉儲業者

及運輸業者，或

倉儲業者及承攬

業者為安全認證

優質企業，且事

先以書面方式聯

名向海關報備

者，得逕行於集

散站（或碼頭專

區）內之轉口倉

庫或轉口倉間辦

理，必要時，海

關亦得派員查

核。作業完成

六、轉口之貨櫃須加

裝、分裝或改裝，

或其裝載之貨物須

重整者，運輸業者

應事先以書面載明

貨櫃標誌、號碼、

封條號碼及貨物品

名、數量、標記，

向海關申請，經核

准後，於集散站（或

碼頭專區）內之轉

口倉庫或其他經海

關核准之場所辦

理，海關於必要

時，得派員查核；

運輸業者及倉儲業

者皆為安全認證優

質企業，且事先以

書面方式聯名向海

關報備者，得逕行

於集散站（或碼頭

專區）內之轉口倉

庫辦理，必要時，

海關亦得派員查

核。 

七、非櫃裝轉口貨物須

裝櫃者，應事先以

書面載明貨物品

名、數量，向海關

申請，經核准後，

於關員監視下，在

散裝碼頭進口貨棧

內之轉口倉庫或其

他海關核准之場所

辦理裝櫃。運輸業

者並應將貨櫃標

誌、號碼及封條號

碼載明於轉運申請

貨櫃（物）之管理，

增訂渠等轉口貨櫃

(物)限進儲於卸船之

港口集散站。 

五、因應運輸業者或承攬

業者得向海關申請免

申報 T2 轉運申請書

之作法，爰於第一項

第五款增列得依海關

指示通知辦理轉口櫃

出站及裝船手續之規

定，另配合運輸工具

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之修正，將「普通卸

貨准單」修正為「卸

貨准單」，以符進口船

舶卸貨准單與特別准

單核發程序。 

六、修正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 

(一)按辦理轉口貨

物之加裝、分裝

或改裝業務，運

輸業者或承攬

業者除得依申

報 T2 轉運申請

書 方 式 辦 理

外，亦得依 MCC

模式申報 T3 轉

運申請書方式

辦理。為利區別

兩者作業之差

異 及 海 關 管

理，爰將現行第

六款規定移列

第一目；另為資

簡化及符合實

務作業，爰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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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憑相關文件

向海關申請更正

進(轉)口貨物艙

單，以辦理後續

轉運申報或出口

裝船等通關程

序。 

(二)運輸業者或承攬

業者辦理多國貨

櫃(物)集併作

業，貨物應進儲

海關核准場所，

並依序辦理轉運

出口及裝櫃申

請，經海關核准

始得辦理裝(併)

櫃作業，如海關

發出指示通知

者，集散站業者

應配合辦理。 

七、非櫃裝轉口貨物須

於散裝碼頭進口貨

棧內之轉口倉庫、

轉口倉間或其他海

關核准之場所裝櫃

者，應事先以書面

載明貨物品名、數

量，向海關申請，

經核准後，於關員

監視下辦理裝櫃；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

者並應將貨櫃標

誌、號碼及封條號

碼載明於轉運申請

書及貨櫃清單，並

填寫貨櫃（物）運

送單，申辦移儲轉

口貨櫃專區內，但

書及貨櫃清單，並

填寫貨櫃（物）運

送單，申辦移儲轉

口貨櫃專區內；其

係移儲於同一區段

碼頭轉口櫃專區

內，免填貨櫃（物）

運送單。 

八、經海關核准轉運之

轉口貨櫃（物），除

海運轉口貨櫃（物）

經由海運轉運出口

者外，其須打盤、

裝櫃者，海關得核

准直接運往儲存一

般出口貨物之貨

棧、碼頭或內陸貨

櫃集散站，在關員

監視下，辦理打

盤、 裝櫃作業。 

前項第一款及第

六款所稱重整，以辦理   

貨 物 原 來 包 裝 之 加

裝、分裝、改裝及利用

人力或簡單工具將貨

物組合、裝配等作業為

限。 

第一項第二款貨

櫃（物）得經內陸轉運

出口之規定，由財政部

關務署分期分區公告

實施之。 

文字修正。 

(二)按 MCC 係以併

裝轉口、出口貨

物後裝船出口

之合裝貨櫃業

務，為使櫃內兩

類貨物之通關

管理作業具一

致性，爰新增第

二目，明定是類

轉口貨物比照

現行出口合裝

貨物，須先經海

關放行後始得

辦 理 裝 櫃 作

業。另集散站業

者辦理併櫃作

業時，比照海關

控管出口合裝

貨 物 裝 櫃 方

式，除須海關裝

櫃查核或其他

作業指示外，得

免經海關監視

逕行辦理集併

裝櫃事宜。 

七、第一項第七款增訂承

攬業者得辦理卸存於

散裝碼頭進口貨棧內

非櫃裝轉口貨物之通

關。另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實際。 

八、按集散站辦理多國貨

櫃(物)集併作業除經

海關准許外，原則上

應於拆併作業專區辦

理卸貨、加裝、分裝

及併櫃等作業，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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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儲於同一區段碼

頭轉口櫃專區內，

免填貨櫃（物）運

送單。 

八、經海關核准轉運之

轉口貨櫃（物），除

海運轉口貨櫃（物）

經由海運轉運出口

者外，其須打盤、

裝櫃者，海關得核

准直接運往儲存一

般出口貨物之貨

棧、碼頭或內陸集

散站，在關員監視

下，辦理打盤、 裝

櫃作業。 

集散站業者辦理

前項第六款第二目作

業，非經海關核准，不

得於拆併作業專區以

外場所拆卸或裝櫃。 

集散站業者辦理

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作業，轉口貨櫃內載有

進口貨物者，應於拆併

作業專區拆卸，並將該

進口貨物立即移儲進

口倉庫;貨櫃加裝出口

貨物者，應將出口貨物

運送至拆併作業專區

後，始得加裝。 

集散站業者違反

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或前項規定之一者，除

依第二十八條規定處

理外，海關並得視情節

輕重，停止其六個月以

下進儲多國集併作業

範作業專區與進口倉

庫、出口倉庫間貨物

之運送管理，爰增訂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九、為吸引承攬業將國外

多國貨櫃(物)集併貨

源回流我國，並提升

港埠利用率，以創造

有利 MCC 通關環境，

經海關放行之轉口貨

物，經海關核准後業

者得逕行裝(併)櫃，

原則上免經海關監

視，以滿足業者自主

性之效率需求，惟倘

涉私運或其他違法漏

稅情事者，除依本辦

法罰則章規定科予裁

罰之消極處分外，為

遏止是類情事繼續發

生或擴大，並維多國

貨櫃(物)集併制度正

常運作，爰新增第四

項，明定海關得為停

止一定期間進儲 MCC

貨櫃(物)或廢止其作

業許可等預防性不利

處分，俾與罰則章之

裁罰性不利處分有所

區別。 

十、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第五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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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貨櫃(物)或廢止其

作業。 

第一項第二款貨

櫃（物）得進儲內陸集

散站，或經內陸運送方

式運送至其他港口辦

理出口之規定，由關務

署分期分區公告實施

之。 

第十條之一  集散站符

合前條規定及下列條

件者，始得向海關申請

核准辦 理多 國貨櫃

(物)集併作業： 

一、 設置高風險轉口

貨物集中存放區

域：菸、酒、武

器、彈藥、毒品、

麻醉藥品、管制

進口之大陸農漁

畜產品及食品應

於轉口倉庫或轉

口倉間集中存

放。 

二、 設置拆併作業專

區：應鄰接轉口

倉庫或轉口倉間

之月臺或區域，

專供拆櫃及併裝

作業。 

三、 設置監控系統：

集散站大門、進

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

轉口倉間、保稅

倉庫及拆併作業

專區全場域應設

有二十四小時無

     

 

 

 

 

 

 

 

 

 

 

 

 

 

 

 

 

 

 

 

 

 

 

 

 

 

 

 

 

一、 本條新增。 

二、 經核准辦理 MCC 之

集散站始有適用。 

三、 為強化 MCC 國際競

爭力並提升作業效

率，海關對集散站業

者集併裝櫃作業，原

則上免予監視，惟海

關為管理需要，除要

求集散站業者應符

合第十條規定外，另

於本條第一項明定

必備軟硬體條件，俾

強 化 管 理 監 督 機

制，以資周全；「遠

端」查核係指關員在

轄區海關辦公處所

執行線上查核。 

四、 為吸引承攬業將國

外多國貨櫃(物)集

併貨源回流我國，海

關針對符合前項硬

體設施及利用電子

資料傳輸辦理等特

定條件之集散站業

者，准予辦理 MCC，

經海關放行之轉口

貨物，業者依規定得

逕行裝(併)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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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連續錄影或

動態偵測錄影，

並能存檔三十日

以上且功能運作

正常之閉路電視

監控系統，供海

關遠端查核及即

時監看貨況。 

四、 內陸集散站業者

應自行建置與海

關系統相容之主

動式電子封條軟

硬體設備，供讀

取主動式電子封

條。 

集散站業者辦理

多國貨櫃(物)集併作

業，發生違反前項條件

之一者，除依第二十六

條規定處理外，海關並

得視情節輕重，停止其

六個月以下進儲多國

集併作業之貨櫃(物)

或廢止其作業。 

 

 

 

 

 

 

 

 

 

 

 

上免海關監視，惟倘

涉私運或其他違法

漏稅情事者，除依本

辦法罰則章規定科

予裁罰之消極處分

外，為積極遏止是類

情事繼續發生或擴

大，並維多國貨櫃

(物)集併制度正常

運作，爰新增第二項

規定，海關得視情節

輕重作出停止一定

期間進儲 MCC 貨櫃

(物)或廢止其作業

許可等行政處分。  

第十二條  進口、出口、

轉運、轉口之實貨櫃卸

存碼頭者，按一般卸存

碼頭之進出口貨物處

理。 

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辦理

貨櫃卸船、裝船、出

站、進站及存站手續，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應擷取

運輸業者及承攬業

者以電子資料傳輸

分送之進口艙單訊

第十二條  進口、出口、

轉運、轉口之實貨櫃卸

存碼頭者，按一般卸存

碼頭之進出口貨物處

理。 

運輸業者及貨櫃

集散站業者辦理貨櫃

卸船、裝船、出站、進

站及存站手續，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應擷取

運輸業者以電子資

料傳輸分送之進口

艙單訊息及普通卸

配合關稅法第二十條之

一規定，爰於第二項序文

明定承攬業者就其傳輸

艙單內之貨櫃，應辦理有

關卸船、裝船、出站、進

站及存站手續等作業，另

各款修正說明如下： 

一、 於第一款增訂集散

站業者應擷取承攬

業者傳輸分送之進

口艙單等訊息憑以

辦理存站之規定。另

配合運輸工具進出

口通關管理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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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卸貨准單、特

別准單（含貨櫃清

單）訊息辦理存站

手續。如未與通關

網路連線者，則憑

書面文件辦理之。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

理加封電子封條或

儀器檢查等事項。 

三、貨櫃卸存其他碼頭

或內陸集散站而須

出碼頭管制站者，

運輸業者應俟貨櫃

加封後，列印貨櫃

（物）運送單，隨

同貨櫃送交貨櫃卸

存地之集散站業者

驗明貨櫃標誌、號

碼及封條完整無訛

後，憑以點收進

站。貨櫃（物）運

送單並應留存，俾

憑查核勾稽。 

四、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於

貨櫃卸船、裝船、

出站、進站及存站

等各階段作業完畢

後，應即以電子資

料傳輸至海關核可

平臺辦理登錄作

業。 

前項卸船貨櫃之

加封，海關得要求運輸

業者在適當地點設立

加封站，並指派足夠人

員，專任對船卸下之實

貨櫃加封工作，關員不

貨准單、特別准單

（含貨櫃清單）訊

息辦理存站手續。

如未與通關網路連

線者，則憑書面文

件辦理之。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

理加封電子封條或

儀器檢查等事項。 

三、貨櫃卸存其他碼頭

或內陸集散站而須

出碼頭管制站者，

運輸業者應俟貨櫃

加封後，列印貨櫃

（物）運送單，隨

同貨櫃送交貨櫃卸

存地之集散站業者

驗明貨櫃標誌、號

碼及封條完整無訛

後，憑以點收進

站。貨櫃（物）運

送單並應留存，俾

憑查核勾稽。 

四、運輸業者及集散站

業者於貨櫃卸船、

裝船、出站、進站

及存站等各階段作

業完畢後，應即以

電子資料傳輸辦理

登錄作業。 

前項卸船貨櫃之

加封，海關得要求運輸

業者在適當地點設立

加封站，並指派足夠人

員，專任對船卸下之實

貨櫃加封工作，關員不

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項貨櫃（物）

用詞，將「普通卸貨

准單」修正為「卸貨

准單」，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 於第四款增列承攬

業者應於貨櫃卸船

等各階段作業完畢

後，立即傳輸登錄貨

櫃動態訊息之義務

規定。另所稱海關核

可平臺，係指貨櫃

（物）動態查核系統

（簡稱櫃動系統）或

貨物風控系統。至於

集散站等業者應悉

依「貨櫃集散站業者

以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處理業務作業規

定」、「運輸業以電子

資料傳輸方式處理

業務作業規定」及

「貨櫃（物）動態傳

輸作業規定」等憑以

辦理渠等訊息之傳

輸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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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項貨櫃（物）

之運送 控管 所需文

件、電子資料傳輸及其

作業規定，由海關訂定

並公告。 

之運送 控管 所需文

件、電子資料傳輸及其

作業規定，由海關訂定

並公告。 

第十三條  工廠以整裝

貨櫃裝運自用器材原

料進口，海關得酌情核

准直接 卸存 工廠候

驗。該項貨櫃，應憑運

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及

收貨工廠聯保單由海

關簽發正副特別准單 

(附貨櫃清單) 各一

份，以正本送經辦關員

加封後，准許運存該工

廠負責保管，以副本送

稽查單位，並按下列規

定辦理： 

一、經辦關員於加封時

應填發貨櫃運送單 

(附密封貨櫃清單) 

隨同貨櫃送該工

廠，於海關派員至

工廠查驗時，原封

遞交驗貨關員。 

二、經驗貨關員驗明貨

櫃封條完整並查驗

貨物無訛後，即予

放行，並將運送單

附入有關進口報

單；貨櫃清單簽證

後加封送還原簽發

單位與存底核對後

銷案。 

三、驗貨關員於查驗時

如發現申報不實或

第十三條  工廠以整裝

貨櫃裝運自用器材原

料進口，海關得酌情核

准直接 卸存 工廠候

驗。該項貨櫃，應憑運

輸業者及收貨工廠聯

保單由海關簽發正副

特別准單 (附貨櫃清

單) 各一份，以正本送

經辦關員加封後，准許

運存該 工廠 負責保

管，以副本送稽查單

位，並按下列規定辦

理： 

一、經辦關員於加封時

應填發貨櫃運送單 

(附密封貨櫃清單) 

隨同貨櫃送該工

廠，於海關派員至

工廠查驗時，原封

遞交驗貨關員。 

二、經驗貨關員驗明貨

櫃封條完整並查驗

貨物無訛後，即予

放行，並將運送單

附入有關進口報

單；貨櫃清單簽證

後加封送還原簽發

單位與存底核對後

銷案。 

三、驗貨關員於查驗時

如發現申報不實或

為利實務作業需要，爰於

第一項序文增訂承攬業

者得就其所承攬工廠進

口自用器材原料之整裝

貨櫃，與收貨工廠具名聯

保直接卸存工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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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少、虛報等情

事，應以隨身攜帶

之封條予以加封不

予放行，並即報請

核辦。 

前項貨櫃所裝之

器材及原料，在未辦妥

報關手續經海關放行

以前，不得啟封移動。 

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內各工廠以

整裝貨櫃裝運自用器

材原料進口者，除有特

別規定者外，準用第一

項及前項之規定辦理。 

短少、虛報等情

事，應以隨身攜帶

之封條予以加封不

予放行，並即報請

核辦。 

前項貨櫃所裝之

器材及原料，在未辦妥

報關手續經海關放行

以前，不得啟封移動。 

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內各工廠以

整裝貨櫃裝運自用器

材原料進口者，除有特

別規定者外，準用第一

項及前項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集散站業者

點收出口貨櫃 (物) 

後應出具進倉證明，並

立即傳送海關。 

以貨櫃裝運之出

口貨物 經海 關放行

後，運輸業者或承攬業

者應向海關申請核發

封條或依法規申請海

關核准 使用 自備封

條，由集散站業者辦理

貨櫃加封作業，於貨櫃

出站時列印貨櫃 (物) 

運送單 (兼出進站放

行准單) ，並以電子資

料傳輸辦理貨櫃出進

站及裝船手續。但進碼

頭集散站之出口整裝

貨櫃，經海關免驗放

行，並在原碼頭裝船

者，免加封海關封條。 

前項貨物於辦妥

報關放行手續後，即予

第十四條  業者點收出

口貨櫃 (物) 後應出

具進倉證明，並立即傳

送海關。 

以貨櫃裝運之出

口貨物 經海 關放行

後，運輸業者應向海關

申請核發封條或使用

經海關核准使用之自

備封條，由集散站業者

辦理貨櫃加封作業，於

貨櫃出站時列印貨櫃 

(物) 運送單 (兼出進

站放行准單) ，並以電

子資料傳輸辦理貨櫃

出進站及裝船手續。但

進碼頭貨櫃集散站之

出口整裝貨櫃，經海關

免驗放行，並在原碼頭

裝船者，免加封海關封

條。 

前項貨物於辦妥

報關放行手續後，即予

為利實務作業需要，爰於

第二項增訂承攬業者得

依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

可及管理辦法向海關申

請使用自備封條之規

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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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但海關認為有查

驗必要時，得開櫃再

驗，符合後始准裝船。 

凡出口貨物未經

海關核准，即行以整裝

方式裝櫃者，集散站業

者應對 有關 貨櫃過

磅，並將重量詳載於進

倉證明，以供海關查

核；駐站關員對於此類

貨櫃應 核對 貨櫃標

誌、號碼及櫃數；驗貨

關員認有將貨物全部

檢出查驗之必要者，貨

主應配合辦理，其因此

而延誤班期或增加之

任何費用，應由貨主自

行負責。出口貨物以併

裝方式裝櫃者，在海關

放行前 不得 先行裝

櫃。但集散站業者具有

正當理由經事先申請

並經海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以海運方式辦理

之進口轉運貨櫃及代

辦出口或轉口貨櫃，運

輸業者應分別憑進口

貨櫃清單或出口貨櫃

清單辦 理裝 卸船作

業，並傳輸貨櫃動態裝

卸船訊息至海關核可

平臺，關員不定時巡查

或抽核。 

放行。但海關認為有查

驗必要時，得開櫃再

驗，符合後始准裝船。 

凡出口貨物未經

海關核准，即行以整裝

方式裝櫃者，集散站業

者應對 有關 貨櫃過

磅，並將重量詳載於進

倉證明，以供海關查

核；駐站關員對於此類

貨櫃應 核對 貨櫃標

誌、號碼及櫃數；驗貨

關員認有將貨物全部

檢出查驗之必要者，貨

主應配合辦理，其因此

而延誤班期或增加之

任何費用，應由貨主自

行負責。出口貨物以併

裝方式裝櫃者，在海關

放行前 不得 先行裝

櫃。但集散站業者具有

正當理由經事先申請

並經海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以海運方式辦理

之進口轉運貨櫃及代

辦出口或轉口貨櫃，運

輸業者應分別憑進口

貨櫃清單或出口貨櫃

清單辦 理裝 卸船作

業，並傳輸貨櫃動態裝

卸船訊 息至 通關網

路，關員不定時巡查或

抽核。 

第十六條  業經海關查

驗裝貨 後之 出口貨

櫃，如須重行開櫃加

裝、分裝或改裝者，應

第十六條  業經海關查

驗裝貨 後之 出口貨

櫃，如須重行開櫃加

裝、分裝或改裝者，應

為符實務，爰於第一項增

列承攬業者得向海關申

請出口貨櫃辦理重行開

櫃辦理加裝、分裝或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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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運輸業者、承攬業者

或原貨櫃貨物輸出人

向海關申領特別准單

或核准文件於關員監

視下，在站內出口倉或

站內指定專區辦理。 

前項關員監視作

業海關得責由集散站

業者辦理，並由海關派

員巡視或查核。 

由運輸業者向海關申

領特別准單或核准文

件於關員監視下，在站

內出口倉或站內指定

專區辦理。 

前項關員監視作

業海關得責由集散站

業者辦理，並由海關派

員巡視或查核。 

其他出口貨物之規定。又

原貨櫃貨物輸出人提出

申請者，係該原貨櫃為整

裝貨櫃始有適用，至於合

裝貨櫃則應由承攬業者

提出申請。 

第十七條  轉口之實貨

櫃須起岸、加裝、分裝

或改裝而未能在專營

或兼營轉口貨物之集

散站內辦理者，應由運

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向

海關申領特別准單，於

關員監視下在貨櫃起

卸碼頭辦理加裝、分裝

或改裝後，加封裝船。 

第十七條  轉口之實貨

櫃須起岸、加裝、分裝

或改裝而未能在專營

或兼營轉口貨物之集

散站內辦理者，應由運

輸業者向海關申領特

別准單，於關員監視下

在貨櫃起卸碼頭辦理

加裝、分裝或改裝後，

加封裝船。 

增訂承攬業者得就其承

攬之轉口實貨櫃，因故未

能在專營或兼營轉口貨

物之集散站內辦理加

裝、分裝或改裝者，得向

海關申領特別准單於該

櫃起卸碼頭作業之規定。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八條  實施通關自

動化之海關依運輸業

者之申請，對報裝貨櫃

自國內其他港口或機

場裝運出口之貨物，得

代為辦理通關作業，並

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貨櫃（物）之控管。 

一、本條刪除。 

二、按跨關區裝船(機) 

出口貨物之通關作

業，一段式通關作業

實施多年且運作已

趨成熟，已無運輸業

者 代 辦 通 關 之 需

要，爰配合刪除，以

符實務作業。 

第二十一條  前條外銷

國產貨櫃，無法立即報

運出口者，應按下列規

定辦理出口手續： 

一、應依出口貨物辦理

進倉手續，將空貨

櫃運存集散站集中

存放，不得與其他

貨櫃混合，未經完

第二十一條  前條外銷

國產貨櫃，無法立即報

運出口者，應按下列規

定辦理出口手續： 

一、應依出口貨物辦理

進倉手續，將空貨

櫃運存集散站集中

存放，不得與其他

貨櫃混合，未經完

為利實務需要，爰於第一

項第六款增訂承攬業者

得就其承攬之外銷國產

貨櫃，出具該貨物(國產

貨櫃)之出口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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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關驗放手續，

不得隨便移動。 

二、貨櫃進存集散站

前，由其買主或代

理人填具海運出口

貨物進倉證明書，

連同集散站出具之

碼頭聯保單交駐站

關員憑以點驗空貨

櫃進站，駐站關員

於點驗無訛後，應

在海運出口貨物進

倉證明書上予以簽

證。 

三、辦理出口報關時，

應依照一般出口貨

物之規定辦理，同

時檢附買主或代理

人簽收貨櫃之文

件。出口報單除應

載明貨櫃隻數、標

誌、號碼、規格、

淨重、價值等資料

外，並應加附外銷

品使用原料及其供

應商資料清表；但

保稅工廠產製者得

免附。 

四、完成出口報關手續

之外銷國產貨櫃，

除保稅工廠產製者

外，應俟裝船出口

後，始由出口簽證

單位核發出口報單

副本供出口廠商辦

理退稅。 

五、保稅工廠外銷之國

產貨櫃得免進儲集

成報關驗放手續，

不得隨便移動。 

二、貨櫃進存集散站

前，由其買主或代

理人填具海運出口

貨物進倉證明書，

連同集散站出具之

碼頭聯保單交駐站

關員憑以點驗空貨

櫃進站，駐站關員

於點驗無訛後，應

在海運出口貨物進

倉證明書上予以簽

證。 

三、辦理出口報關時，

應依照一般出口貨

物之規定辦理，同

時檢附買主或代理

人簽收貨櫃之文

件。出口報單除應

載明貨櫃隻數、標

誌、號碼、規格、

淨重、價值等資料

外，並應加附外銷

品使用原料及其供

應商資料清表；但

保稅工廠產製者得

免附。 

四、完成出口報關手續

之外銷國產貨櫃，

除保稅工廠產製者

外，應俟裝船出口

後，始由出口簽證

單位核發出口報單

副本供出口廠商辦

理退稅。 

五、保稅工廠外銷之國

產貨櫃得免進儲集



 22 / 23 

 

散站，逕向其監管

海關之出口單位辦

理出口通關作業。 

六、保稅工廠應對前款

外銷國產貨櫃於出

口報單放行後半年

內自行依運輸業者

或承攬業者開具之

出口證明文件按報

單號碼逐案逐櫃核

銷送監管海關備

查。 

散站，逕向其監管

海關之出口單位辦

理出口通關作業。 

六、保稅工廠應對前款

外銷國產貨櫃於出

口報單放行後半年

內自行依運輸業者

開具之出口證明文

件按報單號碼逐案

逐櫃核銷送監管海

關備查。 

第二十四條  第九條第

一項第七款、第十四條

第五項、第十六條、第

二十三條規定之海關

辦理事項，得由經海關

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

集散站自行辦理。 

第七條第十三款

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駐庫（站）關員簽證

之文件及第九條第一

項第八款、第十四條第

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關 員監 視之事

項，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之集散站得免

辦理。 

第七條第二款、第

四款、第九款及第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七款

規定應由海關監視事

項，經海關核准自主管

理之集散站，海關未派

駐站關員監視者，免徵

收特別監視費。 

第二十四條  第九條第

一項第七款、第十四條

第五項、第十六條、第

二十三條規定之海關

辦理事項，得由經海關

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

集散站自行辦理。 

第七條第十三款

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駐庫（站）關員簽證

之文件及第十四條第

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關 員監 視之事

項，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之集散站得免

辦理。 

第七條第四款規

定應在海關辦公時間

內辦理之事項，經海關

核准自主管理之集散

站，不在此限。 

第七條第二款、第

四款、第九款及第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七款

規定應由海關監視事

項，經海關核准自主管

一、 按貨棧及貨櫃集散

站業者實施自主管

理作業手冊肆、轉口

作業項目：八、海空

（空海）聯運或空運

轉口貨物以內陸運

輸方式轉運出口之

轉口貨物出倉、進倉

打盤、裝櫃作業，均

訂有由專責人員監

視業者打盤裝櫃作

業，為符實務，爰修

正第二項以全法據。 

二、 因應第七條第四款

增訂但書規定，爰配

合刪除現行條文第

三項，以資簡明。 

三、 現行條文第四項移

列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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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集散站，海關未派

駐站關員監視者，免徵

收特別監視費。 

第二十六條  集散站業

者違反 第四 條第七

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第十條第

二項、第十條之一第一

項、第十二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海關得依關稅

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連續處罰；連續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

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

登記。 

第二十六條  集散站業

者違反 第四 條第六

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第十條第

二項、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

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 萬元 以下罰

鍰；並得連續處罰；連

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進儲貨櫃及貨物

或廢止其登記。 

一、配合新增第十條之一

規定，爰增訂其違章

之處分規定，以利海

關管理作業。 

二、現行條文所述「第四

條第六項」，為「第四

條第七項」之誤植，

爰予修正。 

第二十八條  集散站業

者違反 第七 條第二

款、第三款、第八款、

第十三款、第十四款、

第十五款、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五款、第

六款、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海關得依關稅法

第八十六條規定，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八條  集散站業

者違反 第七 條第二

款、第三款、第八款、

第十三款、第十四款、

第十五款、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五款、第

六款規定，海關得依關

稅法第 八十 六條規

定，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為利有效管理集散站業

者以 MCC 辦理貨物之卸

貨、進儲、加裝、分裝及

併櫃作業，爰配合增定集

散站業者違反第九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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