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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智慧物流 活絡優質商機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所副教授　戴輝煌

要
談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智慧物流，必須先由自由貿易港區的運作談起。台

灣各類工業園區或加工區利用大量製造業進行低價出口創匯的時代，早

已不復見，但是，高端技術的研發併同加工製造產業，仍是台灣各類工業園區

內的優勢強項。要如何把台灣各大產業優勢，利用第一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實

行以來之「六海一空」內各種自由貿易港區事業，透過國際物流產業進行園區

與港區的聯結？這點需要由海關配合降低管制之協調機制，並應用台灣既有的

完善通訊基礎建設，在充分整合之下，才會有所謂的智慧物流產生。

所謂國際物流產業，主要是指經營全球海洋運輸業務與空運貨物相關活動

的產業。前者主要由航運公司、船務代理、貨物承攬、港口碼頭、倉棧營運等

相關業者所組成。後者則由航空公司、機場公司、航空貨物承攬、機場倉棧與

儲運公司等各相關行業匯集而成。這些國際物流業者，是維繫台灣的經濟交流

與對外貿易活動的關鍵脈絡。台灣地區具有國際營運經驗的物流人才與執行能

量已累積甚多，而把物流產業與台灣經貿同時綁在我國海港與空港內，藉由國

土境內與港區境外的跨關區或跨境域的有效聯結，並產生更多的貿易量額與就

業機會，這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最佳寫照，

也是近十年來，我國所欲推動之自由貿易港區政策的最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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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緣於海關基於稅捐稽征與緝私之職責與使命，其在傳統上對於跨境經

貿活動的管制思維，本來就會優先於推動自由貿易之做法，這一點全球各國皆

然，亦無可厚非。但是在實務操作上，這種管制思維，要如何透過細緻的手法

以配合政府各部門的協調合作，才是自由貿易推動的王道。以台灣為例，透過

國際物流業者，把台灣海港與空港內的貿易及運輸活動，將之與各類工業園區

進行聯結，以推動「前店後廠」進行境內委外加工；且可讓業者享有境外稅費

優惠以吸引進駐的做法，主要是為了能夠順勢擴張我國的自由貿易活動，兼為

國內產業進行高端加值或生產製造的更多商機。此時，海關的傳統思維，就會

直接衝擊到上述諸項活動。

例如：目前各大貿易加工業者所面臨之 F 類報單的運作模式，就是我國海

關為了因應自由貿易港區政策之推動，在數年前針對與自貿區業者間、以及與

其他區外業者間有往來之進／出／轉口貨物的通關流程，所應運而生的規範方

式。這類的通關流程，按海關所言：其對於貨物快速簡易通報關的設計，遠超

過其他保稅特區的通關設計，更非一般進出口貨物之通關方式可及。惟若關員

在以防弊及管制的心態下執行之，則仍會難以吸引更多的業者產生實質上的便

利感受，或在心態上產生出不易跨越之經營障礙，特別是在執行「前店後廠」

之「委外加工」的運作模式上。此外，由於這些模式與直接進口國內、復再進

行各種加工或配送後、再出口的諸多模式，在稅則稽徵上有極大的差異性，亦

導致執行的官員（或關員）在作業流程與後續稅則的認定上，極易產生出昨是

今非，因而觸法入訟之後果。

縱使近年來公務部門振臂呼應：其早已進行各項關貿流程之改革，但是，

要如何解決或突破廠商與業者對於上述這些規範通關流程之信賴度與跨越能

力？提升業者對於自貿港區之委外加工的流暢度？這部分則惟有把純熟的資訊

和通信技術，透過雲端 e 化服務之整合，充分應用在物流業、港區與通關流程

50 2014 / 05
台灣經濟論衡



政
策
焦
點

政
策
紀
實

特
別
報
導

名
家
觀
點

經
建
專
論

活
動
紀
實

台
灣
景
氣
概
況

經
濟
統
計

之實際運作上，讓業者與海關之間，產生更高的信賴感，同時配合相關法規的

修訂，與跨部門的協調，把原本由海關監管為主之「委託加工」的審驗核實程

序，改由港務機關來審驗之，放寬與簡化更多的簽審服務，讓自貿港區業者真

正實際地可以更自由地去執行「前店後廠」，這才是智慧物流的重要精神，不

然，只是空談而已。

綜論之，改變現行自由貿易港區業者之審驗程序以提升委外加工流暢度，

建置聯結海關、海空港與業者之間的完善通訊與共享雲平台，才是讓目前自由

貿易港區政策，可以逕予攀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關鍵成功要項，這就是智慧物

流。上述關鍵要項，就如同傳統手機逐步邁向智慧型手機時，其在使用功能展

現上會產生出的極大差異化一樣。台灣具有極度成熟的經貿體制，但是全島

貿易自由化的理念無法一蹴可幾，自由化過於快速，也會產生難以預測的衝

擊。目前，惟有透過智慧物流之逐步應用，或祈能夠為台灣的高端技術研發

與加工產業，以及國際物流與海空港周邊產業，重行活絡與開創出更優質的

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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