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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攔檢三關卡-

打造數據分析的落地策略
財政部關務署統計室

黃敏慈

Frankfurt Airport celebrates its anniversary. - Icon images: O|N/Tobias Rehbein



2

簡 報 大 綱

• 動機與目的

• 由發想至落地

• 落地策略

 海關C1統計應審新制

 優化統計用收單邏輯檢查

• 統計攔檢三關卡

• 實質效益



通關流程與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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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 收單 資料發布審核結案通關放行

C1 免審免驗
C2 文件審核/C3 貨物查驗



程序冗長

報單審結後若資料有誤，進行人工更正耗費成本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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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辦理進出口報單事後
審核作業規定6633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
正作業辦法

22 關稅法施行細則

11 關稅法 44
進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
審核更正依據表

55
出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
審核更正依據表

多角色溝通聯繫

法律規範眾多

統計人員 海關關員 報關業者 進出口人

報單
審結

統計
檢核
統計
檢核

人工
發函
人工
發函

紙本
補單

報單
更正

簽核
回函

資料
更正
資料
更正

發布
調整值
發布

調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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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想至落地
通關部署統計篩選機制，簡化修正程序，資料品質再提升

貿易統計系統線上通關系統

系統效能

命中率

業務負擔

統計建模

數值運算

異常檢核

貿易統計通關便捷通關部署統計篩選機制，
簡化資料修正行政程序



案件查核複雜度
㇐般 高

數據

表現

異常 A1 A1
明顯異常 A2 A1
極端異常 A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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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策略說明

歷史
異常
案件

STEP 1:定義資料確保等級(DATA Assurance Level :A1/A2/A3)

STEP 2:依不同等級分別於不同通關環節施予查核措施

A1
人工函查

A2
統計應審新制

A3
收單邏輯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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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支援決策

提升關務資料加值效益

 出口C1統計應審新制

計應審新制 優化統計用收單邏輯檢查



出口C1統計應審新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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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通關抽審
條件比對通關方式

C1
審結

C1應審免補單
C1應審應補單

審結

放行

統計抽審
條件比對

統計應審應補單
(自動發送通知)

資料修正 審結原出口C1通關流程
新增流程

資料有誤

資料無誤

正常

異常



出口C1統計應審新制-作業流程

9

放行後比對

自動發送補單通知

減少函關案件，無須公文流程
資料來源：關務署預報貨物資訊系統



塑造實質審核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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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實質審核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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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關務署預報貨物資訊系統

辨識統計應審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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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支援決策

提升關務資料加值效益

 出口C1統計應審新制

計應審新制 優化統計用收單邏輯檢查



優化出口統計用收單邏輯檢查內容

13

3

78

3

函關
案件分析 案例研析案例研析

擬定
篩選目標

擬定
篩選目標

系統性
回測

影響性/命
中率評估 簽報上線



數據分析的落地策略：統計攔檢三關卡

傳輸 收單 通關放行 審結 發布

極端異常，重大影響

明顯異常，態樣單純數
據
分
析

統計檢核資料異常 人工發函覆核

出口C1
統計應審

收單邏輯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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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行政程序，工作內容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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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統計應審

收單邏輯檢查

發函覆核

傳輸 收單 通關放行 審結 發布

(108-109年平均)

(110年1-7月)

(110年8-12月)

第7318.15.10.00-1號(鋼鐵製鐵軌用螺釘)資料修正方式業務量統計



總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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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發函關區公文數

源頭把關，資料修正
數增加

密切監控命中率
提升關務資料加值效益

簡化行政程序
資料品質提升

數據支援決策

-10.9%

+8.0%

82.3%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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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Richards Co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