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概念文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2 年 6月 24 日主持召开全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

（以下简称“三智”）合作是会议重要成果之一。

一、时代背景

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遭受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各界对于提升贸易安全与便

利、实现共同发展的期待持续增强，对海关创新工作思路，

深化国际合作，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保障全球供

应链安全稳定畅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海关界尤需运用

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经贸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实现管理格局

从“条块分割”向“纵横一体”转变，管理模式从“单打独

斗”向“多元治理”转变，管理手段从“人工经验”向“数

据驱动”转变，促进国际海关间及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各方之

间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全球贸易的安全畅通。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

相互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为全球海关提高效率和效能，

推进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

国际海关界逐渐聚焦智能化建设，应用颠覆性技术探索重构

海关治理体系，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世界海关组织（WCO）



将“科技与创新”列为其新版《战略规划（2022-2025）》

三大重点工作领域之首。WCO 成员海关响应其号召，积极致

力于引入高新技术，革新工作模式，凭借技术与创新有效应

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各国（地区）海关都期待借助“智能”

这把钥匙，打开发展道路上的重重大门。

二、概念内涵

“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以“智能化”为依

托，以高新技术驱动制度创新，推动海关智慧治理、边境协

同治理、全球合作治理，共促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三智”

旨在为各国（地区）海关贡献一个未来发展的路径与蓝图。

“三智”合作的基础是“智能化”，“智能化”的核心是高

新技术与设备的应用和创新思维的广泛引入。

智慧海关倡导重视科技创新，优化管理手段，实现本国

海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智慧海关”要实现海

关基础设施智能化、海关监管智能化、海关行政管理智能化。

智能边境倡导推动信息共享，强化联防联控，打造边境

管理部门跨界跨境协同共治。“智能边境”要实现边境部门

监管手段智能化、跨部门协作智能化、跨境合作智能化。

智享联通倡导推进互联互通，加快制度标准对接，联合

全球供应链各方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智享联通”致力于

实现全球海关信息网络智能互联、全球海关治理模式智能对

接、全球供应链各方智能合作。

三、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共建共享、开放包容。“三智”建设与合作是



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全球海关及相关部门、组织和企业均

可参与，共建成果将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二是坚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尊重各国（地区）海关

管理模式的选择、法律法规的要求、科技应用水平的差异，

根据不同国家（地区）海关的自身特点、发展需求分类别、

分阶段开展合作。

三是坚持凝聚智慧、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关注，凝聚各

方智慧，寻求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以互助的思维、共

赢的方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共享成果。

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共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形

势发展，根据不同国家海关的发展目标和合作需求，丰富合

作方式，充实合作内容，推动“三智”合作提质增效，实现

共同发展。

四、倡议行动

“三智”合作将在加强互联互通、提升供应链韧性，特

别是在发挥“智能化”优势推进经济快速恢复发展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中国海关欢迎各国（地区）海关根据自身发展情

况，自由选择“智能”合作的接口，共同参与“三智”建设

与发展。

行动一：应用智能技术与创新思维，推进各国（地区）

“智慧海关”建设。

全球海关积极探索 5G 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在通关、风控、监管等海关各业务场景的应用，配合海关全

业务领域改革、引入创新思维，运用科学方法，完善各项监



管制度、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化处理、网络化传输、

智能化判别的“智慧海关”。

可开展但不限于以下探索和尝试：一是推进政务服务数

字化，企业在线查询和接收海关监管信息，海关向企业提供

自助提问、智能查询服务。二是重构海关风险管理，应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自动采集、识别、比对风

险信息，加快低风险货物系统自动快速放行，完善高风险货

物系统智能预警。三是升级监管模式，应用 5G、增强现实等

前沿技术，尝试进行远程非接触性的监控等操作，实现远程

监装监卸和在线监管。

行动二：加强信息共享与监管互认，推进各国（地区）

“智能边境”建设。

加强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共同探索边境管理

的有效解决方案。加快边境设施智能化升级，推进口岸综合

管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促进口岸数字化转型，实现信息互

通共享。积极开展基于监管互认基础上的边境合作创新，推

动“绿色通道”“便捷通道”建设，实现风险联防联控，边

境业务智能化管理。

可开展但不限于以下探索和尝试：一是开展边境机构合

作。通过边境监管基础设施及软件应用系统的共建共享共

维，实现边境机构信息共享、联动预警和协同管理。二是推

进跨境监管合作。开展跨境智能化互助合作，如边境监管和

检测结果互认、贸易统计数据比对、跨境海关数据共享，合

作简化进出口申报手续。三是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合



作。推进各国“单一窗口”互联互通，推动贸易单证和数据

电子化交互共享，扩展“单一窗口”服务功能，构建覆盖跨

境贸易全链条的“一站式”贸易服务平台。

行动三：深化与各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推进全球供应链

“智享联通”建设。

国际海关界不断完善融通格局，推动保障供应链产业链

互联互通的合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提高其韧

性。同时，推动海关与商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构建

海关与商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分了解商界需求，主动加

强互动，实现互利共赢。

可开展但不限于以下探索和尝试：一是推进世界海关组

织《战略规划（2022-2025）》中技术与创新、数字战略等

重点工作的实施，推动全球海关信息数据交换，AEO 互认、

电子证书国际联网等合作。二是倡导国际供应链参与方通过

区块链、电子证据链等技术，实现无缝对接，共同促进国际

贸易的安全与便利。三是鼓励进出口商将电子申报信息数据

预先发送至海关进行预审，实现货物提前申报，快速清关。

行动四：提供能力建设援助，携手迈向智能治理。

一是发达国家（地区）海关在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海

关开展合作过程中，在边境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及软件应用系

统方面积极考虑给予援助和支持，缩小成员间智能化发展差

距。二是分享“三智”建设与合作最佳实践，形成可推广、

能复制、低成本的成套经验，助力智能化水平不同的海关逐

步提高智能化水平。三是各方合作搭建“三智”合作平台，



提供一个完善的智能化对标体系和评估机制，供各国（地区）

海关“诊断”自身智能化建设和发展存在的改进空间。四是

鼓励政策标准对接，共同探索和制订适应不同发展程度和发

展阶段海关的智能化合作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