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江畔，钟声响起。晨光里的上海海
关大楼，又迎来了一个宁静的早晨。

已经92岁的海关大楼，见证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沧桑变迁，承载着一段从封闭落后走
向开放繁荣的厚重记忆——70年前，曾放言

“离开了我们，钟楼就要哑、海关就要垮”的末
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可能不会想到，如今的
上海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现代化口岸之一，
而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这里
还将续写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传奇。

从历经屈辱的百年洋关，到如今走向成
熟自信的智慧海关，一部上海海关的发展史，
也正是上海乃至新中国从打开国门到走向富
强的一个缩影。

一封穿越时光的人民来信

在上海海关大楼档案室里，珍藏着一封
41年前的信。这是上海海关9名年轻关员以
人民来信的方式，向党中央提出了“恢复关税
征收、改革海关体制”的呼吁，信的落款日期
为“1978年1月5日”。

如今已 78 岁的上海海关原副关长顾振
兴，是当年那 9 名关员之一。他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此后的半年里，他们又陆续向中央寄
出了两封信，持续呼吁恢复关税征收、修订税
则等。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海关的崭新历
程。不过，在9名关员寄出这封信之前，中国海关
已停征关税13年。”曾在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任
司长多年的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坦言，虽然改
革在当时已是社会共识，但写这封信还是承担
着一定风险，也正是老一代海关人的责任和担
当，让这封信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外贸
实行国家统一管理，海关隶属于外贸部，而全
国的进出口业务也是由外贸部下属的各级专
业进出口公司负责经营。上世纪50年代后，我
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移至苏联和东欧，国家制
定集中纳税办法，关税和代征税由各进出口公
司代替海关计征，关税征收就成了多余环节。
从1967年7月起，海关停止征收进口关税，税
款由外贸公司并入利润统一交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停征关税
带来的弊端逐步显露。“把税收当作利润，特
别是用来抵补外贸亏损，掩盖了亏损的真实
性，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顾振兴回
忆道，对于这封信会带来什么结果，当时心里
并没有底，但他们还是在信中明确建议，恢复

对外贸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修订海关税则。
来自基层一线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

注。随后，一系列改革顶层设计在不同部门
之间紧锣密鼓地展开。

1979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
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改进征收关税办法和
改革海关体制的报告》，同意重新修订海关税
则和关税条例，改革海关领导体制。

1980 年 1 月 1 日起，海关正式恢复单独
对外贸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次年 2 月，由
国务院直属的海关总署正式成立，标志着中
国海关事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若不是这些关员的勇气和执着，中国海
关可能不是今天的样子。”正如高融昆所感
慨，从改革开放前的“半封闭”状态，到打开国
门的“全方位开放”，中国海关的发展历程，就
是坚持主动适应改革开放、坚持“把关”和“服
务”相结合，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
同时也是中国海关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新海关”改革交出满意答卷

如果说 41 年前的信件开启了海关管理
体制改革的大幕，那么新一轮机构改革让“新
海关”正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展现在国门一线。

“随着‘卫动食商’等出入境检验检疫新
职能的加入，中国海关已成为世界上业务体
量最大、监管任务最重、监管方式最多的海
关。”高融昆表示，上海海关注重发挥改革“试
验田”作用，积极创新、大胆尝试，努力形成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为全国海关贡
献“上海智慧”。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上海
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的“五个中心”目标之
一。2018年3月15日，在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张江，上海海关成立了全国
海关首个科创促进机构——上海海关驻科创
中心办事处。其初衷就是为上海市各类研发
机构提供海关集约化监管和一站式服务。

今年2月，上海海关又以海关机构改革为
契机，向海关总署报批设立上海科创中心海关，
打造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服务保障“升级版”。

科文斯医药研发（上海）公司公共事务总
监张伟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意大利报
关行的一次工作疏忽，科文斯从上海出口的
两批食蟹猴血清样本因兽医（卫生）证书不符
合对方海关要求被拒绝放行。无论是退运还
是过期销毁，对于科研项目都是巨大的打击。

无奈之下，科文斯公司试着向上海科创
中心海关寻求帮助。让张伟玲没想到的是，
科创中心海关仅用了11天时间，就完成了从
制定备选方案、确定操作方式、样本抽样检
测、出具补充证书等一系列耗时耗力、看似无
法完成的工作，使得公司在对方海关退运销
毁截止日期前一天送达证书，顺利完成了血
清样本的通关。

“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释放更加适应科
创发展的政策红利，真正把政策优势转化为
科创机构的发展优势。”上海科创中心海关副
关长姚惠琦说，新机构设立以来，对标国际最
高标准，为全市 275 家科创机构、44 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以及行业协会、产业基地等精准
画像、协同施策，解决了近百家科创机构在进
出口中的难题，同时针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
难点、堵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创新
举措。

从货物查验、运输工具等8个领域“查检合
一”，到申报单证、作业系统、风险研判、指令下
达、现场执法“五统一”，从“单一窗口”自主系统
上线，到“多查合一”标准化试点开展，一系列
创新举措让上海海关机构改革的“1+1>2”效
应不断显现，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从H883到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

上海最大的优势在于开放。作为开放先
锋的上海海关，从未想过躺在功劳簿上吃老
本，而是以一次又一次敢为人先的“吃螃蟹”，
引领着海关业务从传统的手工查验迈向现代
化的智慧海关。

长期以来，上海海关以全国海关系统六
分之一的关员，完成了全国四分之一的海关
监管业务量，查验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货物，贡
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关税额。近年来，进出

口规模持续扩大，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优化营
商环境，成为上海海关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早在 1982 年，上海海关就首先将微电
子计算机应用于统计工作。”上海海关原总工
程师夏立法回忆道，海关总署在1988年决定
开发全国首套报关自动化系统（H883），上海
海关是承接这一项目的四个试点海关之一。

“报关自动化是海关业务中最繁忙、压力
最大的环节，也是研发难度最大的部分，涉及
18 个子系统、1000 多个源程序、200 多万字
技术说明……”项目难度之大、应用之复杂，
多少还是让夏立法始料未及。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两年多攻坚克难，这
个代号 H883的报关自动化系统率先在上海
海关隶属浦江海关上线应用。此后 5 年间，
H883应用实现了在全国海关系统全覆盖，海
关总署由此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个全面实现
计算机信息化管理的部门。

对于海关现代化的探索，上海海关人一
直没有停止过。2014年 6月，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在全国率先上线，企业仅需在“一
个平台、一次提交”，即可完成所有申报环节，
口岸报关时间也从过去的24小时压缩至不到
1 小时。如今，发端于上海海关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标准版已在全国口岸复制推广。
在记者调研期间，上海海关举办了一场

名为“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推动
大数据平台建设”的企业宣讲会。会上，上海
海关提出的“大数据可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
带来的风险控制监管的终极方案”以及相关
应用，让与会企业耳目一新。

事实上，经过一年多探索，这个由上海海
关首创的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已汇集
了来自生产、贸易、物流、税务、工商、外汇等
方面的数据7亿多条，实现了与“单一窗口”、
航运公司和港务部门的无缝对接。

“这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通关模式，通关
效率也是最高的。”上海海关大数据云中心主
任张磊说，继首届进博会成功应用后，大数据
平台已从前期试点开始走向全面推广应用。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借助这一智慧通关
新模式，不仅能够自主提前申报，还可提前安
排提箱计划，实现“优享订舱”和“靠泊直提”。

上汽大众是大数据平台首批试点企业之
一，新模式让通关作业实现了从依赖人工经
验到全供应链数据透明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转变。对此，上汽大众计划物流与控制执
行总监梅剑平颇为感慨：“海关大数据平台让

诚信企业通关更便利，甚至是‘零等待’‘秒
放’，这就是未来通关的发展方向……”

为新一代海关人跑出好成绩

“为新一代海关人跑出好成绩”，这是上
海海关“杂草鉴定专家”印丽萍一篇演讲的标
题，也是她常说的话。印丽萍与有害生物打了
大半辈子交道，以她名字命名的植物检疫创
新工作室，已成为培养年轻关员的“传帮带”
平台。

“要练就筛查有害生物的‘火眼金睛’，要
练就与它们较量的过硬本领，将其拦截在国
门之外！”印丽萍说，年轻人的成长让自己快
乐和骄傲，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好
成绩，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我们的事业才能
取得更大进步。

在上海海关，有一批像印丽萍这样的专
家型关员，他们继承了老一辈海关人的责任
和担当，默默奋斗在国门一线，为海关事业发
展贡献了智慧和汗水。在调研期间，记者更
多接触到的，是一群群年轻的海关人，他们朝
气蓬勃、充满活力，他们传承着上海这座城市
的创新基因，用飞扬的青春不断拓展着海关
事业的未来版图——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洋
山港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这对海关业务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洋
山海关副关长马钟鸣说，这里不仅是海关智
能监管示范点，也承担着“海关改革创新试验
田、现代化海关管理示范区”的重任，洋山海
关本身就是为改革创新而生的。

位于上海松江综保区的基森仓储，是天
猫国际在上海设立的唯一保税仓库，曾创下
跨境电商全国单仓单量最大等多项业内纪
录。松江海关保税监管三科副科长谭俊熟悉
这里的每个环节。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通
过优化流程，让商品通关快点、再快一点。

第二届进博会筹备正酣，新组建不久的会
展海关也投入到了紧张工作之中。会展海关
副关长郭俊说，进博会带来了很多技术、知识
和管理方面的溢出。未来，进博会的潜力和动
能将继续释放，同时会展海关要更有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高融昆说，上海海
关一方面要坚持需求导向，着力破解企业反
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问题，让通关更加便捷、成
本更低，另一方面要牢牢守住安全的底线和
红线，忠诚履职，把好国门！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

未来。

上海海关的前身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江海

关，至今仍在使用的海关大钟，就是当年“洋

关”为统一各国商船时间而自备的时钟。

时过境迁，当年的对时功能已被精确的

计算机平台所取代，但这个亚洲最大、世界第

三的大钟依然时刻提醒着海关人——既要在

通关业务上做到对标国际、分秒不差，也要在

事业发展上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

去年以来，随着出入境检验检疫划入海

关，新海关建设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关检

合一”不仅带来了现场业务的融合，更产生了

“1+1﹥2”的效果。在上海海关，记者感受到了

新海关建设迸发出的巨大活力，而这背后，正

是当代海关人肩负的新使命、新职责使然。

上海一直走在开放前沿。从全国第一个

保税区成立到我国首个自贸试验区的设立，

都离不开上海海关的主动参与和大胆探索，

虽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但海关人一次次

用实践刷新了创新高度，力求在“第一”的基

础上再创“第一”！

机遇从来都不是等来的，上海海关工作

中所坚持的问题导向、全局思维和战略考量，

令人印象深刻。正如他们所言，改革开放是

新时期的万里长征，需要有“等不起”的紧迫

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海关人所要做的，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在制度创新供给、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等

方面实现新作为，在扩大开放的新征程中作

出新贡献。

从传统手工查验迈向现代化智慧监管——

我 们 是 共 和 国 的 国 门 卫 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新海关 新使命 新征程

上海海关关员对停

泊在邮轮母港的外籍邮

轮例行查验。

陈君言摄

位于上海外

滩 的 海 关 大

楼 ，见 证 了 百

年 海 关 的 风 云

变迁。

陈君言摄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作为开放先锋的上海海关，忠

诚履职，坚守国门，注重发挥改革

“试验田”作用，以一次又一次敢为

人先的“吃螃蟹”，积极创新、大胆

尝试。长期以来，上海海关以全国

海关系统六分之一的关员，完成了

全国四分之一的海关监管业务量，

查验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货物，贡献

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关税额。展望

未来，上海海关将继续做好国门卫

士，在制度创新供给、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等方面实现新作为，在扩大

开放的新征程中作出新贡献——

全球最大的单体全自动码头洋山深水港四期。上海海关为其量身打造了智慧监管系统。 王 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