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稅總局「風險管理運用系統」之設計及其效益之研究 

壹、前言 

「通關便捷化」與「查緝走私」為海關兩大主要任務，但如何在龐大的進出口資料中，

有效篩選出高風險群貨物及廠商，則有賴運用風險管理機制。近年來，由於有許多應用「商

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成功的案例，海關遂亦欲採用「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資

料探勘(Data Mining)」之技術，建置風險資訊整合、分析、共用及處理之智慧型「風險管理

運用系統」。故新系統目的有二：(一)、運用「風險管理運用系統」辦理廠商守法評估、守

法檢查(事後稽核)及分析通關資料。(二)、根據評估分析結果篩選出高風險貨物及廠商加強

查驗，其他則減少抽驗比率，以促進「通關便捷化」。 

貳、系統簡介 

新系統為一結合檢索、擷取、統計分析、探勘、預測…等功能，找出規律性、差異性

與預測未來，可提供決策者正確之風險管理資訊，以作為「通關便捷化」與「查緝走私」

等制度面或執行面之參考。 

一、系統架構 

 

 

 

 

 

 

 

 

 

 

 

圖一、系統架構 



二、資料庫架構 

 

 

 

 

 

 

 

 

 

 

圖二、資料庫架構 

三、系統功能 

新系統之作業功能包括：(一)廠商分析、(二)審驗分析、(三)控管原因分析、(四)稅則

檢查、(五)報關行分析、(六)緝私分析、(七)守法檢查分析、(八)總體分析、(九)艙單分析

等九個子系統 (約四十五組樣態)(圖三)。 

 

 

 

 

 

 

 

 



總體分析 (含 2 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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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系統功能  

 



四、系統建置 

(一)、建置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 

由於資料來源很多(包括：空運通關系統、海運通關系統、空運五年調檔資料、海空

運五年調檔資料及關務行政系統資料)，且資料量很大。故運用

ETL(Extract,Transform,Loading)技術，先將資料放入不同之整合性資料庫中(即資料倉儲)。 

(二)、建立業務面智慧分析模型(Smart Analysis Model)： 

在各資料倉儲中，根據以往業務實務經驗及採用 Microstrategy 技術，設計各種統計

分析態樣並找出其規律性與差異性，便利使用者快速獲取相關資料，採取最適當之措施。

另使用者亦可自行設計所需分析態樣，靈活運用。 

(三)、建立快速資料回應機制(Fast Data Response)： 

無論根據已設計之固定式分析態樣，或自行設計之分析態樣，均可立即於電腦畫面

呈現制式或使用者所需要之表報或圖型，使用者可快速掌握所需資料及演變趨勢。 

參、系統驗證與預期效益 

一、系統驗證 

本研究以「守法檢查(事後稽核)--稅則申報所產生的相關風險為例」，說明海關如何使

用「風險管理運用系統」來進行稅則風險定義、辨識、分析、監控及處理等作業。 

(一)、稅則風險定義： 

經由業者申報的資料中，僅有不到 15%的申報資料會經由海關進行查核;其中稅

則資料的申報，卻是直接影響稅費徵收與貨品管制的重大依據。經由海關審查文件

後，針對申報不符之稅則資料予以重新核定後，即為海關認定之＂稅則不符＂。 

(二)、辨識風險：辨識[稅則申報不確實]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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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辨識[稅則申報不確實]的風險 



(三)、分析風險：分為分析風險的發生機率及分析風險造成的衝擊兩部分，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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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分析風險的發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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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分析風險造成的衝擊 

 (四)、監控風險：追蹤並監控風險，最後回報管理決策人員 

 

 

 

 

 

圖四、監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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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處理風險：評估解決方案並選擇處理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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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處理風險 

(六)、操作說明 

11、、操操作作說說明明--子系統主主畫畫面面  

系統包含 8 個子系統 ─ 以守法檢查子系統/稅則分析態樣為例，其篩選條

件為 95 進口分析年各月份由不同關稅局進口，不同通關方式下的稅則不符數。 

 

 

 

 

 

 

 

 

 

 



二、預期效益 

(一)、可減少資料擷取、比對之人力及時間，提高風險管理人員之效率及專業能力。 

(二)、可快速統計、整合相關資料，並將其轉換為簡明之分析資訊及圖表，供決策者使用。 

(三)、藉由統計資料之規律性、差異性或關聯性，發掘其間隱藏之關係與規則，精準預測

可疑稅則、產地、廠商、報關行、納稅辦法、統計方式、審驗方式…等高風險因子，

並將其轉化為專家系統及事後稽核利用之篩選條件，以查緝不法。 

(四)、經由廠商、報關行總歸户及各種態樣分析，明顯區分優劣，除有助於便捷通關與知

法守法業務之推動外，亦可使非法者無所遁形。 

肆、結語及建議 

一、結語 

風險管理不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由於影響風險管理系統的風險因子不斷在變

化，因此「風險管理運用系統」需要不斷檢討改進。故新系統未來將隨著資料量增加、

系統功能增強、經驗累積、分析態樣、運作日趨成熟…等採逐步漸進方式建置，並朝下

列目標邁進： 

(一)、加強預測功能： 

未來系統將加強預測功能，將異常情況自行整合並自動顯示，俾有效掌控不

法行為模式，以洞燭機先防堵於未然。 

(二)、具有自動回饋機制： 

未來系統對於異常行為模式，在經過研究分析後可自動回饋至通關自動化之

「專家系統」及「海關查緝走私情報系統」，以減少人為介入並達到即時管控之目

的。 

(三)、與其他政府機關資料交流，共創雙贏： 

未來可與其化政府機關交換電腦資料，除可強化海關「風險管理運用系統」

分析探勘之功能外，並可將海關之資料提供給其他政府機關運用，共創雙贏。 

二、建議 

(一)、定期實施績效評估 

命中率 =  查獲案件數 / 篩選查核案件數 



  建議定期檢討「命中率」是否達成風險設定目標，以評估「風險管理運用

系統」執行是否有效。若未能達成預設值即應予以修正，以免浪費海關及進出口

廠商的資源。 

(二)、定期舉辦觀摩活動 

建議由各關稅局輪流舉辦「風險管理運用系統研討會」，俾關員能參與問題研

討及經驗交流，以提高查獲率。 

(三)、提升資訊基礎建設(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建議編列年度預算，擴充電腦軟硬體設備並建立充裕的資料庫，使能提供快

速回應的電腦查詢及分析工具，以協助對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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