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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首誕「一姐」何珮珊感任重道遠
特首監誓下宣誓就職 表明做好把關護國安

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國務院10月

17日決定：任命何珮珊為海關關長，同時免去

鄧以海的海關關長職務。昨日，何珮珊在林鄭

月娥監誓下宣誓就職，成為香港海關首位女關

長。何珮珊對獲任命感到十分榮幸，並衷心感

謝中央及特首的信任，她表示未來工作任重道

遠，將全力帶領海關團隊面對挑戰，未來主要

工作重點包括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及防範恐怖主

義活動。她指出，海關為邊境口岸的第一道防

線，是切斷破壞國家安全及本土恐怖主義，經

由外國途徑獲取重要物資及裝備的重要關卡，

因此海關的把關工作是說一不二的重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對於何珮珊的任命，林鄭月娥表示：「何珮珊在香港海關服
務30年，擁有豐富的部門運作經驗。她具備管理和領導才

能，我深信她定能帶領香港海關，迎接未來的挑戰。」

提未來四大工作重點
現年53歲的何珮珊自1991年加入香港海關，至2019年升任
副關長。她昨日履新，成為首名由內部晉升的紀律部隊「一
姐」，肩負起「把關」重責。昨日下午她會見傳媒時，提出她未
來的工作重點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是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主義活動。因為海關是
邊境口岸第一道防線，是阻斷破壞國家安全及本土恐怖主義
者，經由外國途徑獲取物資和裝備的重要關卡，所以把關工作
一直以來都是說一不二的重任。另外疫情改變走私趨勢，跨國
犯罪集團現在採用的走私路線越來越迂迴曲折，而收藏走私物
品的手法越來越精密複雜。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建設，在
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會越來越頻繁，所以要在執法方
面繼續提升成效，同時在青少年發展方面多做些工作，積極向
青少年宣揚正向思維和守法意識，加強他們對國家的認識，提
升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第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為了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藍
圖，要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的暢通，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出一
系列提升海關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的措施，當中包括和深圳
市政府合作推行皇崗口岸的重建項目，討論在「共同查驗、一
次放行」原則下可以採取的清關模式，以及將來整個新黃崗口
岸的設計。香港海關一直積極參與完善港深陸路口岸的建設，
積極配合港深政府逐步落實跨境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
的布局，香港海關會在通關便利的措施上繼續推陳出新，協助
香港特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三，海關正根據「智慧海關」藍圖，善用和把握創新科

技，全力推動數碼轉型，強化部門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構
建運用大數據和雲端技技術的平台，提升部門數據分析的能
力，建設嶄新的業務營運系統，運用大數據分析和其他創新
科技，提升部門執法成效、部門行政效能和支援決策的制
定。
第四，海關要做好支援前線管理的工作，負責管理和監督的
人員將更加主動和積極了解前線同事關注的事項，會強化裝備
配置，完善人事管理，理順工序流程，並提升人員福利，讓支
援前線的工作做到更加接地氣、務實有效。

特首讚鄧以海任內成績卓越
另外，鄧以海在服務香港海關34年後即日開始退休前休
假。林鄭月娥讚揚鄧以海於2017年7月出任海關關長以來，致
力帶領部門，在防止走私、保障和徵收應課稅品稅款、緝毒和
防止販毒及濫用受管制藥物、保障知識產權和消費者權益、監
管金錢服務經營者、保障和利便正當工商業及維護本港貿易的
信譽等工作上均取得卓越的成績。她代表特區政府衷心感謝鄧
以海對香港特區的貢獻，並祝願他退休後生活愉快。

海關八工會發聲明齊挺
海關高級官員協會、海關官員協會、海關關員工會

等8個海關工會和協會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何珮
珊擁有豐富的部門運作經驗，能幹及具備卓越的領導
及管理才能，一直致力提升海關執法效能及公共服務
質素，亦對國家、特區和部門充滿熱誠和承擔，相信
她接任關長一職後將帶領海關迎接未來的新挑戰。海
關各工會協會將全力支持新任關長，繼續保持緊密溝
通，發揮「護法守關，專業承擔」的精神，致力為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作出貢獻。
海關人員總會主席陳紹裘表示，工會一直爭取由內

部晉升，認為有助加強團隊的穩定性，希望此傳統能
保持下去。
他說，今時今日沒有男女之分，能者居之，最重要

有能力及經驗，他指何珮珊在海關的工作涉獵不同範
疇，過去亦與工會有緊密溝通，絕對勝任關長一職。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協會主席蔣依莉表示，何珮珊榮

升關長是「實至名歸」，她在關員的心目中屬於「實幹
型」，而「紅褲子」出身的何珮珊業務能力強、能力
高、領導能力優秀，重視與員工溝通。期望她繼續重
視與員工溝通，維繫海關人員團結，帶領部門進入
「智慧海關的黃金時代」。

何珮珊
的丈夫曾
國衞現為
香港特區
政府政制
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曾透露，
他與何珮珊在保安局共事時
邂逅，當時他是總入境事務
主任，何珮珊是海關助理監
督，兩人在辦公室朝夕相
對、漸生情愫，並於2007年
共諧連理，因當時曾國衞借
調到特區政府駐京辦工作，故
婚禮由何珮珊「一手包辦」，婚
後兩人各自返回工作崗位打
拚，因此沒有度蜜月。
何珮珊昨日在記者會上則

指，她和丈夫分管不同政策
範疇，日常工作經常有機會
接觸敏感及機密資料，不
過，兩人都尊重及遵守工作
上的保密原則。她說：「我
和我的丈夫現在是分管不同
的政策範疇，當然在日常工
作上都經常有機會接觸很敏
感及機密的資料，但是我們
都會很明白保密原則，所以
平時沒有需要，也沒有機會
談論具體公事。」
她說：「我和丈夫都是紀

律部隊出身，都很明白對方
工作的困難及挑戰，亦很支
持對方的工作。」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到近期打擊海上走私活動的
策略，何珮珊表示，如果單靠海上追截，執法難度會相
當大，海上攔截走私快艇非唯一策略。首先，走私團夥
多數會把走私物品儲存在岸邊倉庫，海關將針對性打擊
這些倉庫，重創走私貨源；其次，海關會適當凍結或充
公走私犯罪資金；還有就是海關將用監視、埋伏、圍堵
及包抄等戰術，加上配備的先進雷達系統，發揮海上指
揮和船隻調配作用，同時和本港其他執法部門合作，用
現行的法律扣查走私集團的快艇，也會考慮研究修訂海
上打擊走私的法例，令執法成效更佳。
何珮珊表示，香港海關和內地執法部門一直保持良

好合作關係。如果在海上追緝行動中，走私快艇進入
內地水域，海關會利用兩地通報熱線，將雷達系統收
集到的資料傳給內地執法部門，由他們跟進追捕。這
些走私快艇最終都在內地靠岸，將走私物品運至內地
貨倉，內地執法部門亦會針對性打擊這些走私物品倉

庫，在香港和內地，由上下游兩頭夾擊走私集團。
她說，經過近來連串嚴厲打擊行動後，不排除走私

集團會改變他們現在的走私模式，比如會不會暫時放
棄使用走私快艇，改用漁船或內地的內河貨船，將走
私物品隱密運進內地，香港海關會嚴密監測，採取相
應打擊措施。

多招圍堵走私 不單靠海上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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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珮珊簡歷
現年53歲，持有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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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香港海關任職督察

借調特區政府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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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獲授香港海關助理關長嘉許狀

獲頒香港海關長期服務獎章

獲頒第一加敘勳扣

獲頒香港海關榮譽獎章

●新任香港
海關關長何
珮珊昨日會
見記者及講
解其未來工
作方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何珮珊（左）在特首林鄭月娥（右）監誓下宣誓就職。

●香港近期加大力度打擊海上走私。圖為網傳走私
「大飛」結隊飛馳的情景。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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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1 年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本港免試引入非本
地培訓醫生邁出重要一步。此次修例吸納
社會各界建議，顯示政府從善如流，從公
眾整體利益出發作出調整，希望輸入更多
海外醫生，減輕公立醫院醫生的工作壓
力，令病人獲得更好照顧，權益更有保
障。政府要加快落實條例，從速開展輸入
海外醫生的工作，令市民早日受惠；醫護
業界應對輸入海外醫生持開放心態，以救
死扶傷、病人至上的專業宗旨服務市民。

本港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是老生常談的問
題，而且問題日益嚴重，不僅導致醫護疲
於奔命，加劇人才流失，而且不時發生病
人照顧不周的醫療爭議，早前有資深媒體
人因急症入院最終不幸過世，家屬投訴病
人離世前輪候見醫生的時間甚久。本港公

營醫療危機四伏，輸入海外醫生解決人手
不足才是解決問題的治本之策。通過修例
放寬輸入海外醫生的限制，討論了相當長
時間，大眾訴求日益強烈，如今終於成事
是人心所向。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條例草案作出三項
主要修訂，第一、只要獲醫專認可專科資
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不論是否香港永久
性居民，都可在公營醫療機構做滿5年後，
免試在港註冊；第二、已來港的有限度註
冊醫生，在符合一定條件後，亦可申請特
別註冊，並在公營醫療機構做滿5年後，免
試在港註冊；第三、未實習而非本地培訓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畢業生，可回港參加本
地執業試，開始實習，在符合條件後申請
註冊。

這些修訂中，有些其實是條例草案審議

過程中議員提出的建議，例如草案原來規
定只有香港永久居民非本地培訓醫生可經
新的特別註冊來港執業，此規定能吸引來
港的海外醫生數量有限；只有放寬限制，
才能吸引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
執業。政府採納議員的合理建議，按照本
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進行調整，符合民情
民意。醫管局也歡迎修例，認同有關建議
回應了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及病人組織的
意見，相信有助提升特別註冊制度的吸引
力，讓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加入
本港公營醫療體系，以應付服務需求。

輸入海外醫生看到曙光，但按照新條例
要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且最快要到明年
下半年才能訂立認可醫學資格名單，讓合
資格人士申請註冊來港執業，意味本港還
要忍受至少一年醫生不足的煎熬。給予病

人最好照顧、減輕患者痛苦，是醫護的初
心，急民所急更是政府應有的擔當，政府
和業界應通力合作，在依法保質的基礎上
簡化程序，加快輸入海外醫生的進度。

長期以來，本港輸入海外醫生的立法受
到不少阻力，關鍵因素還是牽涉到本港業
界的利益。此次修例為輸入海外醫生拆牆
鬆綁，在立法會獲得幾乎全票支持通過，
但仍有意見「擔憂」日後本港醫療能否保
持高水平，更質疑審核機制是否公平公
正。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特區
政府將與4間公營醫療機構，即醫管局、衞
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商討特別
註冊醫生的評核模式，制定評核內容等。
本港醫療部門和大學醫學院在國際上享有
基本認同和聲譽，公眾相信政府有能力把
好關，保證輸入海外醫生的質素。

加快落實條例 從速輸入優質醫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