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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往返賽馬首破三萬匹次
馬匹抵從化馬場僅四小時 快過旅客高鐵轉乘

6月7日下午，廣州市郊流溪河畔的香港賽馬會從化

馬場，印有「香港賽馬會」標識的運馬特種車輛有序駛

入海關監管平台，拍照、核對貨證、「無感」測溫和晶

片掃描後，10餘匹賽馬魚貫進入馬房。翌日，又一批

精神飽滿的賽馬由從化馬場被運往香港沙田馬場。至

此，自從化馬場2018年8月正式運營以來，粵港往返

賽馬歷史性突破三萬匹次。隨着海關系列通關、監管創

新舉措落地，馬匹從香港沙田馬場出發到抵達廣州從化

馬場，用時僅四個多小時，比旅客在兩地間高鐵換乘用

時還少。目前，從化馬場二期工程首個完工項目雙層馬

房已竣工，馬匹容量從660匹增至1,100多匹，馬場看

台亦正結構性封頂，粵港馬產業發展正迎來「大提

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是2010年廣州亞運會賽後利用項目，是
目前內地最大規模、最高標準、最為完善的純血馬飼養訓

練中心，也是香港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重點支持的粵港澳大
灣區重點合作項目。

創新審批制度 馬匹通關縮時
7日下午1時30分，得知將有新一批馬匹抵達從化馬場，香港

文匯報記者欲前往海關監管查驗平台附近。「不用提前這麼多
時間，運馬車要14時15分左右到達，準得很！」廣州海關所屬
從化海關駐馬場辦事處主任張震亞說。
據張震亞介紹，香港賽馬會共有賽馬約1,800匹，其中有550
匹左右常駐從化馬場，每月平均進出口馬匹約110車次，以每周
「三進三出」的方式往返粵港兩地。「海關創新實施賽馬『一
次審批、多次往返』和飼料飼草『一般審批+特需審批』的檢驗
審批制度，以及動物檢疫證書『一車一證』等近十項創新舉
措，使得粵港往返賽馬通關時間得以壓縮，並精準把握。」張
震亞說。

三賽馬用品歸類預裁定展期三年
今年5月，為增強貿易企業的可預期性，海關總署公布實施海

關預裁定展期的有關措施，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申請辦理預裁
定展期，相關貨物無需重複提交申請材料。新政策實施後，從
化馬場一批賽馬用的注射液、營養糊劑、洗溶液等三個產品的
歸類預裁定獲得展期三年，成為廣州海關首個享受預裁定展期
紅利的企業。
在疊加政策下，賽馬進出境通關時間由此前的7小時，縮短至

只需4個多小時左右。據估算，若一名旅客從香港沙田馬場出
發，通過出租車、高鐵、地鐵快線三種交通方式組合前往從化
馬場，最快用時為4小時，但若加上候車、換乘等耗費的時間，
實際需要5小時以上。相比之下，馬匹的運輸耗費時間反而更
短。

粵港實現馬匹疫病監測項目統一
14時15分，三輛滿載馬匹的運馬車準時抵達從化馬場。在馴
馬師「安撫」賽馬間隙，海關完成了各項人工查驗工作。在馬
匹前往馬房的通道上，智能設備「無感」完成馬匹的測溫和芯
片信息掃描，進出境監管高效順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賽馬性情躁烈，且要通過長途運輸
往返粵港兩地，傳統的境內外隔離檢疫和批批抽樣檢測模式難
以滿足項目需求。在海關總署的指導下，廣州海關加強與香港
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合作，共同制定和實施《粵港往返
馬匹疫病監測計劃》，實現雙方統一監測項目、統一監測方
法、互認監測結果，長期跟蹤香港賽馬的健康動態，有力保障
了粵港澳大灣區賽馬產業發展。

將進一步加強灣區馬產業規則銜接
「未來，隨着2026年從化馬場舉行常規賽馬賽事，賽馬在粵
港兩地往返更加頻繁，可能由目前的每周『三進三出』，改為
每周『五進五出』，甚至每天對開，這對馬匹通關進出境效率
有更高要求。」從化海關副關長雷建海說，為此，海關正在研
究檢驗證書電子化粵港兩地互查互認，推動進境馬匹通關切換
為跨境快速通關模式等工作，提升智慧監管水平，進一步加強
大灣區馬產業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制度和機制安排趨近完善，硬件建設也在加
速進行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從化馬場二
期工程首個竣工的項目——雙層馬房，已經有
部分馬匹入駐，海關工作人員正在對馬匹開展
測肛溫等日常監管工作。
雙層馬房的建成，使得從化馬場能夠容納的
馬匹數量從此前的660匹，提升至1,100匹，幾
近倍增。同時，馬房還引入了新能源技術，在
電力運營方面實現綠色化。新馬房還添置了一
些全新的設施，比如設置「沙滾房」。工作人
員解釋，當馬匹來到這個區域後，會很自然地

躺下，然後在沙池中打滾，放鬆腰部。
香港賽馬會內地事務副總經理范綺明介紹，
從化馬場的容量提升，對於大灣區馬產業的發
展有重要意義。比如，可以進一步釋放沙田馬
場的空間，使得香港可以引進更多的馬匹，助
力灣區壯大馬產業。
「能容納9,500人的馬場看台，是從化馬場
二期工程的另一個項目，目前亦進展順利，正
在進行結構性封頂，預計明年全面建成，將為
從化馬場在2026年舉行常規賽馬賽事打下堅實
基礎。」范綺明說。

香港賽馬會馬匹都是國

外進口的純血馬，來到從

化馬場後，休養、飲食等

條 件 保 持 着 高 標 準 ， 當

中，一些環節已經實現了國產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從化馬場的馬

匹散養區，多匹賽馬已卸掉身上所有

的「包袱」，在草地上「撒歡」奔

跑。雲霧繚繞的山峰，與山腳下奔騰

的駿馬，組成了充滿詩情畫意的景

觀。工作人員介紹，馬匹散養區共有

20個草場，每個面積約900平方米，而

因應地勢設計，最小面積的約800平方

米，最大的達到 1,500 平方米。預約

後，每匹馬一次可以在散養區放養四

五個小時，充分釋放天性，這可以極

大地幫助牠們恢復體力。

據從化海關相關負責人介紹，從化

馬場啟用的前期，幾乎所有的食材、

馬具、設施都是從國外進口的。經過

五年多的磨合，帶動了內地馬產業相

關行業的研究，馬場對賽馬有關用

材、用具的技術標準、安全標準、質

量標準都比較熟悉，在部分領域實現

了國產替代。比如，胡蘿蔔作為馬匹

重要的零食，已經由滿足相關資質的

廣州本地企業提供，不僅實現了在地

供應，甚至去年還首次出口到香港，

供應沙田馬場。馬匹食用的鮮草，也

有類似情況。又比如，從化馬場使用

的馬房木墊片（馬匹休息時用），全

部由內地企業生產、供應。

「事實上，還有很多圍繞馬產業的

用品用具，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大灣區

製造業來說，研發生產難度並不高。

如今，我們也從海關角度，圍繞賽馬

產業鏈去做研究。比如，先從馬匹的

食材開始，再到馬具、工具等，推動

企業研發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甚至高於

國外水平的設備、設施，助力大灣區

打造高起點、高定位、高水平的世界

級馬產業經濟圈。」 廣州海關所屬

從化海關駐馬場辦事處主任張震亞

說。

從化馬場最新數據
◆面積：150公頃
◆跑道：4條
◆馬房：12棟
◆常駐馬匹：約550匹
◆同時可馴養馬匹數量：1,100匹
◆累計進出馬匹：3萬匹次
◆登山跑道：1條（從化馬場獨有）
◆看台席位：9,500個（含工作人員
席）

◆擁有員工：約900名，其中，近半
是內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廈門報道）以「保護
海洋生態系統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主題的世界
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主場活動8日在福建廈門
舉行。自然資源部副部長、國家海洋局局長孫書賢
指出，中國已與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合作協
議，緊密對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國
「海洋十年」等重大合作進程，藍色朋友圈日益擴
大。未來將構建開放包容、具體務實、互利共贏的
藍色夥伴關係，秉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度參
與全球海洋治理機制和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

他介紹，「十四五」以來，海洋經濟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重保持在8％左右；2023年，中國海洋經
濟總量達到9.9萬億元人民幣，在「穩增長」和保
障經濟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表示，今
後中國將進一步健全多層次對話合作機制，構建開
放包容、具體務實、互利共贏的藍色夥伴關係；高
質量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沿海國家開
展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雙邊多邊合作，持續
落實《「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秉持海
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機制和

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支持聯合國「海洋十年」行
動等海洋治理進程等，攜手共建和平之海、繁榮之
海、美麗之海。
孫書賢還說，當前中國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
善，局部海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明顯提升，人民群
眾臨海親海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顯增強。
據同日發布的《2023年中國海洋生態預警監測公

報》顯示，中國近岸海域海水鹽度、溶解氧、酸鹼
度和化學需氧量無明顯變化，無機氮、活性磷酸鹽
有所下降，浮游植物、浮游動物、大型底棲動物物

種數和多樣性指數總體保持穩定。公報還稱，2017
年至2023年，中國對典型海島持續開展生態監測，
監測海島數量由130個擴大到344個，結果顯示，海
島生態狀況以「優」「良」為主。其中，持續開展
跟蹤監測的海島65個，「優」「良」比例由原來的
48.1%上升到 52.7%，生態狀況穩中有升。

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主場活動廈門舉行

中國「藍色朋友圈」擴大 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

雙層馬房竣工 容納馬匹數量倍增

馬匹用上國貨 吃上國產「零食」

特稿特稿

◆正在散養區休息的賽馬。

◆從化馬場新建雙層馬房內部的「沙滾房」，馬匹可
以在這裏放鬆腰部。

◆賽馬在進入馬房前接受智能設備的「無感」測溫。 ◆從化馬場新建成的雙層馬房（局部）。

◀海關關員正在對入駐的馬匹進行日常監管。

▲馬匹抵達從化馬場海關查驗監管區。

◆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主場活動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