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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19 年 第 6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

令第 232号）有关规定，海关总署制定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

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现予以发布。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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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

第一章 总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海关

监管作业场所（场地）设置规范》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二、本规范要求安装监控摄像头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

包括：

（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如水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公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航空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快递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以及从

事边民互市业务的监管作业场所等。

（二）海关集中作业场地，如旅客通关作业场地、邮检作业

场地、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等。

（三）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内的功能区，如通用查验

场地、口岸前置拦截作业区、进口汽车查验区、动植物产品（含

食品）查验区、进口废物原料查验区、供港澳鲜活产品查验区、

卫生检疫查验区、公路口岸客车查验区、进境原木检疫处理区、

进境大型苗木检疫处理场等，具体设置要求详见《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场地）功能区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附件 1）。

（四）海关作业现场，如免税品商店（含销售场所和监管仓

库）、海关对外办理业务大厅、陆路口岸边境通道、停机坪等，

具体设置要求详见《海关作业现场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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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内的功能区，应在满足对应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要求的基础上，

同时满足对应功能区的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要求。

四、海关根据法律、规章的规定和海关实际监管的要求确定监

控摄像头的重点监控范围或区域。主要包括：车辆进出通道及卡口、

海关查验场地、检疫处理场地（不含第三方检疫场地）、泊位、施

解封区、查验地磅、运输工具登临区、航空箱拆板和组板区、旅检

大厅等。

重点监控区域应保证监控摄像头点位具有一定的冗余度，确保

个别摄像头出现故障时不影响海关对重点监控范围或区域的连续

监控。

五、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和视频监控系统的

其他设备、部件、材料应当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设备选型、平

台系统、集成软件应当与海关现有系统相兼容，相关工程设计及施

工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接入设备及系统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

准，并应符合相关安全管理部门要求。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视频监控系统设备选

型应当符合《海关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规范》（HS/T 58），并应根据

海关监管需要，在符合上述规范或标准要求的基础上，提高设备选

型、建设标准。

六、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应当建立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视频监控系统，通过视频监控安全设备与海关联网，视频存储时间

不少于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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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应根据海关监管需要，合理设

置摄像头安装点、监控范围，并应当采用照明、红外等方式，保证

监控摄像头夜间监控的清晰度。

八、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应建立符合海关网络安全要求

的机房或机柜，用于安置监控摄像头的存储、联网、集成等相关设

备。

九、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是指对摄像头的镜头焦距和监控视

角（范围）的调动控制权，分为海关专控和海关主控。海关专控是

指监控摄像头只能由海关控制，海关主控是指海关在执行对监控摄

像头的调动时，不允许其他控制方调动。

十、海关对与海关联网的监控摄像头实行编码管理，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场地）经营单位应当按《海关视频监控摄像头编码规则

和图像标识规范》（附件 3），对联网的监控摄像头进行统一编码及

标识。

十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应按照《海关监

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管理要求》（附件 4）进行日常管

理和运维保障。

十二、本规范适用于对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监控摄像头及相应视频监控系统软硬件的管理。

十三、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对有关场所、场地或区域的监控摄

像头选型和安装、使用有相应规定的，从其规定。海关实施本规

范的规定不妨碍其他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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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

第一节 水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泊位

（一）应对泊位、装卸区域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船舶靠泊、检疫信号悬挂、人员上下、货物装

卸和物料添卸、废弃物移下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堆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货物出入口、场内区间通道、围网

（墙）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

出、货物堆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仓库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装卸区、理货区、货物出入口（卡

口）、人员进出通道以及库内区间通道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

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

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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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筒仓（贮存散装物料的仓库）

（一）应对货物出入口、装卸区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

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装卸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

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六、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七、船员专用通道

（一）应对监管运输工具人员进出场所专用通道出入口设置

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有关人员进出、随身

携带物品和办理相关程序的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根据海关监管需要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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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八、施解封区域

（一）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施/解封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能完整监控车体施/解封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在通道进行施封作业的，应满足上述设置要求。

九、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由于机械吊装、履带运输、水岸泊位、铁路轨道等因

素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在相关区域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十、检疫处理区

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木质包装等检疫处理作业位

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能够完整监控检疫处理作业过程。监控摄

像头海关专控。

十一、内贸区

参照上述区域设置要求执行。

第二节 公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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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三、超期货物存放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四、装卸场地

（一）应对车辆停放装卸区、出入口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号、人员进出、货物装卸和作业

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五、运输工具登临检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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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在对运输工具停靠检查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号、登临作业过程。根据海关监管

需要，安装具备车牌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在卡口、查验场地进行运输工具登临检查的，应同时

满足上述要求。

六、施/解封区

（一）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施/解封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能完整监控车体施/解封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在通道完成施封作业的，应同时满足上述设置要求。

七、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由于机械吊装、履带运输、水岸泊位、铁路轨道等因

素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在相关区域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八、检疫处理区

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木质包装等检疫处理作业位

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能够完整监控检疫处理作业过程。监控摄

像头海关专控。

九、内贸区

参照上述区域设置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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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航空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仓库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装卸区、拆板和组板区、集拼区、

理货区、仓库货物出入口、提货和交货通道（区域）、人员进出通

道以及库内区间通道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

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装卸

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超期货物存放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装卸

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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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卸场地

（一）应对车辆停放装卸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号、人员进出、货

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应对空侧进出口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

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装卸和作业过程，并应设置广

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六、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由于机械吊装、履带运输、水岸泊位、铁路轨道等因

素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在相关区域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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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检疫处理区

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木质包装等检疫处理作业位

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能够完整监控检疫处理作业过程。监控摄

像头海关专控。

八、内贸区

参照上述区域设置要求执行。

第四节 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铁路到发线

应在列车抵达、驶离到发线的固定轨道线路两侧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对铁路线进行交叉式监控。监控范围确保能够监控车辆

抵达、驶离情况，监控画面应覆盖列车整体情况，并确保车辆处

于连续监控。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运输工具登临检查区

（一）在列车停靠位置高点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

保能够清晰监控列车车头整体情况、人员实时动态。监控摄像头

海关主控。

（二）根据海关监管需要，安装具备对现场作业人员的清晰

辨识（或智能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固定式（列车）H986 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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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台非侵入式检查设备检入、检出口各对应设置摄像

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列车出入的全过程。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在机检通道内高位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监控范围

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机检检查的整个过程。

四、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室内/外作业区

（一）应对运输工具停靠、装卸作业等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

点。监控范围覆盖海关作业现场整体区域，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作

业现场的货物装卸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在高点位置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作业区域

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根据海关监管需要，安装具备对现场作业人员的清晰

辨识（或智能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六、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

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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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七、超期货物存放区

（一）应在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

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八、施/解封区

（一）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施/解封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能完整监控车体施/解封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在通道进行施封作业的，应满足上述设置要求。

九、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由于机械吊装、履带运输、水岸泊位、铁路轨道等因

素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在相关区域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十、检疫处理区

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木质包装等检疫处理作业位

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能够完整监控检疫处理作业过程。监控摄

像头海关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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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内贸区

参照上述区域设置要求执行。

第五节 快递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理货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装卸区、货物出入口（卡口）、人员

进出通道、库内区间通道、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待查验区和待放行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装卸区、货物出入口（卡口）、人员

进出通道、库内区间通道、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

（一）应对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的上线口、下线口、线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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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备与查验室连接通道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

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货物进出查验室和作

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放行区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装卸区、货物出入口（卡口）、人员

进出通道、库内区间通道、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查验区（室）

（一）应对机检查验室、人工查验室、货物出入口、机检屏

幕、人工查验台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

控货物进出、机检过程、人工查验等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摄像头海关专控。

六、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

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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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七、超期货物存放区

（一）应在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出、人员进出、货物

储存情况、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八、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九、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由于机械吊装、履带运输、水岸泊位、铁路轨道等因

素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在相关区域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十、检疫处理区

应对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木质包装等检疫处理作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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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能够完整监控检疫处理作业过程。监控摄

像头海关专控。

第六节 从事边民互市业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一、卡口

（一）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监控

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对卡口区域前后各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

卡口整体区域的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一线安全准入检查区

应对运输工具停靠检查位置、登临作业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号、登临作业过程。根据海关监

管需要实现车牌识别功能。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三、交易区

（一）应对交易商铺、柜台等交易区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边民交易行为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

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结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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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收银台、业务办理窗口等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边民结算的全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申报区

（一）应对申报台、申报窗口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边民申报全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根据海关监管需要，申报台摄像头、申报机实现人脸

识别功能。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六、待检区

（一）应对停靠检查位置、出入口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

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辆车牌号、停靠位置、车辆和人员进出

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七、待放行区

（一）应对运输工具停靠检查位置、出入口设置摄像头监控

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辆车牌号、停靠位置、车辆和

人员进出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八、物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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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进入卡口至离开卡口的主要物流通道设置相应的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辆动态、车辆特征，沿途

对完整物流链进行监控。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九、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

（一）应对货物堆存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进出、货物储存情况、

货物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

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十、围网（墙）

（一）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

整个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闸口式边民互市类场所相关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应比照

上述要求设置。

第三章 海关集中作业场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

第一节 旅客通关作业场地

一、旅检大厅

（一）卫生检疫区。

1. 现场监测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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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卫生检疫等候区域、医学巡查专用区域、体温监测区域、

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区域、健康申报及咨询台、卫生检疫查验台

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等候、通过

秩序以及医学巡查、体温监测、申报咨询等海关作业过程。摄像

头应具备音频采集功能，满足对卫生检疫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

的要求。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2. 现场排查处置作业区。

（1）应对医学排查室、（负压）临时留验室、隔离室、传染

病病原体快速检测实验室、旅行健康室、核生化排查处置室、核

生化应急处置室、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室、洗消室、应急物资

储备室、独立转诊通道等各类功能用房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

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各区域海关作业过程。根据海关监管需要，

安装具备对作业人员的清晰辨识（或智能识别）功能的摄像头。

摄像头应具备音频采集功能，满足对申报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

的要求。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2）根据海关管理要求，对现场排查处置作业区各类技术用

房出入口及内部作业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摄像头应具备音频

采集功能，满足对申报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的要求。监控摄像

头海关专控。

3. 临时隔离处置区域。

应在临时隔离处置区域上端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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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够清晰监控人员通过秩序、海关作业过程。根据海关监管需

要，安装具备对现场通过人员及作业人员的清晰辨识（或智能识

别）功能的摄像头。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4. 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

的交叉覆盖，满足对该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现场排查处置作业

区还应具备音频采集功能，满足对排查、处置的全过程进行清晰

录音的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申报区。

应对申报台及申报等候区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够清晰监控申报作业过程。摄像头应具备音频采集功能，满足

对申报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的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三）识别和拦截区。

1. 应对通道的旅客行走范围、通道机检设备区设置摄像头监

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旅客行进过程及海关作业过程。

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

覆盖，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2. 应对工作人员通道的人员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工作人员进出情况。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

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监

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查验区。

1. 应对人工查验台等作业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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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够清晰监控查验作业过程。摄像头应具备音频采集功能，

满足对查验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的要求。并应在查验台正上方

设置至少 1个云台摄像头，满足在查验作业过程中对查验物品的

清晰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2. 应对机检显示屏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

够清晰监控关员作业情况及机检显示屏图像。监控摄像头海关专

控。

（五）集中处置区。

1. 应对问讯室出入口、海关执法作业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

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问讯过程。摄像头应具备音频采

集功能，满足对问讯过程进行清晰录音的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

专控。

2. 应对海关处置区人员进出、海关执法作业区域设置摄像头

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处置作业过程。摄像头应具

备音频采集功能，满足对处置作业过程进行清晰录音的要求。监

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3. 应对暂不予放行物品仓库货物堆存区域、出入口设置摄像

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进出及物品储存情况。

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

覆盖的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水路运输旅检类现场

（一）泊位（邮轮、游艇、客轮泊位）。

1. 应对人员船舶停靠、登离船口、行李物品装卸口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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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船舶、人员登离船过程

及行李物品装卸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2. 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

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缓冲区。

1. 缓冲区是指出境人员办理海关手续前及完成通关手续后

离开边境线、进境人员离开运输工具至海关申报区域的范围（边

检作业区除外）。

2. 应对缓冲区人员行走通道或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行进过程，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

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行李装卸区。

应对行李装卸区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

控行李装卸全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先期机检区。

设置有先期机检区的，应对机检上线、下线等作业区域设置

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托运行李机检过程。应

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

盖的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五）托运行李物品集中/提取区。

应对行李物品集中/提取、提取行李物品人员设置摄像头监控

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全方位监控该区域监管秩序。应以固定摄像

头和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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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

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六）行政车辆卡口。

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

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并应设置广

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七）工作人员通道。

应对通道的工作人员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清晰监控工作人员通道人员进出情况。应以固定摄像头和

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

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公路口岸旅检类现场

（一）上、下客区域。

现场设有上、下客区域的，应对车辆停靠位置、人员上下区

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车辆车牌、旅客

上下车及行李装卸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缓冲区。

1. 缓冲区是指出境人员办理海关手续前及完成通关手续后

离开边境线、进境人员离开运输工具至海关申报区域的范围（边

检作业区除外）。

2. 应对缓冲区人员行走通道或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行进过程。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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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旅检车道卡口。

应对车道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进出卡口车辆的车牌、司机及车辆尾部

情况。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

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工作人员通道。

应对通道的工作人员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清晰监控工作人员进出情况。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

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监控摄像

头海关主控。

（五）旅检车辆查验区。

应对实施查验作业的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

能清晰监控查验作业全过程。并应在查验区内高处设置广角或云

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及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要求。

查验区内设有旅检车辆机检设备的，监控范围应满足对客运车辆

机检查验全过程的监控。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六）围网（墙）。

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整个围

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

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航空口岸旅检类现场

（一）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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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缓冲区是指出境人员办理海关手续前及完成通关手续后

离开边境线、进境人员离开运输工具至海关申报区域的范围（边

检作业区除外）。

2. 应对缓冲区人员行走通道或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行进过程。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

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行李装卸区。

应对行李物品的装卸区域、作业人员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

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行李装卸全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先期机检区。

应对机检上线、下线等作业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

围确保能清晰监控托运行李机检过程。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

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监控摄

像头海关主控。

（四）托运行李提取区。

应对每个行李转盘设置摄像头监控点，满足对所有转盘托运行

李提取的监控需求。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

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工作人员通道。

应对通道的工作人员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清晰监控工作人员进出情况。应以固定摄像头和云台摄像

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监控摄像

头海关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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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中转、过境区域。

航空口岸设置有国际中转、过境区域的，国际中转区域和过

境区域参照旅检大厅摄像头设置规范进行设置。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五、铁路口岸旅检类现场

（一）月台。

应在月台两端分别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

监控旅客上下车情况。

（二）缓冲区。

1. 缓冲区是指出境人员办理海关手续前及完成通关手续后

离开边境线、进境人员离开运输工具至海关申报区域的范围（边

检作业区除外）。

2. 应对缓冲区人员行走通道或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

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行进过程。并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

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三）行政车辆卡口。

应对卡口的车头前方、车尾位置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

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司机、车辆尾部等情况。并应设置广

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

主控。

（四）工作人员通道。

应对通道的工作人员行走范围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

确保能清晰监控工作人员通道人员进出情况。应以固定摄像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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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摄像头组合的方式，实现对该区域的交叉覆盖的监控要求。

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五）围网（墙）。

1. 根据海关的监管要求以及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以满足整个

围网监控的连续性为原则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

清晰监控翻墙、抛物等情况。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第二节 邮检作业场地

一、邮件装卸区

（一）应对车辆停放装卸区、出入口、围网（墙）等设置摄

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车牌号、人员进出、邮

件装卸和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分拨（处理）区

应对邮件分拨（处理）作业的区域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

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邮件分拨（处理）全过程。

三、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

（一）应对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的上线口、下线口、线体以

及设备与查验室连接通道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

够清晰监控邮件进出自动传输和分拣设备、邮件进出查验室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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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主控。

四、查验区（室）

（一）应对机检查验室、人工查验室、邮件出入口、机检屏

幕、人工查验台以及毒品快速检测室、检疫隔离仓库、检疫鉴定

初筛室等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货物进

出、机检过程、人工查验等作业过程。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摄像头海关专控。

五、海关处置区

（一）留存邮件仓库等海关处置区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

范围确保能够清晰监控鉴定、隔离、检疫处理等作业过程。监控

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应设置广角或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式监控要

求。摄像头海关专控。

六、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审查室

应对室内、出入口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保能清晰

监控人员进出及作业过程。摄像头海关专控。

七、未办结海关手续的邮件存放区（存放待申报、待查验、

待处置等各类未办结海关手续邮件的仓库）

应对邮件存放区域、出入口设置摄像头监控点，监控范围确

保能清晰监控人员进出及邮件存放情况。摄像头海关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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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

一、围网（墙）和场所出入卡口

应安装摄像头，满足对人员和货物出入场所情况进行监控的

要求。监控摄像头海关专控。

二、装卸区域

应安装云台摄像头，摄像头视角应能监控货物外观状态，满

足对货物的装卸、装车等情况进行监控的要求。摄像头海关专控。

三、隔离作业区

四角及居中的高点位置安装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及

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监控查验动物生长、生活情况以

及隔离作业全过程。摄像头海关专控。

四、隔离检疫区

出入口应安装摄像头，满足对货物和人员进出场情况进行监

控的要求。摄像头海关专控。

五、技术用房出入口

应安装摄像头，满足对人员出入情况进行监控的要求。摄像

头海关专控。

附件： 1．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功能区监控摄像头

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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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关作业现场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

3．海关视频监控摄像头编码规则和图像标识规范

4．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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