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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口岸驚現「倒瀉龍蝦」！自今年初香港與
內地全面通關，兩地人員往來及經濟活動復常，
走水貨活動亦「復活」，以螞蟻搬家方式走私。有
市民數日前經羅湖口岸過關時，拍下 「一步一隻
龍蝦」 奇景並放上網，據稱是一批水貨客攜帶澳
洲龍蝦闖關時被截獲，有人將龍蝦就地棄置。

據了解，澳洲自2020年年底停止向內地出口
龍蝦，造成供不應求，有走
私集團趁機利用香港作為偷
運跳板，謀取高三倍暴利。
海關關長何珮珊前年履新
時，也提及要掃蕩走私勾
當，包括重點打擊走私龍蝦
等。

螞蟻搬家運龍蝦 闖關失敗亂丟棄
羅湖口岸一步一隻市民拍片放上網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鍾偉畧 劉國光

港鐵上水站C出口，是水貨集團散貨
的黑點之一，每逢假期、節日，站外人
頭湧湧，到處都是招攬水貨客的組頭，
以及背着包、拖着行李篋等待拎貨的水
貨客。

港鐵站口交易肆無忌憚
大公報記者上月底連續兩日在上水站

所見，即使政府部門在C出口裝有 「天眼」
監控，但一些水貨客肆無忌憚地在 「天
眼」 下分貨，一小時內有近20名水貨客取
貨。

水貨客會先出示證件登記，組頭會簽
發一張收據，水貨客便會把一袋袋的貨品
化整為零塞入背包或行李篋，步入車站乘
港鐵離開。

也有部分組頭比較謹慎，寫好收據後

會要求水貨客到另一處取貨。有水貨客透
露，通過螞蟻搬家形式走私到內地的大多
數是日常用品，如化妝品、奶粉、藥物等
等，每走一轉有百多元收入。

其間，記者見到有警員上前盤查和驅
趕，也有食環署人員巡視。不過當執法人
員離開後，水貨客和組頭又回到原處繼續
分貨。

除了水貨客擾民外，也有無牌小販佔
道經營，特別是傍晚6時下班時間，數輛小
販車錯雜擺在行人道上，對途人造成嚴重
不便。

議員及街坊促加強打擊
在上水站附近居住的伍先生和劉先生

表示，通關後水貨客復現，影響周邊環境
和通行。而小販阻街現象一直都存在，難

以避免。
自小在上水長大的周先生表示，水貨

客不但阻街而且製造垃圾和污染環境，嚴
重時會由港鐵站去到新康街附近一帶，為
免麻煩寧願選擇兜路行，他希望政府在水
貨黑點裝 「天眼」 監控和加強巡查，以及
加重罰則， 「水貨客如無利可圖自然就會
絕跡啦」 。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通關後水貨
客活動明顯比疫情期間多了，雖然沒有達
到疫情前的密度，但對市民都帶來一定程
度的滋擾。

政府部門雖然有加強執法力度，但震
懾的威力還不夠強大，他希望有關部門除
了加強巡邏外，也要同內地執法部門合
作，從水貨貨源和水貨客源頭雙方面進行
打擊。

水貨客擾民阻街再度出現，上水更成為重災區，警方、
食環署等多個部門，近月來在上水展開多次聯合執法行動，
打擊區內水貨活動。

立法會議員呼籲，政府部門除了加強巡邏密度外，也要
同內地執法部門合作，從源頭上進行打擊。

大公報記者 黃山、蘇荣（文） 盧剛昌（圖）

新聞
追蹤

掃一掃 有片睇

水貨客重現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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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警方聯手打擊阻街
針對上水港

鐵站外及石湖墟
一帶水貨客活動黑點，食環署在
1月8日至3月1日進行共106次執法
行動，當中13次與相關部門採取
聯合執法行動，並因應違反相關潔
淨法例／店舖阻街／違例阻礙通道
的情況，共發出221張定額罰款通
知書，拘控一名無牌販賣並造成阻
礙的人士，並票控三名涉嫌在公眾
地方營業過程中造成妨礙的持牌小
販。

改善環境衞生減滋擾
為更有效監察有關違例棄置垃

圾的情況，食環署在上水港鐵站出
口外裝置了網絡攝錄機，以便人員
策劃更有效的執法行動，以進一步
改善環境衞生。食環署表示，會繼
續密切監察有關地點，視乎現場情
況採取適當行動，包括進行更頻密
的巡邏，以及在有需要時與相關部
門展開聯合執法行動，防止水貨客

和店舖於公眾地方擺放物品造成阻
街及影響環境衞生。

警務處表示，警方一直關注上
水分區水貨活動所造成的問題，自
1月8日至2月28日，上水分區針對
從事水貨活動，與食環署、入境
處、消防處和港鐵等部門及機構，
持續進行了多次聯合執法行動，其
間發出口頭勸喻、公眾地方造成阻
塞定額罰款通知書及交通違例定額
罰款告票。

此外，警方聯同食環署於2月
24日及2月25日，在上水港鐵站、
彩園路及寶石湖邨一帶採用「錄影
執法」方式，加強搜集證據，以打
擊涉及水貨的非法活動。行動中，
警方向懷疑非法從事水貨活動者，
發出傳票，票控他們涉嫌 「在公眾
地方造成阻礙」 。

警方表示，會繼續採取情報主
導及多部門合作模式處理及打擊水
貨客活動，以減低水貨活動在公眾
地方對市民造成的滋擾。

主動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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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下公然分貨

港跨部門嚴厲執法 掃蕩走私
知情人士指出，目前香港進口澳洲

龍蝦批發價每公斤約360港元，而在北京
的市面售價可高達1450港元一公斤，利
潤可達三倍。

近年港進口量突增13倍
相關走私龍蝦遍地的片段近日在網

上熱傳，可見拍攝人在通道上幾乎每一步
都踢到龍蝦及蝦蟹等海鮮，十分誇張。大
部分龍蝦以膠袋、膠紙或保鮮紙包裹，遍
布地上及桌面，亦有部分龍蝦似乎已掙脫
束縛，原隻展開擱置在地，場面 「壯
觀」 。從另一片段可見，數個近半身高的
藍色大膠桶塞滿邊檢人員檢獲的龍蝦，數
量巨大。據悉，現場為羅湖入境口岸，該
片段於上周四（23日）上載，估計是一
批水貨客走私事敗，為逃避刑責而隨手棄
置龍蝦，此外還有螃蟹等其他海鮮。

片段旋即惹起市民在網上熱議，有

人笑言： 「唔怪之得呢排街市少咗龍蝦
啦，原來游水返晒上去。」 亦有網民怒斥
走私客罪孽深重。內地過去一直是澳洲龍
蝦的最大進口地之一，即使澳洲於2020
年年底開始停止向內地出口龍蝦，仍不減
內地市民對龍蝦餐的熱愛，故出現供不應
求的現象。

數據顯示，2020年香港進口澳洲龍
蝦總量為97公噸，2021年大幅增加至
1352公噸，增幅高達13倍。分析認為，
香港超額進口龍蝦根本 「食唔晒」 ，十居
其九是偷運往內地。此外，澳門和台灣也
錄進口澳洲龍蝦量大增的情況。

港售價平靠薄利多銷
香港海鮮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表

示，本港進口的澳洲龍蝦大致分西澳和南
澳兩種，前者較便宜，目前批發價為每斤
180港元，零售價200多元，靠薄利多

銷；而後者的批發價則介乎200元至300
元左右。參考澳洲龍蝦在內地的市面售
價，例如在北京，每公斤可賣上折合約
1450港元，以 「入門級」 西澳龍蝦在本
港的批發價約360元一公斤，利潤可達三
倍，巨大暴利成為不法分子鋌而走險偷運
龍蝦的誘因。

李彩華續說，由於澳洲龍蝦進口香
港免收關稅，而進口內地則要繳10多%
至20%的關稅，所以就算澳洲恢復向內
地出口龍蝦，估計經香港走私偷運龍蝦北
上的情況並不會就此絕跡，但相信隨着利
潤相對降低，走私量會較現時減少。

香港海關關長何珮珊於2021年履新
時表示，走私龍蝦的過程中可能儲存不
當，引致食物會變質甚至變壞；而且這些
龍蝦未經內地相關部門的檢驗與檢疫，未
符合內地進口食物對檢疫要求，品質沒有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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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貨客圖闖內地羅湖口岸被
截查，就地棄置大量龍蝦。

網上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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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大嶼山深屈碼頭3月23日 羅湖口岸

兩地在全面恢
復通關後，走私活

動轉趨活躍，情況漸與疫情前相若，
水貨客帶貨拖篋重新 「攻陷」 上水等
派貨地區，涉及走私集團龐大利益。
最近除了有大批龍蝦被水貨客棄置於
羅湖入境口岸逃稅之外，其他違禁品
及在香港不受管制的貨品，例如紅
酒、化妝護膚品及電子產品等，這些
貨品因從外地直接運往內地需要徵
稅，所以是偷運的主要對象。據悉，
水貨客屬多勞多得性質， 「走」
9000元貨約可獲300元酬勞。

事實上，執法部門最近亦頻破走
私案。上周二（21日）海關及水警在
后海及大嶼山一帶進行反非法入境及

反走私行動，在深屈碼頭岸邊檢獲共
28箱懷疑走私龍蝦，市值約56萬
元。上月尾，警方聯同食環署在上水
進行打擊水貨客活動，票控四人阻街
及拘捕一名女子。行動中檢獲奶粉及
化妝品等約值三萬元貨物。而且，警
方在行動中採用錄影執法，加強日後
在法庭上舉證，並會向法庭強調被捕
人是否重複犯案者，讓法庭考慮相關
情況作適切判刑，增強阻嚇效果，以
儆效尤。

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口
條例》，任何人若輸出未列艙單貨
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200萬
元及監禁七年。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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