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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新聞參考資料】有關中國大陸自 9月 1日起

全面推行臺灣民眾得申領居住證之說明 

107年 9月 1日 

關於中國大陸 8 月 19 日對外公布，自 9 月 1 日起實行「港

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聲稱臺灣民眾符合在陸居

住半年以上、具合法就業、合法住所、連續就讀等條件之一，

得申領陸方居住證，申辦居住證者無須在中國大陸設籍，尚

無違反兩岸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不會有註銷臺灣戶籍的問

題。惟大陸委員會補充說明如下： 

一、 居住證是陸方一連串「名為惠臺、實則利中」對臺統

戰措施的一環：中國大陸所核發的居住證，是繼今（

107）年2月先後推出對臺31項措施及取消臺港澳人員

就業證等措施後，另一項統戰措施。據陸方聲稱該證

可便利臺灣民眾在中國大陸工作、學習、生活及保障

合法權益，惟該證只是在對我赴陸民眾以「生活便利

」為糖衣，將臺灣民眾視為其公民，並納入其戶政管

理系統。 

二、 居住證具有將我內國化之政治圖謀：中國大陸所核發

的居住證採取與中國大陸居民身份證相同的18碼編

碼方式，兩者格式設計及圖徽、揭露訊息等，幾乎一

致，居住證僅多列通行證號碼（臺胞證號碼）。搭配

對申領者提供趨近已設籍之待遇，陸方內國化與矮化

我主權地位的政治圖謀已昭然若揭，絕非其所對外宣

稱核發居住證予我方民眾僅係為了提供生活便利之

目的，是陸方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與政治融合發展的單

方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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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中國大陸對於領用居住證只單方宣傳享有3項權利

、6項服務及9項便利，但各方質疑申領居住證後存在各

種風險與困難，包括： 

（一） 陸方甫於今年 8 月 31 日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並

隨即於 9 月 1 日起實施「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

，經比較其內容，稅法新制與居住證所要求的居住期

間，基本一致，前者明訂在中國大陸境內居住滿 183

日者，視為稅務居民。後者明定符合在陸居住半年以

上、具合法就業、合法住所、連續就讀等條件之一，

得申領該居住證；由此可知，二者均以相一致的居住

期間，作為法規要件，絕非陸方所謂「無對應關係」

一語，所可含混帶過，未來持有居住證的臺灣民眾都

可能會被要求就全球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增加稅務

負擔。 

（二） 另有民眾質疑居住證申辦期限，所謂半年是一年內住

滿半年？或是連續住滿半年？而在居住證效期（5 年

）內如跨省工作、搬家或轉學、回臺等，居住證之效

力為何等未知的風險。 

（三）中國大陸稱居住證持有人享有參加社會保險(養老、醫療

、失業、工殤、生育)，繳存、提取和使用公積金之權利(五

險一金)，但陸方社保管理，一直存在監督不足與貪腐、

保險基金操作不佳等問題；且中國大陸醫療保險的保

費負擔較重，也有無法給付或結算繁複等問題，臺灣

民眾參加中國大陸的五險一金，看似增加權益，實質

上反而可能是增加負擔。 

（四）臺灣民眾申請居住證需提供指紋資料，未來在陸的行

止動態，恐遭蒐集掌握，同時中國大陸近年也建置「

天網」工程，透過監控系統，全面對民眾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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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歐威爾小說「1984」所描述的「警察國家全面

監控」景象，在中國大陸已經發生，領取居住證的臺

灣民眾未來也會面對更多的監控與暴露隱私的挑戰。 

四、提醒民眾申領前應停、看、聽 

政府充分理解往來兩岸生活、工作或求學的臺灣民眾，

在中國大陸所面臨的種種不便及承受的壓力，我們將密

切關注相關措施對於民眾的影響。惟截至目前為止，中

國大陸對各方所提出有關居住證的各種風險、質疑及「

民眾被申請」的報導，都未作出相關回應及說明，因此

提醒民眾在申領居住證前應先停、看、聽，關注後續的

申領及使用情形，避免影響自身權益。 

五、政府基於國家安全利益作必要之管理 

（一）研議建立申報登記制度 

對於在陸就業、就學及生活之臺灣民眾，雖基於生活

便利、群眾壓力或其他外來因素而申領居住證，惟基

於行政管理需要，有效掌握臺灣人民領用居住證之數

量及情況，並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應採取最小範圍

之必要管理。目前政府已著手研議於兩岸條例，增訂

申報登記制度。 

（二）妥善處理兩岸公法上權利義務衝突與社會資源重複配

置問題 

1、為防範居住證對兩岸公法上權利義務務所造成的衝突

，政府將就申領者任重要機敏公職員或參政權益，研

議採取必要適當的管制措施。 

2、針對持居住證者繳納稅捐問題，在中國大陸所享有養

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與我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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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有重複或相斥的部分，政府亦將進行檢視調整

。 

六、對於中國大陸以居住證這種片面將我「內國化」的政治

圖謀，改變不了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客觀事實，政府

會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及保障民眾權益福祉。本會也呼籲

陸方應放棄這種心口不一的統戰手法，才能開啟和平穩

定、互利雙贏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