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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承蒙貴委員會邀請，報告本會業務推動情形，謹提出

口頭報告，另備詳細書面報告，敬請指教。 

壹、近期工作重點 

一、審慎應處中共對臺複合性施壓，堅定維護臺海和平 

中共在我總統大選後，持續對臺進行複合性施壓，

以利誘我邦交國諾魯斷交，及阻我主辦亞洲 U20 男排錦

標賽，意圖框限臺灣國際空間；另陸方片面宣布改變

M503 等航路運行，及利用「三無」船舶等事件操作灰色

地帶行動，其企圖改變臺海和平穩定現狀的各種作為，

已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切。 

今年中共「對臺工作會議」、「兩會」報告，仍堅持

「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及運用「軟硬兩手」策

略，既推動「促融促統」，也加強對臺滲透分化與遂行認

知作戰，同時於國際場合宣揚「一中原則」，矮化我國主

權地位。面對中共對臺複合性施壓，政府秉持不屈服、

不挑釁原則，致力穩定兩岸關係，強化自我防衛能力與

經濟、社會韌性，與理念相近國家積極合作，堅定維護

臺海和平現狀。   

二、續促陸方停止對臺經貿施壓、變更航路等不當脅迫 

近期中共持續以政治因素干擾兩岸經貿往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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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我多項農漁產品輸陸，片面認定我方構成貿易壁

壘，對臺灣聚碳酸酯產品課徵臨時反傾銷稅，中止 12 項

ECFA 早收石化產品優惠關稅，並稱將研究中止農漁、機

械、汽車零配件、紡織等項目優惠關稅；同時單方操作

兩岸融合發展措施，拉誘臺青赴陸發展，吸納我人才與

資金，企藉以提升其經濟發展。政府除呼籲陸方停止以

政治操作外，並持續提醒臺商在陸經營風險，協助業者

分散市場，研擬具體因應對策及輔助措施，降低陸方經

濟脅迫對我國內產業的影響。 

另針對陸方今年 1 月 30 日未經兩岸溝通，即片面宣

布改變 M503 航路及 W122、W123 銜接航路運行方式，

不顧及飛安，意圖片面改變臺海現狀，破壞兩岸關係及

衝擊區域和平穩定。政府已嚴正抗議，並要求陸方立即

停止不當作為，儘速與我方透過既有機制進行協商，確

保區域飛航安全及臺海和平穩定。 

三、因應整體情勢變化，適時調整兩岸經貿政策措施 

為便利春節期間民眾返鄉，政府已於 1 月 8 日公布

「兩岸 13 個客運包機航點開放春節前後各 10 日可飛航

班機」；另於 2 月同意調增金馬「小三通」客運航線航

班，因應金馬地區旅運需求。 

此外，政府原規劃春節前宣布開放兩岸人民組團雙

向觀光旅遊，然因陸方迄未同意開放陸客旅行團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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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片面宣布改變 M503 等航路運行，考量情勢變更與國

人旅運飛航安全，及陸方擴大適用新版「反間諜法」造

成國人赴陸風險增加等因素，原規劃作業暫緩推動，惟

只要陸方願釋出善意，兩岸氣氛朝良性發展，政府不排

除進行適當調整。 

四、正視陸方「三無」船舶問題，靜待司法調查釐清真相 

自 2 月中旬陸方「三無」船舶意外事件發生以來，

政府盡全力協助罹難者家屬，秉持最大善意原則，配合

家屬意願提供必要協助。臺灣是法治國家，應相信司法

機關調查程序以釐清事件發生原因，期盼各界靜待檢方

完成調查及公布客觀公正的事實真相，才能使家屬盡快

得到真正的撫慰。兩岸應珍惜雙方長期以來海上執法所

累積的成果，正視陸方對其「三無」船舶未嚴加管理，

造成對海洋資源與兩岸漁民合法權益造成的危害，避免

憾事再度發生。 

五、推動陸生納入健保，營造學習及生活友善環境 

為推動在臺學位陸生享有與外籍生及僑生相同的全

民健保待遇，政府已於 2 月 1 日起開放學籍超過 6 個月

且已完成註冊的陸生納保。本會先前已會同教育部及健

保署等機關積極整備配套作業，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多層

次溝通宣導，2月 1日已有學位陸生 800多人完成納保，

讓陸生在臺學習及生活環境更加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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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工作方向 

一、預判整體情勢變化，積極應處並管控風險 

當前國際情勢及美中互動，均可能連帶影響臺海安

全與兩岸關係，政府將持續分析研判中國大陸內部情勢

與中共對臺作為，及區域與國際格局變化，包括俄烏戰

事、以哈衝突、韓半島等區域爭端，及美國大選對美中

臺關係影響等，審慎評估情勢變化，預為管控風險，以

維護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 

二、妥慎應對陸方對臺經貿脅迫，強化臺灣經濟韌性        

面對中共持續對臺經貿施壓，政府向以「臺灣優

先」作為最高原則，促陸方不設政治前提，依既有機制

與我方協商解決；同時也妥慎應對陸方對臺經貿脅迫作

為，穩健維持兩岸經貿正常交流。本會將協同相關機關

持續關懷臺商需求，協助臺商強化供應鏈韌性、輔導產

業轉型及多元布局。 

三、關懷陸配在臺生活，檢視相關法規與權益 

本會長期關懷陸配在臺生活情形，協助其融入臺灣

社會及民主法治體制。針對近期外界關心是否縮短陸配

歸化年限議題，由於陸籍與外籍人士身分轉換，在臺灣

社會面對境外人口移入議題上，經由社會長期調適，已

建立分由不同法令規範，並形成常態處理程序，任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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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調整均須綜合考量各種政策因素及社會共識。本會

將檢視陸配相關法規及權益，持續蒐整社會各界意見，

並由相關機關做整體性評估。 

三、提升在臺港澳人士服務，完善港澳居民來臺規範 

為提升對在臺港澳人士的服務，本會除持續推動與

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建立聯繫窗口，並與財團法人臺港

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等民間團體合作，共同策劃多元且

深度的主題交流互動，強化在臺港澳人士與在地連結，

增進臺港澳相互瞭解、融合共好。本會亦將協同主管機

關持續完善港澳居民來臺居留定居規範，協助更多港澳

人士順利在臺安居樂業。 

四、強化及落實安全管理，推動兩岸健康有序交流 

政府推動兩岸健康有序交流的政策立場沒有改變，

將持續配合相關情勢發展，綜合研判並滾動檢視兩岸交

流規範及管理機制，逐步調整、放寬邊境管制措施，並

強化及落實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安全管理，營造健康有序

之兩岸交流環境。另針對陸方誘引我青年赴陸就學、發

展，本會也將持續強化我青年學生對中國大陸的瞭解，

提醒赴陸可能面臨之問題與風險，並注意在陸期間的人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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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近 8 年來，政府堅守「四個堅持」，不挑釁、不冒進

的兩岸政策立場，獲得臺灣主流民意及國際社會的普遍

肯定。維繫臺海和平穩定是兩岸應當共同承擔的責任，

也是維繫亞太區域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兩岸分

歧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變現狀。

我們呼籲中共當局把握臺灣選後的兩岸關係新局與契

機，以開放、理性的態度，重新建構兩岸的善意互信，

推展良性互動的兩岸關係，共同促進臺海與區域穩定繁榮。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