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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第第第 209 次諮詢委員會議與會委員就次諮詢委員會議與會委員就次諮詢委員會議與會委員就次諮詢委員會議與會委員就「「「「兩岸兩兩岸兩兩岸兩兩岸兩

會會會會互設互設互設互設辦事機構辦事機構辦事機構辦事機構」」」」議題發言重點議題發言重點議題發言重點議題發言重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今年 5月 30日舉行第 209次諮詢委員會

議，就「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進行討論，與會諮詢委

員發言重點摘述如次： 

一、 本會首先進行引言報告，就「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規

劃重點、法制配套及協商進展等進行說明： 

（一） 為因應兩岸關係互動頻密發展的實際需要，及建構兩

岸穩定及制度化的互動模式，政府推動兩岸兩會互設

辦事機構。根據本會民調顯示，超過七成的比例贊同

海基會在陸辦事機構能落實官方辦事機構的功能與業

務。 

（二） 鑒於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牽涉層面廣泛、困難度

高，本會邀相關部會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就所涉之

協商規劃、法規修訂、說明溝通、行政配套及安全評

估等，擬訂整體工作計劃，並就所涉具體工作項目進

行規劃研究，期以縝密的評估與研議，完善落實相關

配套，確保國家利益。本會並依兩岸條例第 6條規定，

提出「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在臺灣地

區設立分支機構條例草案」，訂定大陸來臺設立辦事機

構相關許可及管理事項，除落實國會監督外，該草案

的提出亦已成為立法引導行政部門協商的重要助力。 

（三） 在本案的協商推動上，政府對於階段性雙方達成的共

識，均秉持公開與透明原則，適時對外公布，除增進

民眾的瞭解與支持，並汲取輿情反應與各方意見，將

之反饋為協商方案的重要參考，這在過去的協商中是



第 2 頁，共 3 頁 

 

前所未見的。在本次諮詢委員會議中，也就「如何增

進朝野各界對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支持」、「後續

協商應爭取之實質功能」、「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對

兩岸關係正常化及和平穩定的意義」等，就教學者專

家並聽取相關建言。 

二、 與會委員針對本項議題廣泛討論，包括： 

（一）有委員表示，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是兩岸關係制度化

的重要指標，應設定短、中、長程目標，循序推動。與

會部分委員認為，國會及民意是臺灣最大的資產，在本

議題的規劃及協商中，朝野應良性溝通，行政與立法部

門也應相互支持，為國家共同利益齊心努力。 

（二）在辦事機構的功能方面，有委員表示，提供旅行證件申

請與發放的便利，是辦事機構相當重要的服務功能，期

待政府在後續的協商中，為兩岸民眾持續爭取實質服務

功能；並指出辦事機構功能的發揮有賴組織結構及運作

方式的設計，另建議海基會在大陸的辦事機構，可與我

在陸臺商建立互動機制及相輔相成的夥伴關係。 

（三）與會委員也指出，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有事實和客觀

上的需要，對政府推動本案的積極作為與態度予以肯

定，包括在「辦理旅行證件」、「爭取人道探視功能」、「爭

取保障及便利措施」、「訂定辦事機構人員的行為規範」

等方面，確實做到看守臺灣利益，對於本議題的實質進

展樂觀其成。 

（四）與會委員並提醒，政府在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的

協商上應有談判戰略思考，勿對此議題設定時間壓力，

以降低可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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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陸委會表示，針對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政府秉持公開

透明原則與各界溝通對話，除將相關社會輿論廣泛納入考

量，並持續性地徵詢學者專家、相關團體的意見；未來亦

將持續舉辦諮詢與座談，聽取各方精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