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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建構臺海與區域安全的重要一環，政府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現狀。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是兩岸重啟良性互動、長久發展的關鍵，也是臺海和平穩定的

戰略指導原則；臺灣也絕不接受「一國兩制」。面對中共當局持續加大對臺政軍施壓及滲透分

化，政府將持續落實總統揭示的反制指導綱領，完備民主防衛機制，完善國安法制，捍衛中華民

國主權、臺灣自由民主及民眾權益福祉。本會將持續以臺灣主流民意為依歸，穩健推動兩岸良性

互動關係，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壯大臺灣及保障民主制度發展。 

茲將下列努力方向納入計畫具體推動： 

一、掌握兩岸情勢發展，反制中共對臺作為，維護國家主權與民主。 

二、完善兩岸文教交流策略及管理機制，強化兩岸交流民主與安全防護網；展現臺灣民主開放與

自由發展核心價值，以多元互動模式促進兩岸資訊對等流通。 

三、穩健推動兩岸經貿往來，協助引導大陸臺商回臺投資及多元布局，動態調整兩岸經貿政策及

法規措施，促進兩岸經貿良性交流及互動。 

四、持續檢討兩岸條例相關法規，完備民主與安全防衛機制，強化兩岸人員往來安全管理，保障

民眾權益及福祉。 

五、完備臺港澳交流規範，深化港澳青年聯繫交流與互動，持續推動臺港澳關係穩健發展。 

六、因應國內外情勢及兩岸關係發展，加強兩岸政策海內外溝通說明，增進國內外各界的理解與

認同。 

本會依據行政院 110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捍衛國家主權與臺灣民主，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現狀 

（一）研判中共對臺動向等整體情勢發展，妥適應處。 

（二）推動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為基礎的兩岸良性互動，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

展。 

二、強化兩岸文教交流策略及民主防衛管理機制，促進資訊對等流通，傳遞自由民主價值與多元

文化軟實力 

（一）建立堅實的兩岸文教交流安全與民主防護網，維護交流秩序。穩健推展兩岸文教交流及

青年學生活動，展現臺灣社會自由多元及人文關懷價值。 

（二）加強臺灣青年學生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瞭解，正確認知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增進陸生對臺

灣社會民主發展之體認與支持。 

（三）運用多元活潑的互動模式，增進兩岸資訊對等交流，加強傳遞臺灣資訊自由流通之理

念，增進兩岸人民相互瞭解。 

三、掌握疫情對兩岸經貿影響，協力振興國內經濟 

（一）因應國際及兩岸經濟新情勢，加強資訊蒐集、兩岸經貿政策諮詢與溝通；依據政府兩岸

經貿政策方向，檢視調整兩岸經貿相關規定及互動。 

（二）持續強化臺商輔導、聯繫及服務相關工作，協助臺商回臺投資及多元布局，穩健推動兩

岸經貿往來。 

四、持續研修兩岸交流規範，強化安全管理機制，維護兩岸交流秩序 

（一）因應兩岸交流最新局勢發展，配合總統所揭示之兩岸政策方向，持續研修及檢討兩岸條

例相關法規，促進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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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國際及兩岸交流最新趨勢，強化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之安全管理機制，持續檢討兩岸

人員往來管理法規，促進兩岸正常、有序交流。 

（三）因應中國大陸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加強對臺統一進程，採取必要的法制作為，

完備安全防衛機制，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 

五、完善臺港澳交流規範，推動臺港澳往來互動，提升駐港澳機構服務效能 

（一）建立臺港澳交流聯繫平臺，拓展我與港澳青年之聯繫網絡，培植新興友我力量。 

（二）因應港澳情勢變化及臺港澳往來需要，持續完善法制規範、健全交流秩序。 

六、強化海內外宣導及政策溝通說明，增進各界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理解與支持 

（一）強化與民眾、學者專家、新聞媒體及國會等各界之雙向交流與政策溝通說明，擴大凝聚

政策共識。 

（二）爭取國際友我力量對兩岸關係發展及兩岸政策之瞭解與認同，宣揚臺灣民主實踐之成

效，進而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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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綜合規劃業務 兩岸情勢評估 其他 一、分析兩岸互動、中國大陸內外部及對臺政策走向重要情勢

發展及對我可能影響，邀請學者專家撰擬研析報告。 

二、研蒐整體情勢發展多元觀點與政策建議，規劃辦理學者專

家諮詢座談。 

三、協助學術機構、民間團體舉辦兩岸相關議題研討會及交流

活動等，研蒐整體情勢資訊與政策建議。 

文教業務 文教交流活動

之輔導與推動 

其他 一、持續加強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推動兩岸青年學生交流活

動，促進兩岸青年學生體認臺灣民主自由、開放包容之核

心價值。 

二、辦理兩岸青年學生系列體驗及研習活動，促進彼此認識與

瞭解，傳遞臺灣自由多元文化軟實力。 

兩岸資訊對等

交流之推動 

其他 一、運用多元互動模式，增進兩岸新聞與資訊交流，傳播臺灣

社會言論與新聞自由之核心價值。 

二、舉辦兩岸公民新聞營隊活動，增進兩岸青年學生學習善用

新媒體關懷、參與社會服務，及關注公共事務之能力。 

經濟業務 掌握中國大陸

經濟情勢及兩

岸經貿資訊 

其他 一、編製「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兩岸經濟交流統計速報」

及「兩岸重要經濟指標統計速報」等資料，並刊載於本會

網站，以供查詢。 

二、邀請或委託學者專家、學術機構就中國大陸經濟情勢或兩

岸關係重要議題，辦理專案研究及資訊整合事宜。 

兩岸經濟政策

之規劃及推動 

其他 一、依據疫情變化、國際及兩岸經貿新情勢、美中貿易衝突最

新發展及美中經貿互動，進行兩岸經貿政策及策略規劃、

研討或研究。 

二、委託辦理研討及座談活動，加強與國內兩岸經貿團體、利

害關係團體及社會各界溝通、諮詢，俾瞭解外界意見及掌

握實際需求，以落實兩岸經貿政策及協議議題之溝通諮詢

機制及政策推動的公開透明程序。 

加強對臺商之

輔導、聯繫及

服務工作 

其他 一、因應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遷及疫情對兩岸經貿影響，就中

國大陸臺商可能面臨之經營及相關實務問題，委託民間團

體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諮詢等服務，以減少

中國大陸臺商投資風險。 

二、因應疫情對兩岸經貿影響，提供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

與生活等面向之即時與便捷資訊，賡續辦理臺商經貿網網

頁之充實更新及維護運作工作。 

法政業務 落實兩岸文書

驗證及強化海

基會服務功能 

其他 一、賡續委託海基會處理有關中國大陸文書驗證等相關業務並

適時採取策進作為。 

二、賡續協助提昇海基會中、南部地區服務處功能，以加強服

務各地民眾。 

三、強化兩岸公證業務交流及溝通，解決兩岸文書使用歧異，

以維人民權益。 

四、賡續協助海基會強化兩岸急難事件之協處。 

維護兩岸交流其他 一、配合總統兩岸政策的原則與方向，及因應兩岸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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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有序進行 持續檢討涉及兩岸事務之法令規範，並適時協調有關主管

機關推動修法。 

二、適時檢討兩岸交流規範與管理機制，維護兩岸交流秩序。 

三、檢視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生活權益相關問題。 

加強兩岸法政

交流 

其他 一、彙整研析中國大陸涉臺法律及最新法令動態、實務發展及

交流趨勢。 

二、規劃及推動兩岸法政事務交流及輔導國內相關團體從事兩

岸法政交流活動。 

三、定期彙報兩岸社會交流之統計資料及編製大陸事務法規彙

編，以利工作推動。 

四、規劃本會及相關主管機關大陸事務法制人才培訓，以提升

各單位辦理兩岸交流事務人員工作職能。 

港澳蒙藏業務 推動臺港澳青

年交流 

其他 一、規劃辦理相關交流活動，邀請不同領域及年齡層之港澳青

年參加，展現臺灣特色優勢，培植友我力量。 

二、強化在臺港澳學生之服務聯繫，吸引優秀人才留臺，提升

臺灣競爭力。 

香港澳門關係

條例及其子法

執行 

其他 一、定期檢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相關子法，並配合相關機關

適時研修。 

二、彙整相關機關修法資訊及彙輯外界關切問題修編「臺灣心

港澳情臺港澳交流 Q&A 手冊」及「港澳事務法規彙編」

等刊物。 

聯絡業務 兩岸政策之溝

通說明 

其他 一、透過網路、社群媒體、電子、平面媒體及廣播等多元管道

進行兩岸政策溝通說明。 

二、規劃及辦理民眾、青年學子、學者專家面對面雙向溝通之

座談會、說明會、演講等活動。 

三、辦理各類記者會、背景說明會、媒體專訪等，並就兩岸重

大議題發布新聞稿或新聞參考資料。 

四、接待各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助理、智庫學者與國際媒

體等，爭取國際友我力量的瞭解與支持。 

加 強 國 際 聯

繫、爭取友我

力量 

其他 一、為因應中國大陸大外宣，及在國際社會上對我之打壓，安

排本會長官向美、日、歐盟等主要國家政要、媒體、智庫

及僑界等說明我政府現階段有關兩岸政策之立場及兩岸互

動情勢發展，俾利積極爭取友我力量。 

二、協助民間團體規劃邀請海外中國大陸人士來臺觀選或參

訪，提升渠等對臺灣民主實踐瞭解；補助國內民間團體辦

理或出席有關中國大陸民主化、兩岸相關議題研討會。 

三、協助旅外中國大陸人士及團體辦理出版刊物、舉辦研討

會、座談會及其他相關活動，強化對國際社會的宣導，並

有利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 

四、透過海外文宣管道即時傳送我駐外館處、各駐臺使領館、

各地僑界領袖供參，以利瞭解政府處理兩岸政策之立場，

並爭取國際社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