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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赴大陸地區相關注意事項」宣導資料彙編 
一、前言： 

兩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是我們國家生存安全、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

也是當前國人最大的共識。政府的大陸政策就是在維持台海安定，促進區

域和平，並以維護台灣人民的權益、福祉與尊嚴為最終目標。 

97 年 520 之後，對兩岸而言，是一個難得的歷史機遇，馬總統在就職

演說中表示，期盼海峽兩岸能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歷史新頁，提出秉持「正

視現實、開創未來、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兩岸共同利益平衡點的呼

籲，充分展現新政府對推動兩岸關係的誠意。經過幾個月來的努力，兩岸

中斷近 10 年的制度化協商管道重新恢復，雙方關係已呈現相對和緩，有助

於兩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 
由於多數民意反映國人對於政府處理兩岸關係並對穩定未來兩岸關係

的能力具有信心，尤其是對兩岸兩會恢復制度化協商管道及完成「包機」

與「觀光」兩項議題的協議最為滿意，但在兩岸交流的速度及相關配套措

施上，國人對於政府有著更深的期許與要求。隨著日後兩岸愈來愈頻繁密

切的互動，在面對兩岸關係獲致改善，但彼此互信尚待建立之同時，政府

推動大陸政策時將更為審慎穩健，以期貼近民眾需求，並維護國家利益與

人民權益。 
鑑於政府已擴大開放簡任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警監 3 階以上警察人

員、政務人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赴大陸地區，並修訂相關配套措施。

嗣後公務員前往大陸地區將日趨頻繁，其中對有關人身安全、行為規範及

公務機密安全等事項亦將成為政府與全體國人必須正視及面對的問題。 

二、政府當前對大陸政策說明： 
（一）政府對「一個中國」問題的立場為何？ 

1.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臺灣的未來應由 2,300 萬台灣人民決定，

是臺灣社會最大的共識。 
2.兩岸長期以來對於「一個中國」有不同認知，但分歧的解決，不應是一方

對另一方的要求，而應透過對話與交流，共同找出雙方都可以接受的共識，

如此對建構和平穩定的兩岸關係方有助益。 
3.現階段兩岸應該本著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原則，藉由對話、溝通逐步建

立互信，為未來政治議題的處理奠定基礎。 
（二）政府的大陸政策為何？ 

1.我政府大陸政策目標在於維持台海穩定、促進區域和平，及在兩岸關係改

善的同時，確保台灣人民的權益、福祉與尊嚴。雙方透過良性互動，尋求

共同利益的平衡點，以共創和平共榮的兩岸新局。 
2.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目前「不統、不獨、不武」的台海現狀，並

秉持「正視現實、開創未來、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原則，進一步促成

開放、鬆綁兩岸的各層面往來，釋放雙方民間的活力，導引兩岸關係正常

化發展，努力積極開展兩岸良性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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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岸間的關係應該如何定位？ 

依據憲法，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這是當前臺灣社會最大的共

識。海峽兩岸的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我們主張秉持「不統、不獨、

不武」的原則，在維持台海現狀下，兩岸之間應「擱置爭議，追求雙贏」，

積極透過兩岸制度化協商管道，解決兩岸面臨的問題，務實的增進兩岸良

性互動，追求和諧的兩岸關係。 

（四）政府對大陸方面所宣稱的「一國兩制」模式看法如何？ 

1.「和平統一，一國兩制」是中共對臺政策的基本方針，但歷來臺灣的民意

調查結果均顯示，絕大多數臺灣人民（維持在 70％左右）反對「一國兩制」

適用於臺灣，贊成者所占比率極少，臺灣民意已充分表達不可能接受「一

國兩制」模式，此一客觀事實大陸方面應予重視。  
2.我們認為，在「一國兩制」下，台灣的主體性將會消失，而中華民國也會

被矮化成如同香港之特別行政區為一個地方政府，其權力來自中央之授

予，我方無法接受。 

（五）政府對兩岸協商的立場為何？ 

1.97 年 6 月兩岸兩會恢復協商，並簽署「海峽兩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

兩岸關於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協議」，不僅建立兩會聯繫機制，更對未來兩

岸展開制度化協商的持續推進奠定基礎。  
2.我們期望兩岸能秉持「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原則，在兩會恢復制度化

協商後，使兩岸關係逐步朝向有利於雙方建立互信的方向發展。未來政府

將持續透過海基會與對岸就兩岸關切的議題進行溝通與協商，共同為促進

台海局勢與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三、公務員赴大陸地區，應遵守下列行為規範（請參閱陸委會網站\

交流與協商\兩岸交流\公務員赴大陸相關訊息專區\問答集\作業

要點有關規定） 
（一）公務員赴大陸地區應遵守相關法令規定，不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利益

之活動，並應注意維護國家、公務機密，嚴防洩漏或交付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  

（二）公務員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有下列情事： 

1.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訂任何形式之協議或共

同發表宣言等政治性活動。 
2.與大陸地區黨務、軍事、行政、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或涉及對臺政治

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利益之機關（構）、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行為。 
3.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為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

行為。 
4.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聯合設立政治性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5.與大陸地區地方機關締結聯盟。 

（三）公務員依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赴大陸地區者，對於涉及公務相關活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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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否為所屬業務，均禁止為之。 

四、公務員在大陸可能面臨之問題（請參閱陸委會網站\交流與協商\

兩岸交流\公務員赴大陸相關訊息專區\問答集\作業要點有關規

定） 
（一）人身安全問題： 

由於大陸方面雖然與我方進行人身安全保障協商，但是由於人治色彩濃

厚，治安日益惡化，加上區域遼闊，各項有關人身安全遭受威脅之事件，

時有所聞且日趨頻繁，因此，公務員赴大陸地區從事各項活動時，均應

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二）對大陸風險認知不足問題： 

由於大陸資訊向來不透明且尚未普及，而一般公務員對於大陸資訊的了

解也相當有限，對於大陸風險可能有認知不足的問題。為此，如必須赴

大陸可逕至行政院陸委會網站「大陸地區風險資訊」下載參閱。 

五、公務員赴大陸地區如遺失證照或遇有急難，應如何處理？（請參

閱陸委會網站\交流與協商\兩岸交流\公務員赴大陸相關訊息專

區\問答集\作業要點有關規定） 
（一）護照、「臺胞證」等重要證件應妥善保管，如在大陸地區遺失護照，由深

圳進入香港或由珠海進入澳門，向香港「中華旅行社」（852-25264415、
93140130）、澳門「臺北經濟文化中心」（853-28306282、66872557）申請

返臺證明搭機返臺。如有遺失「臺胞證」者，先向大陸當地公安部門報

案，取得報案證明，向大陸公安機關出入境部門申請補發臨時「臺胞證」。  
（二）發生重病、重傷、交通事故、搶劫等意外，依情況就近向當地公安報警

（電話：110）或通報救護車（電話：120）尋求協助。如未獲妥善處理，

向當地旅遊局、臺商協會（市內查號台：114；長途查號台：116）或向財

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聯繫電話：886-2-27187373；緊急服務專線：

886-2-27129292）請求協助。  
（三）公務員在大陸地區期間若受脅迫洩漏機密，得不經所屬機關，直接向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報告，由該檢察署受理。 

六、赴大陸旅行應注意事項： 
赴大陸地區旅行，事前一定要有周全的準備，才會有順利圓滿的行程，以

下幾點應切記： 

(一)赴港民眾莫攜帶催淚噴霧器或爆竹等物品，以免誤觸香港刑罰。 

(二)陸委會香港事務局香港國際機場辦事處提供經香港來台的大陸人士換領

赴台旅行證，及受理港澳、大陸及台灣民眾有關證照事宜之查詢與相關緊

急服務。 

(三)國人進入大陸、香港、澳門地區可攜帶物品應注意事宜。 

(四)民眾赴港、澳及大陸地區時，請不要攜帶當地管制物品，以免觸法遭扣押

或檢控，造成困擾。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0&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1&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1&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1&ctNode=4440&mp=35
http://www.mac.gov.tw/big5/twhkmc/faq/qa2.htm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3&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3&ctNode=4440&m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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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前往香港切勿攜帶電擊棒等違禁物品，以免觸法遭到起訴。 

(六)海基會呼籲國人前往大陸地區務必妥慎保管護照及個人財物，以免遭竊帶

來困擾。 

(七)海基會呼籲民眾經澳門往來大陸地區，在澳門當地請不要將行李交由他人

協助搬運，以免發生糾紛造成困擾。 

(八)遊九寨、多小心、保平安。 

(九)赴張家界旅遊小心偽劣食品。 

(十)大陸旅行一般注意事項： 

1.為了飛航安全，托運行李請勿放置打火機。 
2.千萬不要將台灣、香港等地報刊雜誌攜帶入境，或將大陸地區報刊雜誌攜帶

出境，以免為自己帶來無謂的麻煩。 
3.自用品的「重點管制物品」為手錶、照相機、攝影機、手提式收錄音機、計

算機和隨身聽等，入境登記時必須寫明廠牌、型號和數量；出境時，應將

上述物品攜帶出境以免被課重稅，甚或被處以「走私罪」。 
4.兌換人民幣千萬不可私下在大陸地區之黑市兌換，以免吃虧上當，萬一被查

獲，會以觸犯外幣管制規定受到嚴厲的處罰。 

5. 購買物品時，應特別注意不要購買當地海關禁止出口的東西，採購土產、

中藥或煙酒，小心驗明真假，免得花錢又傷身。 

6.古董、文物或金飾，瀕臨絕種和珍貴的動、植物（含標本）及其種子和繁殖

材料；內容涉及機密的手稿、印刷品、膠卷、照片、唱片、影片、錄音帶

及其他物品是禁止攜出的，否則會遭沒收，嚴重時，還會被判坐牢。 
7.在一般商店或自由市場可使用人民幣。購物後，切記一定要索取收據，當場

填寫商店名稱，以便出境時海關查詢使用。 
8.因購物產生糾紛或權益遭受損害時，可向大陸地區各省、市旅遊局反映，請

求協助或就近向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申訴：香港旅遊協會地址：香港中環康

樂大廈，電話：２５０８１２３４。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地址：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電話：２９２９２２２２ 
9.應隨身攜帶自己慣用藥品及足量的胃腸藥，以備不時之需。偏遠地區，較易

傳染疾病，可先行預防注射。突發疾病，應儘速通知旅行社服務人員或旅

館服務人員，請其協助就醫。 

10.與大陸地區人民相處，請隨時注意自己的言行舉止並遵守當地習俗，避免

因言行不當，產生彼此間之誤會或不滿，讓大陸地區人民留下不良印象。 

11.到大陸地區探親旅行的民眾，要遵守當地的法律、規章並尊重當地的社會

習慣，為免不必要的麻煩，不要談論政治、經濟制度等敏感問題及國家機

密。 
12.在旅途中注意證件、錢財的保管及自身的安全。並將重要證件分開存放，

為防止發生意外，更應事先將各種證件影印一份，或將證件號碼、發證日

期、單位、旅行支票號碼抄記下來。 
13.儘量不要單獨行動，亦不要到偏僻黑暗的地方，不隨便與陌生人搭訕。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4&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5&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5&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6&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206&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198&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8199&ctNode=4440&mp=35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49705&ctNode=4440&m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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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財不露白，且應分開存放。車站或人多的地方，小心扒手。 

15.在旅館遺失財物，可要求旅館負責處理或向公安單位報案。 
16.遺失貴重財物，向公安單位報案，同時索取遺失證明書，以免課稅。 
17.遭遇搶劫時，力求鎮定，記住對方容貌、長相及口音，事後立即報請公安

單位追查。 
18.貴重物品可交由旅館保管箱保管，切勿放在房內。 
19.如果不慎遺失「台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証」可向當地「公安派出所」申請

補發；遺失「香港入境證」，可透過香港中國旅行社向「香港人民入境事

務處」申請補發；遺失「中華民國護照」，由本人在香港向中華旅行社申

請補發臨時入境證。 
20.遺失信用卡，可打電話給台灣親友，向核發信用卡銀行掛失，並說明身份

證號碼。 
21.委託旅行社人員來接機時，務必要求接機人員出示服務證並說出您的姓

名，避免不法之徒，從中詐騙。 
22.購買旅行支票時，先向銀行詢問掛失服務電話號碼。以防萬一。 

七、相關網站 
（一）陸委會網站（兩岸政策及公務員赴陸相關訊息） 

（二）海基會網站（兩岸交流訊息） 

（三）外交部網站（急難救助聯繫） 

（四）內政部網站（主管法規查詢） 

（五）交通部觀光局（大陸旅行安全須知） 

（六）衛生署網站（公告重大疫病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政風室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