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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長久以來，兩岸投資呈現嚴重失衡現象。依據經濟部投

審會統計，迄98年 5月經核准赴大陸投資累計金額達

771億美元；若據非正式統計，赴大陸投資金額高達

1,500億至2,000億美元。相對上，兩岸雙方皆未開放

陸資來台投資，從而導致台灣資金、技術、人員等資源

往大陸單向傾斜流動現象，且影響外商對投資台灣的信

心，亟需加以改善。 

二、97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後，持續改善兩岸關係，並

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將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列為重

要政策之一，各機關亦積極展開評估及相關規劃工作。

鑑於開放陸資來台牽涉問題廣泛複雜，因此，在政策規

劃及推動上，係本於「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

則，採取循序漸進的開放方式，期能達到「利益最大化，

風險最小化」的政策目標。 

三、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政策涉及兩岸雙方的政策及法令規

定，要獲致具體的效果，尚需雙方的相互配合，因此，

在推動過程中，我方與大陸相關部門曾多次連繫並進行

業務溝通，98年4月26日第三次「江陳會談」雙方就

陸資來台投資達成共識，為相互配合推動陸資來台政策

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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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過長達一年的規劃及政策協調，並配合兩岸協商共

識，各機關已完成開放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相關政

策、法規及各項配套措施，於98年6月30日發布施行，

並開始受理陸資企業來台投資案件，為兩岸經貿關係正

常化樹立新的里程碑。 

 

貳、政策目標與原則 

一、政策目標 

（一）推動兩岸雙向投資，改善台商單向投資大陸的失衡現

象，落實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二）秉持優勢互補原則，協助企業在兩岸進行有效率的分

工，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三）活化吸引外資政策，增加外商對台灣投資信心，強化

台灣與國際市場的連結。 

二、政策原則 

（一）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二）先緊後鬆、循序漸進、先有成果、再行擴大。 

（三）優勢互補，完整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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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陸資來台投資基本規範及配套措施 

一、法制規範體系 

項目 法源依據 法規名稱（主管機關） 

(一)投資及設立
許可 

兩岸條例第73條 
 
兩岸條例第40條
之1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
辦法（經濟部）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
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經濟部） 

(二)開放項目清
單 

 

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8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
項目(經濟部) 

(三)大陸專業人
士來台相關
配套 
1.大陸專業人
士任職於在
台陸資企業
及來台從事
相關活動 
 
 
2.陸資企業聘
僱之大陸專
業人士來台
從事相關活
動 

 
 
 
兩岸條例第 72
條、第10條 
 
 
 
 
 
兩岸條例第10條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
許可辦法第13條(經濟部) 

(2)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
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第 12、16、17、23條及
申請文件表(內政部)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
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 12、
16、17、23條及申請文件表
(內政部) 

(四)金融相關配
套 
陸資來台投
資所涉金融
事務相關規
範 

 
 
兩岸條例第36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
務往來許可辦法第5條、第5
條之1（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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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源依據 法規名稱（主管機關） 

(五)稅賦配套 
陸資企業及
大陸人民在
台課稅規範 

 
兩岸條例第 25
條、第25條之1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財政
部) 
(本項法規尚無需修正) 

(六)購置房地產
相關配套 
1.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
產 
 
 
2.不動產貸款 

 
 
兩岸條例第69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金融業務往
來許可辦法第 5
條之1 

 
 
(1)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許可辦法第 6條
之 1、第 8至 12條、第
18條（內政部） 

(2)臺灣地區銀行及信用合
作社辦理在臺無住所大
陸地區人民不動產擔保
放款業務應注意事項（金
管會） 

(以上新增訂及修正之法規詳如附件一至附件五) 

二、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基本規範 

（一）適用法規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投資

許可辦法」）。 

2.「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

辦法」（以下簡稱「設立許可辦法」）。 

（二）投資人及認定標準（「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 

1.直接投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

接來台投資者。 

2.間接投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

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來台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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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地區陸資公司之認定標準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陸資直接或間接持有第三地區投資公司股份或出

資總額逾30％； 

（2）陸資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控制能力

之認定標準為下列之一者： 

—陸資持股超過半數； 

—可操控公司財務、營運及人事； 

—有權任免或主導董事會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 

（三）投資及設立據點方式（「投資許可辦法」第 4條、「設立許

可辦法」第7、9條） 

1.設立子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分公司或辦事處。 

2.參股，即持有台灣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但不包括證券投資（單次且累計投資均未達 10％之上

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份）。 

（四）投資人資格限制及禁止投資規定（「投資許可辦法」第 6、

8條）： 

1.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投資人，限制其

來台投資。 

2.大陸投資人之投資申請案，若有以下情形者，得禁止

其投資： 

（1）在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 

（2）在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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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 

3.依據以上規定，各界關心大陸「國務院」所屬企業（依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資料，計有138家大陸

國有企業），其中9家軍方投資企業，目前不得來台投

資外，其他129家國有企業若涉及敏感性問題，主管

機關均可禁止其來台投資。 

（五）其他重要規範事項 

1.轉投資之限制(「投資許可辦法」第5條)： 

陸資在台投資之事業，若大陸投資人持有該事業股份

或出資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其轉投資行為仍應適用

陸資投資相關規範。 

2.審查及管理機制： 

（1）經濟部投審會已建立陸資審查機制，將依據申請

案件之金額、業別項目、投資類型、投資人身分

等，會同相關機關共同審查。 

（2）投審會已建置陸資來台投資資訊管理系統，以充

分掌握陸資在台投資資訊及動態。 

3.陸資申報及事後查核制度(「投資許可辦法」第 9至 11

條)： 

（1）建立陸資資金來源或其他事項之申報機制，以利

身分認定及管理。 

（2）主管機關在必要時應就申報事項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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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套措施及規範 

（一）大陸專業人士來台相關配套 

項目 申請資格 人數限制 入出境管理 

1.大陸專業人
士任職於
在台陸資
企業及來
台從事相
關活動 

[「大陸地區專業
人士來臺從事專
業活動許可辦
法」(以下簡稱
「專業活動許可
辦法」)第12條
及申請文件表] 

(1)分公司、子公司 
 
 
 
 
 
 
 
 
 
 
 
 
(2)辦事處 

§ 投資金額或
營運資金 20
萬美元以上
得 申 請 2
人，投資金額
或營運資金
每增加 50萬
美元得申請
增加1人，最
多不得超過7
人。 
 
 
§ 1人。 

2.陸資企業聘
僱之大陸專
業人士來台 
 
（「專業活動許
可辦法」第 12
條及申請文件
表） 

(1)分公司、子公司 
§ 設立未滿 1年
者，營運資金或
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外資
企業為500萬元以
上)。 
§ 設立 1年以上
者，最近1年或
前 3年平均營
業額達新臺幣
3,000萬元以上
(外 資 企 業 為
1,000萬元以
上)、平均進出
口實績總額達
300萬美元以上
(外資企業為 100
萬美元以上)或 

 
§ 經理人：1
人。 
§ 主管或專業
技術人員（應
具碩士學位或
具學士學位並
有 2年以上相
關 工 作 經
驗）： 
已實行投資
金額 30萬美
元以上者，得
申請1人，已
實行投資金
額每增加 50
萬美元，得再
申請增加 1
人，最多不得
超過7人。 

左列各項大
陸人士來台
之入出境許
可，依一般
大陸專業人
士來台之相
關規定，向
內政部移民
署 提 出 申
請，並由內
政部會同經
濟部等相關
機關進行審
查。 
 
 
左列各項大
陸人士每次
停留期間不
得逾1年。 
 
左列各項大
陸人士經許
可得核發 1
年效期多次
入出境許可
證。 
 
(「專業活動許
可辦法」第
12、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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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資格 人數限制 入出境管理 

 平均代理佣金
達 100萬美元
以上(外資企業
為 40萬美元以
上)。 
 

(2)辦事處 

 
 
 
 
 
 
§ 1人。 

3.大陸專業人
士隨行配偶
及子女 

（「專業活動許
可辦法」第 16
條） 

上述二項大陸專業
人士之配偶及子
女。 

未限制。 

 

 

（二）大陸專業人士及其隨行眷屬相關權益 

1.經許可在台停留 1年之上述大陸專業人士及其配偶

及子女，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參加健保。 

2.上述大陸專業人士未滿 18歲之子女得依相關規定申

請就讀與其學歷相銜接之各級學校，或外國僑民學校

（「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16條）。 

（三）陸資來台金融服務配套 

為因應陸資企業及大陸人民因投資衍生之在台金融

服務需求，金管會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

務往來許可辦法」（以下簡稱「金融往來許可辦法」）第5

條及增訂第5條之1，及訂定相關行政命令，據以辦

理相關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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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寬指定銀行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及其他機

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辦理外匯業務之範圍(「金融往來

許可辦法」第5條)： 

（1）除原已可承作之外幣存款、匯款、進出口外匯等

業務外，開放辦理外幣授信業務。 

（2）現行匯出款項限制由正面表列改採負面表列管理。  

2.開放國內金融機構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及其

他機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進行新台幣金融業務往來

(「金融往來許可辦法」第5條之1)，包括： 

（1）往來對象如為已取得國內居留資格或登記證照(取

得投資許可)者，比照與本國人往來。 

（2）往來對象如未取得國內居留資格或登記證照者，

除新台幣授信業務外，其餘業務往來比照與未取

得國內居留資格或登記證照之外國人之往來(目

前無住所外國人相關規範：開設新臺幣帳戶以活存、活

儲及定期存款為限；可進行一般匯兌；新臺幣放款用途

限於證券投資、長期股權投資、不動產投資或其他經許

可者）。新台幣授信業務，以對大陸人民辦理不動

產物權擔保放款業務為限。 

（四）陸資在台課稅配套 

經許可在台經營之大陸投資在台來源所得，依據現行

兩岸條例第25條、第25條之1及「各類所得扣繳率

標準」辦理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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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資購置不動產相關配套 

（一）法令依據 

1.「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許可辦法」（本次修正第6條之1、第9、10、11、12條；

刪除第8、18條）。 

2.「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3條之1、第9、12、23條）。 

3.「金融往來許可辦法」第5條之1及「臺灣地區銀行

及信用合作社辦理在臺無住所大陸地區人民不動產

擔保放款業務應注意事項」。 

（二）相關鬆綁措施 

為配合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大幅鬆綁現行法令對大陸

地區人民購置不動產的相關限制，重點如次： 

1.開放陸資企業因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從事工商業務

之廠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或其他因業務需要之處

所，得取得不動產。 

2.取消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取得不動產需說明資金來源

之規定。 

3.放寬向金融機構融資之限制 

（1）已取得國內居留資格或登記證照之陸資投資人在

台購買房地產的貸款規定，比照本國人相關規定

辦理。 

（2）在台無住所之大陸地區人民辦理不動產物權擔保

放款，核貸成數以擔保品鑑估價值50％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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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寬取得不動產物權之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停留期限。 

每年來台總停留期間從不得逾1個月放寬為4個月；

每次停留期限及次數不作限制。 

（三）增列防弊配套措施 

1.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後，須於登

記後滿3年才得移轉，以避免陸資炒作房價。 

2.為防止大陸地區人民已將台灣地區不動產轉讓卻仍

在台滯留，地政機關需負責通報大陸地區人民轉讓不

動產物權之資訊。 

 

肆、陸資來台投資開放項目清單 

一、評估及規劃原則 

（一）部會分工及協調 

有關陸資來台投資開放產業項目涉及 20多個機關，

經陸委會、經濟部等相關機關召開多次跨部會會議，

進行統籌分工及評估規劃等協調作業。相關分工情形

如次： 

1.製造業由經濟部負責評估及規劃； 

2.服務業由各服務業主管機關負責評估及規劃，並由陸

委會整合； 

3.公共建設由公共建設相關機關負責評估及規劃，並由

公共工程委員會整合； 

4.開放項目清單由經濟部彙整並報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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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項目之考量原則 

1.有助於國內產業發展及帶動投資，可增強外人對台灣

投資環境信心的項目，優先開放。 

2.配合兩岸簽署之協議，雙方承諾開放的投資項目，包

括航空運輸業及船舶運送業，優先開放。 

3.對國內產業可能造成衝擊影響，業者不及調適者，現

階段不開放。 

4.涉及層面較複雜及敏感性高的產業，現階段不開放。 

二、開放項目清單 

以正面表列方式（詳經濟部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投資業別項目」，如附表）明定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之項目： 

（一）製造業部分：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製造業細類

共212項，第一階段對陸資先開放64項，占總項數

30％，重點如次： 

1.配合兩岸產業合作，已列為搭橋專案之重點產業項

目，包括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電話及手機製造業。 

2.上中下游產業鏈完整，加工製造及管理能力強之產業

項目，包括紡織業、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

業。 

3.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並具有製造及管理能力之

產業項目，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其他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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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計及行銷能力強，雙方可以合作之產業項目，包括

家具製造業。 

5.「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

目」、「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禁止類製造業

產品項目」（晶圓、TFT-LCD等），暫不開放。 

（二）服務業部分：依WTO服務業承諾表行業分類，我國承

諾開放之次行業計113項，第一階段對陸資先開放25

項，占22％；若轉換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共計

開放服務業細項117項（占36％），重點如次： 

1.與行銷通路有關行業，包括批發業（非屬活動物之商品

經紀商者、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者）、零售業（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2.與旅遊活動有關行業，包括觀光旅館業、餐館業。 

3.運輸服務業 

（1）屬GATS範疇部分，包括：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民用航空器維修、其他汽車客運業（屬附駕駛之小

客車租賃業者）、汽車貨運業、汽車租賃業（屬未附

駕駛之小客車或小貨車租賃者）。 

（2）雙方海空運協議承諾之行業，包括船舶運送業（限

於大陸籍業者依「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來台設立分公司及

辦事處）、民用航空運輸業（限於大陸籍業者依「海峽

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來台設

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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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訊服務業部分，先開放第二類電信服務（屬第二類電

信事業之一般業務者；投資人須為在海外或大陸地區上市之

電信業者，且總持股比率以不超過50％為限）。 

5.環境服務業部分，包括廢（污）水處理業、廢棄物清

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 

6.與商業活動有關行業，包括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

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

分析服務業（屬車輛、機械、電機、電子產品之技術檢測

及分析服務者）、畜牧服務業（屬附帶於畜牧業之顧問服務

業，且非涉及家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種者）、石油及天然氣

礦業（非屬採礦者）、砂、石及黏土採取業（非屬採礦者）、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非屬採礦者）、業務及辦公室

支援服務業（屬會議服務者）、專門設計服務業（屬特製

品之設計服務者）。 

7.暫不開放的服務業主要業別包括： 

（1）金融服務業配合三項金融 MOU及市場准入協商處

理。 

（2）以自然人方式提供，涉及學歷認證及專業證照之

服務業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

技師等。 

（3）涉及層面較複雜之服務業如視聽服務業、教育服

務業、社福服務業等。 

（4）其他敏感事業如第一類電信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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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建設部分：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

簡稱「促參法」）公共建設次類別分類計81項，第一階

段對陸資先開放11項，占總項數14％，另陸資在台

投資限於非承攬部分，公共工程承攬部分暫不開放。

相關開放重點如次： 

1.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共計7項）： 

（1）開放項目屬不涉敏感性的商業設施，包括：航空

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廠房、倉儲、加工、運輸等必

要設施）、航空事業營運設施（指投資興建及營運航

空事業辦公室或交通系統轉運功能等之設施，且申請開

發土地面積達1公頃以上）、航空訓練設施、過境旅

館、展覽館、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等設施。 

（2）為確保不影響安全管理，限定相關建設須位於航

空站陸側（指機場園區範圍以外之地區，即一般所稱之

蛋白區）、不涉及管制區、陸資持股比例低於50％

且不得超過我國最大股東。 

2.港埠及其設施（共計3項）： 

（1）開放項目為不涉敏感性的國際商港碼頭及專業區

附加價值作業等營運設施，包括：船舶停泊、貨

物裝卸、倉儲、駁運作業之水面、陸上、海底設

施、遊艇碼頭及其他相關設施、新商港區開發（含

填地、碼頭及相關設施）、各專業區附加價值作業設

施（含廠房、倉儲、加工、運輸等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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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定陸資持股比例低於 50％且不得超過我國最大

股東，並以確保港埠安全無虞為前提。 

3.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共計1項）：指位於風景區、風景

特定區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憩（樂）

區內之觀光旅館。 

4.陸資投資方式限於依據「促參法」所訂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方式進行投資，但排除公共工程承攬部分。 

 

伍、陸資來台投資相關效益 

一、陸資來台投資重要經濟效益 

（一）提振國內投資，開拓國際市場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有助於充裕我國產業資金及活絡

金融市場，提振國內投資意願，並可擴大兩岸產業合

作領域，結合彼此的優勢，加強開拓大陸以及國際市

場。 

（二）活絡外資政策，提升整體競爭力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可以增強外商對台灣投資環境的

信心，活化外資政策，並有利於跨國企業以台灣作為

區域營運中心及全球運籌基地，強化台灣與國際市場

連結，提升整體競爭力。 

（三）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擴大台灣經濟發展利基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可實現兩岸雙向投資，促進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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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關係正常化，改善多年來台灣資金、技術、人才

向大陸單向傾斜流動的失衡現象，有助於建立穩定、

健康的兩岸經貿關係，擴大台灣經濟發展利基。 

二、陸資來台投資的長短期成效 

（一）陸資來台投資涉及個別企業投資策略、規劃及執行，

也涉及到兩岸雙方政策及法令的接軌，因此，需要一

段時間才能逐步建立圓熟的商業機制，開放陸資來台

的效果也才能逐步發揮。為縮短政策宣佈與企業實際

投資的時間落差，雙方主管部門將採取相應配合措

施，協助陸資企業來台投資。 

（二）另政府將以6個月的期間作為政策宣導期及實驗期，

加強對陸資企業的宣導及招商工作，以催化政策執行

效果；同時，也將依據實施的經驗，檢討及改善相關

政策及執行機制，以完善開放陸資的政策。 

三、開放陸資風險有效控管 

（一）開放陸資以對台灣有利為前提 

1.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是以不衝擊國內產業作為前提，無

論製造業、服務業或公共工程開放項目，均經過審慎

的評估，以循序漸進方式推動。 

2.社會對陸資來台仍有顧慮的部分，現階段均採取嚴格

限制或有配套措施，如禁止赴大陸投資之核心技術產

業，不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公共工程發包不開放陸

資；採取配套措施防範炒作房地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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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 

1.設置嚴格管理門檻 

為避免陸資經由第三地區來台投資，規避陸資投資的

規範，在「投資許可辦法」訂有嚴格的門檻。陸資直

接或間接持有第三地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逾30％，或對

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力，亦視為陸資，適用「投

資許可辦法」相關規定。 

2.股權投資不得擁有經營權 

針對陸資以證券投資方式實質控制國內上市櫃公司

之疑慮，規定大陸合格境內投資機構（QDII）投資單

一台灣上市櫃公司，若股權超過10％以上，需經投審

會依「投資許可辦法」辦理審查。 

3.針對特殊陸資企業及投資案件訂定防禦條款 

（1）陸資投資人如為大陸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

企業者，主管機關將限制其來台投資。 

（2）陸資來台投資申請案件若在經濟上具有獨占、寡

占或壟斷性地位；在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

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

穩定有不利影響等；主管機關得禁止其投資。 

4.完善審查及管理機制 

經濟部投審會已根據「投資許可辦法」，針對相關申

請案件訂定完善的事前審查及事後管理機制，充分掌

控及避免各種可能的風險。 



 - 19 - 

陸、結語 

台灣是對外開放的海島經濟，以貿易立國，必須面向世

界，面對全球化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快速發展，並正視中國大陸

經濟崛起的事實，才能在全球經濟版圖上尋找最佳的定位，打

造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新政府上任一年多來，徹底改變思維，

勇於面向世界，面對挑戰，並掌握「機會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原則，面對兩岸經貿發展的趨勢，積極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

化。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可以說是實踐兩岸政策新思維的重要一

步，也是實現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重要一環。 

新政府從積極面來評估及規劃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相關政

策，但我們也了解開放陸資來台的複雜性與敏感性，因此，在

陸資來台政策的推動及執行上，是採取審慎、穩健的做法，秉

持「先緊後鬆、循序漸進、先有成果、再行擴大」的原則，讓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政策能夠在穩固基礎上，產生預期的效益，

充分體現「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兩岸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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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之1 

附件一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九條至第十二條所定投資案件及未來投資計畫變更事

項之審理、查核、管理等事項，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

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

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本辦法規定在臺灣地區

從事投資行為者。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投資第三地區之公司，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

之三十。 

二、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前項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地區之投資，不適用外國

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第 四 條  投資人依本辦法規定應申請許可之投資行為如下：  

一、持有臺灣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但不包括單

次且累計投資均未達百分之十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股份。 

二、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三、對前二款所投資事業提供一年期以上貸款。 

第 五 條  投資人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合計超過該事

業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稱為陸資投資事

業，該陸資投資事業之轉投資，應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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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投資人為大陸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業者，

主管機關應限制其來臺投資。 

第 七 條  依本辦法投資，其出資之種類，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現金。 

二、自用機器設備或原料。 

三、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專門技術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 

第 八 條  投資人得投資之業別項目、限額及投資比率，由主管機

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擬訂，報行政院

核定。 

投資人所為投資之申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禁止其

投資： 

一、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 

二、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 

三、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 

第 九 條  投資人依本辦法投資者，應填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

計畫、身分證明、授權書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投資計畫變更時，亦同。 

前項投資申請書格式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定之。 

投資人依第一項規定投資者，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其

限期申報資金來源或其他相關事項；申報之事項有變更時，

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 十 條  投資人應將所許可之出資於核定期限內全部到達，並將

到達情形報主管機關查核。 

投資人經許可投資後，在核定期限內，未實行之出資，

期限屆滿後不得再行投資。但有正當理由，於期限屆滿前，

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延展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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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實行出資後二個月內，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定

投資額；其投資額之核計方式、審定程序及應檢具之文件，

準用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之陸資投資事業，應

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六個月內，檢具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併同股東名簿，報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陸資投資事業申報前項財務報

表或其他資料。 

主管機關為查驗前二項資料，或掌握陸資投資事業之經

營情況或活動，必要時，得派員前往調查，陸資投資事業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二條  投資人得以其投資每年所得之孳息或受分配之盈餘，申

請結匯。 

投資人經許可轉讓股份、撤資或減資者，得以其經審定

之投資額，全額一次申請結匯；其因投資所得之資本利得，

亦同。 

投資人依本辦法享有結匯之權利，不得轉讓。但其出資

讓與投資人之繼承人或經許可受讓其投資之華僑、外國人或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於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投資事業擔任董事或監

察人職務者，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投資人屬自然人者，得來臺擔

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投資人屬法人者，得由大陸

地區人民為其法人之代表人，來臺擔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或

監察人。 

第十四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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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依

大陸地區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第 四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之公司名稱，應以公司

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規定使用之文字為限，除標明其種

類外，並應標明大陸商。 

第 五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者，應專撥

其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金，並應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

其所營事業最低資金規定之限制。 

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金，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查核

方式，準用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之規定。 

第 六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對其申請案件，應不予許可： 

一、分公司或辦事處之目的或業務，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 

二、分公司或辦事處申請許可事項或文件，有虛偽情事。 

第 七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者，應先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投資許

可後，檢具下列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本公司名稱。 

二、本公司章程。 

三、本公司資本總額；如有發行股份者，其股份總額、每股金

額及已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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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所營事業。 

五、本公司董事與負責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六、本公司所在地。 

七、在臺灣地區所營事業。 

八、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金。 

九、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與非訴訟之代理人姓名、國籍及住

所或居所。 

第 八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者，經前條

規定取得許可後，應檢具下列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設立分公司登記： 

一、分公司名稱。 

二、分公司所在地。 

三、分公司經理人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第 九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者，應檢具

下列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本公司名稱。 

二、本公司章程。 

三、本公司資本總額；如有發行股份者，其股份總額、每股金

額及已繳金額。 

四、本公司所營事業。 

五、本公司董事與負責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六、本公司所在地。 

七、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與非訴訟之代理人姓名、國籍及住

所或居所。 

第 十 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者，經依前

條規定取得許可後，應檢具下列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報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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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事處所在地。 

二、在臺灣地區所為業務活動範圍。 

第十一條    前四條規定事項有變更者，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許可或登記，

或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者，應在臺灣地區指定其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人，並以之為

該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之負責人。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者，應委任

分公司經理人，並以之為在臺灣地區分公司業務上之負責人。 

第十三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者，其業務

活動範圍，以本條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為限。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者，其業務

活動範圍，以在臺灣地區從事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

購、市場調查、研究業務活動為限。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之分公司，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營業前或於停止營業之日起十五

日內，申請為停業之登記，並於復業前或復業後十五日內，

申請為復業之登記。但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

申報核備者，不在此限。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後，如未於

六個月內開始營業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延

展開業登記。 

前二項申請停業或延展開業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一

年。 

第十五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後，無意從

事本條例所核准之業務活動，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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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後，無意在

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許可。 

第十六條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經許可在臺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

事處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申請許可時所報事項或所繳文件，有虛偽情事。 

二、從事之業務活動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公司已解散。 

四、受破產之宣告。 

五、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缺位。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由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許可、登記或報備應備具之文件，其格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附件三之1 

附件三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 

 

第三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所有權申請來臺

從事專業活動，應於預定來臺之日十四日前，依下列規定

提出申請；其屬緊急情況者，得於預定來臺之日五個工作

天前提出申請： 

一、在大陸地區者：申請人應附具委託書委託臺灣地區

人民，代向主管機關申請。 

二、在第三地區者：由申請人向我駐外館處申請。但該

地區無駐外館處者，得由申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 

第  九  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活動

者，由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發給入出境許可證： 

一、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者，送在臺灣地區之

邀請單位代為領取後轉交申請人。 

二、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者，送在臺灣地區之

邀請單位代為領取後轉交申請人或送原核轉駐外館

處轉發申請人。 

三、依第三條之一規定申請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申請人或

代申請人。 

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入出境許可證遺失或毀損者，邀請

單位、申請人或代申請人應備齊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毀

損證件或遺失說明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第 十二 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之停留期間，由主管機關依活

動行程予以增加五日，自入境翌日起不得逾二個月。停留

期間屆滿得申請延期，延期期間依活動行程覈實許可，每

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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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庚類擔任臺灣地區投資事業之

負責人，來臺從事經營、管理、執行董、監事業務等活動，

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辛類，

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 

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所有權者，其來

臺停留期間及入境次數，不予限制。但每年總停留期間不

得逾四個月。 

經教育主管機關依法核准設立之宗教研修學院，得申

請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臺研修宗教教義，每次停留期間不

得逾一年。 

大陸地區文教人士來臺講學、研修及大眾傳播人士來

臺參觀訪問、採訪、參與電影片製作或製作節目，其停留

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講學績效良好，或經教育主管機關

審查同意延長來臺研修期間者，得申請延期，總停留期間

不得逾一年。 

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停留期間不

得逾一年。但傳習績效良好，延長可產生更大績效，或延

伸傳習計畫，以開創新傳習領域者，得申請延期，其期限

不得逾一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年。 

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申請來臺參與學術科技研究或

大陸地區產業科技人士乙類及丙類來臺從事產業研發或產

業技術指導活動者，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但研究發展或

技術指導成果績效良好，繼續延長將產生更大績效，或延

伸研究發展計畫，以開創新研究領域者，得申請延期；總

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年。 

大陸地區體育人士來臺協助國家代表隊培訓者，其停

留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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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績效良好，有必要延長停留者；其總停留期間

不得逾一年。 

二、辦理亞洲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培訓

者；其總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年。 

第 十三 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活

動，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期者，應於停留期間屆滿五

日前，備齊下列文件，由邀請單位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但經許可停留期間在十二日以下者，應於停留期間屆滿二

日前提出申請：  

一、延期申請書。  

二、入出境許可證。  

三、延期計畫書及行程表。  

依前條第五項至第八項規定申請延期者，應於期間屆

滿十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

技藝人士應檢附具體計畫書；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應檢

附參與學術科技研究申請書，併同前項文件申請辦理。 

第 十六 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因年滿六十歲行動不便或健康因素

須專人照料，得同時申請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陪同來臺。 

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申請來臺參與學術科技研究、

大陸地區產業科技人士乙類及丙類來臺從事產業科技活動

核定停留期間逾四個月者，與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

俗技藝人士來臺傳習、大陸地區體育人士來臺協助國家代

表隊培訓核定停留期間逾六個月者，得准許其配偶及十八

歲以下之子女同行來臺。停留期間屆滿後，應由邀請單位

負責其本人及其同行之配偶、子女之出境事宜。 

前項人員在臺停留期間，因故須短期出境時，應由邀

請單位代向主管機關申辦入出境手續，並由主管機關核發

三個月效期之入出境許可證；逾期未返臺者，如須再行來

臺，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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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得申請其配偶及子女

同行來臺。 

依前項規定申請同行來臺之未滿十八歲子女，得依下

列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就讀與其學歷相銜接之各級學校者，準用境外優

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第四條至第六

條、第七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第八條規定及依第

九條所定書表格式辦理。 

二、申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者，準用外國僑民子女就學相

關規定辦理。 

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未滿十八歲者，得同時申請直

系尊親屬一人陪同來臺；大陸地區演員申請來臺參與電影

片製作或製作節目並擔任主角者，得申請助理人員五人陪

同來臺。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來臺參加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國際會議或重要交流活動者，得申請配偶及直

系親屬一人同行來臺。 

第 十七 條    邀請單位對於邀請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背景應先予瞭

解，提供資料；安排行程，應辦理保險，並取得受訪單位

之同意；於其來臺活動期間，依計畫負責接待及安排與其

專業領域相符之活動，並依接待大陸人士來臺交流注意事

項辦理接待事宜。 

邀請單位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同一申請案，來臺活

動期間應團體行動，不得以合併數團或拆團方式辦理。但依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或情形特殊，於事前報經主管機

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活動期間未依規定團體行動

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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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單位應依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要

求，提出活動報告，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

隨時進行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行為。  

邀請單位未依規定辦理接待、安排活動、提出活動報告

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主管機關視其情節，於一年至三年內

對其申請案得不予受理。 

第 二十 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以邀請單位

之負責人或業務主管為保證人。邀請單位為法人，並於入

境申請時表明願負擔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責任時，亦

得擔任保證人。 

前項保證人應出具親自簽名及蓋邀請單位印信之保證

書，並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核。 

保證人得以一份保證書，檢附團體名冊，對申請來臺之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予以保證。 

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所有權，並以該事

由申請來臺者，無須覓保證人及備具保證書。 

第二十三條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活動

者，發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

算為三個月。但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許可得發給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

之翌日起一年或三年： 

一、大陸地區體育人士來臺協助國家代表隊培訓。 

二、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經許可來臺從事學術科技研

究及大陸地區產業科技人士來臺從事產業科技活

動。 

三、須經常來臺，經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有必要。 

大陸地區學術科技人士及大陸地區產業科技人士依前

項規定入境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六年內效期多次入出

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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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其本人、配偶及子女，

經許可得發給一年效期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者，經許可得發給一年效期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可入出境一次；因故

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入境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檢附原邀請單位

同意函及行程表，辦理加簽後，即可入出境；其加簽效期自

加簽之翌日起三個月。但不得逾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之有

效期間。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可多次入出境。 

原申請來臺從事專業活動之事由消失者，邀請單位、地

政機關或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事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立即通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

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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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 

 

第  五  條    指定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本辦法規定經主

管機關許可為金融業務往來，其範圍如下，並應依中央銀

行有關指定銀行辦理外匯業務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外匯存款業務。 

二、匯出及匯入款業務。但不包括未經許可之直接投資、

有價證券投資匯款及其他未經法令許可事項為目的

之匯出及匯入款。 

三、出口外匯業務。 

四、進口外匯業務。 

五、授信業務。 

六、與前五款業務有關之同業往來。 

七、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業務。 

第五條之ㄧ    臺灣地區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

業務機構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得與大陸地區個人、法

人、團體、其他機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為新臺幣之金融業

務往來。 

前項業務往來對象已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格或登記證

照者，比照與臺灣地區個人、法人、團體及其他機構往來；

往來對象未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格或登記證照者，除新臺

幣授信業務以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對未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

格之大陸地區個人辦理不動產物權擔保放款業務為限，且

授信對象須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

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之規定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不動產物

權者外，其他業務比照與未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格或登記

證照之第三地區個人、法人、團體及其他機構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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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銀行及信用合作社辦理前項不動產物權擔保

放款業務之授信對象、額度、期限、擔保品、資金用途、

核貸成數及其他應注意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為金融業務往來之臺灣地區銀行與其海

外分支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指定銀行、信用合作社、

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應定期將辦理情形彙報總行轉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

備查。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由主管機關定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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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於登記完

畢後滿三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

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從事

有助於臺灣地區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文件。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

得、設定及移轉權利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之投資，指下列各款投資： 

一、觀光旅館、觀光遊樂設施及體育場館之開發或經營。 

二、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三、工業廠房之開發或經營。 

四、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或經營。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投資項目之開發或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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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之投資，指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告之農業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類目及標準之投資。 

第  十  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時，其投資計畫涉及二以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

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判定者，

由行政院指定之。 

第 十一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訂

定各類用地總量管制基準，作為准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

列冊管理。 

第 十二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

案後，應函復申請人，並函知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未經核准者，應敘明理由函復申請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容，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同意後，應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

辦理。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使用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

保持、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變更及土地開發者，仍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 十八 條    （刪除）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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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製造業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1111棉紡紗業  

1112毛紡紗業  

1113人造纖維紡紗業  

1114人造纖維加工絲
業 

 

1119其他紡紗業  

1121棉梭織布業  

1122毛梭織布業  

1123人造纖維梭織布
業 

 

1124玻璃纖維梭織布
業 

 

1125針織布業  

1129其他織布業  

1130不織布業  

1140印染整理業  

1151紡織製成品製造
業 

 

1152繩、纜、網製造
業 

 

11 紡織業 

1159其他紡織品製造
業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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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1211梭織外衣製造業  

1212梭織內衣及睡衣
製造業 

 

1221針織外衣製造業  

1222針織內衣及睡衣
製造業 

 

1231襪類製造業  

1232紡織手套製造業  

1233紡織帽製造業  

12 
成衣及服
飾品製造
業 

1239其他服飾品製造
業 

 

經濟部  

2101輪胎製造業  

2102工業用橡膠製品
製造業 

 21 
橡膠製品
製造業 

2109其他橡膠製品製
造業 

 

經濟部  

2201塑膠皮、板、管
材製造業 

 

2202塑膠膜袋製造業  

2203塑膠日用品製造
業 

 

2204工業用塑膠製品
製造業 

 

22 
塑膠製品
製造業 

2209其他塑膠製品製
造業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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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2620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26 
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 2699未分類其他電子

零組件製造業 
 

經濟部  

2711電腦製造業  

2721電話及手機製造
業 

 

2729其他通訊傳播設
備製造業 

 

2730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2740資料儲存媒體製
造業 

 

2760輻射及電子醫學
設備製造業 

 

27 

電腦、電
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
製造業 

2779其他光學儀器及
設備製造業 

 

經濟部  

2810發電、輸電、配
電機械製造業 

 

2831電線及電纜製造
業 

 

2832配線器材製造業  

2851家用空調器具製
造業 

 

2852家用電冰箱製造
業 

 

2853家用洗衣設備製
造業 

 

2854家用電扇製造業  

28 
電力設備
製造業 

2859其他家用電器製
造業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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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2921農用及林用機械
設備製造業 

 

2922採礦及營造用機
械設備製造業 

 

2923食品、飲料及菸
草製作用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 
機械設備
製造業 

2924紡織、成衣及皮
革生產用機械設
備製造業 

 

經濟部  

3010汽車製造業  

3020車體製造業  30 
汽車及其
零件製造
業 

3030汽車零件製造業  

經濟部  

3110船舶及其零件製
造業 

 

3131自行車製造業  31 
其他運輸
工具製造
業 

3132自行車零件製造
業 

 

經濟部  

3211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9其他非金屬家具
製造業 

 32 
家具製造
業 

3220金屬家具製造業  

經濟部  

3311體育用品製造業  

33 
其他製造
業 3329其他醫療器材及

用品製造業 
 

經濟部  

註：本表行業分類方式之依據為行政院95年5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8

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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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服務業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01 農、牧業 0133畜牧服務業 

屬附帶於畜牧
業之顧問服務
業，且非涉及家
禽孵育及家畜
禽配種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服務業承諾表：附
帶於畜牧業之顧
問服務業。 

05 
石油及天
然氣礦業 

0500石油及天然氣
礦業 

非屬採礦者 經濟部 

06 
砂、石及黏
土採取業 

0600砂、石及黏土
採取業 

非屬採礦者 經濟部 

07 
其他礦業
及土石採
取業 

0700其他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非屬採礦者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附
帶於礦業之服務
業。 

34 

產業用機
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
業 

3400產業用機械設
備維修及安
裝業 

民用航空器維
修 

交通部 
服務業承諾表：空
運服務業（航空器
維修）。 

37 
廢（污）水
處理業 

3700廢（污）水處
理業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3811無害廢棄物清
除業 

 

3812有害廢棄物清
除業 

 

3821無害廢棄物處
理業 

 

3822有害廢棄物處
理業 

 

38 

廢棄物清
除、處理及
資源回收
業 

3830資源回收業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服務業承諾表：污
水處理服務業、廢
棄物處理服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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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510商品經紀業 
非屬活動物之
商品經紀商者 

經濟部 

4520綜合商品批發
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經濟部 

4531穀類及豆類批
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32花卉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39其他農產原料
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41蔬果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42肉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46 批發業 

4543水產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經
紀商服務業(活動
物除外)、批發交
易服務業（武器及
軍事用品、活動物
及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所稱之農產
品批發市場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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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544冷凍調理食品
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經濟部 

4545乳製品、蛋及
食用油脂批
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
之農產品批發
市場者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546菸酒批發業  財政部 

4547非酒精飲料批
發業 

 經濟部 

4548咖啡、茶葉及
香料批發業 

 經濟部 

4549其他食品批發
業 

 經濟部 

4551布疋批發業  經濟部 

4552服裝及其配件
批發業 

 經濟部 

4553鞋類批發業  經濟部 

4559其他服飾品批
發業 

 經濟部 

4561家庭電器批發
業 

 經濟部 

4562家具批發業  經濟部 

4563家飾品批發業  經濟部 

  

4564家用攝影器材
及光學產品
批發業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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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565鐘錶及眼鏡批
發業 

 
經濟部 
行政院衛
生署 

4566珠寶及貴金屬
製品批發業 

 經濟部 

4567清潔用品批發
業 

 經濟部 

4569其他家庭器具
及用品批發
業 

 經濟部 

4571藥品及醫療用
品批發業 

 
行政院衛
生署 

4572化粧品批發業  
行政院衛
生署 

4581書籍、文具批
發業 

 經濟部 

4582運動用品、器
材批發業 

 經濟部 

4583玩具、娛樂用
品批發業 

 經濟部 

4611木製建材批發
業 

 經濟部 

4612磚瓦、砂石、
水泥及其製
品批發業 

 經濟部 

  

4613磁磚、貼面石
材、衛浴設備
批發業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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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614漆料、塗料批
發業 

 經濟部 

4615金屬建材批發
業 

 經濟部 

4619其他建材批發
業 

 經濟部 

4621化學原料批發
業 

 經濟部 

4622化學製品批發
業 

 

經濟部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4631石油製品燃料
批發業 

 經濟部 

4639其他燃料批發
業 

 經濟部 

4641電腦及其週邊
設備、軟體批
發業 

 經濟部 

4642電子設備及其
零組件批發
業 

 經濟部 

4643農用及工業用
機械設備批
發業 

 經濟部 

4644辦公用機械器
具批發業 

 經濟部 

4649其他機械器具
批發業 

 經濟部 

  

4651汽車批發業  經濟部 

 



 附表之10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652機車批發業  經濟部 

4653汽機車零配
件、用品批發
業 

 經濟部 

4691回收物料批發
業 

 
經濟部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4699未分類其他專
賣批發業 

 經濟部 

 

4711食品飲料為主
之綜合商品
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4719其他綜合商品
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4721蔬果零售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722肉品零售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723水產品零售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729其他食品及飲
料、菸草製品
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財政部 

4731布疋零售業  經濟部 

47-48 零售業 

4732服裝及其配件
零售業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零
售服務業（武器及
軍事用品、藥局、
藥房、藥粧店及活
動物除外）。 



 附表之11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733鞋類零售業  經濟部 

4739其他服飾品零
售業 

 經濟部 

4741家庭電器零售
業 

 經濟部 

4742家具零售業  經濟部 

4743家飾品零售業  經濟部 

4744鐘錶及眼鏡零
售業 

 
經濟部 
行政院衛
生署 

4745珠寶及貴金屬
製品零售業 

 經濟部 

4749其他家庭器具
及用品零售
業 

 經濟部 

4761書籍、文具零
售業 

 經濟部 

4762運動用品、器
材零售業 

 經濟部 

4763玩具、娛樂用
品零售業 

 經濟部 

4764音樂帶及影片
零售業 

 經濟部 

4810建材零售業  經濟部 

  

4821加油站業  經濟部 

 



 附表之12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829其他燃料零售
業 

 經濟部 

4831電腦及其週邊
設備、軟體零
售業 

 經濟部 

4832通訊設備零售
業 

 經濟部 

4833視聽設備零售
業 

 經濟部 

4841汽車零售業  經濟部 

4842機車零售業  經濟部 

4843汽機車零配
件、用品零售
業 

 經濟部 

4851花卉零售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經濟部 

4852其他全新商品
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4853中古商品零售
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內政部 

4871電子購物及郵
購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4872直銷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
員會 

  

4879未分類其他無
店面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
房、藥粧店或活
動物之零售者 

經濟部 

 



 附表之13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4939其他汽車客運
業 

屬附駕駛之小
客車租賃業者 

交通部 

49 
陸上運輸
業 

4940汽車貨運業  交通部 

服務業承諾表：公
路運輸服務業（包
括汽車貨運業、汽
車路線貨運業、汽
車貨櫃貨運業、小
客車租賃業、小貨
車租賃業）。 

50 
水上運輸
業 

5010海洋水運業 

屬 船 舶 運 送
業，限於大陸籍
業者依「海峽兩
岸海運協議」來
臺設立分公司
及辦事處者 

交通部 
本項為配合兩岸
海運直航協議。 

51 
航空運輸
業 

5101民用航空運輸
業 

限於大陸籍業
者依「海峽兩岸
包機會談紀要」
及「海峽兩岸空
運補充協議」來
臺設立分公司
及辦事處者 

交通部 
本項為配合兩岸
空運直航協議。 

55 
住宿服務
業 

5510短期住宿服務
業 

屬觀光旅館者 交通部 

56 餐飲業 5610餐館業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旅
館（包括觀光旅
館、一般旅館）及
餐廳。 



 附表之14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61 電信業 6100電信業 

屬第二類電信
事業之一般業
務者，投資人須
為在海外或大
陸地區上市之
電信業者，且總
持股比率以不
超過50%為限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
會 
交通部 

服務業承諾表：基
本電信服務之轉
售業務及電信加
值服務業，但均不
含語音單純轉售
服務、E.164用戶
號碼網路電話服
務、非E.164用戶
號碼網路電話服
務、租用國際電路
提供不特定用戶
國際間之通信服
務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營業
項目。 

6201電腦軟體設計
業 

 

6202電腦系統整合
服務業 

 62 
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
業 

6209其他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業 

 

經濟部 

6311入口網站經營
業 

 

63 
資料處理
及資訊供
應服務業 6312資料處理、網

站代管及相
關服務業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電
腦及其相關服務
業。 
 



 附表之15

中類 
編號 

中類業別 細類編號及業別 限制條件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7121環境檢測服務
業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71 

建築、工程
服務及技
術檢測、分
析服務業 

7129其他技術檢測
及分析服務
業 

屬車輛、機械、
電機、電子產品
之技術檢測及
分析服務者 

經濟部 
交通部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服務業承諾表：技
術檢定與分析服
務業（包括環境檢
測、車輛檢驗、技
術測試及分析服
務業，不包括與醫
藥設備、食物及食
品相關之服務）。 

7210自然及工程科
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 

 

7220社會及人文科
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 

 
72 
研究發展
服務業 

7230綜合研究發展
服務業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研
究發展服務業。 

74 
專門設計
服務業 

7409其他專門設計
服務業 

屬特製品之設
計服務者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其
他商業服務業之
特製品設計服務
業。 

77 租賃業 7721汽車租賃業 
屬未附駕駛之
小客車或小貨
車租賃者 

交通部 

服務業承諾表：公
路運輸服務業（包
括小客車租賃
業、小貨車租賃
業）。 

82 
業務及辦
公室支援
服務業 

8202會議及展覽服
務業 

屬會議服務者 經濟部 
服務業承諾表：會
議服務業。 

註：本表行業分類方式之依據為行政院95年5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8

次修正）」 



 附表之16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非承攬）公共建設項目 

項次 項           目 限    制    條    件 

一 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 

1.須位於航空站陸側且非涉及管制

區者。 

2.外資(含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超過臺灣地區最大股

東之持股比率。 

 

1.航空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廠

房、倉儲、加工、運輸等必要設

施。 

 

 

2.航空事業營運設施，指投資興建

及營運航空事業辦公或具交通系

統轉運等功能之設施，且申請開

發土地面積達1公頃以上。 

 

 3.航空訓練設施。  

 4.過境旅館。  

 5.展覽館。  

 6.國際會議中心。  

 7.停車場。  

二 港埠與其設施 
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超

過其他非陸資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1.船舶停泊、貨物裝卸、倉儲、駁

運作業之水面、陸上、海底設施、

遊艇碼頭及其他相關設施。 

不含土地之投資總額須達新臺幣 10

億元以上。 

 
2.新商港區開發，含填地、碼頭及

相關設施。 

不含土地之投資總額須達新臺幣 25

億元以上。 

 

3.各專業區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

廠房、倉儲、加工、運輸等必要

設施。 

不含土地之投資總額須達新臺幣 10

億元以上。 



 附表之17

項次 項           目 限    制    條    件 

三 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指在風景區、風景特定區及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憩（樂）

區內之遊憩（樂）設施、住宿、餐

飲、解說等相關設施、區內及聯外

運輸設施、遊艇碼頭及其相關設施。 

 

註1：本表分類方式之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註2：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

地區投資（非承攬）公共建設，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其相

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