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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年7月接任海基會董事長一職以來，

個人對於海基會為兩岸人民服務的辛勞努

力，不僅感到與有榮焉，更有「任重道遠」的使

命與挑戰。

兩岸關係是一個相當複雜而難解的問題，

不但有其歷史的緣起，也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制

約，更無法脫離兩岸各自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

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個人參與台灣民主運動30

年，深切的了解到，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是台灣

與對岸的中國最大的差別所在。然而，中國也是台灣能否繼續保有民

主自由體制與價值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如何妥善處理兩岸關係，確實

是我們當前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台灣各界可以集思廣義，共同

探討的議題。

海基會自創立以來，曾因肩負兩岸談判工作而備受矚目，中共

片面中斷協商後，未能繼續在協商領域一展所長，遂逐漸轉以服務為

主，在兩岸政府不接觸、又未互設派駐機構的前提下，儼然肩負兩岸

之間的準領事功能，尤其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日趨密切，每年所協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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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服務案件已從初期的5千餘件，大幅成長到去年的32萬件，實際

見證了兩岸關係的跌蕩起伏。

未來的一年，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關鍵年。有鑑於此，海基

會除了應該做好因應各種變化的準備工作之外，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巨

大潮流與趨勢，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我們應該強化做為政府與

台商之間的溝通橋樑功能與協調整合的角色，並建立與中國方面的善

意互動，為兩岸人民解決因交流所衍生的各項問題。同時，透過強化

智庫的功能，以正確掌握民意趨向，並隨時關注兩岸關係情勢變遷。

最後，個人深切期盼，兩岸能在對等與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恢復

政府間，以海基海協兩會為主軸的協商與對談。雙方可以建構和平、

和諧、穩定的正常化關係；也期待中國當局，能夠擱置爭議，與我們

一起共謀兩岸人民的權益與福祉。同時，本會也將繼續在政府授權下

執行任務，為兩岸的和平與發展而努力！



2007
年是兩岸開放交流20年，也是海基

會會務發展成果豐碩的一年。

回顧2007年兩岸情勢，兩岸關係基本格局

沒有重大的改變與突破，中共「一中框架」的政

治障礙依舊，在國際社會更是用盡各種方式打壓

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的做法也沒有改變。然而不可

否認的，兩岸經貿、社會、文教的交流在這樣的

情勢下依舊熱絡，並衍生累積了相當多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也一直難以得到妥適的解決，致兩岸

民眾權益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甚而影響到兩岸經濟的永續發展。

在兩岸官方仍未接觸也未互設派駐機構的情況下，去年來本會

仍然積極地擔負起促進兩岸交流與服務的任務。特別是在為民服務方

面，持續秉持「服務導向」的精神，擴展服務的面向與品質的提升。

在本會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在2007年完成了多項交流與服

務工作：

在文化交流與服務方面，主辦2007年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

之美」快樂研習營，共有來自大陸各地的台商子女300人報名參加。

每年的「探索台灣之美」活動都深受小朋友的喜愛，並獲得台商家長

的高度肯定。

在經貿服務方面，除援例辦理大陸台商協會三節聯誼活動、協處

兩岸三節包機相關事宜、舉辦「第七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外，鑒於

中共因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陸續推出多項經濟法規，本會分別舉辦中、

南、東部地區「大陸投資廠商座談活動」，以及「從2007年大陸投

資環境變遷看未來台商經營策略研討會」，協助台商認識與因應大陸

投資環境變化。衡諸未來大陸經濟與兩岸經貿發展趨勢，台商有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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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需求必然更加殷切，本會也會與時俱進，提供充分、即時的資

訊與服務。

在法律服務方面，重新整修法律服務中心，提供「馬上辦」、

「扁平化作業」、「午間無休」及「文書驗證申辦進度查詢系統」等

便民服務措施，期盼能在不久的將來，增加第二條「馬上辦」作業，

縮減民眾等候領件時間，以全新的面貌提供民眾專業、溫馨、快速的

優質服務。此外，設立「東區服務處」及律師志工團、舉辦系列關懷

大陸配偶相關活動。另在交流方面，舉辦「兩岸法學論壇」、「兩岸

公證業務研討會」。

在旅行交流與服務方面，除例行的協處民眾兩岸旅行意外、重大

傷病患國人緊急返台醫治事宜外，還舉辦了「兩岸人民人身安全協處

機制研討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是兩岸開放交流二十年，本會特別辦

理了系列活動，包括：兩岸開放交流二十年全國民意調查、「兩岸開

放交流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兩岸開放交流二十年紀錄片」。

透過這些剖析二十年來兩岸交流的得失，在繁複堆砌的交流現象中，

深入探索分析問題的本質，為兩岸建構正常、穩定與制度化的兩岸交

流秩序提出積極、有意義的觀點。

2007年5月，本會董事長張俊雄先生榮任行政院長，新任洪董事

長奇昌於同年7月接任。張前董事長自2005年6月擔任本會董事長兩

年期間，致力改善本會財務結構，提升服務品質，並推動本會成為國

內有關兩岸事務的優質溝通平台，對本會的會務發展功不可沒，全會

同仁均甚為感佩，特此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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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民國76年11月2日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迄今已屆滿20

年。期間，兩岸政治關係雖多有起伏，但雙方的民間交流並未因此停

歇，頻繁的交流現況也導引本會逐步將會務發展及工作的重點，轉化

為提升服務功能及品質。根據統計，本會的服務案件數量由創會初期

的5000餘件逐年增加，近年來甚至達到每年均超過30萬件的規模，

除了台北之外，更先後在高雄、台中與花蓮成立服務處，充分反映民

眾對海基會在提供服務方面的殷切需求。				

為了讓海基會的角色與功能能夠與時俱進，以因應兩岸頻繁交流

所衍生之問題，本會於近年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各項業務均穩

定運作，並繳出了亮麗的成績單。

一、服務：
在法律服務方面，	96年本會受理民眾申請驗證大陸地區公證書

正本計80,444件，受理民眾申請查證案件計1,311件，受理司法文書

送達案件共6,028件，協調我方法院協助大陸法院送達訴訟文書則有

235件，函請大陸地區法院、台辦、公安局或其他相關業務單位協助

調查證據之案件共202件，協處兩岸漁事糾紛計10件，協處有關海難

搜救及行政協助事件共40件。另本會辦理兩岸犯罪情資交換案件計

130件，依主管機關囑託函請大陸海協會協緝遣返我方人犯則有49件

共63人。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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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強化便民服務，本會除了台北會本部，先後於高雄、台

中、花蓮設置南區服務處、中區服務處與東區服務處，並成立各地區

之「律師志工團」。另本年本會除「大陸配偶關懷專線」受理個案

2,206件外，並於各縣市規劃辦理大陸配偶關懷輔導系列活動。

在經貿服務方面，96年本會受理兩岸人民因經貿往來衍生之各項

糾紛案件共291件，其中涉及人身安全者有249件。此外，本會藉由

「台商服務中心」與「台商財經法律顧問團」加強對台商之聯繫與服

務，並舉辦「台商諮詢日」活動24場，辦理「兩岸經貿講座」43場

次。在出版部分，本年共發行兩岸經貿月刊12期，除再版發行「大陸

台商生活手冊」與「大陸台商協會會員名錄」，另出版台商諮詢Q&A

彙編以及「錢進中國－您不可輕忽的前車之鑑」。為了增進政府與大

陸台商之互動，本會援例於三節主辦大陸台商聯誼座談活動。

在旅行服務方面，96年本會受理兩岸人民緊急服務專線請求協助

處理案件5,868通；另賡續配合相關單位協處大陸偷渡犯遣送作業，

共遣送大陸偷渡犯5次計595人。此外，本年順利協處多起兩岸重大

旅行意外，例如我方旅行團在大陸山東濟南發生車禍與廣西梧州發生

遊覽車翻覆事件等。本年另舉辦「兩岸人民人身安全協處機制研討

會」，並規劃籌設「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

在文化服務方面，本年除擴大主辦2007年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



灣之美」快樂研習營外，並協處我方公立博物館向大陸有關單位反映

館藏文物遭大陸仿製案、行政協助大陸重要學者及藝文界人士來台、

協處我方學者在大陸意外死亡事件、協助台灣赴大陸就學學生辦理相

關研討活動、提醒民眾注意福建廈門以所謂「台商子弟學校」名義刊

登招聘教師之廣告等事宜。

二、交流：
在文化交流方面，計協助辦理「第2屆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2007年兩岸青年學術交流暨大陸實地參訪

團」活動、「2007年大陸圖書博覽會（重慶書市）」及「第3屆海

峽兩岸圖書交易會」、「2007第3屆南山盃海峽兩岸高中籃球邀請

賽」、「2007國際排球教練暨訓練科學研討會」及「2007青年文學

會議」等多項活動。

在經貿交流方面，本會依據「協助大陸台商協會邀請經貿專業人

士來台參訪作業要點」，協助各地台商協會邀請大陸人士來台交流，	

96年共協助台商協會完成137個團體1,501人次之申請程序，已來台

者共有74個團體，計730人次。

在法律交流方面，本會為辦理公（認）證書驗證與查證、兩岸犯

罪防制、司法行政協助、兩岸漁事糾紛協處、兩岸掛號函件查詢等業

務，除持續與大陸有關單位聯繫，本年並邀請大陸學者專家來台參與

兩岸法學論壇─「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學術研討會」，共同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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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商
	 	 	 	本會成立以來，受主管機關委託與大陸方面進行二十餘次協商

談判，惟自民國88年起，大陸方面因政治因素片面中斷兩岸兩會溝通

協商管道迄今。本會為執行各項兩岸人民服務工作，除積極履行相關

協議，並多次呼籲兩岸擱置政治爭議，儘速重啟對話與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