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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通過首部「民法典」 
中國大陸第 13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 5月 28日表決通過首部民法典。中國大陸自 1950年代中期開
始 4次組織編纂民法典，但因政治動盪或條件不成熟而暫緩，2014年 10月，第 18屆四中全會提
出編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務；2017年率先完成民法總則，2018年各分編草案再進行審議，2020年
民法典宣告通過。民法典將於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中國大陸現行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
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同步廢止。

陸委會：民意高度肯定總統就職演說兩岸政策立場　反對中國大陸施加

強制性主張及威嚇負面作為

大陸委員會 6月 4日公布民調結果，調查顯示台灣主流民意認同總統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主張。
其中 88.2%民眾支持總統重申「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兩岸互動原則，81.6%民眾支持總
統主張雙方都有責任謀求兩岸關係的長遠相處之道，也認為對岸領導人應承擔相對責任。79.1%

民眾贊成總統不接受北京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的主張，70.1%民眾支持總統
強調，依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條例，處理兩岸事務。

海基會舉行第 10屆董監事第 11次聯席會議　李大維出任董事長
海基會 6月 5日舉行第 10屆董監事第 11次聯席會議，由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出任董事長、海
基會副秘書長蔡孟君代理秘書長。李董事長致詞時表示，兩岸關係雖然挑戰重重，也有值得重視及
珍惜的交集。以這次疫情武漢包機為例，雖然兩岸因防疫規定、作法分歧，造成很多波折，最終仍
達一定共識，讓滯留民眾能夠返家，證明為了民眾福祉，兩岸合作可以殊途同歸。並引用蔡英文就
職演說，「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轉捩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長遠相處之道，避免對立與分歧的擴
大」。李董事長最後表示，作為海基會董事長，期許兩岸都應該以確保人民權益為優先，共同為兩
岸民眾福祉與區域和平穩定，為未來長久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2020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台灣獲 4大獎
經濟部工業局 6月 11日表示，全球著名研究顧問機構 IDC日前發布第六屆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我國在本次 19項最佳智慧城市專案中，台北市 (智慧教育 )、新北市 (公民參與 )、台南市 (智慧
水利 )、及高雄、屏東、澎湖攜手合作 (智慧樂活社區共照 )，共獲得四項大獎，成為本屆獲獎最
多的國家。工業局並表示，繼 2018年，桃園、嘉義市、台南市獲得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 全球前七大智慧城市獎，2019年桃園贏得全球智慧城市首獎殊榮之後，我
國又一次受到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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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首例　深圳發布個人破產條例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發布《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徵求意見稿）》，是「個人破產制度」在中
國大陸首次亮相。《徵求意見稿》規定，自人民法院宣告債務人破產之日起算，免責考察期為 3年，
免責考察期滿，破產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免除剩餘債務，在破產程序中和免責考察期內，破產人
應當遵守人民法院依照條例作出的限制債務人相關行為的決定，包括限制消費和從業禁止。與此同
時，《徵求意見稿》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避免債務人惡意逃避債務，包括規定不予免除的債務、不
予免責的行為、延長免責考察期、撤銷免責等制度。

我 2020年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排名全球第 11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6 月 16 日公布「2020 年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在 63個受評比國家中，台灣排名第 11名，較 2019年大幅進步 5名，
為 2016年以來最佳表現。其中「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4大
類指標中，分別為第 17名、第 9名、第 12名與第 15名；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排名都
進步，尤其政府效能表現傑出，進入全球前 10名。20項中項評比項目中，15項較 2019年進步，
其中「租稅政策」、「經營管理」、「科學建設」與「技術建設」分別得到第 4名、第 6名、第 7

名與第 8名，獲得國際機構肯定。

陸委會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提供港人必要協助

大陸委員會 6月 18日表示，為因應中國大陸強推港版國家安全法造成香港的變局，依總統及行政
院長指示規劃的「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已奉行政院核定，執行本專案所建置的「台港服
務交流辦公室」將於 7月 1日正式營運，以提供港人便捷服務與必要照顧。本專案係透過跨部會
的協調，整合相關資源，並由政府挹注必要經費，期為進入台灣、需要協助的港人、香港跨國企業
及國際法人團體，提供親切、便捷的服務及基本照顧，並吸引香港資金及專業人才，壯大台灣經濟
發展。

經濟部助攻MIT行銷全球　我防疫產品出口亮眼
2020年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使各國對於防疫產品需求激增，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結合工業
局、外貿協會、紡拓會、紡織研究所及相關產業公協會力量，透過籌組防疫國家隊、辦理線上新產
品發表會、視訊洽談會、建置線上展館、線上防疫國家館、全球防疫商務互動地圖等數位行銷手法，
成功帶動防疫產品與供應鏈輸出。據海關統計，我國防疫產品 2020年 1～ 5月較 2019年同期大
幅成長 1倍以上，其中以防護衣出口值達 1,600萬美元成長最多，其次為體溫計出口值達 945萬
美元。

放寬外籍人士入境條件　來台觀光仍禁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因應商務經貿交流及人道因素等需求，自 6月 29日起，放寬外籍、
香港及澳門人士入境對象：1、外籍人士，除觀光、一般社會訪問以外，均得提出申請；2、港澳人士，
特殊人道考量及緊急協處、商務履約、跨國企業內部調動、已取得我居留證之國人配偶、子女及商
務經貿交流 (含工作居留、投資居留及創新創業居留等 )，均得提出申請。為確保飛航防疫安全，
並降低開放外籍及港澳人士入境後發生社區疫情之風險，對於獲准入境台灣之外籍、香港及澳門
人士，要求應於航空公司報到前，主動出示「表訂登機時間前 3天內之 COVID-19核酸檢驗陰性報
告」，並配合入境後居家檢疫 14天及必要之檢疫措施。

6/16

6/12

6/18

6/24

6/29


	200707_兩岸經貿343期-7月
	2020-343期兩岸經貿內頁.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