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7 月 1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離島建設條例第十八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九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依本辦法試辦通航之港口，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指定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後，公告之。
 

第 3 條
 

1  中華民國船舶或大陸船舶經申請許可，得航行於離島兩岸通航港口與經交通部核定之大

陸地區港口間；外國籍船舶經特許者，亦同。

2  大陸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應遵行之相關事項，得由交通部或有

關機關另定之。
 

第 4 條
 

1  經營離島兩岸通航港口與大陸地區港口間之定期固定航線業務者，應檢附申請書、營運

計畫及相關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航行。

2  大陸地區之船舶運送業應委託在臺灣地區船務代理業，申請前項許可。

3  第一項許可期間，以二年為限，並得於期限屆滿三十日前重新申請許可。

4  經公告無船舶運送業經營第一項業務，且經航政機關會商大陸事務主管機關認航線有持

續經營之必要者，得依需求徵求中華民國籍船舶運送業經營該固定航線，營運所生之損

失得酌予補貼；其補貼之條件、方式及監督考核等事項，由航政機關辦理之。
 

第 5 條
 

經營前條業務以外之不定期航線業務者，應逐船逐航次專案向離島兩岸通航港口之航政

機關申請許可，始得航行。
 

第 6 條
 

1  本辦法施行前已設籍金門、馬祖之漁船，經依船舶法申請變更用途，並於註銷漁業執照

或獲准休業後，得向當地縣政府申請許可從事金門、馬祖與大陸兩岸間之水產品運送

；其許可條件，由當地縣政府定之。

2  前項以船舶經營水產品運送而收取報酬者，應另依航業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向航政主

管機關申請營業許可。

3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八日前設籍金門、馬祖之漁船，經許可得航行至大陸地區

，其許可條件，由當地縣政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7 條
 

1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應依指定之航道航行。

2  前項航行航道，由交通部會同相關機關劃設，並公告及刊登政府公報。

3  船舶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得廢止其航行許可，並按其情節，得對所屬船舶所有人申請船

舶航行案件，不予許可。
 

第 8 條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應開啟國際海事通信頻道，並依交通部規定，於一定期限

內裝設船位自動回報系統或電子識別裝置。



第 9 條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港務及棧埠管理相關業務，應依各該港口港務及棧埠管理

規定辦理。
 

第 10 條
 

1  臺灣地區人民得持憑有效護照，經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

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

2  金門、馬祖或澎湖設有戶籍六個月以上之臺灣地區人民，得向移民署申請許可核發三年

效期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經查驗後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

3  外國人得持憑有效簽證及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之有效護照

，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居民，持憑有

效入出境許可證者，亦同。

4  香港或澳門居民適用臨時入境停留方式入境者，於入境金門、馬祖或澎湖時，得向港口

之移民署申請發給臨時入境停留通知單，持憑入出境。
 

第 11 條
 

1  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人員，申請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者，除第二

項所定人員依該項規定辦理外，應先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及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

地區作業要點，申請許可或同意。

2  下列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得向移民署申請許可，持憑有效護照經查驗許

可後，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

一、金門、連江及澎湖縣縣長。

二、服務於金門、連江及澎湖縣各機關之政務人員。

三、服務於金門、連江及澎湖縣各機關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

等以上公務員或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

3  移民署為前項許可前，必要時，得會商相關機關。
 

第 12 條
 

1  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署申請許可入出金門、馬祖或澎湖：

一、社會交流：包括探親、探病、奔喪、人道探視或其他交流活動。

二、藝文商務交流：包括學術、體育、宗教、文化、商務或其他交流活動。

三、就學：包括就讀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

四、旅行：包括組團及個人旅遊。

2  移民署為前項許可前，必要時，得會商相關機關。

3  第一項第四款情形，以組團方式辦理者，每團人數限三人以上四十人以下，整團同時入

出，不足三人之團體不予許可，並禁止入境。

4  大陸地區人民於金門、馬祖或澎湖海域，因突發之緊急事故，得申請救助進入金門、馬

祖或澎湖避難。

5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患重病、受重傷、發生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其必要協處人

員，得向移民署申請專案許可，往返金門、馬祖或澎湖與大陸地區；該大陸地區人民經

許可之停留期間屆滿者，亦同。

6  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許可入境者，其停留地點以金門、馬祖或澎湖為限。
 

第 13 條
 

1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者，應由金門、馬祖或澎湖親屬、同性質廠商、

學校或相關之團體備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移民署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所設服務

站（以下簡稱服務站）代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並由其親屬或負責人擔任保證人

。



2  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者，應由交通部觀光局許可在金門、馬祖或澎湖營業之綜

合或甲種旅行社向服務站代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並由其負責人擔任保證人；個

人旅遊者，應另備最低投保金額新臺幣二百萬元之旅遊平安保險或其他傷害保險證明文

件及註明大陸地區緊急聯絡人之行程表。

3  前條第四項情形，由救助人代申請之。
 

第 14 條
 

1  大陸地區人民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經許可者，得核發六個月效期之往來金門、馬祖或澎

湖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或一年至三年效期之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由當事人持憑連同有效之

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或大陸地區旅行證件（不包含港澳通行證），經移民署查驗後

入出金門、馬祖或澎湖。

2  前項入出境許可證效期，必要時，得予縮短；應備查驗文件，必要時，得予增加。

3  以旅行事由申請者，得於入境金門、馬祖、澎湖時向移民署申請發給臨時入境停留通知

單，持憑入出境。其適用對象、限制方式、人數及應備文件，由移民署公告，並刊登政

府公報。

4  大陸地區人民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許可者，其停留期間如下，並不得辦理一般延期：

一、社會交流：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個月。

二、藝文商務交流：按實際需要核給，每次最長停留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三、就學：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四個月。

四、旅行：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5  依本辦法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因疾病住院、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未能依限出境

者，得向服務站申請延期停留，每次不得逾十五日。但經移民署會同相關機關認有必要

者，得酌予延長期間及次數；其停留期間之相關費用，由代申請人代墊付。
 

第 15 條
 

1  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以外之其他法令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得持憑有效入出境許可

證，經移民署查驗，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但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依法須

經機場、港口接受面談者，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始得由金門、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

區：

一、來臺地址為金門、馬祖或澎湖。

二、在大陸地區福建設有戶籍。

2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內政部得限制人數。
 

第 16 條
 

大陸地區人民在經政府核准往返金門、馬祖或澎湖與大陸地區航行之船舶服務之船員或

服務於船舶之人員，因航行任務抵達離島兩岸通航港口，須離開港區臨時停留者，得由

所屬之船舶運送業者在金門、馬祖或澎湖之船務代理業者，向服務站代申請臨時停留許

可證，並經查驗後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停留期間不得逾船舶靠泊港口期間。
 

第 17 條
 

1  大陸地區人民在中共黨務、軍事、行政或其他公務機關任職者，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

澎湖，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亦同：

一、參加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二、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三、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四、曾未經許可入境。

五、（曾）經許可入境，逾停留期限。

六、（曾）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七、（曾）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行為。



八、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九、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

十、其他曾違反法令規定情形。

2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有下列情形之一，已入境者，自出境之日起

，未入境者，自不予許可、撤銷、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於一定期間內不予許可其申請

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但曾入境現已出境者，自出境之日起算：

一、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五年。

二、有前項第五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一年至三年。

三、有前項第六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一年至三年，其係經強制出境或限令出境

者，不予許可期間為三年至五年。

四、有前項第七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一年至五年。

五、有前項第九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至痊癒或經證明病情穩定之日。
 

第 18 條
 

（刪除）
 

第 19 條
 

1  大陸地區人民經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許可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而有逾期停留或從事

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其代申請人、綜合或甲種旅行社，內政部得視情節輕

重，一年以內不受理其代申請案件；其已代申請尚未許可之案件，不予許可。未依限帶

團全數出境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亦同。

2  大陸地區人民以旅行事由申請許可進入金門、馬祖或澎湖，而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

之情形者，於不予許可期間屆滿次日起算三年內，不得以臨時入境停留通知單方式入境

。

3  大陸地區船員或服務於船舶之人員經許可臨時停留，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該船舶所屬

之船舶運送業者在金門、馬祖或澎湖之船務代理業者，六個月內不得以該船舶申請大陸

地區船員或服務於船舶之人員臨時停留。

4  金門、馬祖或澎湖之旅行業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金門、馬祖或澎湖旅行業務，其監

督管理，由交通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辦理。
 

第 20 條
 

1  中華民國船舶有專案申請由臺灣本島航行經金門、馬祖或澎湖進入大陸地區必要時，應

備具船舶資料、活動名稱、預定航線、航程及人員名冊，向航政機關申請航行許可；船

舶經金門、馬祖或澎湖應停泊，經查驗船舶航行文件後，得進入大陸地區。

2  前項專案許可，由航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辦理。
 

第 21 條
 

金門、馬祖或澎湖與大陸地區貿易，得以直接方式為之，並應依有關法令取得許可或免

辦許可之規定辦理。
 

第 22 條
 

1  大陸地區物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輸入金門、馬祖或澎湖：

一、經濟部公告准許金門、馬祖或澎湖輸入項目及其條件之物品。

二、財政部核定並經海關公告准許入境旅客攜帶入境之物品。

三、其他經經濟部專案核准之物品。

2  前項各款物品，經濟部得停止其輸入。
 

第 23 條
 

經濟部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得包括下列各項：

一、經准許輸入臺灣地區之項目。



二、金門、馬祖或澎湖當地縣政府提報，並經貨品主管機關同意之項目。
 

第 24 條
 

輸入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物品，應向經濟部申請輸入許可證。但經經濟部公告免辦輸入

許可證之項目，不在此限。
 

第 25 條
 

1  金門、馬祖或澎湖與大陸地區運輸工具之往來及貨物輸出入、攜帶或寄送，以進出口論

；其運輸工具、人員及貨物之通關、檢驗、檢疫、管理及處理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

2  前項進口物品未經許可，不得轉運金門、馬祖或澎湖以外之臺灣地區；金門、馬祖或澎

湖以外之臺灣地區物品，未經許可，不得經由金門、馬祖或澎湖轉運大陸地區。違者

，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罰。

3  前項許可條件，由經濟部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4  金門、馬祖或澎湖私運、報運貨物進出口之查緝，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離島兩岸通

航港口，就通航事項，準用通商口岸之規定。
 

第 26 條
 

1  自金門、馬祖或澎湖郵寄或旅客攜帶進入臺灣本島之少量自用大陸地區物品，其品目及

數量限額如附表。

2  前項郵寄或旅客攜帶之大陸地區物品，其項目、數量超過前項限制範圍者，由海關依關

稅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理。
 

第 27 條
 

（刪除）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刪除）
 

第 30 條
 

1  我國軍艦進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港區，由地區軍事機關負責管制；如遇緊急狀況時，有

優先進出及繫泊之權利。

2  軍用物資之港口勤務作業及船席指泊，由地區軍事機關及部隊分配船席辦理及清運。

3  國軍各軍事機關及部隊為辦理前二項事務，得協調地區港務機關不定期實施應變演習。
 

第 31 條
 

1  為處理試辦通航相關事務，行政院得在金門、馬祖設置行政協調中心，其設置要點由行

政院定之。

2  交通部為協調海關檢查、入出境證照查驗、檢疫、緝私、安全防護、警衛、商品檢驗等

業務與相關之管理事項，得設置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檢查協調中心；其設置要點，由交通

部另定之。
 

第 32 條
 

本辦法試辦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利益、安全之虞或其他重大事由時，得由行政院以命令

終止一部或全部之實施。
 

第 33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