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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一、為該政策作一全面的檢討評估，以期提供整體

性與前瞻性的政策分析與政策建議；二、提出更有效地安全管理機制，以減少中

國觀光客在台逾期滯留。研究歷經文獻檢閱、研究架構之提出、深度訪談與資料

分析等過程後，將研究所得結果彙整如下，同時提出相關的研究建議，期能提供

相關學術研究、業者實際運作或是政府相關單位在推動兩岸觀光交流時得以參酌

應用。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係採取過程評估之研究途徑，以深度訪談之方法來蒐集政策利害相關人

之第一手資訊。根據本研究之分析，本文可歸納出下列結論： 

壹、此政策執行至今，是否有達成其預期的政策目標？是否真的有帶

動台灣觀光產業之蓬勃發展？  

「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希望藉由兩岸的觀光交

流，使得兩岸民眾的誤解降低，能夠更真實地了解兩岸的真實面。然而事實上，

此政策由於兩個關鍵因素使然：一、我國片面開放；二、不當的安全管理機制，

使的目前這個目標尚未有效達成。 

儘管當初預估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能為台灣帶來如此可觀的經濟效益，然

而此政策從開放到目前為止已經是歷經三年多的時間了，到目前為止來台觀光的

大陸旅客仍然屬於非常少量。根據出入境管理局的統計，二○○二年來台觀光的

中國第二類（經第三地）和第三類（居住國外拿到居留證）的旅客有 2151 人；

二○○三年有 12770人；二○○四年有 19042人；而今年到三月底累計共有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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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的大陸旅客來台觀光。因此，目前的政策執行情況與當初所預期的狀況相差

很多，此政策執行至今仍然無法達到其預期的政策目標，讓台灣的觀光產業更加

蓬勃發展。 

貳、政策執行過程中，哪些是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 

綜合學者與業者的意見看法，他們均認為目前的政策執行充其量只能說達到

了部分的目標。若要使得此政策真的達成其預期的目標，可能要從下列的關鍵因

素開始著手：和諧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進行協商，簽訂旅遊協議；解決安全

管理機制的問題；提升我國的旅遊品質與資源，以及採取漸進式的開放等…。 

一、旅遊品質與資源是否是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 

旅遊品質與旅遊資源在短期內並非為影響此政策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不過

若將眼光拉長，就中長期來看，旅遊品質與旅遊資源其實是影響台灣觀光產業發

展的一個根本因素，也是最為重要的要素。旅遊品質的提升以及旅遊資源的改善

不僅能夠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也會更進一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復甦，進而促

進整個地方甚至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經過研究分析後，綜合學者與業者的意

見，我們可以得之，台灣最大的旅遊競爭優勢為：中國旅客對台灣的好奇心。 

二、安全管理機制是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 

學者們認為安全管理機制是會影響到此政策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他們皆同

意安全管理機制是必要且重要的，然而安全管理機制與其他因素相較之下，安全

管理機制則屬於比較微觀的，比較屬於技術層面的東西。因此學者與業者認為，

只要前置作業有進行好，亦即此開放政策是經過雙方協商，而且有簽訂旅遊協議

的話，那麼安全管理機制將是更容易執行，而且較易發揮作用的。而綜合產官學

界的意見，總結出可行合理的安全管理機制應該包含：事前的文件身分審核、觀

平專案（到機場接旅客以及通報制度），以及合理的保證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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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中國簽訂觀光協議，是否是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 

在此開放旅遊的政策中，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其實是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屬

於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若是少了這道程序，之後的安全管理機制與旅遊品質

都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而協議內容則涉及了與旅遊相關的複雜事務，但最主

要的應該還是「大陸人民身份查核」、「違法滯留遣返」、「雙方旅行社的管理

規範」，以及「旅遊糾紛調處」的議題。此外，就旅遊協商的代表部分，受訪者

大致上皆認為旅遊協議的內容涉及公權力的部分，因此應該由政府出面處理較為

適當；不過若考量我國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以及評估可行性後，學者與業者均認

為與中國大陸簽訂旅遊協議其實可以參照此次的春節包機模式，由政府授權給民

間，告訴民間團體政府的底限何在，由民間團體來進行協商。 

四、其他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 

根據受訪的政策利害相關人表示，其實還有一些重要的關鍵因素，也是會影

響此政策是否達成其目標的重要關鍵，包括： 

（一）和諧的兩岸關係 

「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不只是單純的觀光政策，它更是具有高

度政治色彩的兩岸交流政策。只要兩岸關係趨於緩和，大陸方面自然願意開

放大陸居民來台旅遊，而且也願意與我們進行協商；但是相反地，假如兩岸

關係日趨緊張對立，中國方面根本就不願意與我們協商。 

（二）專業導覽人才 

就長期來看，一國的觀光旅遊與品質才是決定這個政策是否能夠為台灣帶來

可觀經濟收益的轉淚點，而專業的導覽人才更是會直接影響旅遊品質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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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漸進式開放  

     事實上目前執行的最大問題在於：旅客來的量太少了，以致於對於我國的觀

光產業以及其他的相關產業助益不大。根據受訪的學者與業者表示，全面開

放仍有一定的風險待評估。因此採取漸進式的開放模式是較恰當的。一方面

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大陸旅客來台；而另一方面也比較能夠掌握安全管理機制

的施行。 

參、政策執行至今，已發生過數次的跳機（觀光客滯留）事件。在兩

岸觀光交流中，我國政府應該建立何種安全管理機制，以更有效

地防止大陸旅客在台失蹤或逾期滯留？ 

綜合政府單位、專家學者與民間業者的意見，總結出較為合理可行的安全管

理機制應該包含：「事前的文件身分審核」、「觀平專案」（進入機場管制區接旅客

以及通報制度）、「旅行社與個人的保證金制度」，以更有效地防止大陸旅客在台

失蹤或逾期滯留。 

不過學者與業者均不否認，眾人所關注的安全管理機制議題，其實是屬於較

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總結來說，今日的安全管理機制難以發揮功效，主要的原

因在於我們沒有與中國大陸簽訂協議，因此在事先預防（事前文件身分審核）方

面就已經漏洞百出了，更遑論是之後旅客來台後的相關安全機制也是難以確實執

行。而且即使訂定出一套看似百密而無一疏的安全管理機制，也無法百分之百的

杜絕中國旅客來台逾期滯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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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文認為雖然此政策已經執行了將近三年多的時間，然而由於目前此政策只

是我國單方面的宣佈開放，中國大陸也尚未解除中國旅客來台的禁令，再加上雙

方並沒有簽訂旅遊旅遊，使的此政策執行至今好像是一個「假」政策，是一個無

法發揮其功效的政策。儘管目前的施行成效不佳，影響的範疇有限，然而就未來

而言，筆者相信，只要中國願意開放居民來台觀光，雙方進行協商簽訂旅遊協議，

此政策必然會對於台灣的整個經濟與社會帶來相當的正面效益與負面衝擊。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文將從理論與政策務兩個面向，提供未來研究的幾點

建議： 

壹、理論層面 

有鑑於政策評估研究已至相當成熟的階段，然而受限於研究限制，本文僅從

政策執行過程評估的角度加以探討，相信後續的政策結果評估與政策影響評估仍

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議題。本文以政策過程評估和回應性評估途徑來檢驗

「開放大陸地區來台觀光政策」，未來建議可嘗試採用其他的政策個案，或是採

用其他的評估途徑或是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以豐富政策評估研究的內涵。 

貳、政策層面 

「開放大陸地區來台觀光政策」突顯出政策內涵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未來

此政策的發展情形仍然是個未知數，是否會因為兩岸關係有了新的突破而有更進

一歩發展的可能，全面開放後又會對台灣社會經濟帶來何種影響，以及全面開放

後如何建立一個可行的安全管理機制，這些議題所涵蓋的層面將不僅只是台灣單

方面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兩岸間高度技術性與高度互動性的政策問題。因此未來

政府如何因應此政策的發展，如何因應全面開放所帶來的利弊得失，相信都是值

得深入探究的新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