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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議我方開放旅行業，是
否有「一條龍」的問題？ 

「服貿觀光產業之旅行業-花蓮版」簡報
作者提及服貿通過後「一條龍」才算大功
告成，然因兩岸服貿協議中我方僅開放大
陸旅行社在臺經營國人在臺旅遊活動，並
未包括代售國際機票、招攬國人出國或赴
大陸旅遊、接待外國及大陸旅客來臺旅遊
業務。既然我方對於陸資旅行社已有經營
範圍的限制，自然就不會有「陸資操作」
及「接陸客團」等可能衍生之相關「一條
龍」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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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議我方開放旅行業，是
否有「以大吃小」的問題？ 

我方以最低限度、適當程度的開放，僅允
許大陸旅行社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及設立
分公司等形式設立總計3家之商業據點，
又經營範圍限乙種旅行業業務，僅辦理國
人國內旅遊，並未包括綜合或甲種旅行業
業務。所以，無論在法律上或實質上都不
會出現「以大吃小」的問題。又藉助經濟
部對於陸資來臺投資申請案件之審查機制，
可有效遏制陸資規模龐大造成 
壟斷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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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中所舉用花蓮案例是否適用
協議之議題？ 

協議中所允許3家大陸旅行社在臺灣經營
國人在臺旅遊活動，其客源為臺灣國人在
地旅客，而國內消費者對於觀光品質要求、
行程、內容均較第1次來臺的觀光客講究、
更有要求。另外就經營面而言，大陸旅行
社也不容易對於臺灣旅客做出強迫購物情
形，以免造成負面評價，影響生意往來。
又國人對於本國的文化及法律已有一定的
熟悉度，如有爭議，可立即提出申訴或訴
諸媒體。因此，所擔憂之問題 
較難以發生，而所舉花蓮案例 
似不適用於兩岸服貿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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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議我方開放旅行業，到
底「臺灣賺到什麼」？ 

近年來中國市場的全球化及中國觀光客的
高消費能力已成為眾多國家及業者爭搶的
對象。從爭取中國觀光客為主要客戶的角
度而言，臺灣除了文化接近、語言互通外，
更擁有良好的觀光產業、優秀的人才及豐
富的國際經驗，外加距離相近，與世界上
其他國家相較之下，臺灣佔有相當的旅遊
市場優勢。若進一步從國家經濟策略觀之，
適當開放服務貿易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
保障我國特定產業，而是更宏觀的藉由適
度的市場競爭，發展我國的相 
對優勢，提供我國人民更多元 
的服務項目、更好的服務品質 
及更低廉的消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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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開放觀光產業項目多於陸 
方？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旅館業及遊樂業部
分，陸方因與其市場開放現狀相符且非屬
新增事項，故無寫入服貿協議之承諾表中。
實際上，陸方對我方早已開放旅館業(陸
方並未區分觀光旅館業及一般旅館業）及
遊樂業，反而我方限縮僅開放觀光旅館業
及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部分，我方僅開放最低限度(限3家
經營國人國旅業務)，而陸方開放我方享
有與陸方旅行社相同待遇，且無投資家數
及年旅遊營業額限制。因此我 
方開放觀光產業項目並未多於 
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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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影響的專營國民旅遊市場之
中小型旅行業者，政府有何因應？ 

觀光局對經營國民國內 
旅遊業務之中小型旅行 
業已有配套措施，包括： 
輔導中小型旅行業者開發具品牌特色之創
新優質商品，藉由推動品牌化及國際化，
促進旅行產業升級、透過旅行公會規劃舉
辦符合國內旅遊業者經營需要之訓練課程、
鼓勵業者利用勞動部之「勞工在職進修計
畫」及「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進行
體質調整以提升競爭力。若有因市場開放
而受損之產業，將協助其向經濟部「因應
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專案 
小組」提出輔導或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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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否能力以減低開放對中小型
旅行業之衝擊？ 

對於兩岸服貿協議此一重大政策，行政機
關於協議簽署前已透過業者座談周延規劃
因應及配套措施，包括事前影響評估、審
查機制的建立、事後查核管理及提升競爭
力輔導措施。 
政府係著眼於維護觀光產業未來的競爭優
勢而採逐步、漸進式開放旅遊市場，且將
針對陸資旅行社擬訂相關管理法令，以完
備管理機制，未來陸資旅行社在臺投資設
立，亦將依法加強管理。觀光局責無旁貸，
將在市場層面對旅遊市場商序 
做有效的品質控管，以落實市 
場自由機制並維持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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