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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於 5月 20日至 5月 22日前往賓州參加 2014 年第 8屆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該會議十個主要議題分別為未規劃事件的應變、準備訓練、計

劃管理及延續、州管理機構的角色、緊急醫療應變社群、港口與運輸安全、加強應變

能量、情報及資訊分享、群體的準備合作、國家反恐中心等等，內容涵蓋層面廣泛，

可充分了解美國看待國土安全的重點內涵研究及發展趨勢，將汲取可適用我國之相關

議題內容，俾利本人參與相關應變諮詢及國土安全議題，能夠掌握未來方向。此次會

議主題講者多為政府機關高層官員，足見美國對於國土安全相關議題極為重視，反觀

國內現況則不同，應多加以重視。明年將舉辦之第 9 屆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會議，建議我國學者可多加參與，對提升國土安全現況及宏觀視野有正面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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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為美國 2001年 911事件發生後之新思維，

其包含美國為抵擋恐怖分子活動而採取的所有措施。具體來說，國土安全是指以

一國之合力，去防範境內的恐怖襲擊、增強抵抗恐怖主義的能力、減低破壞以及

協助復元，對於國家安全可謂至關重要。我國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則針對「國

土安全」概述主要工作項，攬括災害防救、反恐怖行動、核子事故應變、傳染病

防治、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資通安全及出口管制等等，然近年我國土石流、

風災、水災等天然災害頻傳，強化天然災害的預警機制和重建能力是主要發展趨

勢，而蓄意攻擊事件對我國而言可能性較低，但許多國內外案例皆提醒人為蓄意

破壞或攻擊所造成的風險亦不容忽視，如 2009年 5月國內某大學遭人恐嚇下毒

事件、去年(2013)高鐵遭惡意攻擊，總統府遭砂石車衝撞，或今年(2014)捷運隨

機砍人事件，「國土安全」在我國發展有其必要性，故本人前往美國賓州費城參

加 2014 年第 8屆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會議，除吸取美國國土

安全發展新知外，也嘗試與相關研究人員、單位建立聯絡管道。 

 

二、過程 

本人於 5 月 20 日至 5 月 22 日前往賓州費城參加 2014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會議(議程如附件一)，其十個主要議題分別為未規劃事件的應

變、準備訓練、計劃管理及延續、州管理機構的角色、緊急醫療應變社群、港口

與運輸安全、加強應變能量、情報及資訊分享、群體的準備合作、國家反恐中心

等等，各議題主要內容與探討重點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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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ponding to Unplanned Events 未規劃事件的應變 

 應變自然災難所學到的教訓 

 對抗變化中氣候的減緩措施 

 藉夥伴及全社區建立更安全及堅韌的國土(保護) 

 讀、寫和應變--應變學校暴力事件的教訓 

 當醫院火災及受威脅下的醫護(工作) 

 預防、保護、應變及減輕爆炸或火災威脅事件 

 應變未預期的火車出軌事件 

 前瞻保全情景準備應變未規劃的事件: 歐盟 EU保全研究計畫及跨大西洋規

模的結果 

 

B. Training for Preparedness 準備訓練 

 為放射性/核災之準備(你的城市準備了沒?) 

 模擬訓練---賽局的改變 

 廿一世紀的訓練教官 

 透過整合的基石事件辨明應變大量傷亡事故的訓練成效 

 規劃復原計畫 

 各種槍擊事件的應變 

 國家災害預備訓練中心(NDPTC) 

 自製爆炸物 

 

C. Program Management & Sustainment 計劃管理及延續 

 THIRA會談(THIRA: 威脅/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經費管理: 結算/審計/EHP(環境及歷史保存法則) 

 跨區合作及國家準備的關係為何? 

 經費申請程序: 線上系統 

 延續的關鍵: 停止 UASI三年後的回顧 

 聯邦補助的管理需求改善、成本估算及監督對組織的影響 

 國家預備計畫的新興議題: RCPGP延續及資訊交換 

 延續的關鍵: UASI停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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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ol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Agent (SAA) 州管理機構的角色 

 有效的經費監管--SAA的一角 

 HSGP報告需求: FEMA及 SAA的觀點 

 經費管理訓練: FEMA的焦點 

 SAA座談 

 THIRA及州準備報告(SPR) 

 州國土安全策略 

 如何告知大眾國土保全經費使用狀況? 

 量能評估: 如何平衡評估對應經費分配 

 

E. The Emergency Medical Response Community 緊急醫療應變社群 

 我們將學到什麼? 廿一世紀教育訓練緊急應變醫療應變社群的下一步 

 ESF-8狀況知覺的工具 

 MCI及 EMS對槍擊發生事件的應變區域規劃 

 禽流感、豬流感及MERS(腮腺炎) 

 注意心理健康--從受難者到應變者 

 從 Apollo 13事件中檢討對突發狀況的應變 

 NJ EMS應變 Sandy超級颶風 

 保護我們所有--緊急服務及化學包(Chempack) 

 

F. Port and Transit Security 港口與運輸安全 

 長堤港的海運協調中心報導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運輸觀點、運輸情報平台 

 TSGP/PSGP的座談 

 大眾運輸機構在關鍵事件中的角色--WMATA海軍造船廠槍擊事件的應變 

 港口與運輸的網絡安全 

 可互換的通訊(Delaware海運保全系統) 

 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與生化武器的威脅 ; 保全手段及資源工具箱

(SMARToolbox) 

 渡河火車出軌事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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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nhancing Emergency Capabilities 加強應變能量 

 虛擬基礎建設保全系統 

 殘骸管理計畫及公眾協助--費城案例; 準備的夥伴: 受災人口緊急運輸區域

規劃 

 保全法令—達成州準備目標; 災害後勤: 通用的後勤標準 

 看得見的保全: 視頻監控保護; 主要救援的運作及增進能量的跨機構措施 

 以色列的國土安全及反恐策略; 以科學與公眾政策建立災害韌性社區 

 LA EOC協調、狀況判別及操作的最佳方式 

 馬里蘭州整合預防與保護規劃方案; FDNY風險管理的資料科學策略 

 科技如何增進應變及復原之量能? 

 

H. Intelligence & Information Sharing 情報及資訊分享 

 贏在情報階段 

 政府/私人機構部門的資訊分享 

 學術從業者參與 

 座談—HSIN平台 

 消防部門在情報及資訊分享的角色 

 針對海洛因濫用危機的跨中心整合應變 

 考慮無人飛機的問題; 自動車輛牌照的辨識系統—收集、使用及保存 

 州及伙伴的先進情報及資訊交換 

 

I.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for the Whole Community群體的準備合作 

 行動吧! 國家級促進社群的關鍵基礎保全及韌性夥伴的措施 

 關鍵基礎保全及韌性的區域夥伴成效 

 第一應變者應對關鍵電力站事件 

 管理風險: 主要的社區準備及韌性計畫 

 明日緊急應變部門的電腦及通訊保全準備好了沒? 

 SLTT(州、地方、原住民區)的關鍵基礎設施保全及韌性措施現況 

 供應鏈的保全: 風險及策略 

 設計、建造及保護: 投資於關鍵基礎建設之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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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Center國家反恐中心 

 第一應變者與恐怖主義: 兩個世界的碰撞 

 發展中的非傳統威脅: CBRN恐怖主義 

 恐怖分子辨識資料環境(TIDE): 第一應變者須知 

 槍擊事件—第一應變者觀點與 NCTC武器、策略及對象的回顧 

 IED實務介紹 

 反恐規劃 

 3D印刷: 如槍及金屬為主的偵檢程序 

 遙控模型飛機 

 

此外，本次會議於開幕 5月 20日邀請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 Jeh Johnson、美

國北美防空指揮 Jacoby 將軍擔任開幕講者，並於次日後每日皆邀請重要人物如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副部長 Tim Manning等政府官員作為主要講者，也有邀請午

餐講者和與會人員進行深度交流，突顯美國國家層級對於該會議之重視程度(演

講者介紹如附件二)。 

 

三、心得 

本次行程參與 2014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會議，除了解美國

看待國土安全的重點內涵、研究實踐及發展趨勢，汲取目前適用我國之相關議題

內容，並積極發展聯繫，俾利改善現有化災應變、資訊及預防方式，能夠配合國

土安全議題，掌握未來努力方向。彙整心得如下： 

1. 本次會議分為十個主題，內容涵蓋層面廣泛，更不乏前瞻性內容包含「模擬

訓練」、「廿一世紀教育訓練緊急應變醫療應變社群的下一步」、「恐怖分子辨

識資料環境」，此外也有議題座談可進行交流溝通，唯同時間只能參加一主

題，了解受限。 

2. 了解美國國土安全發展新趨勢，並比較國內發展方向及側重，可發掘現有毒

化災應變可能之缺失，也作為未來改善依據，配合國土安全之新議題。 

3. 會議主題講者多為政府機關高層官員，足見美國對於國土安全相關議題極為

重視，而反觀國內則稍不同，為達到保護國家重要基礎建設與國民生活安

全，除應積極加強全體民眾對於安全文化與意識，在政府執行部門間，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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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人員主動著重方能推動。 

4. 比較我國於 2013 年於行政院舉辦之講習與此次與會議題(附件三)，我國現

行國土安全係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負責，與災防辦公室一同為行政院在

整體國土安全/災防之主要幕僚單位，在執行上尚未有法源依據，也無常定

計畫或規劃實施，目前為整合現有各主要單位工作，在必要時如災害或攻擊

事件發生，扮演整合協調工作，但在預防整備或規劃上仍較不足。 

 

四、建議事項 

1. 透過此類活動交流可了解發展與實踐經驗，有助於了解國土安全發展趨勢，

也吸取教訓，會後更攜回相關資料，預期將仔細研讀並陸續採用其資訊，化

為我國本土教材。 

2. 「國土安全」為跨領域工作，有賴政府各部門及民間產業及全民參與。明年

將於美國聖安東尼奧舉辦第 9屆 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建

議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可多加參與，對提升了解新知、發展趨勢及宏觀視野

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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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件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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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演講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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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我國講習會議與 NHSC議題比較 

 

 我國(台灣) 美國 

議題 

預防整備 

(1) 機制建構與強化 

(2) 推動國土安全各項演習 

(3)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 

(4) 辦理國土安全宣導活動 

(5) 推動國土安全相關議題的研究 

 

安全應變： 

(1) 整編國土安全應變能量與資源 

(2) 加強航行安全應變 

(3) 強化港口安全 

(4) 強化出口管制 

(5) 強化旅行安全與國境安全 

(6) 強化金融安全 

(7) 國際活動安全工作三級制作法 

 

國際合作與交流： 

(1) 參與國際活動 

(2) 加強與友邦人員與資訊交流 

(3) 辦理國土安全國際研討會 

 

資訊蒐整與分享： 

(1) 推動行政與國安定期交流機制 

(2) 強化各部會及所屬單位有關國

內重大人為危安及涉恐事件之資訊

通報與分享機制 

(3) 推動建立常態性或制度性國際

反恐資訊合作機制 

(4) 全面清查國內外籍人士動向 

未規劃事件的應變 

準備訓練 

計劃管理及延續 

州管理機構的角色 

緊急醫療應變社群 

港口與運輸安全 

加強應變能量 

情報及資訊分享 

群體的準備合作 

國家反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