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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休士頓姊妹校遊學團交流參訪報告 

摘要 

為持續深化國際警政交流，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中央警察大學自 2007 年起即每年選

薦若干名學生至美國姊妹校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 UHD）

進行交流訪問，2017 年援例遴選 25 名學生組成遊學代表團，由該校學生總隊區隊長吳

耀翰擔任領隊，率團至美國進行為期 21 天的交流參訪，期間同學除實際參與當地課程

之外，亦利用課餘時間參訪休士頓警察局東北分局、警察學校、消防局等重要機構，並

與刑事司法學系學生在課堂上互動，交換警政執法思維。 

此外，有鑑於國內交通事故頻傳，本團成員亦利用時間至休士頓警察學校駕駛訓練

中心參訪，見習美國警察道路安全駕駛相關訓練模式，並由訓練中心教官示範相關駕駛

技術，說明美國警察執勤過程中的駕駛觀念及技巧。又為深入了解美國警察執勤現況，

休士頓警察局亦安排本團領隊及學生實際見習休士頓警察巡邏勤務，以實際瞭解美國執

勤作為，包含勤務派遣方式、執勤技巧、用槍觀念及受理報案程序。 

本次警大遊學團訪問姊妹校之行程，受到當地媒體高度關注，除華人媒體新唐人電

視台、大紀元時報、世界新聞網報導外，休士頓當地主流媒體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亦大篇幅報導本團參訪警察學校之行程。報導內容除提到本次遊學團的目標

是加深兩國執法思維交流外，也希望透過此參訪行程，讓臺灣警方能有不一樣的執法思

考模式，在執法過程中除追求執勤的有效性外，更注重人權的保障及正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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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目的 

中央警察大學是培育未來國家執法幹部的搖籃，而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下，執法幹

部所面臨的挑戰將會跨越國界，許多新型的犯罪手法層出不窮，是以在執法人員的養成

過程中，不能僅侷限於當一的國家制度，必須多元的學習與發展，才能避免執法人員陷

入僵化的框架及思維當中，而警察大學在國際警政學術交流上，一直有許多作為，本遊

學代表團即為一例，希冀透過同學實際出國參訪的過程，留下深刻的印象與刺激，以利

未來執法多元的思考。 

近年來，臺灣有愈多的外籍旅客進入，相對衍生許多犯罪問題，而執法人員在面對

外籍旅客時，必須具備基本的語言能力，才能妥善地回應外籍人士的需求，這也是本次

休士頓姊妹校遊學團的學習重點，同學將在休大語言中心，跟著美籍老師學習英語，藉

此訓練基本英語口說能力，並與當地的學生互動。同學在課堂上將有機會發表個人意

見，亦須通過測驗方能結訓，三週的課程，實對同學英語能力有很大助益。 

此外，本行出訪期間，同學亦會利用課餘時段參訪休士頓重要執法機關，包括警察

局、消防局、警察學校等，除實地觀摩美國執法機關勤務運作方式外，亦與當地執法人

員進行意見交流，以瞭解雙方在執法思維及制度上之差異，供臺灣未來警政改革的方向

之參考，本次主要的參訪重點即在美國警方道路安全執法的訓練、巡邏方式等勤務運

作，尤其美國的治安環境不同於臺灣，執法人員所須面臨的挑戰實更加嚴峻，值得臺灣

警察學習。 

美國近年來因種族衝突，經常造成警察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的危險，社會氛圍也因種

族對立而對執法人員存在高度的歧見與不諒解，許多衝突事件因而發生，本行出訪的目

的之一，也在學習美國警方如何應對如此艱困的執法環境。美國因為種族多元，警察人

員執法之若不慎涉及種族議題，有時會造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且美國公民原則上合法

攜帶槍枝，當警察人員處理各種治安事件時，就必須特別留意。反觀我國，治安狀況相

對穩定，但近年來面對社會現況的改變，亦應思索改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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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休士頓姊妹校遊學團交流參訪過程概要 

一、參加姊妹校開幕典禮及辦事處晚宴 

中央警察大學自 2007 年起，每年均選薦若干名同學至美國姊妹校休士頓大學城中

校區進行交流訪問，迄今已辦理 12 屆，今年休士頓校方仍非常重視本團出訪，本團甫

到當地即專為本校到訪同學舉辦開幕式，由該校代理校長親自主持，許多重要人士，包

括公共服務學院的院長、刑事司法學系系主任，國際交流處處長等貴賓均到場致詞，我

國駐休士頓辦事處亦派代表參加。 

開幕式中，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代理校長除對本校再度率團參訪表歡迎之意外，一

期勉本校同學能善加利用在姊妹校的三週期間，學習語言並嘗試融入當地文化，代理校

長並表示，美國警方的執法思維及執法模式都與臺灣警方有諸多不同，在本次參訪期

間，同學亦有機會能實際到訪當地重要執法機關，包括警察局、消防局、警察學校、法

院等，期許同學能藉此機會體認到東西文化及執法人員的訓練模式之差異，並從中領略

個人心得。開幕式中，警察大學領隊吳耀翰區隊長亦代表刁建生校長再次感謝休士頓姊

妹校多年來提供警大學生出國參訪之機會，相信透過不同文化的衝擊及刺激，能讓臺灣

未來的執法幹部有更深刻的體悟及思維，進而影響相關組織及制度。 

 

圖片說明:警察大學休士頓遊學團於開幕式後與姊妹校師長合影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刑事司法學系王曉明教授，同時亦是促成本團的重要人物表

示，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臺灣未來的執法幹部應具備基本的國際觀念，又以臺灣社會及

治安現況而言，有鑑於交通事故頻傳，道路安全駕駛及交通安全是為臺灣執法當局當前

須處理之問題，因此在本次參訪的行程中，亦特別安排同學到警察學校學習，透過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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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美國警方的執法駕駛技術，希冀能提供臺灣未來警政改革之方向。另外，美國警方

在執法面上，比起臺灣警方更加重視人權及程序的合宜性及適法性，美國的治安環境，

種族問題等也較臺灣複雜許多，美國警察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隨時因應實際狀況執法，

這也是此行同學可以見習的部分。 

 

圖片說明:我國駐休士頓辦事處設宴歡迎 

本次警察大學代表團出訪休士頓實受當地媒體關注，席間包括王曉明教授及吳耀翰

區隊長皆接受媒體採訪，代表團成員在開幕式上領取語言課程相關資料後，便隨即展開

為期約三週的語言課程，大多數的警大同學其實都已具備基本的外語溝通能力，皆能在

開幕式會場與休大校方人士進行意見交流，同學們對於美國師長的幽默感及熱情皆感印

象深刻，亦對課程內容充滿期待。 

本次代表團出訪休士頓期間，我國駐休士頓辦事處亦給予諸多協助，包括設宴歡迎

本校團員，由辦事處副處長親自主持，另也邀請到休士頓警察局東北分局長蒞臨勉勵，

分局長表示能夠和臺灣未來的治安幹部進行交流，是相當難得且寶貴的經驗，期待在未

來的幾週內雙方能有許多的意見交換。此外，分局長亦特別表示，今年的參訪行程將特

別安排同學實際觀摩休士頓警方勤務執行的方式，包括巡邏派遣，處理報案，乃至於日

常辦公室的勤務運作模式，都將讓同學有機會能第一線接觸。會中警大領隊吳耀翰區隊

長亦再次感謝辦事處及休士頓警察局東北分局的協助，相信在分局長強力的協助下，本

團同學皆會有豐碩之收穫。 

二、 修習休大語言課程 

本次警大代表團至休士頓姊妹校的參訪行程，上午時段是在該校的語言中心修習語

言課程，同學上課前皆須參加基礎英語能力測驗，再依據個人英語程度至不同班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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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次代表團成員共計 25 名，依據同學英語程度分為兩班，由兩位美籍老師教授英

文，同學除在課堂上學習美國人道地的發音外，亦須針對老師指定的主題進行報告，在

最後一日更有測驗及成果發表會，以驗收三週來的學習成果。 

 

圖片說明:同學上課情況 

三、 參觀休士頓警察學校 

美國警察人員的培養方式與臺灣不同，在美國若有意願擔任執法人員，不須像在臺

灣接受 4 年或 2 年的養成教育，美國公民只要通過一定的測驗，並至警察學校經過幾個

月的受訓合格，即可正式任用成為執法人員，整體而言培養執法人員的歷程較短。休士

頓警察學校即是該城市的警察訓練中心，在該城市擔任警察人員者，皆曾到此歷經若干

個月的訓練，為使警大同學能體會臺美執法人員養成方式的差異，休大校方特別安排本

團成員至警察學校參訪。當天的參訪由警察學校的校長親自出面接待，為本團成員講述

休士頓警察的培養方式，以及相關的檢定考試。 

休士頓警察學校為休士頓警察的訓練中心，除了招募有志之士外，現職的警察人員

亦定時須回到警察學校受訓，包括體能、射擊及各項勤務的演練。本團參訪當天，首先

見習的即為休士頓現職同仁的射擊訓練，從射擊靶場後方的玻璃窗觀察美國警察同仁的

射擊訓練實況，可以感受到美國警察紀律之嚴謹及訓練精實，在尚未射擊之前，所有人

皆維持標準預備姿勢，且每位警察同仁的專注力，皆投注在訓練之中，無半點分神，是

令本團成員相當印象深刻的部分。 

接下來警察學校的訓練教官帶領本團成員參觀駕駛訓練場，實際觀摩美國警察道路

執法的訓練情形，有鑑於美國允許公民合法攜帶槍枝，警察同仁在道路執法的過程中，

除防範交通事故外，亦須提防車輛追逐時有槍戰發生，這讓美國警察同仁在道路執法過

程中更顯戰戰兢兢，本團成員參訪當日恰遇暴雨，警察學校的教官表示如此便能更加突

顯休士頓警察同仁訓練的成果，特別是在天候不佳的情況下，依然能維持良好的駕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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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當天由兩組同仁在濕滑的駕駛場地示範車輛追逐、緊急剎車、迅速倒車等高難度駕

駛技巧，即便當天暴雨不止，警察學校同仁依然能精準地示範各項高難度的駕駛技巧，

訓練教官並表示當地所有警察同仁皆具備此駕駛技術，在面臨追逐槍戰時，俱能迅速因

應，不致於驚慌失措。與美國相比，臺灣警方雖不常遭遇公路上的追逐槍戰，但無論是

警察人員或ㄧ般民眾，在道路上發生事故的機會仍高，因此持續的強化警察同仁及一般

民眾的駕駛技術，實為當今一重要課題。 

 

圖片說明:遊學代表團與警察學校長官合影 

最後參訪警察學校的特種勤務人員訓練中心，美國警方除經常會面對槍戰外，各種

重大刑案，諸如人質挾持，炸彈引爆等事件，均須要縝密的勤務佈署及戰術演練，是以

休士頓警察訓練中心也特別設置了爆破及攻堅的訓練場地，本團參訪當日，警察學校的

特勤人員亦實際演練了一次攻堅行動，從勤務的佈署、戰術的執行，均看得出來特勤人

員面對這類重大事件時的合作模式，每位同仁皆能迅速精準地控制負責區域，且任務分

工明確，指揮體系健全，由各編組的指揮官有效地下達各項指令，演習過程絲毫無差錯，

整體表現令人驚嘆。 

 

四、 參訪休士頓警察局東北分局及騎警隊 

本次出訪休士頓期間，亦在休士頓警察局東北分局的引薦下，參觀休士頓警察局東

北分局，東北分局是休士頓的重要警察分局，位於當地犯罪率最高的區域，每位同學皆

具備處理重大刑案的能力，組織精良，在分局長的帶領下，同學參觀分局內的各單位，

包括勤務派遣中心、刑案組、調查組等重要單位，分局每日亦會定期召開勤前教育，由

主管向同仁宣達觀念及執法重點，東北分局的轄區遼闊，同仁大多以汽車巡邏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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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執法，區域內的犯罪問題眾多，因而使同仁執法過程中必須小心謹慎。 

出訪時洽逢該分局實施勤教，分局長便讓本團成員一起參與，勤教的過程中，分局

長不斷提醒同仁在執法過程中必須謹守的安全守則，更應隨時保持高度警覺，也針對近

來發生的重大刑案給予重點提示，請同仁協助。本團成員在參與勤教的過程中，也與分

局同仁交換執法意見，該分局同仁表示，在當地執行巡邏勤務時，必須要隨時注意周遭

是否有可疑分子，因狀況隨時有可能發生。警察同仁在值勤時也應有完整配備，包括強

韌的防彈衣及槍械，才能應付隨時的突發狀況。 

 

圖片說明:遊學代表團與休士頓特勤人員合影 

東北分局較特別的是，該分局有編制空中勤務及騎警隊，空中勤務的部分，在分局

外即有一停機坪，由分局具備直升機駕駛執照的同仁，每日定期在轄區領空巡邏，當發

現地面上有可疑情況時，即立刻與地面的巡邏同仁聯繫，進行狀況的處理。直升機也可

以到達一些地面巡邏勤務無法到達之處，讓分局在巡邏勤務的分配上，具備一定的彈性

及延展性。騎警隊則是分局另一特別編製，在騎警隊由警察同仁專責訓練馬匹，並在特

定的集會或人潮聚集的場合巡邏，有提高見警率之效。騎警隊的馬匹大多是由民間捐

贈，經訓練後成為可服勤的警用馬匹，馬場有專責的訓練人員，亦有特定的組織，為分

局的正式編制。 

在分局參訪的過程中，我們亦同時見習巡邏勤務，分局同仁並說明警用巡邏車的裝

備，休士頓所使用的巡邏車輛以大型的休旅車行為主，每輛巡邏車上皆配有電腦，可以

隨時與中央資料庫連線，警察同仁在執法時，可以在巡邏車上完成一切在分局能完成的

事物，如此減少往返分局的時間，也可以隨時地針對案情進行反應。巡邏車皆有完備的

安全防護措施，確保同仁在執勤過程中的安全。 



10 

 

五、 與休大刑事司法學系學生在課堂上交流 

本團成員在這次出訪期間，在休大刑事司法學系王曉明教授的引薦下，在課堂上與

刑事司法學系的學生互動交流，由本團成員首先說明臺灣執法人員的養成模式及訓練歷

程，包括養成教育的過程及特考任用的模式，美國學生普遍對於臺灣執法人員的養成模

式非常有興趣，本團成員除說明臺灣的任用制度外，亦與該系同學進行意見交流。因該

系同學大多數具備現職執法人員身分，並以在職進修的方式，在大學持續精進執法技

能，故對於實務運作模式有較多的體會與認知，也能與本團成員有諸多的討論，本團成

員也藉此詢問許多美國執法人員實務上的問題，雙方有許多意見交流。 

 

圖片說明:閉幕式與姊妹校師長合影 

參、結論與心得 

    國際警察的合作與交流是當前警政工作相當重要的一環，在全球化的時代，執法人

員皆應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及思維，方能應變各種挑戰及變化，而警察大學是培養我國治

安幹部的搖籃，實應建構學生的國際觀，提供各種國際參與的機會，讓同學能從不同的

文化中學習，厚植個人未來職場能力。本行出訪同學藉由實際見習美國休士頓當地警政

文化，瞭解到不同的執法體系及技巧，獲益良多，以下為出訪後的幾點建議: 

一、 持續選薦警大學生至休士頓姊妹校交流參訪，實際見習當地警政模式。 

本團成員此次出訪休士頓，除在大學語言中心修習英語課程，提升語言能

力外，課餘時間參觀了警察分局、警察學校等重要執法機關，皆讓同學們對於

美國的執法制度及運作模式有更深刻的認識，也因而體會到東西文化及制度的

差距，對於未來執法幹部的養成，是一相當重要的歷程，藉此可學習許多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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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的想法，實應持續推動本項交流，讓更多的同學能到海外學習不同的

制度與想法，以其影響其價值觀，不被特定的思維限制。 

二、 營造警大英語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基本外語能力。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執法人員面對的挑戰將會跨越國境，又近年來我國有

更多的外籍人士來訪，處理案件時執法人員更應具備基本的英語口說能力，方

能應對外籍人士的訴求。有鑑於此，同學在校期間宜應厚植語言能力，警大亦

應朝營造英語學習友善環境的目標發展，以利同學能在校便能加強語文能力。 

三、 加強道路安全駕駛訓練，以利同學未來職場之用。 

近年來臺灣交通事故頻傳，執法人員在執勤的過程中，亦常因車輛追逐導

致意外，因此加強安全駕駛之訓練實有其必要性，同學在校期間即應接受相關

訓練，具備正確的駕駛觀念及執法要領，除保障自身值勤安全外，亦可應用於

日常駕駛中，確保駕駛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