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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警察海岸防衛隊（Police Coast Guard，PCG）為新加坡警察部隊（Singapore 

Police Force，SPF）的海上任務執法單位，而 PCG 中又依據勤務屬性區分為：攔截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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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警察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pecial Task Squadron，STS）成立於 1994 年 9

月 17 日，其主要任務為攔截高速駛入星國領海之違法船隻以及針對不配合檢查之船舶

進行戰術登臨；近年全球恐怖攻擊案件頻傳，海上恐怖攻擊屬於重點防範項目，而原

先反恐暨人質解救任務屬於新加坡警察部隊－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pecial Tactics And 

Rescue，STAR）之權責，若遇案件時則由 STS 人員負責戰術操艇並接載 STAR 成員進

行海上突擊；但為求操艇隊伍與突擊隊伍能有效結合，近年在新加坡警察總部指導下，

STS 授命建立自身具有海上突擊、人質解救能力之隊伍，本次參訪即針對 STS 之訓練

場地、訓練設施、戰術操艇及各項技能教學方式等進行交流考察，並實際參與訓練。 

    STS 之權責與本署特勤隊/特勤編組相似，透過本次參訪訓練，除希望能建立臺、

新雙方長期合作與技術交流外，因應國際恐怖攻擊事件頻傳，各國反恐單位均戒慎恐

懼，有良好的國際交流亦能促使我國反恐整備情形與國際接軌，吸收新知並加以實踐，

從場地、設施、裝備及人員訓練等面向詳細考察，並因應我國情況調整應用，期能提

升我國整體反恐量能。 

    本次訓練過程中訓練場地設施及突擊快艇之結構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淺，

期能將相關技術資訊引用至本署未來訓練場地及新式突擊快艇，希冀因應未來各種訓

練及任務所需；另（11）星期四中午與海岸衛隊許心昀司令及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余

振芳秘書餐敘，餐敘期間許司令期許今年至本署特勤隊進行訓練交流，並在未來可以

進行每兩年異地交流學習彼此長處，以面對未來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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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因近年恐怖攻擊事件頻傳，而新加坡在國際局勢的脈絡下，2015 年選擇出

兵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對恐怖分子宣戰，

因此也讓新加坡成為恐怖攻擊的高度風險城市。尤其ISIS在中東擴張失利之後，

有前往印尼開拓分支的計畫，這更讓新加坡屏息面對。雖新加坡常被稱為「彈丸

之地」的小國，國土面積不大，惟其危機意識相當強。 

  新加坡與我國同屬島國，對於海岸巡防安全同等重視，且因新加坡之國土面

積較我國更小，如何於短時間、高效率、高能量等條件下，迅速達到防衛國土、

港埠安全等目的，新加坡多師法參考其他鄰近島國國家改善其不足，為此，新加

坡海岸防衛隊司令許心昀等曾於 2016年 12月間拜會我國海岸巡防署，企與我國

海岸巡防署人員合作交流及延續首長互訪機制，在近年來恐怖攻擊活動頻仍下，

透過雙方互惠交流，俾使提升反恐能量，保障國家安全。 

 

第一節 參訪目的及預期效益 

  新加坡警察部隊(Singapore Police Force，SPF)成立於 1820年，是新加坡

最古老的政府機構之一，隨著新加坡從 1959年至 1963年獲得自治，部隊進一步

發生了變化1。現新加坡警察部隊（SPF）隸屬於新加坡内政部，其組織架構區分

為 行 政 部 門 (Staff Departments) 、 專 業 人 員 部 門 (Specialist Staff 

Departments)、專業及一線單位(Specialist and Line Units)。行政部門(Staff 

Departments)主要負責一般行政事務，分有國際事務處(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公共事務局(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警察後勤局(Police 

Logistic Department)等，專業人員部門(Specialist Staff Departments)主要

分為商業事務局(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刑事調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及警察情報局(Police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另專業及一線單位(Specialist and Line Units)則包含有：廓爾喀兵部隊

(Gurkha Contingent)、海岸防衛隊(Police Coast Guard﹐PCG)、特種作戰司令

部(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SOC)等多個單位，如下頁圖 1所示。 

  在新加坡警察部隊(SPF)關於反恐任務之組織配置中，則分為陸上警察及海

岸防衛隊。陸上警察之反恐單位係編制於特種作戰司令部(SOC)下之「特種戰術

及救援部隊(Special Tactics and Rescue﹐STAR)」及「廓爾喀兵部隊(Gurkha 

Contingent)」，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及廓爾喀兵部隊專司處理高危險性罪

案、拯救人質、反恐、要員保護及特別行動，因近年恐怖攻擊事件頻傳，故去(2017)

年新加坡警察總署下令依任務區分：陸上反恐事件由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

負責，海上部分專責由海岸保衛隊(PCG)中之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pecial Task 

Squadron﹐STS)負責。 

                                                 
1
 https://www.police.gov.sg/about-us/our-heritage/our-heritage。 

https://www.police.gov.sg/about-us/our-heritage/our-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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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加坡警察總署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警察總署官方網站，

https://www.police.gov.sg/about-us/organisational-structur

e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PCG)之任務及職責與本署本於海岸巡防法之任務及職責

大略相同，而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司令許心昀等曾於 2016年 12月間拜會我國海岸

巡防署，他表示因任務區別下，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現積極發展海上反恐技能，

至本署參訪後，見識到我國對於反恐活動之海洋巡防能量，故他與會中即提議擬

持續推動與我國海岸巡防署人員合作交流及延續首長互訪機制建立共識，故本署

遂於去(2017)年及今年陸續派人(共計 4人)至新加坡海巡機關進行訓練交流，以

達合作交流、共同增進反恐能量之目的。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司令許心昀更於在

2018年 1月 11日午膳時提出在前年(2016年 12月)曾至本署參訪中見識本隊反

恐技能，希冀彼此透過異地交流(一年至台灣，一年至新加坡)建立雙方交流管道，

期使雙方瞭解工作職掌與任務特性，共同提升彼此反恐能量。 

  如能透過兩國交流合作且結合世界潮流，不但使我國於公務外交上有所增長

外，且可得知國際間對於反恐活動任務之規劃及長處，亦可拓展本署特種勤務隊

反恐知能並持續建構各式反恐裝備及規劃各項反恐專精訓練，以強化各項戰技及

反恐應(制)變能力，並可提昇本署五大核心任務「海域治安」、「維護漁權」、

「救生救難」、「海洋保育」及「海洋事務」之執行能量。其預期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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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突破國際交流限制，積極開創與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建立交流機制，並藉

以深化雙方交流情誼，穩固未來合作關係，共同強化反恐知能。 

(二) 提升本署同仁專業技能，增進人員本職學能，並善用彼此相關設備以規

劃未來反恐任務裝備及訓練場，提升各項任務執行成效。 

(三) 因應近期我國金、馬、澎地區小艇從事走私及越界案件增多，藉新加坡

高速船艇攔截戰術應用於實務上，使能有效追緝不法快艇，達到遏制效果。 

第二節  參訓單位、日程(包括往返旅程) 

  本次參訪自2018年1月7日起至1月14日共計8天7夜，由新加坡警察海岸防衛

隊特遣中隊安排住宿於培訓中心及一切接待，參訪內容暨行程如下表1所示： 

表1 參訪日程表 

日期 參訪內容暨行程 

1月7日(日) 

桃園國際機場啟程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 

由新加坡警察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TS)接送至布拉尼

基地訓練研發中心認識環境 

1月8日(一) 
上午開訓座談及STS裝備介紹 

下午攀登訓練(RASB) 

1月9日(二) 
上午近戰格鬥訓練(CQC) 

下午參訪船艙戰鬥訓練場 

1月10日(三) 

上午參訪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HTTC)及霰彈槍破門

訓練 

下午STS船艇建造構想及解說 

1月11日(四) 

上午STS船艇性能展示 

午膳(與PCG許心昀司令及我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余

振芳秘書) 

下午高速船艇截擊訓練 

1月12日(五) 結訓座談暨交換紀念品 

1月13日(六) 自由活動 

1月14日(日) 新加坡樟宜機場啟程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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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簡介 

  新加坡警察部隊(SPF)之組織架構區分為行政部門(Staff Departments)、專

業人員部門(Specialist Staff Departments)、專業及一線單位(Specialist and 

Line Units)。新加坡海岸防衛隊(Police Coast Guard，PCG)係隸屬於新加坡警

察部隊(SPF)之專業及一線單位(Specialist and Line Units)中，除一般勤務外，

尚專責防止、阻止和偵察新加坡領海、領土內的犯罪行為，包含反恐任務。緣新

加坡與我國同屬島國，對於海岸巡防安全同等重視，故本章先介紹基於新加坡與

我國類似的島國地理環境條件下，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如何進行編制及任務，並介

紹報告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與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說明海岸防衛隊(PCG)為

所屬人員進行培訓之機構及內容。 

第一節 新加坡地理位置及環境條件 

  新加坡共和國，通稱新加坡，又稱為星加坡、星洲、星國、獅城、叻埠等，

是東南亞中南半島南端的一個城邦島國，新加坡不僅只是一個城市，同時也是一

個國家。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扼守馬六甲海峽最南端出口，其南面有新加

坡海峽與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峽與西馬來西亞相隔(如圖 2)。新加坡的國土

除了新加坡本島之外，還包括周圍數島，新加坡最大的外島為德光島。自新加坡

獨立以來，大規模的填海已經為新加坡增加了 23%的面積，相等於 130平方公里。 

 

 

 

圖 2 新加坡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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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819 年，當時任職於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萊佛士與柔佛蘇

丹簽訂條約，獲准在新加坡建立交易站和殖民地。經萊佛士的努力，新加坡逐漸

發展成繁榮的轉口港。由於地理位置特殊，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是

大英帝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據點。而於 1942年至 1945年間，新加坡曾被日

本佔據三年半之久，其後回歸英國管理，並從海峽殖民地獨立出來，1959 年成

立自治邦，1963 年加入馬來西亞成為一個州，稱為新加坡州(星州)。嗣後，於

1965年 8月 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並獨立建國。 

  新加坡共有大小島嶼 63 個，地勢起伏和緩，主島新加坡島的面積占到 90%

以上，主島新加坡島的面積占到 90%以上，全國地勢平緩，海岸線長 14萬公尺，

平均海拔 15公尺，最高海拔 166公尺，海岸線全長 19萬 3千公尺。於北部建有

新柔長堤，西部有第二通道，兩者成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柔佛間的通聯繫道。新

加坡島以外較大的有島嶼裕廊島、德光島、烏敏島及聖淘沙，地理最高點為武吉

知馬，高 166公尺。新加坡很多地區都是填海產生，於 1965年建國後曾經進行

多次填海工程，直至 2013年 3月，填海土地面積達到逾 13,000公頃，，新加坡

境內共有逾 300座公園及 4個自然保護區；新加坡在城市綠化方面相當成功，而

有「花園城市」之稱。由於缺乏大型縱深的河流，新加坡政府專門修建了多個蓄

水池，用以收集平常降雨所帶來的水源。儘管降雨量有時會很大，這些雨水還是

無法滿足新加坡的用水需要，因此目前接近 40%的水源都是主要從馬來西亞進口

的。新加坡政府也在積極開發其他水源，包括海水淡化以及再生水，目前已大大

降低對外來水的依賴，甚至回賣深層水至馬來西亞，顛覆缺水狀況。 

  除上述地理位置及環境條件外，新加坡為世界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國家，僅次

於摩納哥，且新加坡為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包含有華人、歐亞

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包括峇峇娘惹）、馬來人、印度裔（以坦米爾人居多）等

多種民族所組成，故宗教亦多元自由，因此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下，如何有效管理

及統治新加坡，為一大難題，此外，亦容易發生種族間之衝突及紛爭，更亦引起

恐怖活動之煽動及滲透，故新加坡警察部隊為執行政策，有效打擊犯罪及反恐活

動，遂將任務區分為：陸上反恐事件由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負責，海上部

分專責由海岸防衛隊(PCG)中之特遣中隊(STS)負責。 

 

第二節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編制及任務 

一、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編制 

  鑑於新加坡自 1819 年成立以來就是一個貿易港，海盜問題伴隨著早期的海

上歷史，直到 19世紀 1866年警方的海上行動正式成立，建立了一個流動派出所，

專門的警察巡邏艇開始巡邏殖民地周圍的水域。 

  1916年，海軍支隊成立，並於 1924年成為獨立單位，並更名為水警。新單

位在新加坡河畔加文納橋附近建立了第一個總部，擁有約 26艘船和 238名軍官。

在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水警的所有船隻都被日軍沒收。戰後，水警由於在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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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丹絨嶺，烏屏島和大渡邊設立分基地而迅速發展，1952 年因警隊重組而增

至 68個，鑑於業務需求的增加，1960年代在 Konfrontasi與印尼達到 70個。

隨著新加坡在 1965年獲得獨立，該單位因新國家責任的增加而升級。1970年，

它的總部遷往加冷盆地新的加冷地區基地，並成為海事部門。 

  現今新加坡海岸防衛隊(PCG)總人數約為 1,486 名，分別分布在四個地區性

基地下執行勤務，分別為：東部羅央區基地(Loyang Regional Base)、南部布拉

尼區基地(Brani Regional Base)、西部卡爾區基地(Gul Regional Base)和北部

林厝港區基地(Lim Chu Kang Regional Base)，如圖 3；而在南部布拉尼區基地

(Brani Regional Base)亦為警察海岸防衛隊總部，並設有培訓中心(Training 

Development Branch)。 

 

 

圖 3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四個基地位置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主要由「攔截中隊」、「港口中隊」、「海岸巡邏中隊」及「特

遣中隊」計四個中隊組成，如圖 4所示。各中隊之組成分別為： 

1、攔截中隊：由能夠控制柔佛海峽非法移民流動的 10噸 PC級高速巡邏艇組成。 

2、港口中隊：由新一代 20噸 PT級艦艇組成，其首要任務是通過對事件作出反

應並向岸際警方派駐人員，確保新加坡港的安全。 

3、海岸巡邏中隊：使用 50噸 PH級海岸巡邏艇，確保新加坡海域的海上通道安

全，確保合法用戶的安全通行。 

4、特遣中隊：主要利用 10噸 PK級及 3噸 PJ級突擊艇阻截及登檢高速船艇的海

上案件及執行海上反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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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二、新加坡海岸防衛隊任務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是新加坡警察部隊執行海上任務的執法單位。在新加坡的

主權海域進行執法，與新加坡海事港務局、移民檢查局協同進行海上搜救與執法

任務，在新加坡領海內維護法律與秩序，確保其海域及海岸安全。新加坡海岸防

衛隊主要任務是執行法律和維持秩序，防止、阻截和偵查新加坡領海內的犯罪行

為及進行其區域搜救。 

  由於新加坡國海域與鄰國相近之特性，致使不法集團常利用快艇搶灘來躲避

查緝，故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為了阻止非法移民或不法走私交易進入新加坡海域，

其運用全島涵蓋綿密的雷達系統和巡邏艇上之光電及夜視裝備，並結合企業監視

器，配合新加坡內政安全局建立陸基電光學系統（Land Base Electro Optics，

LBEO），透過建立之堅強監視網（如圖 5），以利突發案件處置時效；另根據統

計近幾年新加坡因建立上述監視網，已經大大的減少海上偷渡及從事海上不法的

案件。尤其在 2016 年，恐怖分子一連被星、印等國警方破獲在東南亞的基地，

甚至抓到印尼巴淡島的數名嫌疑犯，成功阻止他們的「恐攻計畫」：在外海 15

公里左右準備朝新加坡市中心發射火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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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編制、組織架構及任務，對應我國相關海上執法機關組織

及任務配置，「攔截中隊」與本署海巡隊任務類似、「港口中隊」任務與警政署港

務警察總隊相同、「海岸巡邏中隊」與本署岸巡總隊之任務編制同，而「特遣中

隊」之工作性質、任務執掌則與本署特勤隊大致相同。 

 

第三節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介紹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為提升隊員之基本訓練及本職學能，而成立海岸防衛隊培

訓中心(Police Coast Guard Training School)，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負責向海

岸防衛隊官員傳授重要的海事技能和知識，以提高其操作準備和專業水平。因培

訓中心主要實施專業訓練與在職訓練，故一位海岸防衛隊新進人員須受訓為期四

星期之隊員基礎課程作為職前訓練，以利執行海上任務。關於操作船隻或指揮官

部分，提供進階課程與指揮任務、領導統御課程，提供其生涯發展上更多經驗。 

 

說明：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利用主要利用高階紅外線熱像儀系統監控海面狀況並 

搭配雷達系統（LBEO）建置完整防線以利監控周遭海域安全及即時派船 

艇前往處置突發狀況。 

圖 5 新加坡之即時監視網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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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中，亦有安排雷操訓練及消防課程（如圖 6），主要

教授新加坡海岸防衛隊隊員如何操作雷達及滅火訓練，提高渠等熟悉雷達系統操

作及強化防災應處能力，且對海岸防衛隊人員強化雷達戰術訓練與船艙戰鬥訓練，

雷達戰術訓練乃測試海岸防衛隊隊員在不同環境狀況處理船舶碰撞、擱淺和搜救，

透過該等訓練及模擬，加強新加坡海岸防衛隊隊員於遇到緊急狀況下能處變不驚

的冷靜應變。 

 

圖 6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內各項模擬訓練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新加坡與臺灣地理條件及國情相似，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週遭列強環俟，

除均屬海島型國家，全國四面環海外，亦為亞洲交通樞紐，沿岸往來船隻眾多，

海難案件與走私偷渡事件時有所聞，近年亦頻傳有恐怖攻擊活動。新加坡海岸防

衛隊為海上船艙戰鬥訓練，特地建造一棟仿大型貨輪船體之建築物，其內、外觀

均依照實際貨輪船體結構所建造，並且結合港邊碼頭及游泳池而成的船艙戰鬥訓

練場（如圖 7）。仿貨輪建築物之外部部分，主要訓練隊員攀降、跳水、船艙外

部走位及簡易破門訓練，針對建物內部部分，主要駕駛室後方設置有一處控制室，

內有全區式攝影監視系統、音響及燈光控制器，可進行監看及模擬情境（聲光效

果），其他艙間部分全部鋪設吸彈磚供特遣中隊(STS)艙間戰鬥實彈射擊訓練，

其目的是模擬訓練隊員各種狀況運用各式裝備應處能力。 

  甚者，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亦於每週排有在職訓練課程，以期能契合海岸防

衛隊隊員在海上巡邏的最新發展，不斷增進其學習新知及複習海事技能，藉以提

昇現職人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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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第四節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介紹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於 2015年 10月 26日正式啟用，該中心除了

強調訓練設施的仿真程度，同時也肩負整合新加坡內政團隊的任務，加強各單位

之間的協同合作，並有效分享資源。 

  訓練中心依空間規劃區分 2大部分：一部分是警方的開放式室內射擊場、破

門訓練建築屋和戰術機動訓練場等設施，目的主要加強特種警察的城市作戰和維

護公共秩序的能力；另一部分為民防的化學中心、海事消防與救援，以及城市搜

救行動方面的訓練設施，可模擬不同突發狀況與災難場景，考驗民防人員的應處

能力（如圖 8、9）。觀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之空間、訓練規劃，與我國

警政署新屋反恐訓練中心與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合併訓練場相類似，另其相關資

訊將提供本署規劃興建海湖訓練基地之相關人員作為各項軟、硬體設施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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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之空間規劃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提供。 

 

 

圖 9 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各棟外觀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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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加坡海岸衛隊特遣中隊特警戰術訓練 

  鑒於近年恐怖攻擊事件頻傳，新加坡警察總署將海上反恐事件專責由海岸保

衛隊(PCG)中之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pecial Task Squadron﹐STS)負責。而海

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TS)之任務、編制與本署特勤隊雷同，故參加(訪)新加坡海

岸防衛隊特遣中隊特警戰術訓練亦為本次出國受訓之重點項目，此次特警戰術訓

練主要是在展示該國特遣中隊(STS)的相關技能，並與本署人員進行訓練驗證及

討論，以利未來兩國機關之間的反恐技能交流訓練，建立與國際協同特勤任務之

遂行，共同抵禦恐怖事件發生。 

第一節 新加坡海岸衛隊特遣中隊簡介 

一、特遣中隊任務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中之反恐單位－「特遣中隊」(STS)，該隊於 1994年創設，

主要任務為阻截及登檢高速船艇的海上案件而設立（陸上反恐事件由特種戰術及

救援部隊 STAR 處置）。STS 於執行任務時，所配賦之船艇有 PK、PJ 級快艇，最

高船速可達 55 節以上，用以對付海上高速違法船隻及海上反恐任務，為提高其

勤務能量，嗣後曾調整二次任務內容，第一次於 2004 年時增加海上突擊任務，

並與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共同執行，惟不包括人質救援；第二次任務調

整係於 2017 年將人質救援納入真正肩負海上反恐（劫）船任務，始成為現在海

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TS）之主要任務。故特遣中隊職掌有二大主要任務包括： 

1、阻截及登檢高速船艇的海上案件；2、執行海上反恐任務。 

 

二、特遣中隊人員編制 

  目前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人員編制區分為 4個突擊區隊，其中 3個區

隊維持輪勤及訓練模式（1待命 1休假 1訓練），另外 1個區隊則專責訓練，每

個月各區隊輪訓一週，以維持勤訓狀態因應各項演訓及任務，目前總計有 87 員

（包含受訓學員 10員，不含 3名醫療役男），如圖 10所示，未來擬規劃增設水

域突擊區隊，將總人數擴編至約 100員左右，以加強任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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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目前 STS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提供。 

 

三、特遣中隊人員之資格及訓練 

  欲成為特遣中隊人員者，須先期接受海岸防衛隊基本警員訓練（8 週），再

提出申請遴選進入特遣中隊，且申請隊員必須符合下列各項選拔標準，符合選拔

標準後，尚須接受為期 1週之儲訓標準－個人及團隊訓練，在完全通過及符合選

拔標準與儲訓標準後，始能接受特遣中隊儲備訓練。 

(一) 特遣中隊人員之選拔標準 

1、年齡 30歲以下之優秀隊員 

2、通過個人基本體能測驗（IPPT） 

3、具備初階以上的射擊能力（CQB） 

4、具備游泳能力 

5、沒有不良前科紀錄 

(二) 特遣中隊人員之儲訓標準 

1、通過選拔標準(測驗) 

2、通過個人及團隊訓練（1週） 

  儲訓標準主要項目區分為三類：  

(1) 直接淘汰項目：懼高、恐水、幽閉空間恐懼症及團隊合作。 

(2) 測驗評分項目：基本體能、記憶力、觀察力、近身格鬥（CQC）。 

(3) 心理醫生評估心理素質。  

(三) 特遣中隊儲備訓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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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領導統御、突擊、水上自救及開放水域潛水課程（19週） 

(1) 基本體能訓練 

(2) 領導統御 

(3) 突擊科目(限制空間戰鬥/破門訓練/攀降及登船) 

(4) 水上自救科目（PT艇翻覆/水中求生） 

(5) 開放水域潛水  

2、船艇戰術截擊（7週） 

(1) 基本運行 

(2) 各類戰術隊型 

(3) 高速纏繞追逐 

(4) 高速併靠 

欲成為特遣中隊人員者，在通過上述各項選拔標準、儲訓標準及最終之儲備

訓練後，至少具備有下列技能： 

(一) 戰術操艇 

1、基本運行 

2、各類戰術隊型 

3、高速纏繞追逐 

4、高速併靠 

(二) 武器及戰術 

1、戰術射擊 

2、限制空間戰鬥  

3、破門突入及肅清(Room Entry and Clearance Drills)  

4、搜索與格鬥  

(三) 逮捕技巧 

1、關節技巧 

2、刀術技巧 

3、武器防禦技巧 

4、強制逮捕技巧  

5、車輛逮捕技巧 

(四) 破門法 

1、器械方法 

2、炸藥方法 

四、特遣中隊各式裝備 

  特遣中隊人員分為突擊手及操船手。突擊手之主要裝備，如圖 11 所示。操

船手主要裝備，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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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突擊手主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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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操船手主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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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特遣中隊人員配有武器(器械)，如圖 13。此外，尚有裝備如：手榴彈(如

圖 14)、防護裝備(如圖 15)、偵蒐裝備如圖 16、攀降器材(如圖 17)、破門器材

組(如圖 18)、登船梯組(如圖 19)、人員載運車(如圖 20)及船艇如圖 21等。 

 

說明：（由左至右）左 1為 M4突擊步槍、左 2為 Remington870霰彈槍、中上為  

      CZ-P07手槍、中下為信號槍、左 3為 FN303防暴槍、右為 HKMP5衝鋒槍。 

圖 13 特遣中隊人員配有之武器(器械) 

 

 

說明：左為 9響閃光震撼彈、右為 9響煙霧彈。 

圖 14 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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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為 C50防毒面具、右為 3A級防彈盾牌。 

圖 15 防護裝備 

 

 

說明：左為熱像儀望眼鏡、右為單筒夜視鏡。 

圖 16 偵蒐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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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 1為確保繩組（深黃色）、左下為省力滑輪組（紫色）、中上為上升 

器（藍色及黃色）、右 2為下降器（黑色）。 

圖 17 攀降器材 

 

 

說明：左為液壓撐門器、中依序為左大型撞鎚、小型撞鎚、破壞剪、多功能 

撬桿、破壞鎚、右為汽油式電鋸切割器。 

圖 18 破門器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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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為船體固定器、中為掛鉤、鋼質鋁梯、掛鉤上升器、右為掛鉤桿。 

圖 19 登船梯組 

 

 

說明：左為一般載運車、右為四輪驅動載運車。 

圖 20 人員載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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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為 PK艇：High Speed Interceptor(高速攔截艇) 

右為 PJ艇：Rigid Hull Inflatable Boat(剛性船體充氣艇) 

圖 21 船艇 

 

第二節 特遣中隊特警戰術訓練 

  此次所參加特遣中隊之特警戰術訓練係於新加坡南部布拉尼地區基地訓練

中心實施，如前所述，因要參加特遣中隊必須先接受海岸防衛隊警員訓練完成後

才可參加特警戰術訓練，訓練時間為期 19 週，訓練對象主要為現職海岸衛隊隊

員符合資格後方能加入特遣中隊的儲備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基本課程、高速船艇

截擊、領導統御、實彈射擊、船艙戰鬥、游泳救生、攀降、破門及開放水域潛水

員等訓練，教材由特遣中隊本部制定後由隊內資深教官施教。 

  另針對實彈射擊、船艙戰鬥及開放水域潛水員訓練委由新加坡警察部隊特種

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代訓並建立隊內師資以為己用。然特遣中隊為海岸衛隊

主力打擊單位其任務現今主要將重心放置高速船艇截擊及海上反恐事件應變，故

積極向各國（南韓 SSAT 及香港水警）及該國特種戰術及救援部隊（STAR）學習

水域作戰、船艙戰鬥及人員解救等反恐技能。 

  特遣中隊有眾多機會與其他鄰近國家交流合作，如馬來西亞皇家海事警察隊、

印尼海軍及警政單位、或其他世界各國之知名海岸防衛隊如美國、英國、法國、

加拿大、日本、南韓、香港等，不定時進行敦睦邦交、情報聯繫計劃、聯合訓練

及研究參訪活動，俾使該隊幹部續增進專業知能保持常新，增加機關競爭力，擴

展國際合作能量，據聞本署教育訓練中心（未來鑑測中心）亦已開始籌劃此交流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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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特遣中隊特警戰術訓練 

  本次出國受訓之目的乃觀察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之訓練模式及執勤

情形等，作為本署特勤隊日後規劃演訓之參考，故於抵達新加坡後，由特遣中隊

人員負責接待及介紹。受訓期間均由特遣中隊(STS)安排住於其位於新加坡南部

布拉尼區基地駐地內，另特遣中隊駐地有自己之廳舍、船艇碼頭、維修廠等（圖

22）。 

 

 

圖 22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廳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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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訓日程表如下（如表 2所示）： 

表2 受訓日程表 

日期 參訪內容暨行程 

1月8日(一) 
上午開訓座談及STS裝備介紹 

下午攀登訓練(RASB) 

1月9日(二) 
上午近戰格鬥訓練(CQC) 

下午參訪船艙戰鬥訓練場 

1月10日(三) 

上午參訪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HTTC)及霰彈槍破門

訓練 

下午STS船艇建造構想及解說 

1月11日(四) 

上午STS船艇性能展示 

午膳(與PCG許心昀司令及本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余

振芳秘書) 

下午高速船艇截擊訓練 

1月12日(五) 結訓座談暨交換紀念品 

 

一、受訓第一天（107年 1月 8日）： 

  當日上午進行開訓座談及 STS裝備介紹。 

(一) 開訓座談：主要介紹新加坡海岸防衛隊(PCG)及特遣中隊(STS)的演進、

任務及訓練。 

(二) 特遣中隊(STS)裝備介紹：介紹操船手、突擊手、各式武器、攀登裝備

組、破門工具組及其他裝備。 

當日下午進行攀登訓練（RASB），課程中由主課教官親自講解如何使用繩索

上升器上升，並用下降器下降，後續進行現場實作登船繩梯攀爬，如圖 23

至圖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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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利用 2個繩索上升器以拖拉撐的方式進行上升。 

圖 23 上升訓練 

 

 

說明：使用繩索下降器下降。 

圖 24 下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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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利用環抱式方式登船繩梯攀爬。 

圖 25 登船梯攀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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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訓第二天（107年 1月 9日）： 

  當日上午教授近戰格鬥（CQC），由主課教官親自講解穴道及擒拿壓制，並

於現場實作演練（如圖 26、27）。 

 

說明：利用人體痛點進行牽引後壓制人犯。 

圖 26 以穴道壓制人犯 

 

 

說明：利用人體關節限制迫使人犯就範後進行壓制。 

圖 27 以擒拿術限制迫使人犯就範後壓制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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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下午參訪船艙戰鬥訓練場。於特遣中隊本部旁，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建造

一棟仿船體結構之建築物，乃結合港邊碼頭及游泳池而成的船艙戰鬥訓練場，建

築物內、外觀均仿船體結構，外部部分主要訓練隊員攀降、跳水、船艙外部走位

及簡易破門訓練，如圖 28至圖 33所示。 

  針對建物內部主要有一間控制室，內有全區式攝影監視系統、音響控制器及

燈光控制器，可進行監看及模擬情境（聲光效果），其他艙間部分全部鋪設吸彈

磚供 STS艙間戰鬥實彈射擊訓練。 

 

圖 28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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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圖為船尾並連接 10米深訓練池，右圖為船艏連接碼頭邊。 

圖 29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外觀 

 

 

說明：左圖為仿貨輪駕駛室供訓練室內攻堅走位，右圖為駕駛室後方控制室供 

教官監控各艙狀況及模擬情境（門鎖、燈光及聲音）。 

圖 30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內之駕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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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圖為仿貨輪艙間及右圖為艙間樓層供訓練船艙攻堅實彈射擊（前後左 

右皆可實彈射擊）。 

圖 31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內之艙間 

 

 

說明：左圖為仿貨輪輪機室供訓練船艙攻堅走位；右圖為甲板供訓練垂降台。 

圖 32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內之輪機室及船上垂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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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圖為甲板仿各式門鎖供破門訓練；右圖為 STS登船訓練。 

圖 33 仿貨輪船體訓練場之甲板破門訓練場及船艏 

 

三、受訓第三天（107年 1月 10日）： 

  當日上午進行霰彈槍破門訓練，由主課教官親自講解如何利用霰彈槍破門

(如圖 34)。嗣後由 2 名隊員交互掩護，輪流使用霰彈槍進行破門突入進行現場

實作，如圖 35所示。 

 

說明：由主課教官親自講解如何利用霰彈槍破門。 

      左圖為破門手先確認門上鎖；右圖為 STS利用霰彈槍破門。 

圖 34 霰彈槍破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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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 2名隊員交互掩護，輪流使用霰彈槍進行破門突入。 

圖 35 霰彈槍破門訓練現場實作 

 

  當日上午並經接引前往參訪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參圖 8），訓練

中心依空間規劃區分 2大部分：一部分是警方的開放式室內射擊場、破門訓練建

築屋、和戰術機動訓練場等設施，目的主要加強特種警察的城市作戰和維護公共

秩序的能力；另一部分為民防的化學中心、海事消防與救援，以及城市搜救行動

方面的訓練設施，可模擬不同突發狀況與災難場景，考驗民防人員的應處能力，

如圖 36至圖 44所示；近期本署教育訓練中心亦規劃籌購情境安檢執勤 AI系統，

建議可納入特勤反恐之情境。 

 

說明：左圖為仿船體火災訓練場；右圖為仿化學工廠火災訓練場。 

圖 36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各模擬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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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仿多重型災難訓練場供消防及醫療人員訓練（地震及火災）。 

圖 37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各模擬訓練場 

 

 

說明：供軍警人員利用漆彈槍訓練基礎室內攻堅。 

圖 38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漆彈室內攻堅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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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訓練軍警人員利用導爆索及各式炸藥破壞門窗。 

      左圖為爆藥破門訓練場；右圖為簡易型訓練用水泥牆。 

圖 39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爆藥破門訓練場 

 

 

說明：訓練軍警人員利用導爆索及各式炸藥破壞門窗。 

      左圖為爆藥破門訓練場；右圖為簡易型訓練用水泥牆。 

圖 40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非爆藥破門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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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破門訓練用利用模組化降低經費。 

      左圖為模組化水密門；中圖為模組化門鎖；右圖為模組化木門。 

圖 41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模組化門窗 

 

 

說明：內部共計四個樓層包括室內靶場、船艙場、飛機艙及垂降場，用來訓 

練軍警進行情境模擬實彈攻堅訓練。（內有全區式攝影監視系統、音 

響及燈光控制器，可進行監看及模擬聲光效果）。 

圖 42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室內綜合實彈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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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可以進行車輛圍捕訓練且靶架全採電控系統均能依據輸入參數作動(上 

下移動及靶板倒下須命中發數)，靶場內為二層樓設計，可進行各角度 

射擊訓練。 

圖 43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室內靶場 

 

 

說明：全區鋪設吸彈磚並全區式設有攝影監視系統、音響及燈光控制器，可 

  進行監看及模擬聲光效果），可進行反劫機及反劫船攻堅訓練。 

圖 44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仿飛機艙間及船艙間實彈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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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後於受訓第三天（107年 1 月 10日）下午聽取特遣中隊人員就 STS所屬

船艇之建造構想及解說。該隊對於船艇之研究花費非常多的心力，並特別派遣副

指揮官至我國、美國及澳洲等國取經，並且與新加坡海軍海洋測量局人員進行研

究及討論，研發出適合該隊的船艇以利未來各項任務遂行。 

  特遣中隊(STS)現服勤中之船艇，共計有 6艘 PK級快艇（如圖 45 所示）及 8

艘 PJ級快艇（如圖 46所示），用於阻截海上高速入侵目標，突擊快艇根據 STS任

務需求進行調整設計，以下將針對 PK及 PJ艇進行介紹： 

(一)PK艇： 

  PK艇具備2部MAN R6-800引擎（各800匹馬力），並採用螺槳式動力輸出，具

有起步快速之優勢，最高船速可達55節，以下將針對PK艇各項設計進行簡介如表

3所示： 

表 3 新加坡高速攔截艇之基本諸元表 

 

建造年份 2015年 

船廠 龍德造船廠 

船體材質 船用鋁合金 

船長 15.05米 

船寬 2.7米 

重量 10.5噸 

最高船速 55節 

最大搭載人數 8人 

動力系統 2 x MAN R6-800 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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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PK艇具備 2部 MAN R6-800引擎（各 800匹馬力），並採用螺槳式動力 

輸出，具有起步快速之優勢，最高船速可達 55節，利於高速截擊目標。 

圖 45 PK艇各部位簡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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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J艇 

  PJ艇具備2部MERCURY VERADO四行程舷外機（各300匹馬力），最高船速可達

45節，以下將針對PJ艇各項設計進行簡介如表4所示： 

 

表 4 新加坡剛性船艇充氣船之基本諸元表 

 

建造年份 2009年 

船廠 罡旻企業 

船體材質 FRP剛性船底/複合材質船舷碰墊 

船長 9.4米 

船寬 3.1米 

重量 3噸 

最高船速 45節 

最大搭載人數 3+8人(操船組 3位、突擊組 8位) 

動力系統 300HP MERCURY VERADO四行程舷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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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主要用於載運突擊人員，周圍複合氣墊利於進行高速併靠，船中間設 

有登船梯撐桿底座，可迅速完成登艇梯鈎掛，利於圖及人員迅速攀爬 

上目標船，以利後續任務遂行。 

圖46 PJ艇各部位簡介圖 

 

 

四、受訓第四天（107年 1月 11日）： 

  當日上午由特遣中隊就 STS船艇性能為展示，由特遣中隊隊員操船航行至班

丹海峽，進行 PK 及 PJ 艇的海上巡航，並介紹船上熱像儀及雷達系統，如圖 47

所示。返港後，於午膳時，與海岸防衛隊許心昀司令及本國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

余振芳秘書共同用餐（如圖 48、49）。用膳後，當日下午繼續進行高速船艇截

擊訓練，如圖 5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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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上午至班丹海峽進行PK及PJ艇的海上巡航並介紹船上熱像儀及雷達系統。 

圖47 STS船艇性能展示 

 

 

圖 48 與駐新加坡台北辦事處秘書及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幹部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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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圖致贈本署署徽立牌；右圖受贈海岸防衛隊紀念幣 

圖49 與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司令許心昀先生交換紀念禮品 

 

 

說明：利用PK及PJ艇在班丹海峽進行高速截擊及併靠（速度約40節左右） 

左圖高速截擊及併靠；右圖STS進行反劫船訓練（VBSS） 

圖50 高速船艇截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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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訓第五天即結訓日（107年 1月 12日）： 

  受訓末日，當日上午進行結訓座談，互相交流意見暨交換紀念品如圖51所

示。 

  

 

說明：左圖致贈本隊紀念幣；右圖受贈海岸防衛隊馬克杯； 

下圖致贈特勤快艇模型隨身碟。 

圖51 結訓座談暨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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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特遣中隊特警戰術訓練與本署特勤隊訓練差異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於任務編制、勤務內容與本署特勤隊相類似，故

隊員均須透過長時間之訓練，以培養其體能、反應等能力。經由為期五日之至新

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之受訓過程，該隊於勤務執行上及訓練上與本隊仍有部

分差異存在。茲整理如下： 

 

一、攀登訓練（RASB）部分： 

  利用繩索上升器與本隊並無差異，但本隊另有「布魯治結上升法」，如圖

52 所示。而利用繩索下降法時，與本隊亦無差異，惟本隊另有「快速下降」，

如圖 53 所示。另在登船繩梯攀爬部分，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與本隊進行

上具有些許差異，STS為環抱式攀爬，但本隊為反抓無環抱，另本隊亦有採用有

正抓及側抓無環抱方式攀爬如圖 54 所示。環抱式攀爬之優點在於可多重確保，

以達訓練安全，且環抱式攀爬簡單，體力不好者仍可攀爬，但缺點為確保過多，

造成速度過慢且環抱式爬梯易勾住身上配件。 

 

 

說明：繩索上升器與本隊無差異，但本隊另有布魯治結上升法。 

（左為海巡特勤隊、右為新加坡特遣中隊） 

圖52 本隊與新加坡特遣中隊就繩索上升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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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降法與本隊無差異，但本隊另有快速下降。 

（左為海巡特勤隊、右為新加坡特遣中隊） 

圖53 本隊與新加坡特遣中隊就繩索下降法之比較 

 

 

說明：登船繩梯攀爬與本隊些許差異。STS為環抱式攀爬，但本隊為反抓無 

環抱，另本隊亦有採用有正抓及側抓無環抱方式攀爬。 

（左為海巡特勤隊、右為新加坡特遣中隊） 

圖54 本隊與新加坡特遣中隊就登船繩梯攀爬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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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戰格鬥訓練(CQC)部分： 

  新加坡特遣中隊（STS）結合跆拳、柔道、柔術及擒拿等，發展出適合該隊

之近距離格鬥（CQC），與本隊結合跆拳、柔道、柔術、散打、擒拿及以色列格

鬥，發展出適合本隊的近距離格鬥（CQC），兩者間並無明顯差異，惟就兩者之

近距離格鬥（CQC）表現，新加坡特遣中隊（STS）較偏向壓制，而本隊較偏向打

擊。 

 

三、霰彈槍破門訓練部分： 

 

  新加坡特遣中隊（STS）使用 Remington870泵動式霰彈槍與本隊 M4-SUPER-90

半自動式霰彈槍，差異不大，惟泵動式反應速度較慢且老舊，據該隊副隊長陳畋

杉表示他們於今(2018)年採購與本隊相同之 M4-SUPER-90 半自動式霰彈槍如圖

55所示。 

 

 

說明：左圖為STS的Remington870泵動式霰彈槍；右圖為本隊的M4-SUPER-90 

半自動式霰彈槍。 

圖55 泵動式霰彈槍及半自動式霰彈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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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艇執勤部分： 

  新加坡特遣中隊（STS）採用高速攔截艇、剛性船體充氣船，本署海巡隊係

以M6快艇、多功能巡緝船執勤。兩者差異如下表5、6所示。 

 

表 5 高速攔截艇與 M6快艇比較表 

  

2015年 建造年份 2004年 

龍德造船廠 船廠 龍德造船廠 

船用鋁合金 船體材質 FRP船體 

15.05米 船長 9.5米 

2.7米 船寬 3米 

10.5噸 重量 6.5噸 

55節 最高船速 35節 

8人 最大搭載人數 4人 

2 x MAN R6-800 柴油引擎 動力系統 2 x 370P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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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擊艇差異： 

表 6 剛性船體充氣船與多功能巡緝船比較表 

  

2009年 建造年份 2007年 

罡旻企業 船廠 罡旻企業 

FRP剛性船底/複合材質船舷碰墊 船體材質 FRP船體/充氣式浮管 

9.4米 船長 11米 

3.1米 船寬 3.6米 

3噸 重量 6.3噸 

45節 最高船速 38節 

3+8人(操船組3位、突擊組8位) 最大搭載人數 6人(含駕駛) 

300HP四行程舷外機 動力系統 2 x 250HP四行程舷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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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有幸參與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特遣中隊（STS）特警戰術訓練，職便開始努

力加強英文及複習相關反恐知能，以便在交流訓練上能有更多的火花及想法，除

促進兩隊良好情誼外，更欲展示本署特勤隊的反恐能量。經此次訓練了解 STS的

訓練相關資訊及各項裝備，使職有所收穫，基於受訓期間之參訪見聞，佐以鈞署

目前關於反恐活動之規劃，個人的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結合沱江級巡邏艦彈性運用，減少應變時間延長作戰距離： 

 

  由於新加坡位處赤道無風帶，水域風浪平靜，且與鄰國接近，為能快速反應，

故新加坡發展之巡防艦艇最大約100噸級；反觀本國與鄰近之外離島最遠距離遠

達1600公里（南沙群島），故預置部署及快速部署將是本署重要課題之一，而本

隊目前都與海巡艇及多功能巡緝艇搭配出勤，如未來欲發展像STS之突擊艇（PK

及PJ艇）的話，遠距離部署將是特勤任務遂行的嚴峻挑戰。 

  今(2018)年本署欲採購12艘沱江級巡邏艦，將是未來海巡平戰轉換之一把利

刃，然平時之沱江級巡邏艦僅擔任一般巡防任務，且此艦並無常備登臨艇，在艦

尾設計有兩個大型可以開啟的艙門，右邊艙門內裝有硬式橡皮艇（RHIB），可擔

負海上臨檢、短程交通艇用途，惟如此小型艇將在未來查緝緊追將會有很大的問

題，且臺灣附近之海域於進入東北季風季節時，風浪條件普遍較差，故建議可強

化艉部甲板並加裝船架（放置登臨艇或突擊艇）及吊臂或採取尾放式，如此一來，

登臨艇亦可放置後甲板，二來，如任務需要特勤人員可搭乘沱江級巡邏艦快速部

署至目標區進行任務遂行。 

  沱江級巡邏艦優點具有雷達匿蹤、船速快（約40節）及火力強大，且航行性

能與耐波性相當於3,000噸級左右的軍艦，在六級風浪海象時仍可發射飛彈及保

持海上作業和戰鬥能力，相較現行鈞署1000至3000噸級巡防艇之後甲板，主要以

停放直升機為主，故不建議加裝在上述巡防艇。 

  古有云：「兵貴神速」，特勤人員快速部署所仰賴的，主要不外乎是空中載具

及艦艇，目前本隊出勤須搭配空勤總隊直升機或配合在地海巡隊之巡防艇及洋局

特勤艇駛至目標區，一來須跨部會協調及缺乏隱匿性，二來洋局特勤艇駛至目標

區過度耗時且搭載人數過少（4人），未來如有反恐事件發生，本隊將可倚賴沱江

級巡邏艦之雷達匿蹤及快速移動以達快速部署之效，將不被恐怖分子發現（船用

雷達）將達奇襲之效；本隊進行突擊時，沱江艦可擔任後方火力及掩護艦艇，以

強大火力嚇阻恐怖分子以達震攝效果，促使任務遂行順利，且沱江級巡邏艦後方

甲板為直升機垂直補給平臺用途，在事件發生之時，亦可部署或回收特勤人員，

以達神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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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沱江艦艉設計 

 

二、模組化硬式橡皮艇（RHIB）規格，兼具靈活彈性與節約公帑 

 

  鈞署多功能巡緝艇、新加坡 PJ 艇（突擊艇）及大型船艦之登臨艇均為硬式

橡皮艇（RHIB）惟大小、材質及舷外機些許不同，建議未來採購相關硬式橡皮艇

可依勤務不同，彈性調整相關裝備或性能（雷達系統、熱像儀系統、座位配置及

舷外機馬力等），但船體大小固定。一則相關器材調整或維修提升相容性進而節

省維修時效及成本，二則近年來本隊搭配外離島執行護漁任務所用之多功能巡緝

艇與洋局突擊快艇結構大小及作業區配置截然不同，造成訓練及執行上的落差，

且因應平戰轉換政策，多功能巡緝艇應屬近岸艇類與突擊艇概念並無差異，在執

勤上仍考量私梟岸際衝岸之可能性，如此一來海岸巡邏之船艇可緊追至鄰近岸際

交付任務於岸上圍緝人員構成海陸聯合二度空間圍捕網，以達任務接續無間斷之

效果。 

  另在岸際多功能艇或救生艇上架，一直是岸際安檢所所頭痛的問題，建可參

考新加坡硬式橡皮艇專屬浮動碼頭設計（如圖 57），一來可解決上架保養問題，

二來減少船底生物增生而降低船速影響查緝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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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利用充排氣原理將船艇上架降低損耗。 

左圖為充氣將船艇上架；右圖為排氣布放船艇應勤。 

圖 57 新加坡浮動碼頭 

 

三、建構多樣化訓練場，提升海巡整體戰力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建置多樣化訓練場，尤其是仿貨輪船體訓練場，

可以多元化訓練海巡人員，以達新加坡勤務人員在執勤上避免造成落差及錯誤，

建議本署人員研習中心未來規劃建立訓練場或室內靶場可參照相關資訊，建立勤

務層面訓練場，例如駕船模擬器、射擊模擬器及仿船體模擬建築物如圖 58所示，

以此進行實體教學以達看得到、聽得懂，進而做得好，以收教學成效。 

 

圖 58 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培訓中心內各項模擬訓練 

資料來源：新加坡海岸防衛隊提供。 



51 

    目前世界各國軍警單位無一不是將射擊能力列為基本技能，也因為反恐打擊

犯罪，更將射擊視為重要能力之一，限制空間戰鬥射擊是一個融合移動及反應小

組的射擊訓練，因此新加坡亦將限制空間戰鬥射擊視為警員基本技能，包括海岸

防衛隊隊員亦是如此。況鈞署積極發展海巡整體戰力，射擊能力更是其中缺一不

可的基本技能，囿於海上射擊有別於陸上射擊，因海上有風浪，射擊者在動，目

標也在動，故靶場的建置規劃建議如下（如圖 59所示）： 

(一) 因為舊有的訓練及平面訓練場僅訓練基本射擊，並無多向快速移動、近

迫及角度射擊（仰角及俯角）等，如建造 2到 3層樓立體靶場，可大大提升

本隊及海巡人員反應射擊能力，且並可加大門高及門寬開放訓練車輛進出，

以藉此訓練查緝人員車輛圍捕之技巧和射擊能力。 

(二) 靶場內部上、前、後、左及右皆鋪設吸彈磚，格局部分採移動式鋼板以

利後續訓練變更格局大小及動線使用，可避免造成學員習慣動線，且架設電

子移動靶架及移動載臺（可模擬船體晃動）藉此模擬訓練海上射擊訓練，以

精進本隊及海巡人員射擊能力進而面對未來挑戰及嚴峻任務。 

(三) 頂部建立攀爬垂降設施及纜樁以此訓練本隊人員模擬直升機垂降及大

樓攀降亦可訓練員人攀爬能力。 

 

 

說明：可以進行車輛圍捕訓練且靶架全採電控系統均能依據輸入參數作動(上 

下移動及靶板倒下須命中發數)，靶場內為二層樓設計，可進行各角度 

射擊訓練。 

圖 59 新加坡內政群英戰術訓練中心內之室內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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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科技化監偵系統，有效發揮巡防區功用 

 

  近年本署勤務派遣採預置部署或快速部署方式，並因應全球少子化影響積極

利用高科技裝備欲使科技取代人力，以降低人力成本及強化值勤作為。而新加坡

海岸防衛隊為了阻止非法移民或不法走私交易進入新加坡海域，該國運用全島涵

蓋綿密的雷達系統和巡邏艇上之光電及夜視裝備，並結合企業監視系統配合新加

坡內政安全局建立陸基電光學系統（Land Base Electro Optics-LBEO）如圖 60

所示，以利突發案件處置時效，另根據統計近幾年新加坡因建立此監視網已經大

大的減少海上偷渡及從事海上不法的案件。 

 

  本署去年積極推動提升巡防區整合效能及欲籌購之岸際熱像儀系統及旋翼

型無人飛行載具以達全面監控，觀看新加坡國陸基電光學系統（LBEO）概念，使

職參卓現今聯合勤務作為對現有裝備效能及籌購裝備建議以下（如圖 61）： 

(一) 岸際至 12 海浬：利用本署雷達鎖定及岸際熱像儀系統識別目標進行交

叉情資比對，如有「可疑通報目標」派遣岸際無人機進行偵查，待目標確立

儀器鎖定目標船，投擲低照度指示劑或使用不可見光雷射指標器標定（如圖

62），讓在航巡防艇及岸際人員透過夜視鏡明顯確定目標，擴大岸際圍捕網，

以達船車人三者緝拿。 

(二) 12 海浬至 24 海浬：利用鈞署雷達鎖定、岸際熱像儀系統及在行船艦搭

載之熱像儀偵測目標進行情資蒐整轉知在航巡防艇銜接偵緝任務；如有「可

疑通報目標或情資目標」派遣鄰近無人機進行偵查，待目標確立儀器鎖定目

 

說明：新加坡海岸防衛隊利用主要利用高階紅外線熱像儀系統監控海面狀況並 

搭配雷達系統（LBEO）建置完整防線以利監控周遭海域安全及即時派船 

艇前往處置突發狀況。 

圖 60 新加坡之即時監視網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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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船，投擲低照度指示劑，讓查緝船透過夜視鏡明顯確定目標以利後續查緝

任務。 

(三) 24 海浬以外：持續與海軍中程雷達情資整合並利用大型艦艇籌購之無

人機進行情資蒐整；如「情資目標」派遣無人機進行偵查，待目標確立儀器

鎖定目標船或投擲低照度指示劑標定，讓各查緝船透過夜視鏡明顯確定目標

使查緝行動更為具體化。 

 

圖 61 海巡三層防護 

 

  

說明：左圖為可見光雷射指標器；右圖為不可見光雷射指標器（夜視鏡） 

圖 62 雷射指標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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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國際交流訓練，提升國際反恐能量 

 

  新加坡與我國同屬島國，對於海岸巡防安全同等重視，且因新加坡之國土面

積較我國更小，如何於短時間、高效率、高能量等條件下，迅速達到防衛國土、

港埠安全等目的，囿於新加坡國海防衛隊特遣中隊現積極發展海上反恐技能，且

本隊更是加緊精進反恐技能，如能透過兩國異地交流且結合世界潮流，且可得知

國際間對於反恐活動任務之規劃及長處，亦可拓展鈞署特種勤務隊反恐知能並持

續建構各式反恐裝備及規劃各項反恐專精訓練，以強化各項戰技及反恐應(制)

變能力；且突破國際交流限制，積極開創與新加坡海防衛隊建立交流機制，並藉

以深化雙方交流情誼，穩固未來合作關係，共同強化反恐知能。 

 

六、培訓第二語言，培養國際觀 

 

  鈞署近年積極提升本隊反恐能量，除了至海軍陸戰隊特勤中隊實施專精訓練

外，並透過各部會資源共享之下，積極邀請各單位共同接受國外輔訓團各項訓練

強化特種技能或透過座談會研討國際間各項反恐作為，共同提升反恐知能，惟在

訓練過程幾乎全程以英文施訓，不管學員或教官透過翻譯人員解釋，常常無法精

準表達彼此含義（因翻譯人員非特勤人員，不了解動作技巧及相關專業用語），

造成學習上落差。 

  未來將與新加坡國海岸防衛隊人員進行交流，該國官方語言為英文，因此舉

凡教官授課、學員課堂討論皆以英文進行，溝通上亦多以英語作為溝通的橋樑。

不同國家國民所說之英語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口音，加上「SINGLISH」(新加坡式

英語)係新加坡因地域性而發展出的星式英文，與英美國家所用之英語有所出入，

不過只要表意人願意說出想法，受意人都會仔細聆聽，甚至協助說出或整理表意

人實際所要表達的想法。此時，英語就格外的重要，因為它是與世界接軌的基本

工具之一。兩國互相交流除可提升本隊隊員之本職學能外，尚可透過交流受訓，

至新加坡或其他國家拓展視野，增加及培養國際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