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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韓搜救中心與我國搜救中心之搜救責任區相鄰且皆位於東亞地區，經常於海難

救援案件上相互協調聯繫，本次規劃拜會海洋警察廳及搜救中心，以了解其搜救組織架

構、海難搜救運作、信號查證運作狀況以及與他國協調機制，並加強經驗交流透過面對

面的直接交談，建立彼此互動，加深合作默契，為未來合作關係建奠定良好基石。 

    南韓之海難搜救協調與任務執行單位均屬同一體系，係由海洋警察廳負責，海空資

源齊備且人員訓練一元化。南韓海洋警察廳其主要執行海難救助工作任務，維持 24 小

時救難任務佈署，海難事件發生時即以就近就便原則，由各個管區搜救協調中心(RCC)

實際指揮調度，立刻執行陸、海、空三度空間的海上立體救難工作。 

    經實地考察後，建議應持續辦理相關國際交流活動，透過參訪或舉辦國際研討會等

方式，使我國海難搜救勤業務與國際接軌。此外建議我國朝一元化海難搜救體制邁進，

參考國際間現行之修正公約、協定及國家關於搜救法令，依我國搜救責任分區之海難性

質，重新妥善規劃關於陸、海、空等搜救權責及法令，使搜救能量能有效整合。另妥善

運用民間海上搜救協勤能量，藉由公私協力以提升搜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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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自 91 年 12 月 31 日由消防署承接其勤、業務，並

擔任幕僚作業。國搜中心全天候針對我國各項陸、海、空難及重大災害進行緊急

救援之支援調度，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並協調國外

搜救單位支援，我國與南韓搜救責任區皆位於東亞地區，且南韓搜救中心在海難

搜救領域制度嚴謹、訓練精良，故本次赴南韓搜救單位考察，對提升我國人命搜

救效能及日後搜救任務合作上，著有實質助益。 

貳、行程概要 

日期 

起迄地點 行程概要 

月 日 星期 

10 28 日 臺北－南韓仁川機場 搭乘華航班機啟程 

10 29 一 
中部海洋警察廳（南

韓仁川市） 

參訪中部海洋警察廳、海上特種搜救

隊（SSAT）及海洋警察廳警備艇。 

10 30 二 
南韓搜救中心 

（南韓世宗市） 

參訪南韓搜救中心並與海洋警察廳救

助安全局長會面談海上搜救業務。 

10 31 三 南韓仁川機場－臺北 搭乘華航班機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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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南韓海洋警察廳介紹 

一、沿革 

    1953 年 12 月 23 日南韓海洋警察局（海洋警察廳前身）成立，並隸屬於內

政部，1962 年 4 月南韓國會通過「南韓國家海洋警察法」，正式取得組織之法源，

與陸上警察局同立屬於內政部，1980 年代開始海洋警察廳船隊編制擴張，1991

年 8 月，海洋警察局改組更名為南韓國家水警局，隸屬於南韓警察局，1996 年

南韓政府將涉及海上事務之部門合併成立海洋水產部，並將海洋警察廳改隸屬於

海洋水產部下之獨立單位。2014 年 4 月 16 日南韓發生世越號船難，造成 304 名

船員與乘客罹難，當時總統朴槿惠宣布解散海洋警察廳，將搜查和情報職能移交

警察廳，海洋警備職能移交給國民安全處海洋警備安全本部。2017 年文在寅政

府提案修正政府組織法，將海警部門改組為政府直屬海洋警察廳，即為目前所見

之海洋警察廳。其主要任務包含海洋主權維護，海洋災害安全管理，海上交通、

海上刑事調查、海洋汙染之預防與控制。 

二、組織 

    南韓海洋警察廳屬於中央單位，其體制為三級制，海洋警察廳內部設立 6 個

局處，包含規劃協調局、海洋巡防局、救助安全局、情報調查局、海洋汙染局及

設備科技局等（如圖 1），局下設有「課」，另設有海洋警察教育學院培訓海警相

關人才，各局處簡介如下： 

(一) 規劃協調局：包含計畫與財務課、行政與法務課、人力資源課及教育課

負責行政、人事、財務及教育訓練等業務。另設有國際協調局負責國際

相關事務之協調溝通。 

(二) 海洋巡防局：包含海洋巡防課及航運服務課，另南韓搜救中心亦隸屬於

本局。 

(三) 救助安全局：包含海事安全課、搜索救援課及水上休閒課。主要負責海

上救援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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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報調查局：包含調查課、犯罪事務課、情報課及外國事務課。負責海

上犯罪事務調查及相關勤報蒐集等。 

(五) 海洋汙染局：海洋汙染規劃、海洋汙染應變及海洋污染預防三個課。負

責海上汙染事件之相關事務。 

(六) 設備科技局：設備計畫課、設備管理課、航空課及資訊通訊課，負責相

關資通訊設備管理。 

 

圖 1 南韓海洋警察廳組織編制圖 

南韓海洋警察廳之地方所屬單位包含中部、西部、南部、東部及濟州 5 個地

區之海洋警察廳負責該所屬區域之海上相關業務，包含漁政業務、船舶出入境管

制、海上運輸、交通船安全管理，沿海水域事故預防應變及海上事故之救援等，

各地區海洋警察廳介紹如下（如圖 2）： 

(一) 中部海洋警察廳：其所屬單位包含仁川、平澤、泰安及保寧海洋警察署，

該區域為商貨船重要貿易港口，且轄區內遊客與釣客數多，故業務著重

於船舶出入境管制、海上運輸及沿海水域事故預防及應變。 



 4 

(二) 西部海洋警察廳：其所屬單位包含群山、扶安、木浦、莞島及麗水海洋

警察署，該區域常遇大陸籍漁船非法捕撈活動，轄區內大小島嶼有 1994

座，多遊客及釣客，因此業務著重於經濟海域非法捕魚之限制、相關漁

業保護事務及沿海水域事故之預防應變。 

(三) 南部海洋警察廳：其所屬單位包含統營、昌原、釜山及蔚山海洋警察署，

轄區內遊客與釣客數多，故業務著重於船舶出入境管制、海上運輸及沿

海水域事故預防及應變。 

(四) 東部海洋警察廳：其所屬單位包含浦頂、蔚珍、東海、東草海洋警察署，

該區域海岸線水深平均 1530 公尺，主要業務著重於保護與日本交界之領

土主權、預防及管理海上事故以及控制海洋汙染與非法鎮壓行動。 

(五) 濟州海洋警察廳：其所屬單位包含濟州及西歸浦海洋警察署，該區域特

色，在戰略上屬於重要的樞紐，另為颱風會經過的地區，同時亦為國際

駐名之觀光景點，因此在任務上著重於捍衛海洋主權以及相關軍事防禦

行動之事務，另負責該區域海上安全管理與搜救任務，以及海洋汙染監

測與控制。 

 

圖 2 南韓海洋警察廳之地方所屬單位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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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務 

    南韓海洋警察廳主要任務為海洋主權維護，海洋災害安全管理，海上交通、

海上刑事調查、海洋汙染之預防與控制，詳細說明如下： 

(一) 海洋主權維護：海洋警察廳設置保衛領海區域的重要防護設施以捍衛領

土及領海之主權，另致力於海上反恐以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擴散，

此外亦防止非法捕魚之情勢以保護國家利益及漁業資源。 

(二) 海洋災害安全管理：負責各種船舶事故及沿海水域事故之救援，並針對

颱風、海嘯等天然災害進行整備應變，另針對海上休閒活動進行安全管

理作業。 

(三) 海上交通：此任務主要為海上交通管制（VTS）和船舶進出港口之管理

作業，另管理各類船舶包含油輪、貨輪、漁船及多用途工作船等，尤其

對於載運危險物品之船舶（如油輪、載運危險物品之船舶）進行安全管

制。 

(四) 海上刑事調查：主要任務包含海事犯罪及相關訊息之調查、調查海洋及

漁業相關侵權案件及查緝走私與海盜犯罪等相關調查。 

(五) 海洋汙染之預防與控制：主要任務包含建立海洋汙染控制等相關政策以

預防海洋汙染情形，並針對海洋汙染等事件進行原因調查及處置。 

四、人員編制與搜救資源 

    海洋警察廳及其所屬單位共計有 1 萬 95 人，海上搜救能量大型艦 35 艘、中

型艦 39 艘、小型艇 114 艘、特種救援船 143 艘其具備特殊用途，如滅火船、高

速巡邏艇、氣墊船等（如圖 3、圖 4），空中搜救能量包含飛機 6 架、直升機 18

架（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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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韓海上警察廳海上搜救能量-1 

 

圖 4 南韓海上警察廳海上搜救能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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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南韓海上警察廳空中搜救能量 

五、世越號沉船事件 

    2014 年 4 月 16 日，南韓發生一起嚴重的船難，南韓客輪「世越號」自仁川

港行駛往濟州島途中發生翻覆，當時船上搭載 476 人，其中大部分為高中學生，

世越號的沉船事件最終造成 304人死亡，是南韓自 1970年底最嚴重的客輪災難。

在這場災難中，搜救行動以及相關監管單位皆遭受到罹難者家屬與媒體之批評，

其中包含搜救行動拖延等，法院更指出海洋警察廳的無能：「即使世越號船長沒

有下達退船命令，海警也沒有積極採取救助措施」。本次案件由於南韓政府的危

機管理與對策失當，引發國會朝野議員的強烈譴責，並對此商討修正《政府組織

法》，同時解散海洋警察廳及消防防災廳，將海洋搜救、海洋警備、搜察與情報

職能、災害管理職能移交給國民安全處，對於海洋警察廳造成極大之影響（2018，

wikiwand）。 

本次事故突顯出海難事故案例經驗學習之重要性，在南韓世越號船難事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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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後，我國交通部航港局進行相關加強安全管理作為包括： 

(一) 辦理「臺馬輪」、「合富快輪」、「臺華輪」、「麗娜輪」及「臺閩之星」等

5 艘客貨輪之應急準備及實際演練；外籍客貨輪｢中遠之星｣、｢海峽號｣

等應急準備，亦列為港口國管制檢查重點項目加強。 

(二) 邀集相關業者，辦理海難防範及應變處理之座談會檢討，提昇我國客貨

輪安全及海事處置效能。 

(三) 船舶發航前，加強客艙示範影片播放、緊急逃生設備及路線引導暨貨艙

貨物及車輛繫固情形。 

(四) 要求船東落實訓練、保養、操演等自主管理事項，並加強客船管理規則

之應急準備，包括船上救生、滅火及疏散。 

(五) 配合國家搜救中心運作體制，於海難發生時，立即提供各港船舶交通管

理系統(VTS)之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資料，俾利海上救援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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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於 107 年 10 月 28 日排定參訪中部海洋警察廳、西海第五特警隊下

的海上特種部隊（SSAT）以及海洋警察廳警備艇之體驗；10 月 29 日參訪南韓搜

救中心，參訪過程如下： 

一、參訪中部海洋警察廳 

    南韓中部海洋警察廳於 2017 年寅政府提案修正政府組織法，將原本於 2014

年解散的海洋警察廳重新改組為政府直屬海洋警察廳，中部海洋警察廳於 2017

年 7 月 26 日成立，其主要轄區為南韓西北邊海域，經濟海域緊臨中國大陸，轄

內仁川及平澤港為商貨輪主要進出南韓之重要貿易港口，加上轄內有需多大小島

嶼，遊客及釣客眾多，因為主要任務除了海上搜救外，著重於漁業邊界巡護、商

貨船進出港安全管理，船舶出入港管制及沿海水域事故預防及應變等： 

    中部海洋警察廳內部單位包含規劃協調科、主計室、情報調查科、海事安全

科、海洋汙染科及六個海上交通管制中心（VTS），另各地區所屬外勤單位包含

仁川、平澤、泰安、保寧海洋警察署及西海第五特警隊（位置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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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部海洋警察廳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本次參訪於中部海洋警察廳勤務指揮中心聽取報告，從簡報中得知南韓海巡

艦艇上均設有攝影鏡頭，搜救中心及指揮中心可同步監看即時畫面，了解現場搜

救情形。（南韓表示無法提供此圖像因此以示意圖呈現，如圖 7）。另船上亦設有

緊急醫療視訊設備，當海巡人員或其他乘客有受傷或身體不適情形，可透過該設

備與醫院聯繫，由醫療人員以視訊影音通話方式，協助緊急處置；如接駁受傷船

員，亦可透過該設備，由醫療人員判別該傷患是否需由直升機緊急後送或由海巡

艦艇載送進港就醫。 

此外，南韓搜救中心、指揮中心及海巡艦艇，透過官方網路 KOS-NET(衛星

傳輸)設有共同留言群組(類似 Line 群組)，以文字方式派遣及回報相關搜救情形，

避免無線電訊號不良造成通訊品質不佳，各艦艇亦可透過留言文字了解前因後果

及目前最新情形，處理案件時有利資訊流通性（南韓表示無法提供此圖像因此以

示意圖表示，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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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南韓海巡艇緊急醫療視訊設備示意圖 

 

圖 8 南韓海巡艇即時訊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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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勤務指揮中心聽取簡報          圖 10 拜會中部海洋警察廳致贈紀念品 

二、參訪海上特種部隊（SSAT） 

海上特種部隊（SSAT）為西海第五特警隊下所屬單位，西海第五特警隊於

2017 年 4 月 3 日成立，同一時間也成立海上特種部隊（SSAT），因西部海域有許

多外國非法船隻過界捕撈，因此西海第五特警隊業務重點在於非法捕漁船隻管制，

以確保漁民安全，海上特種部隊除執行上述任務外，亦參與救援任務以及海上反

恐任務。 

於此參訪海上特種部隊（SSAT）展示了各種定時炸彈的設計及運作原理，此

外亦介紹到一些救援任務會隨搜救機出動執勤，秉持著「隨時待命」的精神面對

每一次的任務。 

   

圖 11 海上特種部隊（SSAT）聽取簡報  圖 12 介紹定時炸彈設計及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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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與海上特種部隊（SSAT）人員合影 

三、海洋警察廳警備艇之體驗 

     

圖 14 海巡艇上經驗交流                圖 15 與南韓海巡艦艇合影 

四、參訪南韓搜救中心（情況中心） 

南韓搜救中心（南韓譯為情況中心）隸屬於海洋警察廳海洋巡防局下，負責

接管處理海上重大事故，事故發生時可直接調度海洋警察廳所屬之搜救機艦，統

籌救援行動，可見搜救中心隸屬於海難執行單位下可直接調度海難搜救能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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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備相當之專業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搜救時效，在世越號沉船事件發生後，

海洋警察廳律定搜救資源於事故發生後 5 分鐘內必須出動，並於抵現場後 5 分鐘

開始搜救。在搜救中心執行任務之調派時，可藉由前述所介紹之海巡艦艇上視訊

設備及即時訊息系統了解搜救情形。此外，南韓搜救中心在面對誤謊報之處置，

如接收到 EPIRB 發報且有相關報案電話則會直接派遣搜救資源前往，如僅收到

EPIRB 發報，則會先行進行查證動作，再決定後續是否派遣相關搜救資源，如圖

16 所示： 

 

圖 16 南韓搜救中心誤發報案件之處置 

此外，南韓搜救中心執勤人員必須接受一週密集式之基本教育訓練，內容包

含執勤技能、相關業務了解及系統操作等，且必須具備中文及英文能力，以利與

其他國家之搜救中心連繫。 

 

圖 17 南韓搜救中心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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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訪南韓搜救中心外，當日亦與海洋警察廳救助安全局局長及搜索救援

課課長會面，並針對海空難救援進行經驗交流，其中提及搜救人員會與日本、加

拿大、中國及美國共同訓練以提升搜救能力，除此之外，在歷經世越號沉船事件

後，其經驗分享如下： 

(一) 透過學校教育加強民眾防災知識：世越號沉船事件有許多民眾因對於防

災知識的不足，在災難發生時無法做正確的緊急應變，恐導致嚴重的人

命傷亡或財產損失。 

(二) 搜救行動資訊公開：搜救單位應該適度公開搜救資訊，以提供媒體或民

眾正確的搜救訊息，避免民眾接受訊息量不足而對搜救行動有所誤解。 

(三) 律定出勤及搜救時間：經過世越號事件後，律定事故發生後 5 分鐘內出

勤，到達現場 5 分鐘後開始搜救。 

  

圖 18 與救助安全局長會面經驗交流    圖 19 拜會救助安全局長致贈紀念品 

 

圖 20 與搜索救援課課長會面談海上搜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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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持續辦理國際交流 

海難搜救與協調是一項無國界之人道救援工作，各國之搜救中心常因海難搜

救案件，需透過彼此相互聯繫協調，進而支援互助展開救援任務。本中心係我國

與各國搜救中心之對口單位，俗話說得好：「見面三分情。」為加強與他國合作

默契，並促進國際交流，本中心近年均派員赴鄰近國家搜救中心參訪考察，除就

組織編制、搜救技術、軟硬體設備及救援經驗進行交流，透過面對面的直接交談，

建立彼此互動，加深合作默契，為未來合作關係建奠定良好基石。 

爾後應持續辦理相關國際交流活動，或是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方式，邀請國

外相關官員及搜救專家等，至我國參訪研討，或由本中心、海洋委員會、交通部、

國防部、空勤總隊、漁業署等海難相關機關，主動共同組團參加他國搜救研討會，

使我國海難搜救勤業務與國際接軌。亦可安排本中心搜救官至先進國家之訓練中

心接受短期之搜救研習，實習搜救官擬訂搜救計畫、現場指揮官執行搜救任務、

搜救員操控搜救資訊管理系統等課目；或派員赴先進國家之搜救中心擔任實習觀

摩人員，共同執勤輪值，實地見習搜救中心之運作，提升我搜救人員之國際觀及

搜救技術，使我國海事安全及海難搜救之作業達到國際海事組織要求之水準。 

二、朝一元化之海難搜救勤業務體系邁進 

南韓海洋警察廳主要任務為海洋主權維護，海洋災害安全管理，海上交通、

海上刑事調查、海洋汙染之預防與控制，其海難搜救協調與任務執行單位，均屬

同一體系，事權統一，海空資源齊備，人員訓練一元化；由南韓海洋警察廳執行

海難救助工作任務，維持 24 小時的全天候救難任務佈署，一旦接獲海難事件發

生消息時，即以就近就便原則，由各個管區直接擔任搜救協調中心(RCC)的實際

指揮調度工作，如立刻指揮協調巡視船艇、飛機及附近船舶等，執行陸、海、空

三度空間的海上立體救難工作。 

歷來我國海難搜救組織架構，都是分由交通部、國家搜救中心與海巡署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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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機關擔任海難主管、通報、指揮、協調與執行等層面，事權無法統一，海空

資源不足且分散在多機關，勢必增加反覆之確認和轉報、通報工作之時間，無法

適時研判案情，進而指揮船艇、飛機及附近船舶等，進行陸、海、空海上救難工

作。對於海難救助工作亦無單一之法規，分別於災害防救法、行政院災害緊急通

報作業規定、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暨作業手冊、海岸巡防法、海岸

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海洋委員會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

海巡署執行災害防救作業要點、商港法、漁業法、海商法、船員法等法令規章作

規定。各法規就所主管部份規範，考慮必有未盡周延而有所遺漏，或與其他法規

產生競合之處，因缺少整體規劃之相關立法，導致權責不清、功能不彰情事。 

然為綜理海洋事務之橫向協調功能，加強海洋政策之規劃及落實推動，使中

央與地方政府縱向齊一步伐，我國「海洋委員會」於 107 年 4 月 28 日成立並正

式運作，下設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作為海洋政策的統合機關，

負責總體海洋政策、海洋產業發展、海洋環境保護、海域安全、海岸管理、海洋

保育及永續發展、海洋科技研究與海洋文教政策及其他海洋事物統合事項等。其

組織編制及任務職掌對於海上相關政策漸趨完善與周延，未來如能整合相關機關，

必能朝更有效率之一元化搜救勤業務體系邁進。 

三、建構民間海上搜救協勤能量 

在拜會南韓海洋警察廳救助安全局局長及搜索救援課課長時，曾與渠等討論

到「政府資源有限，民力運用無窮」這點，因民間志工屬志願服務性質具「無報

酬」、「自願性」及「執行非公權力任務」等特性，如能善用民間救難資源，必能

使海上救難工作更迅速確實，並減輕政府負擔。 

近年來，在志願服務法的規範下，我國政府也開始管理運用民間資源，但是，

在海難救助方面，經查海巡署曾推展「海巡志工」，期籍由民間力量，增進海上

搜救能量，惟並未有發展出適當的運作機制，以協調規範民間海難救助組織，而

且，不論是海巡志工或是民間救助組織，均未有充足的經費預算與訓練，在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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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海難救助時，亦會因設備與訓練不足的因素，影響海難救助工作。 

是以，搜索救助行動能量與資源，除了由政府各級機構提供之外，如可藉由

民間機構與資源的協助，使得搜索救助行動更有效率及更有效。民間搜索救助志

工屬志願服務性質，其具有「無報酬」、「自願性」及「執行非公權力任務」等特

性，相關協助海難救助工作、保險、招募、訓練、服勤、保障及相關法令等及執

勤賠償(補助)等問題，目前相關配套未臻成熟，民間救災能量如何整合及運用，

保障協勤民力基本權益，以有助於遂行海難救助，是政府各防救災部門應予正視

和努力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