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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的海岸防衛隊為全球先進海域執法專責機關，組織架構下分大西洋

(Atlantic)與太平洋(Pacific)兩大指揮區（Area），前者下設 4 個防區

(District)；後者下設 5 個防區，共計 9個防區，並擁有龐大的執法能量，包括

大艦、小艇及航空器等，為有效整合並調度各防區的能量，美國海岸防衛隊建立

分工詳細且能快速針對不同案件進行反應的勤務指揮中心(Commend Center)，最

大效率地規劃美國海岸防隊的艦艇以及空中能量。 

    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的課程主要係了解勤務指揮中心的組織架構，並建立處

理案件的標準作業流程，將案件處理的方式表格化，俾利於勤務指揮中心的執勤

人員能快速地應對緊急狀況的案件，而不疏漏任何案件的細節，除此之外，課程

內容更規劃風險管理分析，以及案件回顧和檢討，讓學員可以透過討論和分享彼

此經驗的方式去了解各類案件的精進作為，更加提升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效率。 

    本次訓練除了瞭解美國海岸防衛隊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模式，教官亦透過情

境模擬的方式，讓學員模擬遇到案件時的處置作為，使得學員可以更加熟捻勤務

指揮中心的運作流程，筆者希望能將為期 2週的訓練成果帶回國內，向長官及同

事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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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訓練目的 

我國海巡署的職掌為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事項、入出港船舶或其他

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事項、海域及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及處理事

項，以及在第一時間處理海上救難及維護各項海域治安之重要任務等，足見海巡

可為國家安全的根本。 

但我國四面環海，掌管的海域面積遼闊，如何運用有限的艦艇資源來有效的

處理海上案件，則勤務指揮中心的指揮調度，以及處理各項狀況的精熟度，將會

大大影響我國海巡署處理案件的效能。 

勤務指揮中心的任務內容為統合指揮、管制海域、掌握海上勤務及緊急重大

案件之接報、狀況瞭解、指導、報告與通報，以及對國防、警察、海關及其他相

關機關間相互通報聯絡，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擬定策略並妥適調度艦艇能量，順利

完成相關任務。 

本次筆者赴美參加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International Command Center），

希望藉此機會了解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運作機制，以及處理案件的標

準作業程序，參考美方作法，以截長補短，加強及提升我國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

對於各類案件指揮調度的效能。 

貳、訓練介紹 

一、訓練內容： 

本訓練主要學習美國海岸防衛隊勤務指揮中心的組織架構，及其如何運用風

險管理分析來掌控各類案件的風險(Risk)和獲益(Gain)程度，並橫向聯繫相關單

位，最大效率的處理案件，及規劃艦艇的調度安排，除此之外，亦透過情境模擬

演練的方式，由教官指導學員合適之勤務調度方法，增進學員處置案件的經驗及

技巧。 

二、資格要求： 

依據美方所列受訓人員資格要求，參訓學員需擁有勤務指揮中心的相關工作

經驗或是背景，並了解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模式，國際學生之英文能力需達美國

軍事人員英文檢定ECL（English Comprehension Level）80分以上。 

三：訓練地點： 

    美國海岸防衛隊維吉尼亞州約克鎮訓練中心（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Training Center Yorktown, Virginia）。 

四、參訓日程及經過： 

(一) 赴美班機往返期程： 

去程 
1. 長榮航空 BR12 班機：6 月 19 日 1920 時(台灣時間)赴美國洛杉

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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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航空 AA707 班機：6月 19 日 2215 時(美西時間)赴夏洛特； 

3. 美國航空 AA6185 班機：6 月 20 日 0854 時(美東時間)赴紐波特

紐斯，並於 1014 時抵達。 

回程 

1. 美國航空 AA5347 班機：7月 24 日 1552 時(美東時間)赴夏洛特； 

2. 美國航空 AA1580 班機：7月 24 日 1830 時(美東時間)赴舊金山； 

3. 美國航空 UA871 班機：7月 25 日 1450 時(美西時間)赴台灣，並

於 7月 26 日 1845 時(台灣時間)返抵台灣。 

(二) 訓練日程： 

本次訓練期間因遇到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的疫情期間，依據美國海岸防

衛隊的防疫規定，需要在基地中進行為期兩周的隔離，以確保學員及基地的安全，

爰筆者的訓練時間包含防疫隔離之日程如下： 

1. 110 年 6 月 21 日至 110 年 7 月 4 日：於基地內自主健康管理，合計 2周。 

2. 110 年 7 月 4 日至 110 年 7 月 12 日：報到及準備，合計 1周。 

3. 110 年 7 月 12 日至 110 年 7 月 23 日：開課訓練，合計 2周。 

本次課程訓練為期 2周，第 1周主要為勤務指揮中心的組織架構及標準作業

程序的原理分析講解，讓學員先了解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運作模式；

第 2周則為實際的情境模擬演練，教官將美國海岸防衛隊在執法時常遇到的案件

做為情境模擬的主題，讓學員運用其勤務指揮中心的處理方式，實際模擬調度能

量及協調聯繫，以熟捻勤務指揮中心的日常運作。 

相關課程內容如下： 

「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第一天 7 月 12 日 

(星期一) 

0800-

0830 

歡迎暨課程簡介 

0830-

1000 

勤務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及管理 

1010-

1130 

勤務指揮中心功能、定位及職掌 

1130-

1230 

午餐 

1230-

1350 

晨報(Morning Brief) 

1400-

1630 

資料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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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7 月 13 日 

(星期二) 

0800-

1000 

標準作業程序(SOP) 

1010-

1100 

計畫撰擬練習 

1100-

1200 

午餐 

1200-

1350 

人員資格規範(PQS)(一) 

1400-

1630 

人員資格規範(PQS)(二) 

第三天 7 月 14 日 

(星期三) 

0800-

1000 

勤務指揮中心計畫擬定原則 

1010-

1100 

快速反應機制表單(QRC)介紹 

1100-

1200 

午餐 

1200-

1350 

快速反應機制表單(QRC)應用 

1400-

1630 

課程練習 

第四天 7 月 15 日 

(星期四) 

0800-

1000 

風險管理 

1010-

1100 

法規應用 

1100-

1200 

午餐 

1200-

1350 

搜索及救助 

1400-

1630 

海洋汙染 

第五天 7 月 16 日 

(星期五) 

0800-

1000 

海域安全 

1010-

1200 

案例探討-Jones Beach 

1200-

1300 

午餐 

1300-

1630 

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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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7 月 19 日 

(星期一) 

0800-

1100 

勤務指揮中心各分工小組介紹 

1100-

1200 

午餐 

1200-

1630 

勤務指揮中心相關資料庫操作及實際運

作介紹 

第七天 7 月 20 日 

(星期二) 

0800-

1100 

情境模擬-海域安全案件 

1100-

1200 

午餐 

1200-

1630 

情境模擬-海洋汙染案件 

第八天 7 月 21 日 

(星期三) 

0800-

1100 

情境模擬-法規應用 

1100-

1200 

午餐 

1200-

1630 

情境模擬-漁業違規案件 

第九天 7 月 22 日 

(星期四) 

0800-

1100 

情境模擬-搜索及救助案件 

1100-

1200 

午餐 

1200-

1630 

情境模擬-綜合練習 

第十天 7 月 23 日 

(星期五) 

0800-

1100 

結業典禮 

1100-

1200 

午餐 

1200-

1630 

自我評量問卷調查及課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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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 

一、勤務指揮中心介紹 

(一) 任務執掌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掌握美國海岸防衛的艦艇能量及空中能量

的指揮調度，並進行橫向及縱向的聯繫，與其他機關保持暢通及迅速的通聯機制，

並實施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監控模式，確保國土的海域安全，以及救生救難等

相關任務。 

勤務指揮中心的主要核心的能力組成因素包含：引導(Guidance)、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任務能量(Workforce)，介紹如下： 

1. 引導(Guidance)：是指指揮中心的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和溝通聯繫的暢通情況，

亦包含人員的教育訓練以及對任務職掌的熟捻程度。 

2.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指勤務指揮中心的相關資訊設備，要進行良

好的溝通聯繫，必須要有妥善的無線電相關設備，並能掌握海上的各項資料，

包含天氣狀況、海流、氣溫、未來天氣等關鍵資訊，才能做出精準的判斷。 

3. 任務能量(Workforce)：是要掌控轄區內的艦艇能量以及空中能量的實際狀況，

了解各艦艇目前的妥善情形，以及佈署位置，以及附近轄區的友軍能量狀況，

勤務指揮中心才能做出最適當且最有效率的調度。 

    綜合上述三項的重要組成要素，才能達到收集情資、訂定計畫、分享資訊、

預測態勢、分析現況、溝通聯繫、整合情勢等任務，亦才能完備體制良好的勤務

指揮中心之運作。 

(二) 任務目標 

由於美國海岸防衛的轄區廣大，每個任務分區都會面臨不同的海上任務，對

於勤務指揮中心的每個任務分區所要執行的最低任務關鍵目標如下： 

1. 與各領域專家(Subject Matter Experts, SME)進行協調聯繫取得正確資訊。 

2. 承擔並保持策略控管(Tactical Control, TACON)。 

3. 在任務的執行階段接收訊息並理解分析，以適當執行計劃。 

4. 主動的監控以及評估所有海事活動。 

5. 評估增加監視或是實施事件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end System, ICS)的

必要性。 

6. 評估使用已規劃的戰術、技術和程序系統(Terrorist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或是當地的快速反應機制表單(QRCs)來執行任務。 

7. 應用適當的風險管理工具。 

8. 保持與艦艇能量以及協助單位的順利溝通。 

9. 必要時實施緊急事件溝通程序(Critical Incident Communication, 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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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每個協助單位提供精確的口頭和文本報告。 

11. 保持對海岸防衛隊能量之準備狀態和位置的了解。 

12. 保持對當前天氣狀況的了解以及未來的天氣預測。 

13. 熟捻各項設備正確應用操作的安全原則。 

14. 妥善記錄所有案件。 

15. 檢查和維護勤務指揮中心所有設備的運行狀態。 

(三) 任務分工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之任務分工由 4位成員組成，合計為一班，

執行規劃時段的當班任務，結束後再交由下一班繼續執行，4位成員的任務分工

分別為值日官(Commend Duty Officer, CDO)、規劃官(Operations Unit, OU)、

資訊官(Situation Unit, SU)、聯絡官(Communications Unit, CU)，各個任務分工

都有不同的職掌，相關說明分述如下： 
1. 值日官(Commend Duty Officer, CDO)： 

(1)相當於上級行動指揮官的代表。 

(2)領導勤務指揮中心的各項運作作業。 

(3)正確判斷並執行任務。 

(4)監督並掌控所有行動任務。 

(5)提供行動計畫的簡報和對各項行動計畫進行總結。 

(6)根據培訓計劃對各人員進行值班培訓。 

2. 規劃官(Operations Unit, OU)：  

(1) 協調及聯繫各項需要海事應變之緊急事件的初始和執行計畫。 

(2) 了解各項數據的來源並對案件狀況進行研究。 

(3) 根據案件狀況和各通報單位提供的各項信息規劃適當的行動計劃並向

團隊提出建議。 

(4) 統整複式案件發生時的行動計劃。 

3. 資訊官(Situation Unit, SU)： 

(1)追蹤和監控所有資訊系統操作的狀態。 

(2)監控線上執行艦艇的狀態位置和準備狀態。 

(3)追蹤和監控所有未計畫和已計畫的行動狀態。 

(4)監控當地的各項資訊數據畫面和海上活動。 

(5)評估天氣變化造成的未來影響。 

4. 聯絡官(Communications Unit, CU)： 

(1)監控遇險和呼叫頻率。 

(2)當船隻或是人員遇險時獲取重要信息。 

(3)掌握船隻或是人員遇險時的通信狀態。 

(4)根據需要傳遞的信息和資訊進行廣播。 

(5)將所有的呼叫和廣播內容完整記錄在通信日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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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充：晨報(Morning Brief)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是由 4名同仁為一班，

進行輪值並監控海上的所有狀況，並適當的調配任務，以達到最有效率的勤務派

遣。 

惟為使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各上級主管可以了解目前案件的處理進度，美國海

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便創立了晨報(Morning Brief)的機制，在每天早上都

會由勤務指揮中心的值日官向各級長官進行彙報，一來可以讓長官掌握目前艦艇

能量的位置，二來可以彙整勤務指揮中心交接班時需要告知的重要資訊，俾利整

個團隊對於目前的案件狀況有同步的了解及共識。 

晨報的內容包含許多項目，在美國不同地區會注重不同的資訊，有些地區會

注重毒品情報資訊、有些地區則會注意漁業違規的資訊，所以各地區的勤務指揮

中心可以視當地的實際狀況進行調整和增列，但基本資訊必須包括下述項目： 

1. 天氣概況：包括目前的天氣情形以及未來的天氣預測，並在簡報中放上氣象

部門提供的衛星照片，俾利了解實際狀況。 

2. 各艦艇狀況：詳細羅列各艦艇的狀況，包括是否在維修中，以及各艦艇的佈

署位置，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目前正在執行任務的執勤艦艇的正確位置，和何

時抵達任務地點的時間，以及處置作為。 

3. 關注海域：提供該地區需要關注的海域，包括海域上可能有工程實施的區域，

或是海上交通設施的狀態，以確保執行艦艇的航行安全。 

4. 緊急待命艦艇：提供緊急待命艦的名單排序，使得上級長官可以了解如有緊

急狀況發生時，轄區內有那些艦艇可以立刻出勤。 

5. VMS 監控系統示意圖：呈現轄區內 VMS 監控系統上的狀態，讓所有同仁可以

更精確的了解目前海上的實際狀況。 

二、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標準作業流程訂立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擬定美國海岸防衛隊常遇見的案件之

處置作為，俾利勤務指揮中心的各小組成員有所依據來有效率且快速的處理案

件，並建立勤務指揮中心成員進行任務所需的設備、政策、程序和管理標準。 

    標準作業程序的手冊中包含：組織架構、處理原則以及各職位的角色和職

責。依照該手冊的規範，勤務指揮中心的各級成員都有不同的任務內容，確保

任務依照標準流程進行，並能掌控任務完成的時間軸，也可以透過標準作業流

程知道每個任務的時間點該進行何種處置作為，讓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成員了

解下一步的行動。 

    標準作業程序的內容基礎需包含：目的和任務、責任範圍、工作管理、義

務和責任、專業訓練、行動安全、指揮中心運作、緊急程序、相關任務協助支

援等。而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立更需要包含下列的步驟： 

1. 確定需要解決的任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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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下完成此項目標需要完成的步驟。 

3. 將需要完成的所有步驟按順序排列。 

4. 讓所有勤務指揮中心的成員閱讀並簽署了解標準作業流程操作程序。 

5. 確保所有人員都知道標準作業流程採取的正確步驟。 

三、人員資格規範(Personne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PQS) 

    美國海岸防衛隊執掌海上各類案件，海事狀況多元，使得美國海岸防衛隊

的成員需要了解不同案件的處理原則，是故勤務指揮中心的團隊，更需要了解

遇到案件時該如何處置，才能在第一時間正確的調動線上的執勤艦艇或是空中

能量。 

    為確保每位在勤務指揮中心的成員都能熟捻各項設備的操作以及通報程

序，對於新進的人員，勤務指揮中心會設立人員資格規範的學習機制，確保新

進的人員可以得到完善且有架構的訓練計劃，並需通過考評及測驗，藉由此種

全面且確實的方法來確認個人是否有能力勝任他們的工作，所有人員都應完成

其指定要完成的人員資格規範，來獲得資格和認證，以確認每位新進同仁的適

任性之後，才能正式的在勤務指揮中心進行服勤。 

(一) 施行步驟 

    對於人員資格規範的訓練中，包含下列幾項步驟： 

1. 規範說明：介紹勤務指揮中心的組織架構以及任務職掌等。 

2. 範例任務：利用過去的實例任務進行介紹。 

3. 任務描述：分析過去任務的執行步驟及各成員需要負責的工作內容。 

4. 教官指導：由教官模擬實際的狀況讓學員可以快速了解，教官的職責包含：

分配任務、確認完成狀況、向受訓學員示範任務過程、引導完成任務、查看

學員表現、確保精確的培訓記錄、安排學員面試、展示並實踐講解。 

5. 實習生練習：讓實習生依照上述指導實際模擬，以盡速學習到勤務指揮中心

的運作模式。 

   在訓練的過程之中，美國海岸防衛隊也強調模擬操作的安全以及紀律，會在

訓練開始前告知所有學員，必須注意完成各項步驟的方式，因為如未能正確遵循

相關步驟，可能會在未來實際執行任務時，間接導致人員遭遇危險或是設備的損

壞的潛在可能性問題，並會要求學員註記訓練重點，可幫助受訓學員熟捻複雜或

重要任務的相關步驟。 

(二) 培訓重點 

    勤務指揮中心因為要處理各種不同類型的案件，所以需要有許多法規知識

以及海上的相關背景知識，在訓練過程必須要培養相關知識的養成，美國海岸

防衛隊的培訓教育也非常強調互動式的學習，在與教官的學習階段中，如有任

何問題，會希望立即提出討論，以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除此之外，藉由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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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練習，讓學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應對，相關培訓的重點如下： 

1. 狀況分析：必須熟捻執行任務時的海上環境狀況以及天氣條件。 

2. 背景知識：學習一定的法規及海上知識，並從過去經驗中學習有用的資訊。 

3. 獨立技能：學員在一開始會跟著教官完成操演，以練習相關處理案件的技

巧，但學員需要在學成後，在沒有教官提示或幫助的情況下執行所有任務操

演。 

4. 階段式學習：完成相關任務的步驟是需遵循特定的操作模式以及特定的程

序，所以需採階段式的學習，讓學員熟悉操作步驟。 

(三) 資格考核 

    當學員在通過培訓的階段後，最後必須接受資格的考核，以確認學員是否

熟捻勤務指揮中心的操作流程，其資格考核共分為三個部分： 

1. 資格評估(Evaluation)： 

(1) 受訓學員必須能夠根據不同任務所要求的目標，在既定的條件和標準下

成功執行任務。 

(2) 受訓學員必須能夠在沒有教官或其他學員的幫助下完成任務。 

2. 簽核任務(Signing off tasks)： 

(1) 當指導教官確信受訓學員可以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始終如一地完成並

執行任務時，教官將會簽署任務考核表單。 

(2) 考核表單上必須羅列模擬任務開始及完成的日期，以及模擬任務的內容

記錄。 

(3) 也會召開口試委員會，以驗證受訓學員是否符合資格標準。 

3. 於個人培訓記錄中記錄考核內容(Recording entries in training 

record)： 

(1) 紙本紀錄文件：將考核記錄轉入個人的培訓記錄中。 

(2) 電子紀錄文件：在每項考核的資格任務完成時，將會輸入系統，培訓的

教官應為所有人員保留完整的人員資格規範表單。 

(3) 因美國海岸防衛隊在不同的轄區可能會有不同的特定任務，所以當同仁

到新轄區的勤務指揮中心時，會先確認其人員資格規範表單有無受過相

關的特定訓練，如果為無，則須再進行相關的考核訓練。 

    如果之前曾經受過勤務指揮中心訓練的同仁被調到其他單位服務或經過很

長一段時間沒有接觸勤務指揮中心的業務，必須重新再進行考核，以獲得該職位

的資格，但屬於此類人員應為其製定量身定制的重新認證計劃，因為此類人員已

經具備相關任務的知識或經驗，因此重新認證的時間可以縮短。 

四、勤務指揮中心任務計畫原則(Command Center Miss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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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當勤務指揮中心接受到海上有案件發生時，應立即評估目前海上狀況，以及

了解線上艦艇的佈署位置，俾利擬定適切的解決方法，藉由先行計畫、準備及調

度以及執行的統一流程，達到最有效率的調度模式，勤務指揮中心的團隊成員更

需參與擬定計畫的過程，並且管理執行，以及不斷地監控計畫進度，必要時進行

滾動修正，勤務指揮中心的團隊成員更需要不斷的溝通協調，適時地修正計畫。 

(一) 事件應變流程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在擬定應變計畫時會依照「A、I、P、O、

C」的指南來進行計畫的安排，亦即為察覺(Awareness)、初始行動(Initial 

actions)、計劃(Planning)、執行(Operations)、總結(Conclusion)，以下分

述介紹： 

1. 察覺(Awareness)：接到案件初期時的應變措施，使用檢查清單以及快速反

應機制表單(QRC)來確認目前需要進行聯絡的事情，以及需要取得的資訊清

單，詳細地紀錄關鍵的信息、案發地點、目標的精確描述、案件的性質等，

在第一時間越能詳細記錄案件資訊，越能精準地安排後續計畫。 

2. 初始行動(Initial actions)：勤務指揮中心須立即採取行動，進行艦艇或

空中能量的調度，如有必要需指定事件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 IC) 

或搜救任務協調官(SAR Mission Coordinator, SMC)，並根據特定的快速反

應機制表單來對案件進行狀況了解，以及對計畫的風險評估，期間的所有決

策都要做成文書紀錄。 

3. 計劃(Planning)：再了解案件狀況之後，必須進行計畫的擬定，根據快速反

應機制表單收集到的案件資訊內容，擬訂計畫的目標以及解決的方法，並不

斷滾動修正，及持續進行風險評估，同時將計畫的內容讓上級確認。 

4. 執行(Operations)：俟計畫擬定之後，便需要開始執行，橫向及縱向的聯繫

相關單位，並將勤務揮中心擬定的相關計畫通知調派的線上艦艇，持續監控

案件狀況，並適時調整計畫內容及進行風險評估，依照任務計畫表中的步驟

執行任務。 

5. 總結(Conclusion)：案件結束後，需確認所有出勤能量都回到原本的崗位，

並確認人員及艦艇的安全，將執行結果回報給上級知悉，最後須將案件的始

末完整的紀錄保存，俾利後續的檢討精進。 

(二) 計畫擬定四大要點 

    當海上有案件發生時，勤務指揮中心必須要立即掌握相關資訊，其中最重

要的四大基本要點如下： 

1. 事發地點(Location of incident)：海岸線特徵(沙地、岩地)、內陸、外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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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性質(Nature of incident)：人員落海、火災、化學品洩漏、恐怖主義

威脅、海事安全等。 

3. 船型(Vessel type)：漁船、散裝船、化學船、貨船、商船等。 

4. 案件人數(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人員狀況、國籍、成人及孩童人

數等。 

    除上述四大要點之外，勤務指揮中心更需要詳細了解海上的天氣狀況，包

括：能見度、日出日落的時間、目前的風向及風速、海上狀況、溫度（空氣/大

海）、當天高潮及低潮的時間等；並在擬訂計畫時須了解轄區內各單位的資源，

包括海岸防衛隊的空中及海上能量資源，以及轄區內的漁業或環保單位資源，

或是民間的相關救難資源，建立聯繫的管道及資料庫，俾利緊急狀況時，可以

幫助計畫的擬定更加詳細。 

五、快速反應機制表單(Quick Response Cards, QRC) 

    當勤務指揮中心遇到案件發生時，為使同仁能下意識地進行反應，並能快

速的了解目前的案件需要取得那些資訊，美國海岸防衛隊便創立了快速反應機

制表單，該表單設計成有不同的案件類型，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當同仁遇

到案件時，可以馬上拿出相對應的表單，並立即了解目前需要進行的任務步

驟，也確保案件被詳實及正確地記錄(各類案件之快速反應機制表單請見附

表)。 

(一) 表單目的： 

1. 將勤務指揮中心需要收集的案件訊息標準化。 

2. 提供有關製定應變計劃的指南。 

3. 確保勤務指揮中心的成員都了解案件情況。 

4. 在不同的案件之中為勤務指揮中心的成員提供標準的行動策略。 

(二) 表單重點： 

1. 基本資料：每份不同的快速反應機制表單，都有基本的資訊需要填寫，包

括：案件地點、案件時間、案件內容、聯絡方式、紀錄者姓名等，並須隨時

掌握天氣狀況。 

2. 五大紀錄重點：船舶位置(Position)、船上人數(Number of Persons On 

Board)、遇險性質/案件類型(Nature of Distress / Type of Case)、船舶

描述(Description of Vessel)、浮動裝置(Flotation Devices)。 

3. 常見的表單類類型：搜索及救助(Search and Rescue)、海上執法(Law 

Enforcement)、海洋污染(Pollution)、海事安全(Marine Safety)等。 

六、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RM) 

   風險管理是一個用於辨識和評估所有任務、行動和勤務（包括出勤和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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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危險因子的系統。風險管理的評估是一個連續和動態的過程，在計劃操作的

開始、過程中都需要不斷的進行風險評估，直到任務完成。 

(一) 目標： 

    建立一種安全的風險管理機制，讓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成員都接受相關培

訓，並通過識別和控制其出勤任務中的危險因子來管理風險，讓風險管理成為

每項決策的必經且自動的流程，除此之外，考慮到任務的重要性和所需決策的

及時性，必須在與風險程度相對應的責任級別上做出決策。 

(二) 步驟： 

    風險管理的實施共分為五大步驟，包含：識別危險(Identify Hazards)、

評估危險(Assess Hazards)、制定控制措施並做出決策(Develop Controls and 

Make Decisions)、實施控管(Implement Controls)、監督評估(Supervise and 

Evaluate)，以下分述介紹： 

1. 識別危險(Identify Hazards)： 

    所謂的危險亦即可能導致任務受阻、人員傷害、人員死亡、艦艇能量的設

備或財產損壞的任何實際或潛在因子，而風險管理的首要步驟就是要先識別危

險情況，並系統性地進行評估，方法為「PEAACE 模式」(如附圖 1)，包括：計

畫檢視(Planning)、事件複雜性(Event Complexity)、人員協助(Assets - 

Crew)、設備協助(Assets - Equipment/ PPE/ Vessel)、聯繫與監督

(Communication & Supervision)、環境(Environment)，模式重點介紹如下： 

(1) 計畫檢視(Planning)：抵達時間、任務資訊的完整度、現場狀況的細

節、現場指揮的階級是否適當、勤務指揮中心是否有完善的計畫可供執

行、空中能量執勤的安全性、是否有接替換班的能量等。 

(2) 事件複雜性(Event Complexity)：協調不同部門、過去任務執行的頻率

高低、對執行人員的安全及風險等。 

(3) 人員協助(Assets - Crew)：對現場狀況的熟悉度、人員是否疲憊、值

勤時間、專業人員的選擇、適當的監控、專業技能等。 

(4) 設備協助(Assets - Equipment/ PPE/ Vessel)：設備操作的限制、設

備的使用持續度、設備狀態、使用適當的裝備等。 

(5) 聯繫與監督(Communication & Supervision)：內部資源的可用性和狀

況、外部資源的可用性和狀況、語言隔閡、對通聯裝備的了解、通聯裝

備的妥善狀況、考量所有監視者接受到的訊息等。 

(6) 環境(Environment)：與淺水區的距離、水深、空氣與水中的溫度、日

出及日落的時間、能見度、目前及未來的天氣狀況、危險天氣、存在的

危險因子、與海上設施的距離、交通狀況、海上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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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EAACE 模式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2. 評估危險(Assess Hazards)： 

    此步驟是應用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來確認可能因暴露於危險而直接或間接影

響任務成功與否的方法。評估風險的目的是確定危害構成的風險級別，以便確

定計畫是否完善需要修正，或是計畫是否需要繼續執行下去。 

    美國海岸防衛隊制定一風險評估矩陣圖 (Risk Assessment Matrix, 

RAM)，來評估任務的風險狀態，其中的列所代表的是可能發生概率的資訊，範

圍從「A、幾乎確定會發生」到「E、罕見會發生」；行所代表的是風險發生時會

給任務帶來的相關結果概率的資訊，範圍從「I、有災難性」到「IV、可忽略不

計」。 

    藉由上述的矩陣圖分析，可以得出風險評估數值(Risk Assessment Code, 

RAC)，其是為了量化危害的概率和風險的嚴重性級別，該風險評估數值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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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級，每一級都需要採取具體行動來解決，以下分述說明(如附圖 2)： 

(1)第一級(極高度風險)：停止任務、立即校正計畫。 

(2)第二級(高度風險)：考慮停止任務、及時校正計畫。 

(3)第三級(中度風險)：可能需要校正計畫。 

(4)第四級(低度風險)：可以考慮繼續執行計畫。 

 

圖 1 風險評估矩陣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3. 制定控制措施並做出決策(Develop Controls and Make Decisions)： 

    此步驟是為了評估如何減少或消除危害的特定策略和控制措施。必須針對

上述已經識別的風險，在適當的狀況下做出風險緩解決策。減少和消除風險的

方式可分為 5大類，統稱為「STAAR 模式」(如附圖 3)，分別為分散風險

(Spread out)、轉移風險(Transfer)、避免風險(Avoid)、接受風險(Accept)、

減少風險(Reduce)，以下分述介紹： 

(1) 分散風險(Spread out)：通過減少這些執行能量或資源在單一轄區集

中執行任務，利用分散的方式來降低潛在風險。 

(2) 轉移風險(Transfer)：通過將部分的任務轉移到另一個更恰當、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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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足的個體或單位，以降低風險。 

(3) 避免風險(Avoid)：可以通過避免特定風險因子或以不同的方式執行任

務來避免風險。 

(4) 接受風險(Accept)：當執行任務帶來的成果明顯超過成本時，可以接

受風險，但僅在能完成任務時必需的情況下才能考慮接受。 

(5) 減少風險(Reduce)：減少暴露於危險中的成員、設備或資源的數量，

來降低整體風險的一種方法。 

 

圖 3  STAAR 模式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4. 決定風險(Risk)與增益(Gain)高低： 

在評估任務的風險之後，便需決定風險的級數，和執行該任務可以產生的

增益，藉此來評估執行的可行性，風險和增益的分級如下： 

(1) 風險分級：低風險(Low risk)、中風險(Medium risk)、高風險(High 

risk)。 

(2) 增益分級：低增益(Low gain)、中增益(Medium gain)、高增益(High 

gain)。 

完成風險與增益高低評估後，可能會產生九種狀況(如附圖 4)；舉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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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假如為「低風險(Low risk)、中增益(Medium gain)」的情況下，則會建議

「接受任務」(accept the mission)，而當任務發生任何變化時，應持續監控

並重新評估風險因子。 

 

圖 4  風險(Risk)與增益(Gain)評估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5. 實施控管(Implement Controls)： 

    一旦做出風險控管的決策，就必須運用適當的能量來實施控制，其方法是

將風險管理的過程、結果和後續決策告知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成員，並需建立

下述體制： 

(1) 建立責任制：每位成員都須清楚了解各級風險和責任、決策者需負起

控制的責任、團隊必須是適任的人員。 

(2) 提供支援：領導者必須親自進行相關的控制措施、需提供成員和資源

來實施相關措施、得到反饋(確保控制措施達到預期目的)。 

6. 監督評估(Supervise and Evaluate)： 

    風險管理是一個系統性將行動任務統整並做出評估的過程，為使風險管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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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的效益，監督評估是非常重要的階段，可運用三個步驟來檢視，分別為監

控(Monitor)、評估(Evaluate)和反饋(Feedback)，以下分述說明： 

(1) 監控(Monitor)：監控上述風險管理的行動以確保這些控制措施是有效

的、必要時採取行動來糾正無效的風險控制並重新啟動風險管理步驟以

應對新的危害、通過在任務規劃和執行期間不斷應用風險管理流程來控

制危險因子。 

(2) 評估(Evaluate)：風險管理評估的過程必須是系統化的，不只要評估案

件開始時的危險因子，更需要去辨識可能在案件初期未出現的危險因子

帶來的危害，因為許多的危險因子都是突然出現的，例如：人員、設備、

環境或任務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初始風險管理分析，因此應重新評估控

制。 

(4) 反饋(Feedback)：僅靠複習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反饋的系統，以確保風

險管理使用的措施是否有效，並對任何新發現的危害或潛在控制措施進

行分析並採取適當的行動。反饋可以採用簡報、案例教育、數據庫報告

等形式呈現。 

七、模擬練習 

(一) 目的： 

    在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的課程中，教官為使學員了解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

指揮中心的運作模式，會帶領學員進行不同案例的模擬練習，並讓學員擔任不同

的職位，俾利學員熟悉勤務指揮中心遇到案件時，第一時間的快速反應，以及計

畫擬定的過程，在練習階段時，會將各種資訊書寫到指揮白板(如附圖 5)，利於

教官與學員討論案件過程和擬訂計畫的方法，也使各式資訊看起來一目了然，更

藉由模擬不同類型的案件，讓學員可以了解到美國海岸防衛隊處理不同案件的方

法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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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指揮白板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二) 任務分工 

    勤務指揮中心由 4位同仁組成，4位的任務分工分別為值日官(Commend Duty 

Officer, CDO)、規劃官(Operations Unit, OU)、資訊官(Situation Unit, SU)、

聯絡官(Communications Unit, CU)，在模擬練習期間，每位成員都有不同的工

作任務，分述如下： 

1. 值日官(Commend Duty Officer, CDO)： 

(1) 需向上級進行每日監控簡報(包含：天氣、海域狀況、各級艦艇能量、

佈署位置等)，運用資訊官(Situation Unit, SU)提供的相關資料或是

通用操作圖(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COP)來了解目前轄區狀況以

及狀態情勢(Situation awareness, SA)。 

(2) 確認狀態情勢(Situation awareness, SA)後，需要事先向執勤的艦艇

進行簡報及通知，因為海上的協助能量並不會知道目前狀況，以及可能

的危險存在，除非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知。 

(3) 各級艦艇的位置應該被顯示的方式是要以相對方位呈現，而非經緯度的

方式呈現，這會幫助勤務指揮中心的各層級人員，可以更直觀去了解並

想像目前艦艇配置的位置，如用經緯度的方式呈現在簡報上，將使各人

員無法了解目前的配置狀況。 

(4) 值日官是在勤務指揮中心唯一可以更動指揮白板上資訊的人員，其目的

是希望統一由值日官掌握及綜整資訊，如果所有人員都可以更動資訊，

將會導致指揮白板上的資訊混亂。 

(5) 值日官在進行各項任務的風險評估時，需要個別的詢問各層級人員的意

見，而非詢問群體，目的是要確認各層級人員是否都有掌握目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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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統整眾人的意見，在進行有共識的風險評估。 

2. 規劃官(Operations Unit, OU) 

(1) 協助確認狀態情勢並事先向執勤的艦艇進行簡報及通知。 

(2) 需使用任務擬定表單(Mission Planning, MP)(如附圖 6)來撰寫事件的

回應策略，俟任務擬定表單完成後，規劃官必須通知值日官，其已經準

備妥當提供計畫細節，規劃官須向值日官簡報其擬定計畫的目的及實際

行動，讓值日官可以書寫在指揮白板上，規劃官不能僅僅將任務擬定表

單交給值日官。 

(3) 任務擬定表單的計畫目的是指勤務指揮中心打算要解決及完成的目標。 

(4) 任務擬定表單的實際行動是指勤務指揮中心的團隊如何完成上述計畫

目的之方法，必須詳實且符合實際狀況。 

 
圖 6  任務擬定表單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3. 資訊官(Situation Unit, SU) 

(1) 資訊官須提供所有的海事資訊、艦艇能量狀況、海上協助情形，各項資

源分布情況(如附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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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要完成每項資訊內容，資訊官不能決定哪些資訊是需要的，而必須

將每項數據都完整確認並填寫，讓規劃官可以得到所有資訊，以讓規劃

官可以完成任務擬定表單。 

(3) 所有的狀態情勢的資料都需要來自資訊官，因此資訊官是唯一可以被允

許使用各項數據資料庫，來搜索天氣狀況、海上狀況等資訊。 

 

圖 7  資訊官掌握之海事資訊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資料 

 

4. 聯絡官(Communications Unit, CU)：  

    負責無線電的接收聯繫，及相關的橫向、縱向的溝通協調，並將相關資訊告

知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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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擬步驟： 

1. 值日官先向資訊官了解當天的海事資訊、艦艇能量狀況、海上協助情形、各

項資源分布情況，並將相關資料書寫到指揮白板，完成後向勤務指揮中心的

所有成員說明所有資訊，確認大家都了解目前的能量佈署位置和海上狀況。 

2. 值日官運用「PEAACE 模式」，也就是計畫檢視(Planning)、事件複雜性(Event 

Complexity)、人員協助(Assets - Crew)、設備協助(Assets - Equipment/ 

PPE/ Vessel)、聯繫與監督 (Communication & Supervision)、環境

(Environment)，開始對當天的狀況進行風險分析，值日官會詢問所有在場的

團隊成員，對於當天的狀況是否有危險因子存在，如果有就會以「STAAR 模

式」，也就是分散風險(Spread out)、轉移風險(Transfer)、避免風險(Avoid)、

接受風險(Accept)、減少風險(Reduce)，來進行危險因子的排除。 

3. 在評估上述所有資訊狀況後，便會決定風險(Risk)與增益(Gain)的高低，完

成風險與增益高低評估後，依照風險和增益的交叉整合表，可能會產生九種

狀況，值日官會依照九種狀況，評估目前執行任務的可行性。 

4. 值日官會再確認當天各級長官的出勤動態，俾利有案件發生時，值日官可以

馬上清楚要聯絡及通知相關層級的長官。 

5. 如有案件發生時，將由聯絡官接聽電話或無線電，並立即使用快速反應機制

表單(QRC)，將相關的重要資訊記錄下來，並完成快速反應機制表單上需要

填寫的各項資料，完成後並將案件報告給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人。 

6. 聯絡官接到案件後，會將快速反應機制表單完成，並將其交給規劃官，規劃

官會立即通知相關單位進行協處，並開始使用任務擬定表單來撰寫事件的回

應策略，並告知值日官，已經準備好相關計畫，規劃官向值日官報告計畫的

目的及行動後，讓值日官書寫在指揮白板上。 

7. 值日官接下來會針對規劃官擬定的計畫和勤務指揮中心的所有成員再運用一

次「PEAACE 模式」，進行風險分析，討論其計畫和行動是否可行，如果有風

險就會以「STAAR 模式」，進行風險的排除。 

8. 俟值日官帶領團隊成員風險評估完畢後，便會通報上級長官，其計畫內容，

長官同意之後便會開始對該案件執行計畫進行協助。 

9. 在執行任務期間，勤務指揮中心要隨時掌握案件變化，或是有無新的資訊，

即要滾動修正原本計畫，如果有新的變化，便要再做一次風險分析，排除危

險因子。 

10.案件若順利解決，勤務指揮中心要完整記錄案件始末，並確認所有艦艇或空

中能量是否良好、人員是否安全，最後在進行案件的探討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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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建立人員資格規範制度 

(一)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勤務指揮中心對於新進的同仁會建立人員資格的適任性

評估機制，為的是使新進的人員可以了解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模式，和了解

各項系統的操作，以及面對不同案件時，應該要如何應變，最後由專業的教

官進行考核，通過之後才能在勤務指揮中心服勤。 

(二)我國海巡署可以參考建立人員資格規範制度，建立相關培訓機制，讓新進到

勤務指揮中心的同仁可以有系統的學習到相關的運作模式、通聯設備該如何

使用，以及遇到案件時該如何處置等，在正式服勤時才能駕輕就熟，迅速處

理緊急的案件。 

二、建立快速反應機制表單制度 

(一)當勤務指揮中心遇到案件發生時，為使同仁能下意識地進行反應，並能快速

的了解目前的案件需要取得那些資訊，美國海岸防衛隊創立快速反應機制表

單，該表單設計成有不同的案件類型，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當同仁遇到

案件時，可以馬上拿出相對應的表單，並立即了解目前需要進行的任務步驟，

也確保案件被詳實及正確的記錄。 

(二)我國海巡署可參考相關表單規格，建立屬於我國海巡署常遇到案件類型的表

單內容，在遇到案件發生時，可以立即依照表單的要求，即時做出應變，了

解到要獲得何項資訊內容，才能及時且有效率的解決狀況。 

三、建立案件檢討機制 

(一)美國的海岸防衛隊在案件結束後，會探討該案例，了解是否還有精進的地方，

或是可以改善之處，此舉可以大大改善面對不同案件時處理的策略，將過去

的錯誤進行改正，並提出新的解決方法。 

(二)我國海巡署針對過去的案件亦會進行案例教育，但可以廣納更多專家學者的

意見，對於案件需要精進之處提出更多的建議，也可以廣納第一線執勤同仁

的看法，才可以在爾後更加精進案件的處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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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表-快速反應機制表單(QRC) 

一、法律執行-非法毒品(NARC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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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事故(MARINE CASUALTY) 



27 
 

 

三、海洋汙染事件(POLLUTION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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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員落水(P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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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搜索與救助(SEARCH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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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船舶逾期未歸(OVERDUE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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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受訓照片 

  

美國海岸防衛隊維吉尼亞州約克鎮訓練中心 學員宿舍 LAFAYETTEHALL 房間擺設 

  

美國獨立紀念日基地活動花絮(一) 美國獨立紀念日基地活動花絮(二) 

  

講師授課情形 勤務指揮中心模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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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軍事學生辦公室致贈結訓紀念幣 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結訓紀念幣 

  

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結訓證書 與千里達及托巴哥同學合影 

  

國際指揮中心訓練班結訓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