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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精進周邊海域監控與情蒐機制 

（一）強化國安情資整合，分階段鏈結國防及情治單位系統，另逐步擴大與交通部、漁業署等機

關涉海系統合作範圍，提高偵蒐縱深，並整合介面及操作語言，提升使用效率。 

（二）爭取外部資源挹注，積極參與相關單位與民座談活動，廣蒐民情建言，並隨時關注媒體輿

情，分析民意走向；善用民間智庫，強化專業諮詢機制，將回饋意見有效運用於各項勤

務。 

（三）國際布局及貢獻 

１、透過邀請美國海岸防衛隊來臺施訓契機，請周邊國家海巡機關派員共同參加，以「第

三國合作」方式，逐步推展海巡外交，深化國際合作。 

２、執行中西太平洋袋狀公海及沖之鳥海域巡護任務，並配合公海海洋保護區籌設進度，

調整巡護航線，善盡國際養護責任。 

二、妥善資訊服務及資安防護 

（一）穩固基礎設施及核心系統運作，並導入民間資訊協作、資料共享觀念，具體落實開放政府

與數位國家上位指導。 

（二）秉持「資安就是國安」原則，確實辦理資安稽核與網路攻防演練，提升機關資安防護與意

識，達致機敏資料「零外洩」目標。 

三、提升立體化執勤能量 

（一）遵循國艦國造政策，賡續執行「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推動計畫保養與專人專艇維保

制度，以達合理有效艦艇維修。 

（二）執行「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無縫接軌艦艇編裝；籌補「紅外線熱影像系統」及「旋

翼型無人飛行載具」等智慧科技配備，創新執勤態樣。 

（三）活用衛星寬頻通信系統，與國家太空中心研討衛星監控、測位等宇宙觀測運用於海巡勤務

可行性，以提升執勤精度及廣度。 

（四）接軌全球反恐趨勢，完善特勤單位職能，強化人員訓練，爭取參加國際反恐訓練，並籌補

相關應勤裝備，充分發揮特勤效益。 

四、推動募兵政策，精實人力結構 

（一）配合經管體系規劃，強化招募機制與策略，進用專業人力，滿足勤務需求，期能良質擴

散，活用高素質人力。 

（二）推動岸海人力交流，因應海上勤務需求，達成海上人員組成年輕化目標；並配合募兵制分

階段調整岸巡單位組織架構，強化巡防區指管功能，統一岸海勤務調度、迅速應處。 

（三）落實計畫性專業訓練，定期編修教則、教範、手冊與教案，並響應政府數位科技前瞻規

劃，除將教材數位化外，引入虛擬實境科技（VR）作為訓練媒介，順應智慧時代新趨。 

五、查處臺海越區漁捕：嚴格取締越界陸船漁捕及盜採砂石行為，並依最新海域情勢及執勤能

量，採取計畫性部署原則，靈活調度勤務，以應各類突發案件。 

六、強化專屬經濟海域護漁作為：執行北方、東方、南方及東南沙專屬經濟海域巡護，依海域情

勢、漁汛期、漁船作業分布及勤務能量等因素，機動調整艦艇數量與部署位置，確保國家海

洋權益及漁民作業安全。 

七、查緝走私偷渡 

（一）秉持毒品「零容忍」態度，落實執行「反毒行動綱領」，訂定「斷根溯源查緝毒品行動執

行計畫」，廣蒐新興毒品走私情資，研擬靈活策略作為，健全社會安全網。 

（二）深化並廣拓國際與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聯繫管道，綿密情資網絡，機先應處，強化預防與監

控能力，有效打擊全球性、集團性重大犯罪。 

（三）防疫視同作戰，強化邊境管理，超前於各類疫情好發季節，妥適勤務部署，與主管機關密

切合作，協力將問題產品杜絕境外。 

八、強化海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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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籌辦海洋體驗營、全民國防與世界海洋日等活動，引發大眾關注，喚起人民海洋意

識，促使政府與民間協力共維海域安全。 

（二）精進海域及岸際救生救難工作，汲取國際搜救經驗，以科學化基礎，提升軟硬體設備，充

實海上災害防救能量，力求救援速度與效率，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充實機動醫療能力，設計 4,000 噸具緊急醫護功能巡防艦，提升應處周邊海域緊急救難能

量，體現人道救援普世價值。 

九、維護海洋環境資源 

（一）精進「護永專案」策略規劃，配合拖網漁船禁漁區新規，強力取締違法船舶，並與漁會及

民間團體密切合作，加強宣導與厚植保育觀念。 

（二）活用經費補助機制，獎勵各大專院校從事海洋相關研究，並將研究成果作為勤務策進重要

參考，透過官、學、研合作，達到環境永續目標。 

十、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配合重大政策推動期程，以零基預算精神，透過資源分配之競爭機制，檢討調減舊有經

費，用以安排新興施政所需。 

（二）覈實評估資本支出計畫可行性及必要性，扣合政府施政方針，並依機關財政規劃，排定優

先順序及合理預算額度，發揮資源效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