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 

恐怖活動的不確定性，嚴重危害到國際和平與安全及全人類之福祉。其所造

成的血腥暴力不僅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嚴重威脅與傷害，也使得世人人心惶惶；恐

怖主義是當代世界的一大突出公害，是全人類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亦是危害世

界和平與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大毒瘤。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恐怖主義成

為人們最關注的一個「全球性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除

了有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背景外，也與恐怖主義活動的特點有關。 

截至今日，「宗教狂熱的恐怖主義」無疑是今日對於國際安全，甚至於是對

各個國家衝擊最大的恐怖主義組織。宗教狂熱的恐怖主義組織日漸增多，其中最

主要是回教狂熱激進的基本教義派。宗教狂熱的恐怖主義組織不僅是今日更是未

來國際上安全的最大威脅來源。 

美國九一一事件帶給美國及全世界一個莫大的震撼，此次自殺式的恐怖攻擊

事件，讓世人瞭解到國際恐怖主義的可怕以及對國家安全的危害。未來全球反恐

行動將是國際間各國重要之共同課題。但同時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美國的弱點，也

完全顛覆美國傳統作戰思維，在美國軍備以傳統戰爭為準備方向之時，誰都沒有

料想到，美國本土會遭到非國家組織之恐怖攻擊。九一一事件除了造成世貿大樓

倒塌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外，亦對金融、商務和經濟打擊沈重，特別是航

空、旅遊業。此外，美國全球軍事行動及軍事支出亦隨之增加、情報系統和作業

流程全盤檢討，影響層面廣泛。 

九一一事件後的美國反恐政策為(一)爭取聯合國支持；(二)組建國際反恐聯

盟；(三)軍事打擊「基地恐怖組織」；(四)防範WMD擴散。該事件對美國所造成

的影響，直接撼動了政府官僚對反恐的傳統思維，並使美國調整其安全戰略部

署，把反恐列為首要任務，以「先制攻擊」為反恐指導原則與重點，另加強與國

際各國進行反恐合作。也就是主張對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敵意國家和恐怖組

織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亦表明了美國絕對不允許其軍事超強的地位受



到挑戰。這項宣告，不僅衝撞了現有的國際法框架，同時也代表對美國昔日的嚇

阻集圍堵戰略之調整1。 

跟隨全球化的世界進程，恐怖主義也進入全球化發展的時代，反恐必須依賴

各國間的相互合作，包括北約、歐盟、英國、法國、俄國、中國等國家均積極參

與，藉更為綿密的全球網路，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無所不在與擴散。此外，世界各

區域安全組織，包括北約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及亞太經合會等，亦對反恐議題進

行調整。 

九一一事件成為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轉折點，全球的反恐怖主義共識得

到進一步的加強。從聯合國到其他的國際組織，及區域、多邊、雙邊等多層次範

圍上均採取反恐合作的行動，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國際恐怖主義並沒有

被徹底消滅，基地組織的殘餘份子化整為零，分散到世界各地，伺機採取新的行

動，因而，當前世界反恐形勢依然非常嚴峻，共同打擊恐怖活動、鏟除恐怖主義

根源仍是國際社會的緊迫任務。 

但是，反恐仍面臨許多困境，首先是各國之利益衝突問題，此為國際反恐合

作的最大障礙；第二，恐怖組織擁有其支持者，恐怖組織通常有其理念，目的亦

非個人私利，支持者反而抗議美國反恐作為；最後，恐怖主義訴求千變萬化，通

常混雜宗教、種族、文化、經濟政治、國際利益等因素，打擊恐怖主義立場不易

穩固。 

當前，反恐已成為世界各主要國家安全工作的主軸之一，我國雖非國際恐

怖組織之主要攻擊目標，但仍不能排除成為恐怖份子藏匿地點或犯罪活動之中繼

站。對於台灣而言，支持與參與反恐，提升反恐能力，防護國土安全，藉以強化

國土安全之機制及能力，是全民國防之優先工作。2 

美國因應本土的防衛成立「國土安全部」，其所推動之國土安全防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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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集中於反恐怖情報蒐集及預警、邊境及交通運輸安全、本土反恐怖、維護關

鍵基礎建設及資產、防衛毀滅性恐怖攻擊、急難準備暨因應能力等面向，這些措

施和作為之目的係以美國之安全需要為前提，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並無完全移植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  

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發展快速及冷戰的終結帶來和平安全的環境，

而且世局走向以「經濟競爭」為主軸的時代；跟隨全球化的世界進展，恐怖主義

也進入全球化發展的時代，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有朝向激化的趨勢，也引發了所謂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抗爭活動。 

恐怖主義在技術上已突破以往，由於武器裝備亦隨著世界地球村的擴散，相

同地，也全球化了恐怖主義份子，在進行恐怖攻擊時更具備了極高度的毀滅性及

威脅性。相對的也提昇了國際上、政府間對付恐怖主義的全球化現象，業已沒有

辦法置身事外；而必須依賴各國間的相互合作，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無所不在與擴

散。 

而國際間目前的反恐聯盟只是一種「浮動聯盟」，各個國家皆以其國家利益

至上，一旦不符或傷害到國家利益時，它可能隨情勢變遷及演進而有所變化，甚

至產生對立。這種聯盟只是屈就於現實，並非是小布希政府要揚棄霸權心態，只

是為因應反恐而在外交作為上趨於妥協而已。由此我們了解到未來面對全球恐怖

活動，各國均在國際範圍內尋求與他國間之合作，各國必須盡棄前嫌，摒棄彼此

間嫌隙並進而通力合作；亦須改變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建立多元化的國家安全戰

略，亦惟有全世界共同努力，方可消除恐怖活動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消滅恐怖

主義。 

此外，九一一事件雖然沒有直接威脅到我國的國家安全，卻提供了我們不

少經驗與啟示，我們也應藉由該事件經驗教訓中，提供我國家戰略與較寬廣的思

考空間。我國過去雖未曾遭到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攻擊，但是台灣地處西太平洋

重要樞紐，無論是國際恐怖組織直接對台灣執行恐怖攻擊，抑或借助台灣樞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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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做為攻擊的基地或跳板，均將對我國或被攻擊國家、人民造成重大傷亡。我國

這種良好的地理條件雖提供發展國際經貿運輸的極佳優勢，但也提供國際恐怖主

義組織執行攻擊的極大誘因。 

深刻檢討起來，我國反恐能力方面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在反恐打擊能力方

面，我國反恐能力尚待精實，反恐訓練亦有需強化之處；在反恐防護能力方面，

我國資訊防護能力尚待提升，核能電廠安全防護仍有待加強，此外，我國生、化

防護能力亦有不足。為提升國軍部隊「反恐」之能力，依政府訂定之因應方案，

結合駐地執行演練。另對恐怖暴力、軍事突擊及心理戰等課目，應納入地方政府

定期演練及「萬安演習」中，以熟練危機應變程序及凝聚全民防衛共識。 

針對我國反恐打擊能力之加強，為精實反恐能力，本文認為首要的作為：(一)

提升反恐情資蒐研能力(二)建立完善通報機制(三)充實全民生化戰防護能力(四)

強化反恐訓練(五)精實反恐專業部隊(六)加速推動反恐因應措施。另外，在反恐

師資訓練、訓練場地、武器裝備、專業人員、任務整合方面均應針對現代化恐怖

主義而有所調整及加強。 

另一方面，針對我國反恐防護能力之提昇，應注意網路安全之維護，尤其

是關鍵的基礎建設及其資訊網路系統；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維護；強化生、化防護

能力。最後，針對國軍支援反恐事項應予明定。隨著恐怖主義的發展、恐怖活動

的猖獗，軍隊逐漸成為「反恐」的主角。為了兼顧「戰備整備」與「支援危機處

理」的原則，應採立法方式明定國軍部隊及資源運用規定，協助政府危機處理，

保障國家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要建立完備的反恐體制之關鍵在於政府的反恐決心，這當然牽涉到恐怖主

義對我國威脅的層次，依目前的狀況來看，政府的危機感尚有不足，因而反恐政

策並未列入政府施政的重點優先順序，但不可否認的，台灣並未排除遭恐怖攻擊

的可能，美國九一一事件將反恐帶入一全新紀元，對於反恐任務，沒有任何一國

可以置身事外，我國亦不能例外，在我國尚未完成準備的狀況下若遭受攻擊，其

後果將危及國家安全，政府相關單位怎能等閒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