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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所謂之「特種作戰」係指以正規戰以外之方式，併用武力與非武

力之手段，策應正規軍作戰；通常突擊敵後，發展游擊戰為主。1 國軍的

特種作戰部隊即執行此種作戰的專屬部隊。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的任務大致

有四種：一、在敵後滲透突擊，建立根據地，以策應主力作戰﹔二、以小

部隊從事突擊、破壞、牽制等，實施特攻作戰﹔三、於敵後發展組織，遂

行敵後政治作戰，以建立和擴大戰爭面﹔四、以特種作戰部隊滲透至 

敵後地區，扶植既有游擊武力。 2 

    國軍在早期的準則中，認為特種作戰是一種「非傳統的正規戰」，包

括以特種作戰部隊滲透敵後地區，扶植既有之游擊部隊，或依照特種作戰

部隊之空降突擊作戰，以引發敵後地區之抗暴運動，藉以組織並展開敵後

人民之武裝反革命運動。另外在國軍「特種作戰大隊」準則中，則列舉特

戰大隊的任務是：一、引發並支援敵後抗暴運動，顛覆敵政權，並建立敵

後政權，擴大政治號召。二、滲透或留置敵後，遂行特種作戰，策應大軍

反攻或主力反擊作戰。三、實施突擊、破壞、牽制、分割、封鎖、阻絕、

開放等特攻作戰，以支援正規作戰。四、組訓與發展敵後游擊武力，實施

游擊戰，號召民眾歸附，策動敵軍投誠。五、於光復地區指導或執行綏靖

作戰。六、依命令協力要地衛戍及山地守備作戰。 3 

    目前國軍的戰略指導方針，從過去的反攻大陸、攻守一體到今天的防

衛作戰，特種作戰部隊任務亦應跟著時代環境而改變調整。下面各個節次

中分別介紹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的發展歷程、編組現況及在反恐作戰中擔任

角色之分析。 

 

 

                                   
1 陸軍總部，《陸軍作戰要綱》（桃園：陸軍總部印，民 70年 3月），頁 5-65。 
2 沈明室，《防衛作戰中特戰部隊作戰任務之探討》（桃園：陸軍學術月刊，第 35卷 404
期，民 88年 4月），頁 53。 

3 沈明室，《防衛作戰中特戰部隊作戰任務之探討》，前揭文，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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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發展歷程 

民國 32年鑑於抗戰需要，陸軍總部於雲南昆明籌建傘兵第 1團，民

國 34年 4月 8日與青年軍 207師併編為陸軍突擊總隊，曾突擊廣東開平、

廣西柳州、湖南台元寺等日軍要點，均圓滿達成任務。爾後曾改隸空軍（航

空委員會），民國 37年春復隸陸軍，於戡亂戰役中，先後參加徐州、豫東

及太原會戰，戰績輝煌。民 38年秋奉命由廈門遷台後，在屏東、龍潭基

地整訓。民國 42年 7月奉命空降突擊東山島，達成策應友軍作戰之任務，

民國 43年編成空降步兵教導團，4 民國47年元月奉命南遷移駐屏東大武

營，並擔任三民、虎賁、雄風等特定傘訓任務；同年金門 823砲戰最激烈

期間，支援空投補給作戰任務；民國 54年 7月定名陸軍空降司令部，民

國 56年 7月 1日，由空降司令部第 4、第 5兩營為基幹，擴編成陸軍空

降第 2旅，民國 65年元月 1日奉令改為陸軍第 23旅，同年 8月 16日又

奉令改為陸軍獨立 62旅；民 88年 7月 1日，因應國軍「精實案」奉命編 

成特戰旅，更名為陸軍特戰 862旅。 

特戰部隊則於民國 47年 3月 1日成立於桃園龍潭，民國 63年 4月 1

日，國軍為統合、扁平化指揮體系，遂將空降部隊與特戰部隊併編成為「空

降特戰司令部」，司令部下轄四個特戰總隊、兩個空降旅及特戰學校；民

國 68年 4月迄 69年 3月，復因基於國家戰略需要，先後實施「靖安一、

二、三號」專案，將四個特戰總隊改編至憲兵部隊，同時並將原特戰學校

與空降訓練中心併編為空降特戰訓練中心；民國 68年 10月 1日復將陸軍

航空指揮部改編配至空降特戰司令部，民國 69年 3月 1日山、寒地作戰 

訓練中心亦納編至空降特戰訓練中心。 

近年來復因軍事事務革命的變革，國軍為因應「精實案」之需求，民

國 88年 10月 1日陸軍空降特戰司令部修編，成立「陸軍航空特戰司令

部」，其特質由過去傳統戰法重新修訂編組，並偏重於機動力強、反應快

速、遂行立體化作戰之性質，俾求能於短時間內快速、有效投射兵力至所

                                   
4 黃啟清，《從防衛作戰觀點論空降特種作戰部隊》（屏東：武漢部隊學術季刊，第 23
期，民國 87年 8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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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地區，以為戰爭開創先期有利作戰態勢。其司令部下轄兩個空騎旅、一

個特戰旅、航空訓練指揮部、特戰訓練中心及相關直屬部隊等。預期將是

一支通信靈活、火力強大、機動快速之部隊，並可望於未來台、澎防衛作

戰中，有效發揮「地、空整體作戰」力量，成為一支攻、守兼備的現代化 

勁旅。 5 

第二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編組現況 

「特種作戰」係使用正規戰以外諸方式，並用武力與非武力手段，包

括政治作戰、情報戰、游擊戰，以及利用陸、海、空滲透方式結合特種作

戰戰法，以打擊敵人，摧毀或削弱其戰力，策應主力作戰。特種作戰不受

時間、空間限制，可作為正規軍事作戰之先期作戰，亦可亙戰爭全期，適

時適地支援、策應正規作戰。特種作戰著重在平時、長期、潛伏的運作。

當國際情勢或敵情狀況有明顯、不尋常的徵侯時，國軍通令提升戰備等級

時，特種作戰必須完成作戰整備，待命對敵採取特種襲擊作為。當防衛作

戰制空、制海階段的同時，也是特種作戰對敵發起戰略奇襲的開始，更是

地面防衛作戰的先期戰鬥。國軍部隊執行特種作戰單位甚多，許多單位因

為保密而未能一窺究竟，僅能就媒體已公開部分實施探討。 

根據媒體報導，國軍在美軍的協助下，倣照美軍特種作戰部隊的模式

，自 20世紀 50年代開始建設特種作戰部隊，並在 50、60年代的台海兩

岸軍力對峙中，多次使用特種作戰部隊。經過 50多年的演變，台灣目前

共有 18支特種（勤）部隊，它們分別是空軍特種部隊、空軍高空特勤中

隊、海軍陸戰隊特勤隊、陸軍甲等特勤隊、第 101兩棲偵搜大隊、陸軍空

降特勤隊、陸軍聯兵旅特戰營、陸軍海龍蛙兵、海軍三棲特戰隊、海軍水

中爆破大隊、國防部天威部隊、憲兵特勤隊、憲兵機車連、政戰特遣隊、

警察特勤隊、維安特勤隊、霹靂小組等。這些特種部隊中，包括 3支甲等

特勤隊、10支乙等特勤隊和 5支非作戰單位，號稱有 3萬人。6 就筆者認

                                   
5 轉引自黃指恩，陸軍空降特戰司令部，《空降特戰廿年》（高雄：華欣綜合印製廠，民 

國 83 年1 月），頁 3-2、159-158。 
6 華夏經緯網，《台灣特種部隊加緊滲透與反滲透作戰演練》（2003年 9月 8日），
www.huax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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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述報導資料與事實確有部份出入，但就純學術探討及保密立場，就 

不去追究那些單位正不正確。 

在 2001年 6月 5、6兩日，國防部邀請各媒體記者，實地隨行採訪陸

軍第 862旅第 3營武漢操演，才讓大家深入了解陸軍特種作戰部隊，862

旅是目前陸軍航特部下轄唯一的空降特戰旅，前身為空特部的第 62空降

旅，下轄 1、2、3、4、5等五個特戰營，此外，原空特部直屬高空排，在

精實案後已併入航特部特勤隊。7 特戰旅之任務，平時擔任地區戰備應變

部隊並強化戰備整備及戰場經營、協訓警備營及山地後備連。戰時擔任各

作戰區淺山要隘守備及應援城鎮作戰、遂行反突擊、反（空）機降及反特

攻作戰、擔任特攻作戰、依命令分區集結於各作戰區，待命實施特種作戰 

，現為國防部的戰略預備隊。 

國軍現有的憲兵特勤隊、航特部特勤隊、海軍陸戰隊特勤隊等三支特

勤部隊，是負責反劫機（船）、反劫持、反暴亂及反破壞等反恐任務之專

責部隊。政戰特遣隊或政戰連則用於敵後滲透、特攻、破壞等作為。空降

部隊與陸戰隊兩棲偵搜部隊，雖然也負責反特攻及敵後滲透破壞的任務，

但是比較偏重軍事作戰層面。另外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可依恐怖主義行動

者攻擊行動的不同，由相關部隊支援；如陸軍航空特戰旅可支援各項特種

作戰，或是反暴亂、反劫持的行動。8 現就特種（勤）作戰部隊編組、裝 

備、訓練及特性分別敘述如后： 

一、編組 

（一） 空騎旅（特戰營） 

空騎旅下轄戰搜營、攻擊營、突擊營、支援營及特戰營，另包括一些

後勤支援部隊（通信航管連、飛機保修廠）及直屬連；配有各類型直昇機

80餘架，平時依令遂行反突擊、反空降、反騷（暴）亂等特定任務；戰 

時任預備隊，依令執行特定任務或投入特定地區。 9 

                                   
7 詹皓名、宋玉寧，《陸軍特戰部隊武漢操演》（台北：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第 203期，
2001年 7月），頁 7。 

8 沈明室主編，《新世紀反恐怖大戰》（台北：軍事迷文化，民國 91年 6月），頁 147。  
9 胡仲適，《特種作戰在台海戰爭中之研究》（台北：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決策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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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戰旅 

特戰旅下轄 5個特戰營、幕僚、後勤支援及直屬單位，總兵力約 3000

餘人，平時依令實施空中突擊、空降（運）及地面作戰、增援各作戰區及

外、離島、山地、城鎮作戰；戰時擔任國防部或陸軍總部戰略預備隊，以

從事敵後反制、特種作戰為主。 10 

（三） 航訓中心 

不屬特種作戰部隊，但與特戰部隊有相關聯，它負責陸軍航空飛行、

補保專長教育及教學發展等業務之策劃、執行與督導；戰時依令轉換成空

騎旅，遂行作戰任務。 

（四） 特戰訓練中心 

負責陸軍特戰、空降、教學研發等業務之策劃、執行與督導；戰時依

令轉換為特戰旅，執行作戰任務。 

（五）陸軍兩棲偵察營 

陸軍 101兩棲偵察營於 1973年成立，負責金門、馬祖及東引地區的

反恐任務，及海上巡邏、查緝走私偷渡、離島運補、滲透作戰。目前金門 

有兩個連，馬祖、澎湖、東引等外島各有一個連。 

（六）陸軍航特部特勤隊 

俗稱涼山特勤隊，是陸軍甲種特勤隊，負責台灣中部地區反恐怖任務

，執行陸軍特種作戰任務及處理重大突發事件。主要是以空降方式滲透到

敵後進行特種作戰任務，1980年成立，至今尚未公開。 11 

（七）海軍水中爆破大隊 

組建於 1954年，主要負責水下破壞、水中械彈處理、兩棲登陸作戰

及執行滲透任務。1985年第二爆破中隊與械彈處理組併編為「水中械彈 

處理中隊」，成為擁有三棲作戰能力的海軍特種作戰部隊。 

（八）海軍陸戰隊特勤隊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年 5月），頁 108。 

10 胡仲適，前揭文，頁 112。 
11 蕭達喜、韓志宏、章萸，《世界特種部隊大觀》（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3年 6 

月），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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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黑衣部隊，負責台灣南部地區反恐任務，主要負責打擊恐怖主義

和走私活動，戰前滲透到敵戰區獲取情報，對敵方要害部門進行滲透攻擊

等任務。1980年成立，為使任務執行能夠避免不必要的干擾，直到 1995

年「華興演習」才首度公開。12 陸戰特勤隊隸屬於海軍陸戰隊部本部，

編制大約 90員。自成立以來隨時處於待命狀態，以因應任何臨時突發事 

件。 13 

（九）憲兵特勤隊 

俗稱夜鷹部隊，負責台灣北部地區反恐任務，保護高級官員、外交使

節、維護國際機場與核電廠安全。14 平時依令處理劫持、綁架、勒索等

突發事件，及營救人質、敉平暴亂活動，以及依命令執行特定任務。戰時

，就守勢作戰言，憲兵特勤隊能充分支援各項憲兵勤務執行，如協助綏靖

治安、直接參與作戰及實施特種偵查或協力拱衛衛戍區有關之特種勤務等 

。15 1978年成立，至今尚未公開。 

其他各特種作戰部隊組建的時間，分別是高空特勤中隊組建於 1980

年，主要任務是擔任敵後高空滲透、敵情偵蒐等特種作戰任務。海軍陸戰

隊偵蒐兩棲特勤中隊組建於 1999年，負責支援陸軍登陸前的先遣部隊，

執行陸戰隊特種作戰任務，並負責海岸巡邏任務。天威部隊的任務是利用

特種作戰手段和戰術，專門針對國軍中各要害部門進行滲透攻擊測試，以 

檢驗被攻擊對象的防衛能力。 16 

二、裝備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的配備主要有 T74排用機槍、T75班用機槍、烏茲

衝鋒槍、T77衝鋒槍、MP5衝鋒槍、T65/T86戰鬥步槍、T75戰鬥手槍、

Glock17、19手槍、SSG2000狙擊槍、十字弓、40毫米榴彈發射器、詭雷 

與水雷、無氣泡封閉式水肺、求生背心及其他特種車輛等。 17 

                                   
12 蕭達喜、韓志宏、章萸，前揭書，頁 512。 
13 蕭達喜、韓志宏、章萸，前揭書，頁 514。 
14 蕭達喜、韓志宏、章萸，前揭書，頁 512。 
15 沈明室主編，《新世紀反恐怖大戰》，前揭書，頁 147-148。 
16 華夏經緯網，前揭文。 
17 華夏經緯網，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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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訓練嚴格是舉世聞名，除了早晚 10000公尺跑步，

另外擒拿、奪刀、奪槍、柔道、跆拳、摔角等體能戰技訓練外，加上專業

的爆破、通信、潛水、山訓、傘訓、野外求生等課目。他們的訓練除了一

般部隊正規作戰訓練外，同時必須完成空降作戰、特種作戰（包括野外求

生、山訓、海訓、寒地作戰、小部隊特攻與高空滲透等），以及空中突擊 

作戰等科目。 18 

海軍水中爆破大隊訓練，包括蛙人操、基本長泳、長跑、水中運動、

救生訓練、格鬥訓練、武器訓練、潛水訓練、海岸偵查、潛水襲擊、爆破

訓練、野外求生、基本跳傘及水面跳傘等。除此之外，需同其他特種部隊

一樣進訓特戰中心，進行山地作戰及城鎮作戰訓練。 19 

陸軍航空部隊特戰旅特戰營，進訓特戰基地的流程，必須先完成駐地

訓練後，才實施山隘行軍；接著進訓特戰基地，展開特戰基礎訓練，並以

排為單位實施第一階段鑑測；通過後，再進行連戰鬥教練，之後實施第二

階段鑑測；最後才完成營綜合教練，並實施第三階段鑑測（期末測驗總驗 

收）。 20 
四、特性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指導下，是具

有「有效赫阻」力量中的精銳部隊；21 特種作戰部隊係運用少數人、物

力，從事戰略性、威嚇性任務，使敵處處受制，戰力分離，累積戰果，削

弱敵人，壯大自己，發揮特種作戰效果，藉以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協助主 

任務之達成；其特性如后： 

（一）三棲性： 

依任務需要可自陸地、海域或空域中實施滲透，從事特種作戰。 

                                   
18 黃啟清，前揭文，頁 37。 
19 國內特種部隊網，（海軍水中爆破大隊），2002 年2 月14日。

http://140.112.78.233/dsf/roc/udu.htm. 
20 詹皓名、宋玉寧，前揭文，頁 7。 
21 （我國特戰旅，勇猛剽悍閃擊制敵）《青年日報》，民國 91年 3月 14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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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略性： 

運用少數部隊，擔任獨立而利於全般戰局之任務。 

（三）飄忽突擊性： 

藉各種手段及載具，以迅速飄忽行動，對敵後方地區予以突擊重創，

造成其心理威脅並削弱其戰力。 22 

國軍基於「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戰略指導，指導地面防衛作戰需

保持用兵彈性與戰力縱深；一般常備部隊以打擊任務為首要，後備部隊則

以防衛固守為主；而特種作戰部隊應依任務、敵情威脅、特性，運用於貫

穿防衛全縱深之作戰；於平、戰轉換任山隘守備，戰時則以快速反應遂行

灘岸要點應援，反空（機）降作戰，確保反擊路線暢通為主，並穿插應援

城鎮、高山站台作戰。另外國軍空降特戰部隊具有與一般軍隊不同之特性

，概述如後： 

（一）運用空中運動之優勢，得以克服距離長遠及各種複雜地形之障礙， 

抵達目標地區。 

（二）迫使敵人疲於奔命，分散兵力以保衛其重要設施。 

（三）利用空中機動，空降於敵後地區或其防禦薄弱之處，充分發揮機動

、奇襲、集中、主動等諸多戰爭原則。 

（四）空降特戰部隊之兵力，初期通常較目標地區內之敵兵力為優勢。 

（五）空降特戰部隊可遂行各種正規及非正規之作戰，其兵力編組亦富彈

性，不論旅、營、連、排、班級，皆可獨立作戰。 

（六）空降特戰部隊能擴張飛彈、核子武器、空軍以及遠程砲火轟擊後之

戰果。 
（七）具備空中機動、滲透、特攻、山地及城鎮應援等特種作戰能力。 

（八）可協力各作戰區組訓後備部隊，提昇整體防衛戰力。 

（九）對敵縱深、垂直突擊，能予以迅速、有效反制。 
23

 

五、能力與限制 

                                   
22 胡仲適，前揭文，頁 13-14。 
23 黃啟清，前揭文，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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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特種作戰部隊是量小、質精、戰力強的作戰部隊，依作戰性質、

目標特性、特攻效果的諸般考量，採取以任務為導向的彈性編組。加上其

機動強、投射快、破壞大、成效高的戰鬥特殊性，強化地面防衛的主動作

為，是最佳的防衛作戰部隊；國軍特種（勤）作戰部隊，目前具有快速反

應能力計有：陸軍各作戰區的摩步旅快反營、空騎部隊、海軍陸戰隊、特

種作戰部隊（高空特勤中隊、航特部特勤隊、憲兵特勤隊、陸軍海龍蛙兵

、兩棲偵搜大隊、陸戰隊特勤隊、海軍水中爆破大隊）、空軍各聯隊等單

位。特種作戰部隊的主動作為是「以守轉攻、以攻滅敵」的積極行動，在

整體「防衛守勢戰略」中所進行主動性、針對性的立即攻勢行動。國軍特

種作戰部隊的能力與限制因素如下： 

（一）能力 
1、編組輕裝經由訓練具克服地障能力，可遂行困難地形作戰。 

2、經常、警戒戰備時期可藉由空降（運）、空中機動緊急支援各作戰區

作戰。 

3、可遂行反空（機）降、反特攻及應援城鎮等作戰。 

4、戰鬥戰備時期可配合主力參加反擊作戰。 

5、保有局部攻勢作為，具「嚇阻」之戰略價值。 

6、營、連具有從事有限度之獨立作戰。 

7、具有高度之機動性。 

8、可自陸上、水域或空中滲入敵區，遂行戰略或戰術性任務之能力。 

9、對敵之特攻作戰，實施反制作戰，確保要地或設施之安全。 

（二）限制因素 

1、滲透敵後之運動，常受天候、地形、輸具性能和導航接應之影響， 

且易遭敵海、空與地面攔截。 

2、武器配賦缺乏重兵器，不適用於攻堅、固守及正規作戰。 

3、受通信器材限制，及部隊分遣、疏散等因素影響，指揮掌握不易。 

4、敵後作戰，後勤補給困難。 

5、受攜行量限制，缺乏持續戰力，且裝備妥善及維修不易。 

6、編組輕裝，戰力有限，不宜獨立遂行反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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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警戒、戰鬥時期空機（降）作戰，將受敵海、空優勢及運輸載具限

制難以實施。 

8、無長程陸、海、空滲透條件，尚未具深入敵境內作戰能力。 

9、基於兵役制度、現實環境，藉由訓練僅具遂行初淺性特種作戰。 

 

第三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反恐戰爭中擔任之角色 

國軍身負國家安全防衛責任，當國家社會面對任何安全威脅時，均應

扮演適當角色。就傳統性的國家安全威脅而言，目前國軍平戰時的角色定

位均已相當明確；惟若遭遇類似美國 911恐怖事件，當國家遭遇重大卻屬

非傳統性的安全威脅時，國軍究應如何因應？頗值吾人深思。 24 

美軍《聯合作戰準則》中就明確律定美軍所執行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包括限武、對抗恐怖行動、國防部所支援的反毒作戰、盟邦國家民事

援助、人民後送作業、民間支援作戰、維和行動、對反抗軍的支援等。但

就國軍而言，就是軍隊任務回歸到單純以反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戰備訓練為

主，雖然部隊精簡、戰力提高，但是否侷限了軍隊在國家安全上所扮演的

角色，尤其是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角色。 

在戒嚴時期，為了因應中共對我各方面的威脅，透過法令的限制與警

備總部的執行，軍隊在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反制上，扮演全方

位的主導角色，而且有過相當豐富的經驗。但在解嚴及歷經軍隊組織的變

革之後，軍隊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反制上，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應及早規

劃並落實在相關法令上，使軍隊能一方面維持戰備訓練，又能兼顧平時的

安全維護工作。 25 

軍隊代表國家主權與武力的象徵，成立的目的在保衛國家的生存與安

全，以免受到其他國家或武裝團體的安全威脅。在一個民主國家，一方面

                                   
24 曾章瑞等，《從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啟示探討非傳統性安全威脅下國軍因應作為》，

收錄《對美國九一一事件及反恐戰爭研究論文專輯》，國防大學彙編（台北：國防

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1年 10月），頁 231。 
25 曾章瑞等，〈軍方在非傳統安全威脅扮演之角色〉，收錄《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

告》，國家安全局主編，（台北：國家安全局，民國 91年 3月），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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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軍隊回到營區，專心戰備訓練本務；一方面又希望軍隊從事非軍事性

的行動，擔任應變制變與維護國家安全的角色，形成兩難的情況。 26 

本來「反恐」是一個國家內政部門的主要任務，應由警政署主導，國

軍依令配合執行。但是，隨著恐怖主義的發展、恐怖活動的猖獗，世界各

國都非常重視對恐怖主義的防範，並開始將「反恐」列爲軍隊的一項重要

任務，軍隊正逐漸成爲「反恐」的主角。27 基於各國所受恐怖主義及敵

情威脅程度的不同，軍隊所扮演的角色亦不相同，國軍在「精實案」後積

極推動「排除非軍事任務」的工作，當然在精兵主義的政策下，戰備整備

才是軍隊的本務工作，但在非傳統性安全威脅逐漸升高的情況下，軍事的

任務趨向多元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反恐怖行動法草案第 5條規定

，國防部應就部隊能力，適度編組整備，支援反恐怖行動。這個條文基本

上將國軍定位在「支援」的角色，與目前國防部的規劃是相吻合的，惟其

支援事項，仍須法律明確律定。正如美國《民防隊法》以及聯邦調查局相

關法規都明確規定軍隊可支援的任務，以及聯邦調查局可以要求軍隊支援

的事項，而且申請必須經過國防部長或法務部長的許可，這是我國可以努 

力的方向。 28 

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在民意高漲的支持下，積極從事反恐

作戰。而此事件改變了各國戰略思維，許多國家為因應新型態的戰爭與威

脅，在對外政策上或是對內部法規制訂上，皆配合反恐行動做出因應之道

，以確保國土人民安全。各國針對恐怖分子採取全方位戰爭，其中最不會

傷及無辜的使用武力方法，就是使用特種作戰部隊。 

特種作戰部隊不僅可以攻擊一般地面目標，也可以射殺或俘虜恐怖分

子。在守勢性的行動中，特種作戰部隊不僅可以壓制恐怖活動的攻擊，避

免事態惡化外，在攻勢性的行動中，特種作戰部隊可以摧毀位於資助國家

                                   
26 國家安全局主編，《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台北：國家安全局，民國 91年

3月），頁 285-286。 
27 〈軍事專家指軍隊正逐漸成爲全球「反恐」的主角〉，《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6-21/26/316260.html [2003/11/13] 
28 陳雙環，《當前中華民國反恐對策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民國 93年 3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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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的恐怖分子基地，更可以主動出擊消滅特定恐怖分子。29 由於恐怖

分子的攻擊事件無所不在，因此「保持憂患意識，時時提高警覺」是貫徹

反恐的不二法門。如果將來面對的軍事型或國家資助型的恐怖主義活動，

就必須仰賴大型精銳的特戰勁旅，才能遂行有效的打擊。如美軍在阿富汗

戰場上，投入許多的特種作戰部隊，執行反恐戰爭，減少常規部隊的重大 

傷亡。 

國軍因應精實案，於民國 88年解除陸戰隊特勤隊、航特部特勤隊反

恐任務，專司反制任務。911事件後，鑑於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為了

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國防部於民國 91年重新賦予陸戰隊特勤隊、

航特部特勤隊（原空特部特勤隊）兼負反恐任務，並將空騎 602旅特戰連

及特戰 862旅納入反恐立即應變部隊，正加強各項戰技與組合訓練，另陸

續籌補任務所需裝備，強化反恐戰力。目前國軍除特戰旅之外，在各空騎

旅及航特部仍有不等的特戰兵力，在受過完整特戰訓練後，可以作為反恐

怖主義任務的預備兵力。 30 

探討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反恐作戰的角色之前，應先思考國軍擔任反

恐任務的適法性，國軍擔任反恐任務應分兩個層次，第一是基於憲法賦予

國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職責，這個部份來自於恐怖主義的外力入侵，或

威脅合法的政權。國軍可獨立行使，應屬主任務。其他輔助任務，主要的

將依據未來的「反恐怖行動法」是支援治安及防災的輔助性任務，具體的

內容如下︰ 

（一）主任務 

擔任與台澎防衛作戰相同範圍的反恐怖活動。這一任務是基於「國土

防衛」概念，它是「國土安全」的一部份，是維護領土、主權的行為。在

台澎防衛作戰的範圍內，任何有侵犯領土、主權、國家利益的恐怖攻擊行

動，皆應以防衛台澎金馬的防務形式視之。 

擔任具有軍事及戰爭屬性的反恐怖活動。其意指國軍應針對革命型、

                                   
29 沈明室主編，《新世紀反恐怖大戰》，前揭書，頁 147。 
30 陳雙環，前揭文，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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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型、國家資助型等具有軍事及戰爭屬性的恐怖活動，負起主動的反恐

責任，同時對這類的恐怖活動的判斷與認定，有主動作為的權力。 

（二）輔助任務 

1、擔任國際反恐怖活動，有關軍事情報，資訊、核、生、化及高爆武

器的防護上的合作。 

2、在現行法律或未來法律的架構下，支援國內情報、治安，司法等單

位對大型武裝暴力恐怖活動之先制防衛與攻擊。 

3、國內恐怖活動發生後，支援情治單位對恐怖分子武力的警戒、打擊

及資訊、核、生、化及高爆武器防護。 

4、恐怖活動發生後，支援地方政府核、生、化戰劑之偵檢、消除作業

，災害管制；災區救災、救傷、救難等行政支援。 
31 

國軍依法擔任反恐任務部隊，計有憲兵特勤隊、航特部特勤隊、陸戰

隊特勤隊、空騎 602旅特戰連及特戰 862旅，其中除憲兵特勤隊可支援「

反劫機」、「反劫持」、「反破壞」等反恐任務外，航特部特勤隊、陸戰隊特

勤隊及空騎 602旅特戰連等可支援「反劫持」、「反破壞」等反恐任務遂行

，特戰 862旅則依令支援大規模反恐行動（應屬軍事作戰層面）。 32 

瞭解國軍執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恐及擔負主、輔助任務後，接下來

就是探討特種（勤）作戰部隊在反恐戰爭中擔任之角色，概述如后： 

一、特種作戰部隊在反恐作戰中擔任之角色 

由於特種作戰部隊的任務性質、訓練方式與恐怖組織的武力發展近似

，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可收宏效；又因恐怖組織，武力並非強大，但

為求生存，常隱匿位置，飄忽不定，正規部隊反而無用武之地，這些特性

都是特種作戰部隊最能發揮其專長。美國決心對阿富汗「基地組織」發動

攻擊以來，特種作戰部隊一直扮演主要的攻擊角色；在全球一致的反恐行

動中，美軍特種部隊將指揮全球反恐戰爭，33 其理甚明。國軍在未來的

                                   
31 傅應川，《在國家反恐機制中國軍遂行反恐任務之研析》（台北：國防部 92年委託研
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國防大學編印），頁 186-187。 

32 陳雙環，前揭文，頁 219。 
33 轉引自傅應川，《華盛頓郵報：美特種部隊將指揮全球反恐戰》（北京：人民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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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環境中，一方面可為全球反恐作戰提供適當武力，如果面對的軍事型

或國家資助型的恐怖主義活動，就必須仰賴大型精銳的特戰勁旅（如空騎 

602旅特戰連及特戰 862旅），進剿國內恐怖組織巢穴。 34 

在反恐的先制攻擊上，特種作戰部隊可突擊對恐怖主義支持國家的訓

練及後勤設施，以斷絕恐怖組織的後援，才能儘軍事武力打擊恐怖主義的

應有效果。此外，因應特勤隊人員的不足，如遇上大型嚴重暴亂或突襲事

件時，增援特勤隊、保安警察，最有效的戰力就是特種作戰部隊。此外國

軍空降特戰旅、空騎旅及航特部其他特戰兵力，在無防衛作戰任務負擔的

狀況下，受過完整特戰訓練的上述部隊，亦可以作為反恐怖主義任務的預

備兵力。 

基於特種作戰部隊的發展，已是全球地面部隊建軍發展的主流趨勢，

除了可配合國際合作反恐外；國軍防衛作戰任務上亦有其實際的需要，諸

如反制中共導彈威脅，特種作戰運用亦是其選項之一。為兼顧反恐及防衛

作戰任務需要，須在特種作戰部隊中，增加部份反恐特殊裝備，諸如微形

及非致命性武器等施予任務訓諫，即可建立必要的反恐戰力。又基於恐怖

主義活動的目標及範圍，除前述的山地，城鎮極可能是其攻擊選擇的目標

。因此，為適用於反恐作戰特種作戰部隊，應基於任務特性，分別就山地

、城鎮反恐作戰給予不同的編裝，施予不同的訓練。 35 

二、特勤隊在反恐作戰中擔任之角色 

國軍憲兵特勤隊現階段平、戰時任務，敘述如下︰ 

（一）平時，依國防部令處理劫持、綁架、勒索等突發性事件，及營救人

質、敉平暴亂活動，以及依令執行特定任務。除上述任務外，尚包含支援

友邦訓練及各項警衛安全、反劫機、反暴行、反破壞、反劫持、要犯逮捕

、押解等專案任務。 

（二）戰時，支援各項憲兵勤務執行，如協助綏靖治安、直接參與作戰及

                                                                                              
年 9月 18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2/86/20020918/825787.html 

34 傅應川，前揭文，頁 189。 
35 傅應川，前揭文，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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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特種偵查，或協力拱衛衛戍區有關之特種勤務等。 36 

國軍現有海軍陸戰隊特勤隊、航特部特勤隊、憲兵特勤隊等三支專用

於反恐怖活動的專業部隊，由於特勤隊為反恐任務專設，故在運用上，除

現場指揮必須由特勤部隊的指揮官，指揮現場任務遂行外，任務的指派、

全般決策與指導，宜由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專責小組」，透過國防部長及

反恐任務指揮官直接指揮之。 37 

基於國內恐怖活動並不頻繁，在國軍精簡的前提下，特勤部隊戰力的

整備，人員的需求在精不在多，而在裝備、技術、訓練的精進。故應針對

未來恐怖活動使用的工具，戰術運用力求精進；掌握先進的技術與趨勢，

施予基本戰技及任務訓練。在裝備的充實上，應藉重現今美軍數位化戰士

等及資訊化裝備的發展成果，加強個人及小型組合的目標偵蒐及防護裝備

，任務部隊全系統，包括地、空及相關的戰鬥、火力支援單位的指揮管制

裝備，適於城鎮建築，地下設施、民用機艦等地攻堅的特殊裝備，以及保

護人質的非殺傷性武器或裝備。 38 

三、擔任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角色 

恐怖主義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可能性日益增長，但此類防護甚為

困難，不能做到絕對安全，僅能減少損害；故須配合國際反恐機制，防制

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情資蒐集與掌握，先制防範恐怖分子運用此

類武器，從事國內的恐怖活動，為治本之道。 

陸軍各軍團編成「快研小組」、憲兵司令部於台北、板橋、台中、高

雄四大都會區編成「快偵小組」，另配合行政院環保、衛生署、內政部警

政署、消防署等中央災害防救業管部門處理毒氣攻擊事件與生物防護。 

國軍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任務，無論平、戰時皆宜在台澎防衛作

戰的指揮架構下實施。國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認定範圍，主在核、生

、化及放射性武器，此類武器的防護，除個人與部隊防護外，地區的大面

積的防護措施，係屬國軍後勤基地防護的一部份。台澎防衛作戰中，已區

                                   
36 沈明室主編，《新世紀反恐怖大戰》，前揭書，頁 147-148。 
37 傅應川，前揭文，頁 190。 
38 傅應川，前揭文，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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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各作戰區，而執行此任務的主要部隊為化學兵及相關的兵工、工兵、

衛生等單位所組成。從事任務地區的偵測，防護與消除作業，擔任反恐中

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任務，屬其專業任務，且與台澎防衛作戰任務相

吻合，有時亦難區分。 39 

國軍特種（勤）作戰部隊在執行反恐作戰，除主任務的遂行，秉持總

統命令，按軍隊指揮系統執行任務外；在輔助任務上，皆依行政院「反恐

怖行動小組」的要求，按國家整體反恐怖活動指揮體系，協調地方遂行反

恐佈活動。國軍各級反恐任務的指揮與執行機構，應經常掌握恐怖活動的

最新情資，依據國家反恐佈活動情報單位發布的情報，及適當的戰備等級

完成戰備；在反恐佈活動任務來臨時，應依計畫，研判當時情勢與狀況，

適時下達任務命令，指揮任務部隊遂行任務；任務部隊則基於平日的專業

訓練，反恐計畫並因應現地狀況，基於「反恐怖行動小組」及地方政府要

求條件的指導下，主動、獨立的完成任務。 40 

 

第四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台澎防衛作戰中的運用方式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台澎防衛作戰的運用訓練，比較偏重於正規作戰

，對於其他任務，如游擊作戰、綏靖作戰、山地作戰方面的訓練顯然不足

。41 特種作戰部隊雖然具有戰略嚇阻作用，但有關戰術運用亦應重視。

特種作戰部隊，由於編裝型態與任務特性不同，在防衛作戰中，常為一支

攻擊性的兵種，藉天時、地利、人和等之優越因素，依其主動、積極之行

動，改變敵我優劣的形勢，以支援或策應守備部隊之反擊，42 現就台澎 

防衛作戰的運用方式，分述如后： 

一、敵登陸前階段 

當判明共軍大部隊集結、兵力不斷增加、各式載具徵集且其領導階層

                                   
39 傅應川，前揭文，頁 191。  
40 傅應川，前揭文，頁 196。 
41 沈明室，《防衛作戰中特戰部隊作戰任務之探討》，前揭文，頁 62。 
42 許維西，《特戰部隊在防衛作戰中之運用》（桃園：陸軍學術月刊，第 11卷第 115期，
民國 64年 4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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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透過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公開宣布將武力犯台時，此時特種作

戰部隊的運用方式可區分留置作戰與特攻作戰。 

（一）留置作戰： 

台澎防衛作戰戰場經營時，特種作戰部隊先期於北、中、南敵可能登

陸重要地區，選定經營「基點」。43 爾後依狀況預判敵將實施登陸作戰，

在防衛情蒐系統不能滿足作戰需求，對敵後特定重要目標情蒐，本掌控敵

軍動態，消耗、牽制敵軍之目的，依國防部命令以一部在敵預期登陸之戰

場，編成若干任務小組，先期預置潛伏，選定建立「基點」，採機動、隱

藏、飄浮等行動，伺機對敵進行情報蒐集、破壞、襲擊，不斷消耗、疲困

敵軍，以利地面作戰任務遂行。其運用方式以排、組為基本任務單位，依

敵情、作戰地區特性，編成指揮、監視、偵搜、突擊等若干任務單位，採

「區域責任制」部署，依游擊作戰原則，遂行留置作戰，對防衛作戰成敗

具有重大影響。 

（二）特攻作戰： 

特攻作戰，乃運用小兵力對敵重要戰略目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

，奪取及破壞其設施，癱瘓其關節，以策應主力作戰。當徵候顯示中共將

對我發起攻擊時，為達嚇阻、削弱敵軍戰力時、或敵某一重要軍事設施，

對我作戰有重大影響必須摧毀時，及為達震撼敵軍、打擊敵人士氣時。其

運用構想以嚇阻、削弱敵軍戰力之原則，藉陸上、海上、空中等多重管道

滲透方式，在敵基地後方，選定特定目標，靈活運用各種手段，出其不意

突擊、狙殺、打擊、震撼敵軍，以達阻止及延長敵之攻擊準備或攻擊發起

時間。 

其運用方式以小組為基本任務單位，每組十二人依任務編組方式編成

，再賦予特種裝備，遂行特攻作戰。編組三至五個小組，接受專職專精任

務訓練，使具特攻技能。在平時，選定若干重要特攻目標，並運用各種手

段蒐集其目標相關情報資料。藉單機（軍用）、民航機偽裝，高空滲透或

                                   
43 「基點」，為遂行戰時指揮聯絡，情報蒐集之點，便於特戰人員隱蔽、抵抗與脫逃，
不易敵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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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商、貨輪矇騙或機漁船實施滲透，及經由第三國邊境接應潛入實施特

攻作戰。特攻目標以敵機場、港口、飛彈陣地為主，其它軍事設施為輔。

藉多重滲透管道，對敵沿海基地或縱深後方，實施不預期突擊、狙殺、破

壞，以達阻延敵攻擊準備或削弱敵軍戰力，以利反登陸作戰之遂行。 

二、登陸初期階段 

當判明共軍船團已裝載啟航，於泊地區域準備換乘小艇進行搶灘登陸

時，共軍必定以其特種作戰部隊實施先期作戰，如空降我重要港口、機場

、雷達站、重要民生設施等，以策應其主力實施登陸作戰。共軍在登陸初

期之海上運補卸載，及灘岸勤務作業必定脆弱，擁塞紊亂不堪，形成最大

之弱點，特種作戰部隊可利用此等有利時機，對敵停泊或卸載中之艦艇，

實施海上滲透爆破。44 此時我特種作戰部隊的運用方式可區分為山地作 

戰、應援城鎮作戰。 

（一）山地作戰： 

共軍犯台其山地作戰範圍實已涵蓋全台。判五百公尺下濱海、內陸山

區為其必爭之要地。其中濱海高地為為敵登陸作戰初期目標，內陸山區為

敵決戰時欲奪要地，其使用部隊以登陸部隊為主、空（機）降部隊為輔；

五百公尺以上山區則以小部隊運用高空滲透及潛伏之敵，實施特攻作戰為

主。故特戰營以早期掌握敵情，制敵機先，先期扼控中共必攻之山隘要道

，運用特種作戰戰法，反制敵之來攻，以清剿滲透、潛伏、空中突擊進入

山地之敵，確保我後方安全之目的，平時先期完成山區兵要調查，建立概

定封鎖線與攔截點，依敵佔領山地之地區，結合山地守備部隊，本先封鎖

，再殲敵之作戰指導，運用山地作戰戰法，擊滅佔領山地之敵，以摧毀其

策應主力登陸作戰之企圖。運用時機為敵運用一部兵力，由陸上、海上、

空中等各種手段滲入山區，威脅我後方安全時或在敵登陸之後以一部兵力

突（進）入山區，必須清剿時。其運用方式以營為基本戰術單位，編組若

干「突擊」與「獵殺」部隊，以少兵守點、多兵機動原則，封鎖、殲擊滲

入敵人，清剿以內陸、高山山地之敵為主。 

                                   
44 許維西，前揭文，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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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援城鎮作戰 

共軍參考第一次波灣戰爭城鎮作戰實戰經驗，確立「縱深立體、同時

整體、奪保結合、獨立作戰」的指導思想，強調縱深立體攻擊作戰方式，

運用諸兵（軍）種的整體力量，在整個作戰空間內，對陣地前沿和縱深、

地面、地下的重要目標及空中目標、同時間相繼實施打擊。特戰旅在應急

作戰時，以殲滅潛伏、滲透及突入城鎮之敵，協力守軍確保城鎮要點，或

先期佔領某一城鎮，達到遲滯、拘束、分割敵軍，策應主力作戰之目的。

平時指導後備營實施戰場經營及組訓整備；戰時於山地後備連接替山隘守

備後，分區集結於各作戰區，依令遂行應援城鎮作戰。 

三、敵突入縱深地區階段 

當共軍自登陸搶灘建立灘頭陣地後，向內陸挺進並策應其後續登陸部

隊登陸，以遂行縱深地區作戰。 

（一） 空（機）降作戰： 

所謂空降作戰，乃將戰鬥部隊及其後勤支援，藉由空中運動降落於目

標地區，以遂行戰略或戰術任務之作戰。空（機）降作戰，其特點在於可

超越地障，直接從空中機動運輸，機動距離遠，速度快，同時可大量集中

力量投入作戰地域，比起地面（海上）部隊較易達成進攻的突然性，利於

在關鍵時刻和地區，迅速機動兵力遂行作戰任務；空（機）降亦能做到降

落集中，回收迅速，從而保持極大之活力和突擊力。而國軍特戰旅具備了

空（機）降作戰的能力，可與空軍 C130運輸機及空騎旅搭配實施，以連

、營為單位，對突入我縱深地區之敵，實施空（機）降作戰，以應援各作

戰區遂行防衛作戰，殲滅突入或空降之敵，以確保防衛作戰之成功。 

（二） 游擊作戰： 

當共軍突擊我重要軍事設施或政經中心時，以特種作戰部隊高度的機

動性、隱密性對突入之敵實施游擊作戰，藉有利之地形與敵後戰爭面之掩

護，選定敵重要軍事設施，靈活運用突擊、伏擊、襲擾、破壞等手段，對

敵實施作戰，削弱敵軍戰力，以策應我正規部隊之作戰。 

國軍在「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指導下，遂行的是守勢作戰；

守勢作戰主要是抵抗敵之攻勢，期於我經營之地區內，頓挫敵之行動，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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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敵軍戰力，轉變敵我優劣形勢，相機轉移攻勢而殲滅之。共軍近來不斷

藉軍演來驗證、縮短其登島效程，更精進三棲、多路、立體、超越之作戰

行動，並融入不對稱、關節癱瘓、點穴及超限戰等作戰思維，企圖對我採

武力迫談、武力逼降的軍事犯台。 

特種作戰部隊的特性，如孫子兵法軍爭篇：「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

，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而其在防衛作戰中，扮

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執行特定的任務，其所能發揮的打擊力、機動性都

非常強大，而如與其他兵種相互配合，則特種作戰部隊可謂是一支兵力倍

增器，除可擴大指揮官的戰場視野，增大其部隊彈性及反應能力。 

 

第五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之發展趨勢 

台澎防衛作戰，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之指導，本「止

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的原則，若敵人失去理智，不計代價，強行

進犯。國軍防衛指導的「制空、制海、地面防衛」作戰，雖代表各種階段

的兵力運用但作為卻是同步、無前後之分別。以速戰速決的戰術運用，集

防衛戰力於最大，對敵的戰略基地遂行摧毀與破壞，達成地面防衛任務。

特種作戰各部隊的任務遂行更應在國軍防衛指導下，以先制、快反的主動

作為，優先對敵發起重創，確保防衛作戰的遂行與達成任務。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在台澎防衛作戰中之發展趨勢，可從下列五個方向

探討： 

一、就國家安全需要而言 

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由於編制人數少，便於行動；專業技術精良，熟 

悉地方情況，除了執行台澎防衛作戰反制任務外，亦可以用於制止暴亂和

其他反恐作戰行動，因此就國家的安全需要而言，特種作戰部隊有其不可

或缺的角色。 45 

二、從國家戰略觀點而言 

                                   
45 沈明室主編，《新世紀反恐怖大戰》，前揭書，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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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若擁有一至二個戰略層級以上單位的特種作戰部隊，就可具備對

中共戰略嚇阻的能力。因為特種作戰部隊獨特的偵察能力以及迅速兵力投

射的能力，可以在必要的時候發現或破壞敵方的戰略設施，或是控領某一

戰略要地，也可以對危機迅速作出反應。特種作戰部隊為國防部總預備隊

，初期可擔任後方警戒安全的任務，爾後可視敵情狀況發展，依命令支援

各作戰區遂行反擊任務，或實施戰略性空、機降，以垂直包圍方式，攔截

退卻敵軍或阻止敵軍增援，策應主力作戰。另可主動開闢新戰場或增加某

方面之兵力，以策應主力作戰。 

三、就戰術上的需要而言 

由於現代戰爭日益趨向精準作戰，使得特種作戰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錢尼所說的「特種作戰部隊在維護美國利益免受正規

和非正規威脅方面，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可見特種作戰部隊是一支兼

具戰略與戰術的部隊。小規模的特種作戰部隊，可以運用夜暗、能見度低

等有利時機，投入或預置於戰場，遂行敵後偵蒐、襲擾與佔領區反制作戰

，突擊破壞敵軍指、管、通、情及港口、機場等重要戰略設施與後勤基地

，可威脅敵軍行動打擊敵軍士氣。在共軍登陸之前，可先期確實掌握敵可

能登陸地區，先期扼守重要道路、谷地等地形要點，以阻止敵軍向內地深

入。另外可仿效美軍海豹部隊的做法，實施水上特種作戰，以特戰連於沿

岸漁港協助實施封港作業，並且於各河口地區遂行各項攔阻措施，以防敵

由河口以氣墊船及小型船挺直趨內地，威脅我指揮中樞與後方安全。其次

空騎旅特戰營可以運用空中掩護或敵空優間隙，與夜暗、能見度低等有利

時機，以機降方式迅速接敵，突擊敵軍，以策應主力實施反擊作戰，就戰

術的需要而言，特種作戰部隊仍具有重要的角色。 46 

四、就台灣地形防衛作戰而言 

台灣山地多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河流普遍為東西走向，山地、河

流垂直交錯，使得台灣地形複雜，缺乏進行正規陸戰的條件，卻提供了特

                                   
46 沈明室，《防衛作戰中特戰部隊作戰任務之探討》（桃園：陸軍學術月刊，第 35卷第

404期，民國 88 年4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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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作戰的極佳發展空間。此外，由於中共在台海戰事上握有主動，一旦衝

突升高為軍事對抗時，特種作戰部隊所具快速反應能力，可減少共軍先制

攻擊所造成的損害。因此，運用台灣地形建立特種作戰能量，滿足戰術與

政治上的雙重要求。 47 

五、就獨立指揮體系而言 

1987年美國國會授權通過正式成立其三軍特種作戰司令部（SOCOM） 

。SOCOM 之編組極為重要，因其結合了美國陸、海、空三軍之特種作戰

資源，並責由一位四星上將來指揮，同時並擁有全然獨立之經費與指揮體 

系。美軍特種作戰部隊的運用與歷史性的改革，實殊值國軍參考。 

現今邁向國際化、多元化的台灣，無法避免諸如國際恐怖事件的波

及，基此，反恐特種作戰部隊亦需隨之相繼成立。除了墨守過去捍衛疆土

有責之外，亦需協助政府執行打擊犯罪、反劫持、反劫機、反劫船等之應

急特殊使命，而不再是以單純作戰為目標。國軍特種作戰部隊範疇雖不如

美軍 SOCOM之優渥，但類型功能大致趨於雷同，然若能細心精研其組成

箇中之精髓，予以組織再造重新整合構建一具統合效能之指揮架構，相信 

其特種作戰戰力發揮將無可限量。 

從以上五點分析可以看出國軍特種作戰部隊未來之發展趨勢，國軍之

所以會重視共軍的特攻作戰，主要是因為中共特種部隊為精選之精兵，其

戰鬥技能自不可等閒視之，且其滲透入境前又實施嚴格之融入環境訓練。

面對這些狡詐、剽悍的特種兵，許多狀況或格鬥技能，絕不是一般軍警人

員所能應付。48 研判中共武力犯台，初期必以快速反應部隊，運用各種

戰法對我重要目標，實施突襲。我國軍精實案後，雖已朝精簡、機動力強

、火力旺、武器精良等現代化方向發展，但在「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用

兵指導下，打擊與固守須依作戰階段與時空因素做適當區隔。是以在突襲

狀況下，國軍必須建立一支具有戰略機動、緊急應變、快速反應及立 

即作戰之特戰武力。 

 
47 張建邦《2010 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1998 年），頁 232。 
48 陳東龍，（漢光演習反制中國特攻作戰後備動員優先保障國安建設），today 東森新聞

報，2003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