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防恐意識、減少恐攻衝擊 
               
                     ◎法務部調查局國際事務處專門委員 陳能鏡  
   澳洲智庫「經濟及和平學會」日前發布「2015 年全球恐

怖主義指數」報告，以過去五年（2009 至 2014）恐攻案件

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及財物損失數值，計算每一個國家

的恐攻衝擊指數，滿分 10 分代表恐攻危險性最高的國家。

在 162 個國家中，前五名依序為伊拉克、阿富汗、奈及利亞、

巴基斯坦及敘利亞，我國排名 113 名，指數為 0.153，亞洲

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的指數均為 0，排名為最後的 124 名，

代表最不易受到恐攻威脅的國家，但不代表不會遭遇恐攻；

以科威特為例，列名 123，指數僅為 0.019，但 2015 年 6 月

26 日發生什葉派清真寺爆炸案，一名沙烏地籍自殺炸彈客

搭機赴科威特市，在一座清真寺內引爆身上炸彈，造成 27 人

死亡、127 人受傷的重大慘劇。2001 年「911 事件」後，

在美國領導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但越反越恐，15 年

來恐攻案年年增加，無人敢言誰是 2016 年恐攻受害國新成

員。 

    今伊斯蘭國公開指名臺灣，我政府及人民更不應掉以輕

心。臺灣應防國內政治性孤狼恐攻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

認識敵人是最佳的準備，得以事先規劃防範措施，以及模擬

演練，一旦發生恐攻案，即能從容應變，妥適處理突發狀況。

臺灣相對安全、安定，未聞有任何激進組織，亦無年輕人前

往伊拉克或敘利亞加入聖戰士行列，但不能排除潛在孤狼在

島內存在可能性，其驅動力也許與伊斯蘭教無關，但可能因

政治激進思想而反政府，最後採取暴力手段，攻擊無辜人民，

製造孤狼恐攻案。臺灣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政治高度民主，

人民享有充分宗教自由，不用擔心會有族群或宗教優越主義

為動機的獨狼恐攻案，但要防範個人或政治動機的恐攻案，

特別是近年來因國家認同、兩岸關係、選舉等因素，社會嚴

重分裂，在富有國家驅動恐怖主義的社經因素亦在臺灣浮現，

如移民政策負面評價、對新聞低度信任、高犯罪率、高收入



差異、政府低效能、對教育體系低度信心、年輕人高失業率、

高度城市化、對民主低度信心、社會低度凝聚力、毒品犯罪

普遍化等，容易滋養本土激進分子，一旦受到鼓舞，極可能

發動政治性孤狼恐攻。 

防範恐攻具體作為 

   一、預防措施（一）個人安全：1、非必要，避免前往易

發生恐攻之國家或城市，亦應減少參加大型聚會，特別是西

方人士經常出入處所。2、經常教育家人安全重要性，養成

自我保護習慣；並要求個人及家屬記下火警、交通事故、警

察、救護車等緊急聯絡電話，以及部分同仁手機電話。3、

個人車輛最好停放於車庫內，在外時亦應停在有人看守之停

車場；有司機者， 應嚴守「人不離車」之要求，並養成隨

時關鎖車門及車庫之習慣。4、不隨意拆卸來路不明之包裹

或郵包，如發現可疑，電請警方協助檢查及開封。5、出入

公共場所，隨時注意緊急出口、逃生梯、樓梯間、消防設施

等之位置。甚至心中事先模擬緊急狀況處理程序及逃生方式。

（二）辦公處所安全：1、了解恐攻預警情資，俾以掌控動

向及預作防處。2、發現不明身分人士逗留徘徊辦公處所附

近，應主動查詢對方身分，必要時，告知相關負責人或逕行

聯絡警方處理。3、避免在辦公處所存放易燃、易爆物，並

加強檢查消防設施，保持堪用狀況。4、特殊時期，隨時隨

地留意工友、司機等行止，防範恐怖分子脅迫或收買，致對

我人員或辦公處所展開攻擊。5、加強門禁管制工作，每日

清晨應先檢查辦公大樓及園區，察看是否有不明包裹或可疑

物品。  

   二、處置措施（一）被擄為「人質」因應要點：1、處變

不驚，沉著應變；若可能，以從容態度及沉穩話語安撫恐怖

分子，但千萬不可與之爭辯或責罵對方。2、切記勿與其他

人質（包括同時被擄之家人）交頭接耳或以敵人不懂之語言

溝通。3、順從恐怖分子指令，包括接受渠等給你之食物、

香菸等。4、設法了解所在處所相關位置或設法留下痕跡，

此將有助於警方追蹤下落。5、營救行動進行時，應設法與

恐怖分子保持距離，或儘可能平臥在地、靜止不動，切莫作



突發之動作。（二）遭遇恐攻時因應要點：1、遇爆炸案時，

保持冷靜，立刻就掩護體（如堅固桌面、牆角）臥倒，確實

了解自己所處位置及爆炸現場位置。2、遭遇輕型武器攻擊

時，應立即蹲下或採低姿，減少受攻擊面積。3、如有餘力，

可協助同仁或朋友避難；另個人無徒手戰鬥技能，無需逞強

與恐怖分子嘗試搏鬥。4、如遇濃煙或毒氣時，以濕毛巾或

手巾遮住口鼻，壓低身體，迅速向室外移動。 

    現今人人談「恐」色變，恐怖組織確實達到宣傳與恐嚇

效果，2012 年全球死於兇殺案人數是四十三萬七千餘人，

是 2014 年恐攻案死亡人數的 13 倍。也許我們確實誇大了

恐怖主義的可怕，但恐攻卻是無所不在卻又看不到的敵人，

不能掉以輕心！（轉載清流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