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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 u m  s u m m a  o b s e r v a n t i a ,  t h e  C h i n a  M i n i s t r y  o f  S t a t e  S e c u r i t y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n d  o p e r a t i o n  c o n s i s t s  o f  f i v e  p a r t s  w h i c h  h a v e  d e e p l y  

i n f luenced  C h i n e s e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o p e r a t i o n .  F r o m  cha p te r  one  t o  t h r ee ,  t he  

min i s t ry  named  Min i s t ry  o f  S t a t e  Secu r i t y  i s  u n v e i l e d  i n  t h e  f i e l d s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m a p ,  d u t y - m a p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a c t i v i t i e s  a n d  e t c .  

S e c u n d u m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e s  h a v e  a d o p t e d  h e r e  t o  un cov e r  t h e i r  

e f f i c i e n c y  a n d  s u f f i c i e n c y  o f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e r v i c e ,  a b o u t  w h i c h  m a n y  

c h i n a  s p e c i a l i s t s  h a v e  h a d  n o  c l e a r  i d e a s  f o r  l o n g  t i m e .  

 

Magen i  m omen t i ,  l a s t  t w o  p a r t s  l a u n c h  i n i t i a l  b l u e - p r i n t  t o  s p e c i f y

T a i w a n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a b i l i t y .  N u p e r T a i w a n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e r v i c e  h a s  b e e n  

distrusted in the reason of poor performance . Sapienter, it is a crucial t i m e  t o  

s h a p e  e f f e c t i v e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a n a l y s i s ,  a n d  t o  p r e ven t Taiwan 

f rom r isky environment  improved by China .  Based on the  reason o f  survival ,  

Taiwan in  the pos i t ion of  opponent  agains t  China must  win the  challenge of 

intelligence game both in peacetime, and a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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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從研究中共軍事與國家安全領域中發現，大多數學者、專家專研的項目

大多偏好中共解放軍作戰動向、綜合國家安全動向、黨軍關係以及兩岸軍事

競合等研究題材。台灣學者不偏好研究中共情報這類題材，中國學者對於這

類題材也不研究，反觀美國學者對於中共情報研究著墨甚過台灣與中國。綜

整台灣與中國學者吝於研究中共情報的主因，在於資料取得不易。 

 

不過，美國學者 Nicholas Eftimiades 卻提出一重要觀點，成為情報研究

者推崇的論點，而這論點亦成為發展情報研究的動力。他提到：「情報單位

在一定時間範圍與成效內，去確認、收集、轉譯與分析公開管道的資訊。」

（Nichlas, 1994:6-7）另外，他舉中國國家安全部（以下簡稱國安部）為例，

證明國安部與其他情報機構一樣，重視公開資料。國安部定期蒐集國外公開

資料，並加以分類，而從分類資料中分析他國的領導人特質、政治情況、兵

力結構與武力、科學與科技、經濟狀況與社會因素等等（Nicholas, 1994）。

Eftimiades 的發現，證明情報研究不專屬於情報機關，有心從事情報研究人

員，亦有精湛的研究成果。 

 

因此本研究秉持這中心點，詳細研究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架構為何、任

務為何、如何運作與人員如何招訓等研究面向，作為研究題材。從公開資料

與政府解密資料，系統地整理中共國家安全部相關資料，以了解國安部組織

與運作之真實面貌。最後，提出可解釋模型檢視國安部情報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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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3 年 12 月 20 日至 31 日期間，中共宣佈逮捕幾位從事間諜活動的台

商，羈押台商消息傳回台灣，被捕台商親屬傷心欲絕。台商親屬一方面邀集

相關政府或非政府單位進行援救，另一方面替被捕台商說明未從事間諜活

動，以澄清被捕事由。對台灣民眾而言，台商被中共國家安全部（以下簡稱

國安部）逮捕消息，時有所聞；對於政府能否順利援救被捕台商一事，亦有

定見。回溯新聞歷史發現，台商被國安部逮捕並非第一次，早在 1970 年、

1980 年、1990 年代均發生過類似事件；但是在 2003 年期間，國安部逮捕台

商次數比以往密集，且逮捕之緣由都以「替台灣軍事情報局從事間諜活動」

為主，箇中因由值得探究。國安部基於何種原因逮捕台商、國安部如何運作

國安部成立自今有哪些局處、國安部如何招訓人員等疑問提供研究動機，希

冀藉系統地蒐集資料與研究，做出具貢獻性的結論。 

 

台灣情報研究係以軍事單位、治安單位為主，學術單位研究情報並不多

見。就本研究所知，中央警察大學安全系有教授情報學相關課程；此外台灣

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情報之專書與期刊，而在台灣出版或販售情報研究之書

籍或期刊，卻以翻譯書籍或中國簡體中文書籍為主，可見台灣學界對情報研

究有努力的空間。一般而言，情報被歸類為秘密資料，需要透過非公開手段

方能獲得。其實不然，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李耐國著「軍事情報研究」

書中提到，情報並非侷限於秘密情報，亦包含公開情報，且公開情報是所有

情報之基礎。可見中國與美國學界認同用公開資料從事情報研究，並認為研

究結果具貢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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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動機分為二： 

一、 作為台灣情報單位研究參考文獻。國安部情報能力到底有多少能

耐，從美國情報官員 Nicholas Eftimiades 專書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中可以得知國安部綜合情報能力與對台情報工作是許

多西方國家望塵莫及。希望本研究對台灣情報單位瞭解中共國安

部組織架構、運作方式、人員招訓等層面有所助益。 

二、 發展模型解釋國安部情報優勢。 

三、 以敵為師。發掘國安部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優缺點，作為我國情

報機構改革範本。 

四、 創立情蒐新途徑，作為我國情報機關參考。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資料蒐集 

從 1983 年國安部成立至 2004 年 7 月 31 日止，本研究運用全國博碩士

論文資訊網（國家圖書館提供）、全國館際合作系統（行政院國科會科學技

術資料中心提供）、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國家圖書館提供）、民

族所圖書館與傅斯年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提供）、戰略與國際研究所圖書館

（台灣綜合研究院提供）、遠景基金會檢索資料庫（遠景基金會提供）、立

法院圖書館書目查詢服務（立法院提供）、立法院法制局研究報告查詢服務

（立法院法制局提供）、立法院預算中心研究報告查詢服務（立法院預算中

心提供）、台北市議會圖書館書目查詢服務（台北市議會提供）、淡江大學

覺生圖書館書目館藏服務（淡江大學提供）、政大圖書館書目查詢服務（政

治大學圖書館提供）以及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館藏目錄查詢（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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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提供），台灣學術界尚未有撰寫國安部之專書、期刊以

及論文。 

 

這時期台灣學術界撰寫中共黨政專書中，曾專章或專節提及中共國家安

全部論述之書籍有，「國家安全與情治機關的弔詭」（陳福成，台北：幼獅

出版社，1998 年 07 月）一書「第二篇 英、美、日、中共的情治機關及與我

國的關係」中提到，國安部組織架構與其工作情況，但此書與本研究以國安

部作為研究主題有諸多不同之處，如：國安部如何運作、國安部如何招訓人

員、國安部逮捕台商之緣由等，此書並未提到，且此書非以國安部做為研究

主題；「國家安全與戰略關係」（陳福成，台北：時英出版社，2000 年）一

書第三章第五節「中共國家安全制度」、第六節「各國國家安全制度比較」

提到，中共國家安全部組成架構與職掌、國家安全法基本介紹與該法體系之

優缺點。對於中共國安部運作模式無相關研究，此外這專節研究國安部架構

不夠深入。 

 

另外二本由張殿清所寫的「情報與反情報」（張殿清，台北：時英，

2001 年 11 月）與「間諜與反間諜」（張殿清，台北：時英，2001 年 8 月）

專書，雖內容有情報、諜員等內容與本研究相關，但是這兩本專書大抵上在

敘述情報與反情報的定義、西方國家的情報組織與間諜與反間諜的定義等，

內容並未研究國安部組織架構與其運作模式。是故，本研究著手進行中共國

安部研究，探究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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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研究順利付梓，本研究資料蒐集以【表一】所列資料為主，且文獻

語言以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與德文為主： 

 

第一手資料(Primacy) 第一手的資料指的是，以其原始格式提供資

訊。本研究所持文獻中符合第一手資料有：

檔案、文件、數據、官書。 

第二手資料(Secondary) 第二手資料指的是，資料來源是對第一手資

料提出解釋、批判的成品。本研究所持的文

獻中符合第二手資料的有：專業期刊文章、

專書、譯著。 

書目性工具(Bibliographic Instruments) 書目性工具指的是，能夠將相關資訊加以組

織的工具。本研究所持文獻中符合書目性工

具資料的有：字典、手冊、書目、摘要、電

子索引。 

表一：文獻來源種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 

 

除上列資料為本研究之主要蒐集來源之外，中外報紙亦是本研究主要資

料蒐集來源，尤其撰寫國安部情報優點與缺點之專章，更仰賴中外報紙資

料，從中粹取有價值的資料，以利研究。中國情報研究專家李耐國觀點，

「把分散在大量的、各種各樣的資料和素材中的有利用價值的零散片斷材料

加以提煉，研究其相互關係和作用，提煉出有價值的情報。」（李耐國，

2001：143），依據李氏的論點作為研究資料蒐集指導。 

 

此外，專題電子資料庫也是本研究主要資料收集來源之一，尤其撰寫國

安部編制與執掌專章時，電子資料庫不僅提供最新的人事資料、任務編組動

向與國安部內各局處執掌，並且提供相關研究內容的演變過程，這項功能有

助本研究瞭解國安部組織與運作模式的演化歷程，有助於執掌與編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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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肇因於研究資料來源大多以文獻為主，研究採行質化方法以利研究。質

化研究指的是：「經由非統計程式或其他量化方法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

法。它可以是對人的生活、人們的故事、行為以及組織運作、社會運動或人

際關係的研究。只要是利用質化的程式進行分析，而不論是否用到量化資料 

---。」（徐宗國譯，1997：19）；質化研究中亦有許多研究理論，評估研究

內容後，認為採用「紮根理論研究法」比較適合，更能完整呈獻中共國家安

全部組織全貌，更瞭解國安部羈押台商所持之真正理由。 

 

「紮根理論」係指：「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所得的結果。換言

之，紮根理論是經由系統化的資料蒐集與分析，而發掘、發展，並以暫時驗

證過的理論，因此，資料的蒐集和分析與理論的發展是彼此相關、彼此影響

的。」。（徐宗國譯，1997：25）簡言之，紮根理論所歸納出的研究結果屬

於變動性質，如收集資料有變動則研究結果亦有變動。因此，使用紮根研究

法之資料輸入項是開放性屬性，當然資料來源必須使用相關檢閱文獻工具；

同樣地，使用紮根研究法所研究出的結果（輸出項）亦屬於開放性。運用紮

根研究法進行研究會呈現出研究者邏輯推演影響資料收集，而資料收集會影

響研究結果，而研究結果會影響研究者邏輯推演之反覆循環的研究過程。 

 

透過這種反覆循環之研究過程，對於研究主題能適時地作出修正研究結

果。除具資料開放、結論變動之優異性外，紮根理論研究法的一些程序會迫

使研究者自假定（assumptions）中釋出，進而由老舊資料中建立出新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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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此一方法的創意部分，則表現在研究者有能力把收集到的資料經過概念

化的過程予以命名．．．以及善用比較方法來幫助研究有新發現。（徐宗國

譯，1997） 

 

繼「紮根研究」找出國安部全貌與運作模式後，本研究運用「常態分

佈」量化形式，估算出國安部情報與反情報之效益。本研究以「聯合報」新

聞作為估算依據的資料組，並藉由「離差」中常被使用的統計量「標準差」

（代表符號 σ）估算出資料分散的情況。而「標準差」有「母體標準差」與

「樣本標準差」，限於母體標準差操作不易，且研究母體可能過大。因此，

本研究採「樣本標準差」作為運算公式。經驗算後，畫出「常態分部」鐘形

圖，推估國安部情報與反情報之效益。除「常態分佈」量化形式外，本研究

應用「回歸分析-對數」模式，預測中國貪污情況，並且創立對中國的新情蒐

模式，作為我國情報單位情蒐新途徑。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解決途徑 

相關研究限制雖對本研究不致構成重大研究缺失，但難免影響研究之完

整性；另外，雖這些限制於現階段無法克服，但不代表這些限制永遠無法克

服。綜觀本研究相關專節，本研究有幾點限制會影響研究之真實性： 

 

一、  面談相關從事間諜活動人員。 

       情報資料除公開資料外，亦包含秘密資料。公開資料可謂是情報之骨幹

與血肉，而補充秘密情報可收畫龍點睛之效。而蒐集秘密情報之最佳來源，

是訪談退休情報人員或現職（或現役）情報人員，但基於保護當事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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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訪談需以匿名或化名呈現，這樣一來不僅妨礙學術客觀立場，亦傷害學

術研究公信，難立足於學術界；另一方面，現職或退役情報人員接受訪談之

意願不高。另外，本研究專章探討國安部情報之優缺點，本研究目前無法與

國安部局處幹部聯繫。因此，撰寫此專章只能僅憑書面資料，無法對相關人

員進行訪談。因此，對於國安部情報之優缺點無法完整地呈現，實為本研究

之遺憾。 

 

二、中共國安部官方檔案資料取得不易。 

中共國安部官方檔案取得不易，對於研究內容有些許影響，但不足以影

響研究內容；探索研究資料發現，沒有中共國安部官方檔案對於本研究有下

列影響： 

1. 國安部所提之國家安全政策。 

2. 國安部的國家安全觀。 

3. 國安部實際的運作模式與組織編制。 

無法全面掌握國安部所提國家安全政策，則無法確實瞭解國安部對於國

家安全的定義，若定義無法全面掌握，僅能部分瞭解國安部的國家安全觀。

若僅僅瞭解部分國安部的國家安全觀，則無法瞭解國安部如何促進國家安

全、如何保護國家安全；此外亦無法完全瞭解國安部情蒐模式，不利於我國

情報單位的反情報工作。 

 

三、 撰寫中共情報研究相關書籍之中外學者，不盡然有相關政府部門情

報工作經驗，對於中共國安部瞭解不全然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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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學術界以國安部為主題且公開發行之論文、期刊、專書與報告撰寫

人或編輯，有相關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經驗之作者或編輯約僅美國 Nicholas 

Eftimiades；Nicholas 曾在 CIA 與國務院情報研究所服務逾 10 年，專職從事

東亞情報研究。Nicholas 曾實際造訪中國與台灣，對於兩岸事務有一定的認

識，其專題論文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oming of 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對國安部研究深入，被美國國家情報研究中心選為 1992

年最有學術價值的論文。可見實務經驗能幫助學術研究發展。（Nicolas, 

1992:1-23） 

 

四、中外報紙因為截稿時間或記者負文責等限制因素，難以完整呈現報導

事件。 

如：1998 年 05 月 29 日中國時報焦點新聞記者守寍寍撰寫「中共宣稱

四台商涉間諜案被起訴」，曾報導被捕台商陳紹瑜的年齡為 45 歲；但是該

報同一天卻在相同版面（焦點新聞）「中共指控四台商蒐集情報」刊載，被

捕陳姓台商年齡是 43 歲。（守寍寍，1998；中共指控四台商蒐集情報，

1998）本研究所舉例證，證明報紙刊載內容有些許之處需求證。以上列舉 4

點研究限制對於研究主題雖不影響研究價值，但在這些限制下，僅能呈現部

分研究內容。 

    

五、正確統計數據取得的困難 

      本研究僅能取材於公開資料，但其公信力不如兩岸國安機關所掌握的資

料，也因此由數據發展出的相關結論有些許爭議。例如，美國 National 

Intelligence 官員 John Negroponte 於 2005 年 06 月 12 日接受 AFP 採訪時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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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 美 國 近 十 年 研 究 中 共 國 家 安 全 所 使 用 的 相 關 數 據 連 美 國 情 報 網

(Intelligence Community)也有諸多疏漏。 

第五節    結語 

台灣學術界不盛行情報研究，反倒是政府相關單位熱衷此事。政府單位

願意耕耘情報研究領域，係基於國家整體利益與單位職掌使然，並無發展情

報研究學科研究的意願。此外，台灣情報研究不盛行之另一原因是，研究人

員不易取得政府相關資料，這缺憾容易限制情報研究之發展。台灣國際事務

學者 蘇起博士曾表示：「從事研究工作廿餘年，實在說起，政府取得的資

料比民間多許多，政府資料比較完整；坦白說起，自我進政府單位服務，我

鮮少發表文章，原因在於，政府所蒐集的情報實在比民間多許多。」（蘇

起，美中台三邊關係演講，2004 年 02 月 06 日）蘇起博士論點可以理解，

但是本研究發現無法取政府相關資料對情報研究限制有限。另一方面，本研

究曾面訪 前國家安全會議 副秘書長 鄭文華大使時，發現鄭大使對於政府資

訊優於民間資訊之論點與蘇起博士一致，可見政府資訊對於情報研究具參考

價值。 

 

 

雖然政府資訊足以左右情報研究價值，但是這不意謂沒有政府資訊則無

法從事情報研究。舉例言之，台灣民間智庫運用書報、雜誌與書籍等公開資

料，從事相關議題研究亦獲得重要成果，甚至政府單位作為施政與決策之藍

本或文獻。如：「東亞季刊」、「美歐季刊」與「國防事務評論季刊」等；

中國民間智庫亦是如此，如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彙整世界各國報紙與雜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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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國際戰略與安全形勢評估」，這刊物成為中國國務院高層規劃外交與內

政之參考藍本；由此可見，民間資訊對於情報研究有其價值性。鑑於資料取

得有一定困難度，本研究決以民間資訊為主及政府資訊為輔研究中共國安部

組織、任務、運作模式與人員招訓，藉由文獻分析、檢驗、歸納與比較等研

究方法，一點一滴勾勒出其全貌。 

 

根據本研究蒐集的資料發現，國安部並非中共情報組織之唯一，但是其

重要性堪稱第一，國安部負責捍衛中國國家安全，舉凡政治、經濟、醫療、

社會、宗教、科技、文化甚至教育等領域，均可見國安部蹤影；中國對台政

策亦可見國安部之鑿痕，國安部對台工作以國家主權、台灣內政監控、外交

觀察與諜報工作等為領域為縱軸，以台商在大陸政治態度、經貿投資、刑事

犯罪為橫軸，可見其對台工作之綿密。發人省思的是，媒體與台灣國安單位

關注國安部羈押台商次數與人數之案件，但是台灣學界鮮少發表相關論文，

探討中共國安部組織與運作模式。缺少學界研究論文，限制政府單位理解此

事件。 

 

 

其實從國外情報單位人事編制發現，學者是這些單位的重要資產；美國

中央情報局與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英國 MI5 與 MI6 等情報單位公開資料

顯示，情報單位公開招募學者研究提案，針對相關議題進行研究，此舉措可

謂是對學界研究能力之肯定。相同地，台灣政府也體認出學界對於情報研究

的貢獻，亦招募學界菁英投入情報研究（註 1；註 2；註 3）（國家安全會

議組織法修正草案口頭報告，2003：3；國家安全會議九十三年度工作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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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預算案口頭報告，2003：4）。希冀運用紮根研究理論研究，完整呈現

國安部全貌，運用「常規分佈」研究分析國安部情報績效，應用「回歸分

析 - 對 數 」 研究發展新情蒐模式，以豐富情報研究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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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一節 紮根研究 

因研究資料來源大多以文獻為主，研究採行質化方法為主以利研究。

質化研究中亦有許多研究理論，評估研究內容後，認為採用「紮根理論研

究法」比較適合，更能完整呈獻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全貌與運作模式。

「紮根理論」指的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所得的結果。換言

之，紮根理論是經由系統化的資料蒐集與分析，而發掘、發展，並以暫時

驗證過的理論，因此，資料的蒐集和分析與理論的發展是彼此相關、彼此

影響的。」（徐宗國譯，1997：25）。簡言之，紮根理論所歸出的研究結

果屬於變動性質，如收集資料有變動則研究結果亦有變動。 

 

因此，使用紮根研究法之資料輸入項是開放性屬性，當然資料來源必

須使用相關檢閱文獻工具；同樣地，使用紮根研究法所研究出的研究結果

（輸出項）亦屬於開放性。運用紮根研究法進行研究會呈現出研究者邏輯

推演影響資料收集，而資料收集會影響研究結果，而研究結果會研究者影

響邏輯推演之反覆循環之研究過程。透過這種反覆循環之研究過程，對於

研究主題能適時地作出修正研究結果。除具資料開放、結論變動之優異性

外，紮根理論研究法的一些程序會迫使研究者自假定（assumptions）中釋

放，而能由老舊資料中建立出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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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方法的創意部分，則表現在研究者有能力把收集到的資料經過概

念化的過程予以命名．．．以及善用比較來幫助研究有新發現。（徐宗國

譯，1997） 

 

紮根研究的架構如圖（一）： 

 

 

 

 

 

 

 

 

 

 

圖一：紮根研究之研究架構 

圖表製作：本研究  資料來源：Anselm L. Strauss, Juliet Corbin，徐宗國譯

（19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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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常態分佈 

繼「紮根研究」找出國安部全貌與運作模式後，本研究運用「常態分

佈」量化形式，估算出國安部情報與反情報效益。本研究以「聯合報」新聞

作為估算依據的資料組，並藉由「離差」中常被使用的統計量「標準差」

（代表符號 σ）估算出資料分散的情況。而「標準差」有「母體標準差」與

「樣本標準差」，限於母體標準差操作不易，且研究母體可能過大。因此，

本研究採「樣本標準差」作為運算公式。經驗算後，畫出「常態分部」鐘型

圖，推估國安部情報與反情報效益。 

 

常態分佈又名「鐘型曲線」亦稱「經驗法則」，是由俄國數學家 Chebyshev’s

發展出的一個定律，後世稱為「柴比雪夫定理」。柴比雪夫定理就是，「對任何觀

察值組而言，位於算數平均數加減 K 個標準差範圍內的數值所佔有數值的比例至少

為 1-1/K2」。（王志傑譯，2003：136-137）經過柴比雪夫定理檢證，發展出一鐵則

就是「常態分佈」（經驗法則），此法則定義「對一個對稱的鐘型次數分配，大約

有 68%的觀察值落於平均數加減一個標準差的範圍內；大約有 95%的觀察值落於平

均數加減兩個標準差的範圍內；99.7%的觀察值位於平均數加減三個標準差的範圍

內。」（王志傑譯，136-137） 

 

What is Six Sigma 一書作者 Pete Pande 提到，此種方式就是一種管理系

統，藉由此方法可以瞭解需要改進之處，平時執行某一業務所需的相關成本

等重要資訊。（樂為良譯，2003：25-27）由此可見，常態分佈能評鑑組織效

能、提升組織效益，重要的是能提供管理模式，強化組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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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語 

本研究採「紮根研究」與「常態分佈」研究方法分析中共國安部內部組

織與運作模式。研究國安部內部組織，需涵蓋組織名稱、執掌、負責人與國

安部各局處隸屬關係，因此運用紮根研究法可以精確找出上述重要資訊，並

且可以隨時掌握國安部內部組織狀況，由此看出紮根研究的合適性。研究國

安部運作模式，本研究從「效率」觀點進行此研究，因此採用常態分佈研究

方法分析國安部運作模式。常態分佈是統計工具、屬於量化研究，本研究運

用數據估算可以比其他論文研究，精確地分析研究標的，如此一來才能有方

法的制訂出相關建議，奠定研究價值。 

 

 

 
圖二 對稱的鐘型分配顯示出標準差及平均值之間的關係 

繪圖：本研究 資料來源：Robert D. Mason, Douglas A. Lind& William G. 
Marchal，王志傑譯（2000：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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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國安部職責 

1978 年中共實施「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後，衍生出諸多問

題，嚴重影響中共統治基礎。1982 年中共黨、政、軍高層漸有成立國家安全

部構想（以下簡稱國安部）。1983 年 0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

委員胡喬木（本名胡鼎新）聯合建議成立一個擁有特殊權力的安全部門，負

責處理國家安全和反間諜工作。1983 年 06 月 06 日，國務院總理趙紫陽於中

共第六屆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大）第一次會議中發表工作報告時，提

到有些單位政治思想麻木和敵情觀念薄弱，這情形已發展到令人忍無可忍的

地步；趙氏並提出為了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國務院建請人大批

准成立國家安全部（以下簡稱國安部）。 

 

06 月 26 日趙氏提案獲人大批准通過，07 月 01 日國安部成立，首任部長

為凌雲（註 4）（陳福成，2003：201）（http://www.fas.org/irp/world/china 

/mss/history.htm）（http://jjlt.liful.com/jigou/zhengfu/06.htm）。中共成立國安

部的主要目的是「在複雜的、動盪不安的環境中，進行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

反間諜工作」，所以國安部成立的宗旨為：「領導、管理國家安全和反間諜

工作、保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統一祖國大業」（林弘展，

2000）。研究國安部成立架構，可以進一步瞭解國安部職責。國安部承接中

央調查部間諜與反間諜業務、公安部主管間諜、特務案件的偵察、居留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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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逮捕等職權。（註 5） 

 

在 1983 年 07 月 01 至 1993 年 02 月 22 日期間，國安部無明確執法法

源，造成研究國安部執掌之相關研究人員，無法精確瞭解國安部確實職責。

1993 年 02 月 22 日中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卅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國安法載明國安部職

責。根據國安法第一章總則規定以及蒐集相關中英文參考研究資料中，發現

國安部職責是中共國務院所有行政單位參與層面最廣的單位之一。綜整參考

文獻發現，國安部職責含括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犯罪、醫療、文化、

宗教、軍事、礦源研究、恐怖主義、思想教育、行政管理與革新、國內外情

報與反情報活動、國內外安全環境與情勢分析與監督國內外人政府或非政府

員出入境等範圍。 

 

綜言之，國安部職責是在各領域與階層維護中共國家利益，杜絕相關危

害國家安全之行為。從 1983 年國安部成立宗旨至 2004 年國安部相關行動發

現，國安部職責已從「一宗旨」中心點發展至「六大項目」，擴展為「十大

任務」。以下分別詳述國安部職責演變內容： 

 

一宗旨 

  「領導、管理國家安全和反間諜工作，保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統

一祖國大業」。 

六大項目（林弘展，2003） 

「維護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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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利進行」， 

「反制外國間諜及港、澳、台特務活動」， 

「負責一切涉嫌背叛祖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份子之緝捕工作」， 

「指導協調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團體，實施國家安全教育及反情報」， 

「從事國際情報活動」， 

「主管駐外機構、組織及人員的安全保衛工作」。 

 

十大任務 

中共自鄧小平著手進行改革開放政策後，國安部職責亦隨中共的國家安

全環境變遷而改變，據紐約時報 1991 年 10 月 18 日報導，國安部自 1989 天

安門事件後，權勢日漸坐大。尤其在冷戰結束後國安部漸重視非軍事安全；

資訊時代，重視資訊安全與文化安全；另外，中共在加入 WTO 後，國安部

漸重視經濟安全。而 911 事件後，國安部積極打擊一切恐怖主義活動。研究

發現，國安部歷經後冷戰時期、資訊化時期、全球化時期與 911 事件時期，

國安部主要職責可分類為十大任務： 

「東急西重—加強壓制西藏反抗運動，防止新疆分離運動，注意台灣獨立運

動，整頓港、澳治安與其反情報活動」， 

「整頓金融秩序，杜絕地下經濟，活絡國際經貿，恪守經濟機密，維護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加強經濟立法、完善宏觀調控。」， 

「防止恐怖主義思想傳播，打擊相關政、經、心、軍、社會、金融層面之恐

怖行動，瓦解位於中共國內外與邊境之恐怖組織，加入國際反恐多邊合作

機制穩定中共周邊安全。」， 

「落實 AIDS 防治，強化公共衛生體系，促進衛生安全；發展現代醫學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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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醫學，並創新醫學療法提升國民健康。」，（第 21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1982；李會新、張志煥，1996：291；李會新，1998：373-374；吳淑

煥，1997：82；梁秋麗、趙峪，1998：155-156；王華，2003：811-812；

曾慧燕，2002） 

「抓緊危害國家安全言論與文字聲像出版品、落實國家安全思想教育，提倡

『愛國、守法、真實、文明』觀念，用社會主義精神文明成果充實網絡空

間；監控網路言論，防範國內呼應、國外串連，強化反駭客（黑客）隊

伍，杜絕危害國家安全言論，廣設國家安全聯絡員嚴防網絡洩密。」，

（“Chinese Brace For Infowar Assaults”, 2003；網上諷時政 北師大女生被

捕，2002；彭蕙珍，2004；林弘展，2003）（國務院新聞辦等八部門聯

合部署互聯網有害信息整治工作，2002：71；國家八部門聯合召開整治

互聯網有害信息會議，2002：8；趙春鴻、李湘南，2001：8-11；馬爾

巡、周玉珍，1995：25；王琳，2002：74-75；趙林，2002：23-25；李洪

志，1995：24-27）（第 8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 

「參與『六一 0辦公室』運作，打擊法輪功、香功等宗教組織並查緝基督教

家庭聚會崇拜場合，防範宗教團體顛覆社會秩序。」， 

「研析國際與中共地緣戰略環境，繼續以『不當頭、負責任』原則確保中共

外交利益。」，（尚水利，2000；71-72；王長偉，2002；張聖岱，

2002；林弘展，2003） 

「參與『對台工作小組』運作，注意台灣獨立運動發展，防止內部突變、國

際干預；強化對台反間諜、反情報工作，打擊可疑台商間諜行為；確實掌

握台灣民心狀況、軍心士氣發展，提供中央制訂對台政策依據；有效整合

中共國安體系對台工作資源，強化國安部、國安廳、國安局與國安小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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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情報網絡之橫向與縱向聯繫，增加遣台諜員之質與量。並採內間、反間

與鄉間三管齊下的諜報佈建模式，以期有效掌握台灣政、經、軍、心、文

化、科技等綜合情資；此外，參與『一○六工作辦公室』運作，研究台灣

黨、政、軍及經濟界人士背景，深化對台情資研究能力。」， 

主持「九一九海嘯反間諜辦公室」（以下簡稱九一九辦公室），統合中央戰

略處四室、國防部六辦、國安部六局二處等單位，加強美、日、台等反間

諜工作，規劃十六大城市為反間諜重點區，以應付外國勢力利用大陸門戶

開放，趁隙進行間諜工作。「九一九辦公室」主要五大任務：（一）監督

重點部門對機密文件的保密工作。（二）對國防、經濟、科技等重點項目

的發展情況，實施特別保護。（三）偵察重大的洩密、外傳、失竊案件。

（四）監督外國間諜網和重點部門中，這些接觸機密文件的人員。（五）

對駐大陸的外國機構中，活躍於中共重點部門的外籍人士和中國雇員進行

監督。」，  

「服從中央政法委員會領導，加強國安幹部隊伍反腐與反貪污建設，並採

『自糾』模式，推行勤政廉政運動。」（John, P., 2003；王維旗，1999：

16-17；王亞民，2002：39-40） 

 

研究發現，國安部任務不減反多，參與層面從狹到廣，涉及程度由淺至

深。此外，中共對於國家安全之認知與定義，涵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等

領域。國安部職責雖由原先「一宗旨」、「六大項目」到「十大任務」，但

是其職責轉變具有延續性與擴散性。國安部職責具多元化與綜合性之原因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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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安法與國安法實施細則對於維護國家安全之定義與作法從

寬解釋，衍生國安部職責增加。 

（二） 國安部由國務院與中央政法委員會雙重領導，負責管理與領

導維護國家安全之相關工作，因此國安部除需管理與領導部

內工作外，並且要參與由中央以國家安全維護任務為主之相

關辦公室運作，所以國安部工作必定繁重。 

（三） 中共內外部安全環境改變，外國勢力滲透與內部異議組織蓬

勃發展，國安部認知需提供安全環境，方能維繫國家政權。

因此，國安部主動參與控制安全秩序，所以職責廣泛。 

 

研究國安部職責發現，中共用心維護國家安全與維繫其統治政權，不遺

餘力。另一方面，研究國安部職責發現，中共對於「亂像」之恐懼，已達杯

弓蛇影之境界，這證明中共不相信其國家處於絕對穩定狀態且自認為統治基

礎十分薄弱。 

第二節    國安部組織編制與職掌 

國安部創於 1983 年，首任部長為凌雲，陝北公學畢業（後改制為中國人

民大學）。凌雲原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受總理李先念拔擢，出任國安部部

長。之後因部內外事局主任俞強生（又名俞真三）（俞大維的侄孫，與擔任

中國建設部部長俞正聲為兄弟）投奔美國，並供出金無怠在美情報機構擔任

諜員一事，旋即遭到撤換（註 6）（唐柱國，1997：90-94），任期僅一年十個

月（從 1983 年 07 月至 1985 年 05 月）。凌雲去職後，中共國務院旋即於

1989 年 08 月發佈國安部繼任部長為賈春旺。賈氏不僅學歷出色（北京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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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工程物理系）且工作經驗豐富。 

 

在擔任國安部長之前，賈春旺擔任過共青團書記、北京市委常委海淀區

委書記、北京市委副書記兼紀律檢查委員會書記等法政要職。國安部現存編

制與制度規劃，大多出自賈氏之手。研究發現，賈氏之所以成為擘劃國安部

之重臣的原因有二：（一）在位時間長。直到江澤民規劃他出任公安部長之

前，賈氏擔任國安部長時間有十二年七個月（從 1985 年 08 月至 1998 年 03

月）。（二）工作態度務實，思想敏銳，深受胡耀邦、趙紫陽與江澤民三位

總書記器重。 

 

1998 年 03 月，總書記江澤民將賈氏調往公安部。賈氏被調職原因有三：

（一）強化公安幹部隊伍建設，加強內部反腐與貪污行動。（二）改善治安

環境。（三）加強情報與治安系統溝通。 

 

接繼賈春旺出任公安部長之人選，一度傳出由俱情報工作專長的熊光楷

出任國安部長。但是，中共卻於第九屆人大提名許永躍出任第三任國安部

長。許氏畢業於北京人民公安學校畢業，曾任職北京市公安學校、中國科學

院辦公廳、教育部辦公廳、文化部辦公廳等要職。1983 年起，歷任陳雲政治

秘書、陳雲辦公室主任。1988 年兼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1993 年

許氏出任中共河北省委常委、政法委書記。1994 年 03 月起，許氏擔任中共

河北省委副書記，1995 年 10 月在中共河北省委會議上，當選為省委副書

記、省政法委書記。比較第三任國安部長與首任及第二任部長學經歷可以發

現，許氏無論在學歷與經歷方面，與前兩任有差距，但為何中共人大任命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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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躍擔任國安部長一職。 

 

中共人大任命許氏有重要二點考量：中共自尊奉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以

來，國境門戶開放、資訊流通迅速、民智漸開，人民漸漸敢於集會遊行，表

達言論。中共瞭解民意難犯，但又擔心群眾滋事，於是考量俱處理群眾運動

專長的許永躍擔任部長。許氏曾在人大會議發表處理群眾運動談話，要求各

級領導幹部一定要重視並善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既不能把簡單的問題

複雜化，也不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那種動不動就調集警力來處理人民內

部矛盾的作法是錯誤的。 

 

從北京市民抗議美國炸毀北京駐南斯拉夫大使館一事，可以印證許氏善

於群眾運動。除此之外，人大亦器重許氏對於執法隊伍建設之遠見，希望借

重許氏專長整頓國安部。 

據北京法制日報「安全部整頓落實到整改」文章中轉載，許氏十分重視

國安系統教育整頓一事。本文轉述二則許氏談話內容：（一）「國家安全機

關全體幹部，尤其是各級領導幹部，要不斷提高對教育整頓工作的認識，要

解決好一些領導幹部在隊伍建設方面不願抓、不敢抓和不會抓的問題。」

（二）「在認真拉開自查、自糾活動的同時，要通過案件找問題，通過問題

找原因，然後追責任、訂措施。」。研究分析許永躍專長發現，中共對國安

幹部腐敗、濫權與貪污問題著墨甚多，這反映出國安幹部腐敗對中共國家安

全有一定程度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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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因應改革開放政策直接造成國家安全門戶大開之衝擊，與擴大反

滲透、反破壞、反顛覆與反情報工作。此外，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為

有效因應恐怖主義的威脅，國安部遂將編制擴充至十八個工作局、十一個部

屬企業事業單位、十個直屬機構、部屬學校二所、部屬研究智庫二所、部屬

醫院、圖書館、檔案館各一間等直屬單位。（林弘展，2003；匪諜就在你身

邊，2000；張聖岱，2002）（李會新、張煥志，1996：291；王華，2003：811-

812；李慶華委員質詢稿，立法院公報，第 90 卷第 01 期：404） 國安部除直屬組

織外，亦有眾多外圍組織。國安部承襲中央調查部、公安部、統戰部與國防

科 工 委 部 分 業 務 工 作 ， 國 安 部 可 以 運 用 的 外 圍 組 織 比 較 多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n31399.htm）（Nicolas, 1994:21） 

 

從研究資料發現，國安部常見外圍組織大約可分為八大類，詳述如下： 

（一） 新聞機構類：新華社與中國新聞通訊社。國安部幹員會以記者  

身份作為掩護，從事相關情報工作。 

（二） 各類型交流協會：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交流協 

會、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中國國際人才交 

流協會。國安部常派遣諜員隨團赴國外， 

進行情報活動或招募外國人為其蒐集情資。                  

（ Nicholas, 1994:27-30 ） （ 匪 諜 就 在 你 身

邊，2000） 

（三） 中國國際旅行社：國安部派幹員駐旅行社內，以導遊或司機  

身份作為掩護，監視偵察外來遊客活動。 

尤其針對身份特殊人士，國安部將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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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複 印 彙 整 ， 送 至 國 安 部 建 檔 。                 

（Nicholas, 27-30） 

（四） 國際投資公司：國安部嚴密監控外商企業、規範其發展、落                  

實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以期削弱其政治影響                

力。（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999：                

178-182）  因此中共經濟部大多在其境內有                

國際投資公司成立時，必知會國安部，該部                

隨即安插人選，掩護國安人員赴國外工作。 

（五） 中華貿易公司：國安部從事境外工作之掩護機構。 

（六） 深圳振華大廈：國安部產業，該大廈中的振華賓館不僅是國安                 

部掩護機關，並且提供外派人員住宿。 

（七） 振華公司：國安部專門對外派遣諜員的掩護機關。 

（八） 旅館飯店類：國安部會在其境內常接待外國旅客之旅館飯店，   

裝設高感度攝影與錄音器材，以便監控。如：

1989 年攝錄六四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於北京飯店

與外籍人士用餐畫面。研究資發現，國安部在北

京飯店、崑崙飯店、香山飯店、故宮飯店、長城

飯 店 、 北 京 貴 賓 樓 飯 店 等 均 有 這 些 器 材 。

（Nicholas45-47）另外，國安部轄下國安廳、國

安局與國安小組等單位也發現類似飯店。如：深

圳國安局以深圳林園飯店為據點等。 

 

研究國安部外圍組織發現，其情報工作手法相當細膩。舉凡一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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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旅遊、商務、探親與各類行交流活動，均可見國安部幹員身影。國安部

情報蒐集模式，可謂為「事務性國安」。「事務性國安」的意思是，國安部

對於一般個人或團體，平凡簡單事務與活動，都會派員密切注意。若進一步

發現可用情資，便彙整成輯，送回本部利用。 

 

國安部大約有十八個工作局、十一個部屬企業事業單位、十一個直屬機

構、部屬學校二所、部屬研究智庫二所、部屬醫院、圖書館、檔案館各一間

等直屬單位，現就各單位職掌、編制與主要負責人等情況，大約分述如下；

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國安部些有部分未知研究單位，受限於資料，無法提

供完整資訊，僅能提供研究單位名稱與 2004 年各局處首長的人事背景： 

部長與副部長 

部長一名、副部長六名。部長統籌部內整體業務，副部長負責協助部

長管理與運作部內其他局處工作。（註 7）（Nicholas, 1994:25-26） 

發言人 

國安部設有發言人一職。據 2003 年 10 月 15 日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報導引述，香港大公報 2003 日 10 月 12 日標題為「學界期望中

共中央委員會建立發言人制度」（Academics expect CCP Central Committee 

to institute spokesperson system）報導，證實國安部設有發言人一職，

並參與相關提升新聞簡報能力、發言技巧、辭令技巧、運用心理學技

巧面對媒體等技巧。（“Chinese government training more spokespersons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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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工作局（註 8） 

機要局：局長胡南生。該局設有管理處、機要通訊處與編聽組等單

位，負責密碼通訊業務。（林弘展，2003；匪諜就在你身邊，2000；透

視中共國家安全部，1998；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999：175） 

 

國際情報局（亦稱歐亞地區國際情報局）：局長苗華壽。該局主管歐

洲、美洲、大洋洲、亞洲與非洲等地區情報蒐集任務。（註 9） 

 

政經情報局：局長李自強。該局主管國際政治、經濟與科技等情報蒐

集任務。（林弘展；匪諜就在你身邊；透視中共國家安全部；中共對

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75）根據 Cox Report 記載，國安部蒐集科技

情資之能力十分出色。 

 

台港澳局：局長蔡大任，副局長候職德、汪哲生。該局主管台港澳地

區諜報活動工作。該局十分重視台灣情報蒐集工作，該局每天上午大

約十點鐘開始嚴密監控台灣內部媒體所報導的大小事。舉凡台灣政

治、經濟、民生與社會動態等趨勢，彙編成冊，並且立即研判有關政

治、軍事及經濟等三大類資訊，以作為每天下午三點三十分，由國安

部總部舉行之內部信息報告的主要內容之一；此外，該局善於運用反

間、鄉間與內間等派遣諜員模式，對台進行情報蒐集。如：發生曾昭

文、陳穗瓊、黃正安等共諜案，足以證明該局台情蒐獨特能力。（透

視中共國家安全部；Nichola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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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分析通報局：局長馬積生。該局主管情報分析通報、情蒐指導與

情報研究。（註 10）（林弘展；匪諜就在你身邊；透視中共國家安

全部；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75；Nicholas, 22-23） 

 

反間諜偵察局：局長李智忠，副局長孫繼昌。該局主管外國或敵國諜

員之偵察、偵察與逮捕等任務。如：2003 年 01 月 31 日，中國時報

引述亞洲週刊報導，中共破獲北韓間諜組織一案，即是該局主導，該

局主管國際關係研究所相關業務。（林弘展；匪諜就在你身邊） 

 

反間諜情報局：局長張泰臣。該局主管反間諜情報蒐集。研究發現，

該局與反間諜偵察局（以下簡稱偵察局）工作內容不相同。該局負責

招募與吸收反情報幹員，並且訓練幹員滲透外國情報組織蒐集情報。

不同於情報局，偵察局工作任務大多承襲公安部偵察境內諜員活動業

務，對特務有拘留預審與逮捕等職權。（林弘展；匪諜就在你身邊；

透視中共國家安全部； Nicholas, 22-23） 

 

後勤局：局長劉植偵。該局主要負責國安部後勤補給業務。該局後勤

業務分為糧食管理、汽車集用場、補給、印刷所、住宿管理與圖書館

服務等業務。（Nicholas, 21） 

 

對內保防偵察局：局長孫城家。該局主管涉外單位之防諜、境內反動

組織和監控外國機構。業務分為人事保防偵察與設施保防偵察。（林

弘展；匪諜就在你身邊；透視中共國家安全部；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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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概論，175；Nicholas, 21-23） 

 

對外保防偵察局：局長畢顯聲。該局主管駐外機關人員及留學生的監

控，以及境外反動組織活動偵察。（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

175） 據法制日報報導，2000 年國安部大約派遣百餘名幹員，滲透約

五十七個團體進行保防偵察活動。此外，研究發現該局在業務工作方

面擁有極大自主性，舉凡可疑人士無論身份為何，大多放手執行任

務。如：中央社於 2001 年 05 月 01 日引述紐約時報報導，證明國安部

對外保防偵察工作權力漸漸膨脹。 

 

情報資料中心：局長諶取榮。該局下轄資料中心、信息中心與系統處

等單位。研究發現，該局主管文書情報蒐集與整理業務、儲存與分類

各項反間情報資料以及負責監控網路言論。（林弘展；中共對台工作

組織體系概論，175；李洪志，1995：24-27） 另外，據 Intelligence 

Online 在 2003 年 12 月 12 日報導透露，該局派遣吳錫中負責（音譯）

（Wu Shizhong）成立中國資訊科技安全認證中心（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Center, CNITSEC）負責政府部門網路安全。（林

弘展；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75；“Chinese Brace For Infowar 

Assault”, 2003） 

 

社會調查局：局長毛國華。該局主管社團聯繫和民意調查等一般性社

會調查工作。研究發現，該局與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進行業務合作，

並發現毛局長在此所擔任研究員，研判極有可能以此身份作為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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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弘展；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75） 

（http://www.wforum.com/wef/messages/2907.html.） 

 

技偵科技局：局長何德全。該局主管技偵器材之研發與管理等業務。

研究發現，何局長專長信息安全，曾任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信息化

領導小組專家成員與國家 863 計劃專項研究專家組組長等要職。

（http://infosec.sjtu.edu.cn/xyjj/szjs.htm.）（林弘展；中共對台工作組

織體系概論，175）由研究發現可以推斷，國安部十分重視信息安全，

並且瞭解信息可謂中共國家安全的主要衝擊之一。 

 

技術偵察局：局長江金和。該局主管廣播、郵電與海關等反間偵察工

作。（註 11）（林弘展） 

 

綜合情報分析局：局長姜殿銘，副局長余克禮。姜氏訪台次數頻繁，

常運用新華社記者、光明日報副總編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長身份，作為掩護。余副局長亦訪台次數頻繁，大多用中國社會科學

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身份，作為掩護。該局主管情報分析通報、情蒐

指導、情報研究與分析等。（林弘展） 

 

影像情報局：局長何德全。該局主管各國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影像情

報工作及衛星偵照判讀等工作。（林弘展） 

 



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與運作模式之研究                                                          第三章   研究結果 
  
 

 32

兩化企業局（或稱兩化業務局）：局長傅廷照，企業司司長陳全生。

該局主管「社會化與職業化」兩化業務，並且管理部屬事業單位。研

究發現，該單位以市場研究與制訂企業發展策略見長。（林弘展；中

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論，175；陳全生，1996：44-45） 

 

反恐局：局長李偉，深受黨政高層重視。李氏不僅身兼中國現代國際

關係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並且兼任國家反恐辦副主任。瞭解

李氏職務可以發現，中共重視恐怖主義危害中國社會穩定團結的負面

影響，所以不僅指定國安部擔任反恐執行單位，更是安排國安部重要

幹部納入國家反恐決策機關，以其有效控制恐怖主義活動，維護中國

穩定。 

 

國安部習慣用數字編碼簡化各局處單位稱呼，如台、港、澳局歸類為第

四局、反間諜偵察局歸類為第八局、綜合情報分析局歸類為第十五局等。依

據研究文獻可以看出，各類文獻對於國安部各工作局處代號呈現不一，由此

可見，從事國安部的研究人員，對於國安部簡稱瞭解有限。雖各類文獻對於

國安部局處簡稱記載內容不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各類文獻對於各局處全

名與職掌之記載，大多相同。 

 

研究國安部直屬十八工作局職掌，有幾點重要發現： 

（一）國安部重視反間諜工作。舉凡反間諜情報、幹員訓練、吸收反

間、內外部保防與偵察等反間諜工作，國安部十七工作局就有

六局處負責反間諜工作。可見國安部十分重視反間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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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安部重視反情報工作。國安部成立宗旨就以反情報為主要任

務，國安部歷經多次任務調整，均可見反情報工作蹤影。以國

安部六大工作項目為例，其中反情報工作就有兩項；另外，國

安部負責統籌中央級「九一九辦公室」並列舉反情報五大任

務，可看出國安部重視反情報工作之程度。 

 

（三）國安部情報資料來源以公開資料為主，諜員機密資料為輔。公

開資料作為長期觀察一國或組織行為思想的重要參考資料，並

提供給中央做為政策制訂之參考。秘密資料作為短期反應一國

或組織突發性行為之反制行動依據。 

 

（四）國安部重視台港澳地區情報、反情報與間諜、反間諜等工作。

國安部大多以「洲」為情報工作劃分單位，唯獨台港澳地區國

安部以「地區」為工作單位。據中共國安法第四條第一至五項

法條可以推論，國安部認為這些地區充滿國際間諜與其組織，

並認為這些人與單位對其國家安全之影響可謂重中之重。 

 

（五）研究各局首長學經歷背景發現，國安部大多招募高學歷且具技

術性官員。 

 

（六）美國九一一事件後，國安部始重視恐怖主義與恐怖活動的發

展，不僅設立執行單位更成立研究中心，這也證明中國深受恐



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與運作模式之研究                                                          第三章   研究結果 
  
 

 34

怖主義之毒，但卻沒有完整的「反恐血清」。 

 

國安部直屬機構 

辦公廳：主任劉兆慶，副主任王建，處長張長友。該單位屬國安部長與副

部長幕僚單位，協助國安部長與副部長協調部內工作任務，並且與其他部

委協調工作業務。（Nicholas, 1994:19） 該單位下轄法制辦公室，專門研究

法條與法律救濟途徑等法律議題。（劉志剛，2002：56） 

 

政治部：主任樊守志。該部下轄國安影視中心。該中心常運用電視劇做為

國家安全教育宣導之主要手法；此外，選取拍攝材料大多偏向敵後人員的

工作情況，對於主官的描述極少，這種作法不僅能提升基層工作士氣，並

且讓民眾喜歡國安部。（曉飛，1999） 

 

幹部部：局長邱桂攀。負責重要幹部人事管理、作業。 

 

部紀委：書記於洪葆（于洪葆）。曾任十五屆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委員與

第 十 屆 全 國 政 協 代 表 。 （ http://www.legaldaily.com.cn/gb/content/2000-

09/30/content_6150.htm） 

 

拘留所：研究發現，國安部依國安法第六條規定，可行使拘留職權。所以

部內設有拘留所，以供羈押疑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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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部黨校：中共中央黨校在各部委機關均設有分校，國安部也設有分

校。研究發現，中共中央黨校設立分校的目的在於，協助落實中央黨校之

若干決定。 

 

普法辦公室：此機關負責普及法律常識，提高中共公民與部內同仁的法律

意識，負責宣傳與制訂教材落實法令教育。 

 

教育培訓部：部長田正祥。負責國安部新進人員培訓與幹部在職進修事務。 

 

監察審計局：局長武廣慈。該局負責行政監督與經濟活動監督等任務。 

 

綜合計畫局：局長朱江。該局負責編列經費與推動執行專案。 

 

行政管理局：局長朱國錦。轄下西苑管理處（國務院各部門後勤工作先進個

人名單，1998），管理國安部硬體建築設施之使用與安全。 

 

老幹部局：局長霍生福。該局處理退休幹部相關事宜，並負責監管退休幹

部動向。 

 

國安部直屬企業 

研究發現國安部直屬企業單位涵蓋地產、石化、電子、物流、貿易

等領域，約計有：北京燕山大酒店、遠東集團、中國振華進出口公司、

福州鑫達貿易有限公司、廈門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西雙版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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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公司、香港華潤集團和超確貿易公司、新光進出口公司、天龍公司、

賦維投資公司、邦貿總公司等企業，為其直屬企業單位。不過自 1998 年

起中共明令規定，法政機關必須停止一切經商活動。研究發現，國安部

已於 1999 年配合這項重大決策。（堅决貫徹落實中央重大决策 中央政

法機關率先與企業脫鈎，1999：34） 

 

國安部直屬學校 

北京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郭惠民教授。該院成立於 1965 年，在文革時期

曾一度關閉，文革結束後，在 1978 年復校。（Nicholas, 1994:19） 該院緊

鄰頤和園，分為大學部與研究生部（僅有碩士班）。大學部有英文、日

文、管理、法律、國政、國經等科系；研究生部有國際關係、國際政治、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世界經濟、通信與資訊系

統與應用化學等科系，其中通信與應化這兩科系學制為三年，其餘則兩

年。（http://www.uir.edu.cn/2004gglabc.htm） 研究發現，該學院碩士班生

每次大約招生員額約 120 名，學員費用大多國家支付，其中僅 10 名為自費

生。此校招募學員流程嚴謹，高度強調學生政治思想與對國家的忠誠度。

另外，考生需通過體檢，方能報考。 

 

研究「關于國際關係學院 2004 年招收攻讀碩士學位研究生報名、考試工

作 安 排 的 通 知 」 文 件 發 現 ， 該 院 招 募 學 員 標 準 有 四 點 ：

（http://www.uir.edu.cn/2004gg.htm） 

（一） 必須為黨員或共青團團員。 

（二） 必須忠誠擁護共產黨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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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及主要社會關係歷史清楚，無重大問題。 

（四） 良好外語能力。 

（五） 健康體魄。 

該校對於國家安全人才培訓與招募流程，值得借鏡參考。 

 

蘇州江南社會學院： 

            該校設有國際關係系、國際政治系、行政管理系、信息工程系等科

系，另設有政治理論教研室、公共教研室、法學教研室、科研處、專業

基礎教研室與計算機教研室等研究單位。（陸俊元，1999：19；夏寧，

1999：24；劉廷友，1999：38；楊燴榮，1999：58；唐安國、陳洪

良，1998：12；） 

 

國安部直屬智庫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改制）：此院簡稱

現代院，是國安部極為重要的直屬智庫。（註 12）院長陸忠偉黑龍江大

學日語系畢業後進入現代院，從事日本經濟問題研究。副院長牛新春。

研究發現，該院設立亞非研究所目前所長與副所長由李紹先與刀書林博

士擔任，歐洲研究所由馮仲平擔任所長，美國研究所由傅夢孜擔任所

長，危機管理與對策研究中心由楊明傑出掌主任一職而該中心下設立國

際部，由翟坤中擔任主任；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由李紹先兼任主任，戰略

研究中心由林利民出掌主任一職，經濟安全研究中心由江涌出掌副主任

一職，東北亞研究室主任由楊伯江出掌主任一職，全球化研究中心由張

運成出掌副主任一職，反恐研究中心由李偉出掌主任一職。（高祖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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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2；牛新春，2003：35；翟昆，2003：37；李志林，2003：38；

陶堅、陳鳳英、趙宏圖等，2003：40；楊明杰，2003：09；孫曉青、孫

春玲，2003：28；邱桂榮，2003：30；馮仲平、林利民、傅夢孜等，

2003：32；孫渤，2003：25；王在邦、李紹先、馮仲平等，2003：41；

陸忠偉，，2002：09；張欣，2002：63；何希泉、許濤、李榮等，

2002：46；）現代院由現代所升格時間較短，對於院內單位僅知幾個重

點單位。現代院定期出版「現代國際關係」刊物，張敏謙任主編，文章

大多刊載中國重要學者對於國際局勢之心得與觀點，此期刊能具體反映

中共高層的國際觀。 

 

研究發現，該院研究單位編制規劃，大致可分為兩類：（一）地緣

政治類。如：美國研究所、歐洲研究所與亞非研究所等。（二）熱點議

題類。如：反恐怖研究中心與危機管理與對策研究中心等。該院職級編

制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與特約研究員等。研究人員平均

學歷為博士學位，由此可見該單位素質佳。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俞新天，副所長汪小澍、楊潔勉。該所設有

美國、歐洲、日本、俄羅斯、中東、南亞、亞太與國際戰略研究中心等

研究單位。研究發現，該所不僅作為智庫單位，也是教學單位，對外招

募研究生；研究發現，比較特殊的入學條件有二點：（一）必須擁護共

產黨領導。（二）需身體健康檢查。可見該所招募研究生審慎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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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部直屬醫院 

國安部機關醫院：研究發現，該醫院工作大約有病理臨床研究、非部內

人員病患看診、部內工作人員身體健康檢查與看診等；此外據法輪功組

織透露，該醫院提供國安部幹員作為審訊異議份子與矯正國安部幹員異

常行為場所。研究發現，該醫院並未加入北京市藥品監督管理局監督機

制，因此對於介紹機關醫院之資料不多。 

國安部檔案室 

    檔案室：國安部基於國家安全保密或管理上的特殊需要，單獨設立此單

位。該館負責國安部部分與全部檔案，在行政管理上受國安部直接領

導，但在業務上則受國家檔案行政管理部門的監督與指導。 

 

國安部未知單位：841 研究所、3 所、通訊指揮中心、計財裝備部、行政學

院、研製和提供軍火武器(包括指揮､偵察通訊裝備)之研究單位、機關服

務中心、組織宣傳部（註 13）、浙江第二人民警察武裝學校與人事局等單

位，鮮少公開其相關資訊，僅能提供單位名稱，以證明其確實存在。 

 

國安部組織架構體系龐大，編制從司、處、局、中心、小組與研究所

等，從這些單位屬性，大致可分為四大類： 

（一）行動單位。如：十八個工作局可分類為行動單位。行動單位大多

屬於情報蒐集、偵訊、拘捕等偵察蒐集任務。 

 

（二）輔助單位。如：辦公廳、監察審計局等。輔助單位大多屬於後勤

管理單位，協助部本部處理財政、人事、教育訓練與法制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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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工作。 

 

（三）研究單位。這類型單位鮮少曝光，大約瞭解研發支援相關行動單

位所需之偵訊、通訊與情蒐等工具。 

 

（四）任務單位。國安部為配合時事議題或中央執政規劃等需求，會責

令部內相關單位，成立專案小組，與其他單位聯繫合作，以利任

務完成。如：六一 0 辦公室、一 0 六辦公室、九一九辦公室等。 

因此，研究國安部相關局處執掌發現，國安部職權不斷擴張，舉凡政

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領域，該部均有專職單位負責。甚至宗教、社會犯

罪與企業規劃等領域，國安部也設有專職單位負責。研究發現並推斷，國安

部對於中共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踐後，對於維護國家安全之相關作為更加保

守，且極度憂心足以威脅其統治地位與國家安全的內外部勢力，可見中共中

央在國家安全工作上對於國安部的高標準要求。 

第三節    國安部情報模式的優點 

國安部是中共唯一對外公開承認的情報單位。中共創立國安部之初衷，

是以反情報工作為主、蒐集情報為輔。內部保密調查為主、外部保安為輔。國

安部歷經國內外政經等環境變遷後，比較過往，其情報工作模式有所變革。研

究發現，國安部對於國家安全的認知與其他安全單位不一樣，並且對於使用

維護國家安全的途徑與方法也不一樣。 

首先，國安部將國家安全定義加以分類，如：國家政治安全、國家軍事

安全、國家科技安全、國家金融安全、國家經濟安全、國家宗教安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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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國家通訊安全（含網路）以及全球化下的國家安全等類型。（胡聯

合、胡銘，1999：33-38；網上諷時政 北師大女生被捕，2002；王長偉，

2002） 綜言之，國安部認為，國家安全就是保衛中共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

社會主義制度、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利進行。（第 1 條至第

3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Michael, D. S, 2000:274-279） 由此可知，

國安部對於中共國家安全的定義很廣泛。 

國安部將情報工作放在建設國家安全工作的首要工作。國安部的情報工

作分類大致如下： 

 

情報：情報的意思即是，「預先或早知道的關於某種情況的消息，它包

括某種情況的資訊、報告和資料等等。」（張殿清，2001：03-04）；與

「知敵情、報上官。」 

國安部情報工作有四大特點： 

（一）先知。（二）知敵。（三）知天。（四）知地。 

 

反情報：反情報的意思即是，「反制或破壞敵對國家、組織或個人對其

安全的任何破壞行為」。國安部反情報工作有一特點：知己。研究發

現，國安部十分重視內部保防工作，並認為最佳的反情報工作就是從內

部清查著手。（李運溥情報網 成功滲入中共軍方，2004） 

 

據國安部情報工作分類，可以架構其情報工作模型如下：研究模型 01 發

現，國安部透過知己、知天、知地與知己等方式，形成先知。而國安部情報

工作—「先知」的主軸在於「知彼」。知天、知地、知己與先知等都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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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打基礎。並透過先知的過程反餽知彼。換言之，從模型 01 可以看

出。其後，先知反餽知彼修正維護國家安全的情報工作。 

 

 

 

 

                           知天                        

 

 

                                            

     

 

 

                                  知己 

                         知地                           

 

 

模型 01：國安部情報工作模型。資料來源：本研究。 

 

若模型 01 實為國安部情報工作模型，則研究發現，國安部情報工作以

「知」為出發點；而這出發點也是其情報工作的優點，其優點分述如下： 

 
 

國家安全 
 
 

 

先 
 
 
 
 
 
 
 
 
 

知 

知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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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01 架構下之工作優點有： 

（一） 確保己方確知、盡知、先知。 

（二） 致使彼方誤知、不知、晚知。 

（三） 確保己方知變。 

（四） 不使彼方知騙。 

研究發現，國安部情報工作方法可用模型 02-1、02-2、02-3、02-4、02-5

表示： 

模型 02-1 

 

 

 

 

模型 02-2 

 

 

 

 

模型 02-3 

 
 

 

 

 

 

 

知天 

知 

 

彼 

知地 
知 

 

彼 

知彼 

知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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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02-4 

 
 

 

 

 

模型 02-5 

 
 
 

 

 

說明：                 為代理人；                為專職幹部。 

模型 02-1、02-2、02-3、02-4、02-5：國安部情報工作方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 

 

模型 02 架構下之方法優點： 

（一）打「實釘」佈「虛線」。研究發現，國安部不僅重視科技情

報，亦十分重視人力情報（HUMINT），認為這類型情報往往

能解決突發狀況，確保國家安定。（Nicholas,1994:27-28）國

安部訓練專職幹部為諜員，運用專職幹部吸收代理人從事情報

工作，以瞭解己方與彼方。此外，國安部不喜以「情報網」方

法從事諜報工作，這一點值得相關研究人員注意。研究發現，

國安部不喜好運用「情報網」的理由有三點：1.專職幹部容易

曝光。2.散置專職幹部被捕風險。3.方便棄置代理人。 

知彼 

知 

 

彼 

知己 

知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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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互辯證，求確知、達盡知。研究發現，國安部對於同一件情

蒐目標，會採取多重方法、多重情報線，獲取情報。這方法可

以儘速查證，不確實或突發性情資。適合國安部妥善處理偶發

性危機事件。 

 

國安部處理法輪功事件、李運溥台諜案、遠華案等國安案件，證明情報

工作模式優點。（于泓，2003；丁紹虎，2003；張和平、張奇志、鄔煥慶，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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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為各部委行政合作關係；                  為情報蒐集、偵察、預審與羈押；         為群眾提

供線索。 

模型 03：國安部與各部委反情報與情報工作方法—「蜂窩式結構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

知 

 

己 

B 部會 

A 部會 C 部會 

F 部會 

E 部會 

D 部會 

群眾 E 

群眾 A 
群眾 C 

群眾 D 

群眾 B 

群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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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03—「蜂窩式結構法」：研究發現，國安部於「知己」層面的情報

與反情報工作，是與各部委機關合作並發展出「蜂窩式結構」的情蒐方法。

研究發現，國安部採用模型 03 方法的理由： 

（一） 強化反情報工作。各國於中共實行改革開放政策後，派遣其情

報組織紛踏至中國運用高科技方法進行情蒐。中共為杜絕洩露國

家機密，統籌各部委人力與物力，採用蜂窩式結構法進行反情報

工作。如：1996 年台灣總統李登輝公開提出「啞彈」說，國安部

為展現其實力立即運用此法查出反間—總後勤軍械部長劉連昆少

將、大校邵正宗，並立即將他們處死。2004 年台灣總統陳水扁提

出「496 飛彈說」，國安部運用此法立即抓到 21 位台灣諜員，並

進一步逮捕空軍少將劉廣智、呂家書、李鎖林等人。暫不論上述

兩岸之偵結及處置是否得宜，然已證明其表演之實力令人驚憾。

至於是否為冤案或錯案，則尚待研究觀察。 

 

（二） 全民情報。研究發現，國安部運用此法，順利建立全民情報

網，以進行反情報工作。總言之，國安部善於利用群眾（含公務

員、非公務員、本地人、外國人）進行反情報工作。 

 

（三） 修正情報工作。透過各部委合作與人民協助方式，避免如法輪

功、學運事件與西藏抗暴事件等突發性事件發生，處理不及，影

響政經社會秩序，破壞穩定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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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模型 01、02-1、02-2、02-3、02-4 與 02-5 發現，國安部反情報工作比

情報工作出色，這點也正反映出，中共內部確實存在「有密難保論」一說。 

第四節    國安部情報效益 

學界研究從事情報研究大多呈現以種方向：（一）介紹收集情報的方

式；（二）闡述情報工作的意義；（三）介紹情報工作的範圍；（四）講述

知名諜員軼事等，以著者本身經驗作為直撰述內容，甚至憑己見分析一情報

機關工作效益，非以數理公算模式呈現，本研究認為此種方式於學界難有公

信，對於樹立情報研究走向學術化亦無助益。 

 

本研究嘗試用「常態分佈」統計公式，精確瞭解國安部情報效益，符合

孫子「先知者，不取鬼神、不象於事、不驗於度。」情報科學化的精神。本

研究採用「常態分佈」統計公式基於三種原因：（一）計算常態分佈需求出

「樣本中每個觀察值」、「樣本平均數」、「樣本中觀察值總個數」，在求

出上述三種數值後，再以「樣本標準差」試算，有過程清楚、數值精確之優

點；（二）繪出常態分佈圖，常態分佈除了有數值外亦可繪出圖形，透過繪

出的圖形可以迅速瞭解計算標的之優缺；（三）制訂相關計畫，常態分佈的

數值與圖形，方便管理者制訂相關計畫，以便維持或改革工作效益。 

 

計算標準差分「母體標準差」與「樣本標準差」，考量母體數量過大，

計算工程繁浩，所以本研究採用「樣本標準差」計算模式，進行「常態分

佈」統計計算。本研究樣本來源以「聯合報」新聞資料庫為主，原因在於這

資料庫有：（一）有專責單位從事中共研究；（二）中共資料蒐集完備等優



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與運作模式之研究                                                          第三章   研究結果 
  
 

 49

點，所以採用這資料庫。本研究的樣本是以一年為一單位，看一年破獲與佈

建多少情報案，以計算出國安部情報效益，在計算出效益後再以繪圖輔助瞭

解國安部有何改進或可以繼續維持之處。 

 

現以 1987 年國安部成立之時，計算至 2004 年四月底止為樣本範圍，如

表（二）： 

 

時間（年）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破獲、佈建情報案（件） 4 0 1 2 4 1 1 1 0 

 

時間（年）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破獲、佈建情報案（件） 0 2 3 2 0 4 1 2 3 

 

表（二）中共國家安全部從 1987 年至 2004 年 04 月底，每年破獲與佈建情報案件數 

資料來源：聯合報電子資料庫 

本研究採用「樣本標準差」公式計算「常態分佈」，使用樣本準差公式

需求出「樣本中每個觀察值」、「樣本平均數」、「樣本中觀察值總個數」

三個值，這三個值符合分別為樣本中每個觀察值（ X ）、樣本平均數

（ ）、樣本中觀察值總個數（n）。 

計算出 X、 、n 之後就可採用樣本標準差公式：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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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樣本標準差算式過程： 

∵在所例舉出年份當中，有出現 0 的觀察值 ∴有以下兩種不同結果： 

α.包含 0 的個數： 

n=18，  =31÷18 1.722≒ ，S 1.406≒  

當 P=0 時的機率為： 

13.5%÷1406×316 3.034%≒ ，50%-34%=16% 16%-3.034%=12.966%

（P=0 的機率）

 
 

圖（二）包含 0 的個數之常態分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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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包含 0 的個數： 

n=14， =31÷14 2.214≒ ，S 1.188≒  

13.5%÷1188×1026 11.659%≒ ，50%-34%=16% 

16%-11.659%=4.341%（Q=0 的機率） 

 

 

 

圖（三）不包含 0 的個數之常態分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樣本 α、β反映出兩種不同樣本標準差值，但是從數值結果發現，兩種不

同樣本卻產生出相同常態分佈圖形，正足以證明常態分佈永遠都呈現「鐘型

圖」的鐵則。從圖（二）、（三）中發現均有負值，換言之在一定的範圍以

X

34%34%

13.5% 13.5% 

2.5% 2.5%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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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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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破獲與佈建情報案效率是 0。 

在 α 樣本數與圖（二）中有 12.966%是無破案與佈建件數；相反地，這

徒勞無功的效益，反變成是其他國家的有所斬獲的效益，這研究結果值得我

國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注意。另一方面，在 β 樣本數與圖（三）中有 4.341%是

無破案與佈建件數，但可以看出國安部破獲與情報佈建案效率之高，這種研

究結果值得中共國安部人員注意。 

 

綜合 α、β樣本數與圖（二）、圖（三）常態分佈圖得出以下重要結論： 

一、 國安部平均每年在破獲與情報佈建案件數約達 2 件。 

二、 國安部在 α樣本下破案與佈建件數為 0 件約機率佔 12.966%。 

三、 國安部在 β樣本下破案與佈建件數為 0 件約機率佔 4.341%。 

四、 國安部在 α 與 β 樣本下最高破案與佈建件數為 4.5 件的機率達

2.5%。 

 

從四點重要結論發現，得出以下研究心得： 

（一） 國安部破獲與情報佈建效率佳，值得我國國安單位參改。 

（二） 國安部運作屬維持基本效率，僅 2.5%機率有最佳效益表現，可

看出國安部無心完全對其他情報組織趕盡殺絕。 

（三） 國安部有心操作破案與佈建件數為 0 的情形；也就是說，國安

部運作效益具彈性，熟知其他情報組織活動情形，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決定有無破獲與佈建情報之相關作為。 

（四） 僅有 2.5%機率國安部願意趕盡殺絕。研究發現，這情形以對台

情報與反情報居多數，尤其以中共高官替台灣情報機構蒐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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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台灣情報機構特別蒐集中共重要黨政與軍事情報時，國安

部會有此表現。這研究結果證明兩岸情報戰之激況。 

（五） 國安部雖然運作效益佳，但是仍有二成機率無法完全發揮效

益。值得注意的是，這無法發揮效益的兩成是其他情報組織的

情蒐機會。 

 

透過「常態分佈」計算後，可以清楚知道國安部的優缺點，本研究發現

「常態分佈」與 S.W.O.T.分析法同樣精確，但常態分佈具備數值精確、圖形

明確等特性，建議有心從事戰略研究或情報研究者，不妨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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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我啟示 

第一節    強化反情報工作 

       反情報工作包含反情報活動與反間諜活動，這工作主要目的在於強化一

國對於資訊保密的防範能力。反情報活動就是，「針對別的國家、地區和勢力

範圍的非法情報活動而採取的各種相應的防範、檢測和打擊等措施，以保守己

方的秘密和維護自身的利益的防禦活動。」（張殿清，2001：105）；反間諜

活動就是，「反間諜是防範、發現和破獲所進行的竊取情報、顛覆、破壞等活

動的工作，即間諜偵查間諜、間諜清除間諜的工作。」（張殿清，225）。中

共國安部在反情報工作績效卓越，英美等情報機關亦推崇國安部反情報工作

成效，連前蘇聯 KGB 高層曾指責其情報機關招募中國諜員與政府要員成效

不彰，可見中共國安部反情報工作之成效。（Nicholas, 1994:33） 

 

中共國安部反情報工作成功要素歸功於： 

（一）官民合作，深入國家基層結構。國安部運用民間代理人負責反情報

工作的前端作業、彙整情資；國安部協同能行使偵查權之相關機

關，進行「反情報聯合作戰」。 

 

（二）任務編組，整合行政資源。中共政法委員會著手整合反情報工作之

相關行政單位、統一調度行政資源，此舉打破「一人一把號」的官

僚作風，另外從（表二）數據證實，國安部參與任務編組後，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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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工作績效明顯改善，這一點值得我情報機關學習。 

（三）國家利益至上說，深植各界。國安部影視中心年定期制訂有關保密

防諜的連續劇，教育民眾為國保密的重要性，因此大多數民眾尊敬

國安部；中國其他行政、立法、司法等機關亦尊重國安部職權，在

行政、立法、司法等職權上有所讓步，因此民眾與其他機關官員十

分尊重國安部，認為該部為中立機關。 

 

反觀從中國國民黨團 劉政鴻委員在「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三一

○號 委員提案第四八七六號」（以下簡稱四八七六號案）清楚說明我國情治

單位處境。四八七六號案案由提到，「情報工作之特殊性，若不將其法制

化，極易造成濫權。」（立法院關係文書，委員提案四八六七號；163）；

此外該案提到，情報工作需有中立、公開與比例等三原則。從四八七六號案

可以看出，我國政治高層認為情報機關僅維護執政當局的利益、非全民的利

益。參考中共國安法與國安法實施細則發現，這兩法律文獻十分凸顯國家利

益至上論點，民眾與其他行政官員紛紛瞭解反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國安

部人員從事反情報工作所面臨的政治阻擾比較小，這一點值得我借鏡學習。 

 

（四）導正錯誤的績效管理思維。研究發現，我國情報機關常以「績效」

概念來管理反情報工作，如：國安局 黃磊副局長在「立法院第五屆

第五會期法制、司法、國防三委員會第一次聯席會」提報「國家安

全情報統合辦法」一案中提到：「為落實國家安全情報工作之執行

及強化與各情治機關之聯繫功能，有效提升情報質量，國家安全局

應定期評鑑各情治機關執行國家安全情報工作狀況，對績效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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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時鼓勵士氣；---。」（立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法制、司法、國

防三委員會第一次聯席會議記錄，第 93 卷：98） 

 

我國情報機關，應知道國安部對於情報工作績效的概念、深入瞭解反情

報工作的思維。研究發現，中共國安部以「事態嚴重」觀點詮釋反情報工作

的「績效」思維，評估洩密傷害國家利益程度，而非僅著重逮捕諜員人數。

從（圖二）與（圖三）瞭解，中共國安部認為「績效管理管理是手段非目

的，是一種提升績效的一切作為手段，並不是施行論功行賞的依據目的。」 

總言之，中共國安部認為情報員就是情報員，我國安局認為情報原是業務

員，本研究認為這即將到來的危機值得我情報單位注意。 

第二節    創立「腐底抽蕾」情蒐模式 

中國貪污情形嚴重，是為我國情蒐佳境。1926 年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反貪

污文獻「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份子的通告」中記載，中國共產黨貪污腐化

的現象，至共黨建國後出現「三反」運動（反貪污、反浪費、反官僚）其貪

污情況日益猖獗，至 2004 年由湖南省委副秘書長唐東平成立「新世紀中國懲

治和預防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為止，中國貪污的情形從未歇止。柏林透明

組織在 2003 年全球貪污報告（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2003）提到：「中國

反貪污組織不獨立、深受高層影響。」（Xiaobo Lu, 2004:132） 研究發現，貪

污正腐蝕中國政權，擴大其政權破口；破口成為我國情報機關的關鍵入口。 

國際透明組織發表 2003 年全球貪污報告（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2003）與 2004 年全球貪污報告（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2004）深度比較各

國貪污情況，並創立收賄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賄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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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Bribe Payers Index, BPI）豎立貪污研究公信。CPI 指數是運用世界銀行

（the World Bank）、洛桑管理學院（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Lausanne）、PricewaterhouseCoopers、香港政經危機諮詢社（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in Hong Kong ） 、 經 濟 學 人 情 資 所 （ the 

Economist Unit）、哥倫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蓋洛普民調公司

（Gallup International）等機構所提供的數據混合演算出來，並且將列入貪污

評比的國家加以排名。 

 

2003 年與 2004 年全球貪污報告分別載入 2002 年、2003 年的 CPI 值，

（圖四）為 2002 年、2003 年中國與其他國家 CPI 比較與回歸分析預測圖。 

CPI 採十級分方式計算，數值 10 代表最清廉、數值 0 代表貪污嚴重。

研究發現，俄羅斯與中國貪污情況嚴重，美國與澳洲最清廉，如運用對數研

究發現，中國貪污情況更趨嚴重，此種情況值得我國情報單位注意並加以妥

善運用。因此本研究創立「腐底抽蕾」情蒐模式，這模式可運用在 CPI 值

低於 5 的國家。「腐底抽蕾」情蒐模式適用於 CPI 值低於 5 的國家，其理由

在於 CPI 值低於 5 的國家通常其反貪污工作成效不彰，容易增長貪污氣焰，

所以本研究認為「腐底抽蕾」情蒐模式十分適用於對中國情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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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02 年、2003 年中國與其他國家 CPI 比較與回歸分析預測圖。 

繪圖：本研究。資料來源：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2003, 2004 

 

2002 年「中國問題報告書：新世紀中國面臨的嚴重挑戰」分析，中國民

間與政府要員貪污的動向多達十二種，有「貪污金額大」、「夕陽現象」

（晚節不保）、「貪污年輕化」、「沽名釣譽型」、「夫唱婦隨型」、「貪

污集體化」、「樓房蓋起來，幹部倒下去」、「貪污聲色化」、「想要富，

動幹部」、「貪污基層化」、「迷信肥豬理論」等，這些動向看出中國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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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亟為猖獗。（金鑫、徐曉萍，2002：18-30） 從在中國十二種貪污動向

中，其中以「肥豬理論」與「想要富，動幹部」這兩種最能說明「腐底抽

蕾」情蒐模式有利於我情報工作。據「半月談」報導，中國許多民眾面臨鄉

鎮幹部換屆選舉時，深切瞭解現任領導很腐敗，但是卻極度不願意換掉他之

理由在於村民深信「肥豬理論」。這理論的意思是，若選出新領導就如同揀

選出一隻瘦豬，又需要養肥一隻豬的過程；若原領導留任，養豬負擔比較

輕。（金鑫、徐曉萍，32） 

 

另一方面，中國「想要富，動幹部」的貪污動向，正說明中國「捐官鬻

職」的盛況。據「檢察日報」報導長治地區盛傳一句順口溜：「五千塊錢站

站隊，一萬塊錢上上會，最少兩萬才到位」。（金鑫、徐曉萍，25），這句話

顯示出中國政治「錢」與「權」的微妙關係。因此「肥豬理論」與「想要

富，動幹部」的「錢、權」微妙關係，正創立我情報機關情蒐之途徑。依

（圖四）中國 CPI 數值與其對數預測發現，中國於 2004 年與 2005 年時，其

CPI 數值仍會持續下降，換言之，中國貪污情況更加嚴重，這時期中國所面

臨的逆境，可是我國情報機關的順境。 

 

本研究創立「腐底抽蕾」情蒐模式內容有「一」、「二」、「三」模

式，就是「單一對口、兩種帳號、第三地居留」。「單一對口」意思是，摒

棄佈建情報網模式，學習國安部佈建情報線，順利與中國情蒐工作接軌，確

保情資不外洩；「兩種帳號」意思是，給予中國反間兩種情蒐酬勞，一份屬

於正常性酬勞，這類型酬勞計算公式要符合中國給薪水準，研究發現，我給

予中國反間人員的酬庸高於中國敘薪水準，所以長期以來國安部反情報單位



中共國家安全部組織與運作模式之研究                                                      第四章   對我的啟示 
  
 

 60

只需查可疑幹部帳戶金錢出入，即可輕鬆地重創我諜報組織。另一份酬勞屬

於特定酬勞，這類型酬勞需我國金融機構協助，作法就是我情報機關代替中

國反間人員將其特定酬勞存入台灣約定帳戶，由我情報機關與財政機關共同

管理，由監察機關監督，以確保中國反間人員在失事後可以順利取款。 

 

「第三地居留」意思是，我國情報機關負責營救中國反間人員並協同外

交機關安排至第三地居留。營救反間人員可以減少中國殺雞儆猴的機會，如

此一來可以化解我情報機關吸收中國反間人員面臨的阻力，重要的是，可以

降低策動反間的金錢成本，因此「腐底抽蕾」情蒐模式可以說是對中國進行

情蒐的新途徑。 

第三節    厚植智庫情報能力 

中共國安部善用智庫作為蒐集、分析與整合情報的運作模式，值得我情

報單位學習，尤其最近隸屬國安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之智庫，其原

單位與研究人員職等紛紛升格，這更突顯出國安部仰賴智庫在情報的搜、

整、研、判之功能。何謂智庫？其實對「智庫」這名詞很難有清楚的定義，

本研究援用 Donald E. Abelson 一書 American Think-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對智庫的解釋，Donald 認為智庫是獨立、非營利的組織，並且這組織

結合許多不同研究領域的專才（Donald, E.A., 1996:3）；值得一提地，Donald

認為智庫的研究成果能影響國家政策；其他學者如：Diane Stone、Andrew 

Denham、Mark Garnett 等人與 Donald 對智庫的定義亦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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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Stone、Andrew Denham 與 Mark Garnett 合編 Think tanks across 

nations 一書，清楚指出：「智庫對政治家或官僚體系提供整合、蒐集與創

造訊息產品。」（Diane, S., Andrew, D. &Mark, G., 1998:3）由 Diane 等人

觀點可以證明，國安部瞭解智庫的目的、通曉智庫的功能。國安部常用智

庫名義舉辦人員交流訪問、研討會、政府機關參訪等學術性活動，彙整有

利情資。一般而言，智庫大多受政府委託進行某一議題研究，國安部運用

智庫人員交流訪問以瞭解其他智庫之委託研究案，藉此瞭解分析委託者所

面臨的問題與挑戰，並對從事某議題研究人員，製作人物誌，藉此掌握研

究議題與研究人員的動向。例如：2001 年現代院派員參加國民黨智庫舉行

「兩岸關係圓桌論壇」，針對美國布希政府之對華政策與對台政策與台灣

學者交換意見。（王銘義，2001） 

 

另一方面，智庫會針對某主題舉辦研討會，而會議通常分為問題討論與

心得分享。國安部經常委託現代院舉行相關議題之研討會，瞭解某一議題的

解決方法或未來挑戰。例如：2001 年現代院針對「中美撞機事件」舉辦座談

會，從飛行器意外事件剖析美國對亞洲的關心程度以及中國在亞洲的實力，

而座談會成員之一的現代院研究員俞曉秋指出，判斷美國的戰略重心，主要

是看美國把哪個國家當成主要敵人。（宋秉忠，2001） 由此可以看出現代院

學者對於議題與政策的影響力，此外現代院常跨部會或替其他單位舉行座談

會，分享研究心得與擴大問題討論基礎。 

 

除了透過問題討論方式，國安部也善於運用智庫情報能力針對其他國家

分析其國力。國安部直屬智庫現代院曾在 2000 年 09 月份時針對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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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法、英、中等七國評估各國綜合國力，這份報告指出美國國力位居

第一，而中國國力敬陪末座，（註 14）（七強國力排名 中共自評居末，

2000） 暫且不論這份報告之真實性，但可以證明國安部善用智庫透過各種公

開形式活動廣泛收集與分析他國各項情報之專業能力，而這種充分信任與厚

植智庫情報能力、分析專才的作法值得我國情報單位參考。 

 

厚植智庫的情報能力不止限於收集與分析的探討，製造情報也屬於厚植

情報能力探討的課題。研究發現，國安部善於運用智庫製造情報，透露相關

訊息，使他國明白中國對某議題的觀點。譬如：前總統 李登輝提出兩國論

後，中共便透過智庫闡述如面臨台灣主權改變現狀之應有態度與作為。（註

15）（孫揚明，1999）中共此種運用智庫交流形式，製造情報給彼方，讓彼

方明瞭中共對此議題的立場，這一方式亦值得我情報單位參考。 

 

相較於中共智庫情報能力，我國智庫之情報能力仍有相當的進步空間。

長期以來，我國智庫一直面臨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不僅困擾智庫發展，嚴

重的是也一直阻礙國家成長。國民黨執政時期，相當倚賴智庫情報能力與專

業分析，但是仍面臨私人工具化、政黨化的質疑；此外當時政府欲運用智庫

收集與分析情報，但面臨智庫左拿右推半抵制的情形。智庫希望政府給予資

料與經費的援助，但政府如需智庫扮演情報收集與分析的角色，智庫往往嚴

拒，並希望政府不要干涉學術單位運作。 

 

同樣地，民進黨執政時期，亦相當倚賴智庫專業能力，但是這時期的政

府對智庫的態度有差異，民進黨政府倚賴自己成立的智庫而非前期政府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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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庫，縱使某智庫屬於國家單位，民進黨政府仍堅持倚賴自己的智庫，對

其他智庫存有疑慮，這行為不利於整體情報發展。 

 

情報收集與分析需要經驗豐富的智庫，此外如何定義何者為重要或敏感

情報也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有些情報簡單明瞭，有些情報表面上看來無關緊

要，但是經過適當分析、整合與重組後，可能暴露出更重要的情報核心。

（反情報與保防工作應有之作為，237 期） 民進黨政府對智庫持「棄舊立

新」之態度，等同於棄置訓練精良的智庫、採用訓練不齊的智庫，此態度需

要檢討與修正。而國安部領導智庫之作為，對厚植我國智庫情報能力，具有

一定程度的啟迪。 

第四節    多元徵才管道 

人民戰爭思維足以詮釋國安部整體招募行動。此部招募對象不分中國人

或外國人，國安部僅在中國招募情報人員。Nicholas 研究發現國安部僅在中

國地區進行情報人員招募的原因有二：（一）確保國安部幹員有安全的招

募環境，不被國外反情報組織干擾，（二）國安部幹員可用人身自由要脅

受募對象提供情報合作。（Nicholas, 1994:57-58） 

 

從招募人員之國籍區分，國安部招募人員分為，外籍中國人、外籍外國

人、本籍中國人與華僑等四類，而這前述人員均在中國本地進行招募工作。

根據前述四類國籍，國安部依照職業類別篩選優先招募對象，其中以外國外

交官、學者、記者與商人為優先招募對象。研究發現，國安部常用「救中

國」愛國主義思想，喚起上述四類從業人員參與情報工作，此外再用家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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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身自由與金錢利益等非常態手段強化參與情報工作的忠貞度。

（Nicholas, 59-61） 值得注意地，近年來針對身份特殊人士，運用涉及不法

聲色場之把柄並威脅協助國安部從事情報工作的情形，漸漸普遍。（丁渝

洲，2004：160） 

 

國安部依照職業類別最優先招募對象是海外學者，Nicholas 表示國安部

最優先招募學者從事情報工作有二主要理由：（一）學者具有獨到見解，

對國安部具有重大貢獻，（二）學者可以接近政治高層，進一步吸收政治

菁英共同參與情報工作，建立情報共犯結構。（Nicholas, 59） 除此之外，

國安部認為能獲得外國相關專業知識，有利於中國發展。而外籍記者是位居

國安部優先招募的第二順位，國安部偏好在其境內招募定居中國的外籍記

者，這作法可以避免被國外反間組織察覺，並且進一步偵察中共自身黨、

政、軍要員有無洩漏重要機密。 

 

研究發現，國安部徵才種類分為情報人員與情報分析人員。前者從事情

報蒐集之動態活動，人才來源遍及各種行業（難民亦在其招募行列）、各種

學科與各種社會階層，後者從事情報分析與整合之靜態活動，人才來自國安

部直屬學校與智庫。國安部徵才管道雖偏重軍事、政治與國際政治等法政領

域，但商業與工業情報也是該部長期重視的重要領域。Philip Mason Childs

在其著作「世界警察 CIA」表示，蒐集商業情報對於國安部來說，不是一件

新鮮事；國安部成立一年後，已注意到工商業間諜活動的重要性，因此同年

成立訓練學校，培訓掌握工商業間諜活動的情報人員。（新新聞編譯中心，

1996: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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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部聘用情報人員的時程可區分長期情報人員（以下簡稱長期人員）

與短期情報人員（以下簡稱短期人員）。國安部稱長期人員為「沈底魚」，

此類人員分二階段篩選，對象為旅居海外且具專業背景的中國人士，而這些

人不到最後一刻不會暴露身份。（Nicholas, 1994:61-62）；而針對招募短期

人員一事，國安部比較青睞留學生，國安部大多採用換取留學生家屬在中國

境內人身安全，迫使留學生從事情報活動。研究發現，國安部多元徵才的原

則有三：（一）善用任何可能機會結交具有影響力或未來具有影響力的特

定人士，（二）挑選擁有長期深入滲透目標環境（Target Environment）的

特定人士，（Nicholas, 62-63）（三）善用地主優勢，大多在其境內招募特

定人士，避開外國反間組織偵察、免祛該部幹員失事風險，這三原則可供

我國情治單位參考。 

 

此外，國安部聘用情報分析人員以長期培養、深度觀察為原則。招募情

報分析人員來源大多以國安部直屬學校的碩士班以上學歷人員為主，這些人

大多經過嚴格的身家調查、對共產黨的向心力強、俱專業知識等要項，才有

機會進入國安部或國安部直屬智庫從事情報分析工作。國安部招募情報分析

人員與情報人員的管道與手法，值得我國安單位參考，其中以情報分析人員

這招募項目，更加值得我國注意。進入我國安單位服務約有參加國安局特

考、軍情局特考、調查局特考與警察大學入學考等四個管道，其中以國安局

特考、軍情局特考與警察大學安全系（所）等牽涉情報工作與情報分析工作

人員招募，但與國安部招募管道相較，凸顯我國安單位人才招募制度僵化，

國家安全面臨考驗。（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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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語 

Nicolas 警告，國安部未來是一個俱侵略性質的情報組織，西方國家應

針妥善保護經濟情報與監控非法科技情報移轉等；此外 Nicolas 也表示今後

國安部在中國朝向經濟與軍事現代化發展中扮演極為吃重的角色。為有效掌

握中共黨、政、軍發展，我國安單位需正視這項警訊，徹底改進與強化我情

報工作品質與效能。前國安局長丁渝洲先生於「丁渝洲回憶錄」書中提到：

「情報工作的真實情況和一般所了解的有很大出入---一個情報工作者會面臨

不同的挑戰，有甘有苦，完全不同於一般軍人或是公務人員。所以情報人員

的素質要求相當高，因為他們所從事的都是個別工作而非群體性的，所以徵

選、訓練乃至於運用，都要比其他職業來得更嚴謹。」（丁渝洲，2004：148） 

 

近年來，國安部情報工作與反情報工作效益倍增，值得我國安單位注

意，尤其我國面臨政黨輪替政治改變，更凸顯出失衡的兩岸情報力。前國安

局長丁渝洲指出：「兩岸間長期激烈的情報戰，雙方難免都會有人被對方吸

收。依軍情局經驗，我們蒐集情報的手段很多，但是敵人內部建立的情報網

所的的，通常才是重要的情報」，但是「當台獨意識逐漸抬頭後，吸收工作

相對困難，因為中共內部贊成台灣獨立者極少，因而對情報工作造成了困

擾，影響敵後情報工作開展。」（丁渝洲，160） 

 

同時，前國安局長丁渝洲先生也表示：「中共國安部於一九八三年成立，

主要任務就是打擊我們敵後武力及情報人員」，（丁渝洲，147）「如果沒有

做好大陸情報工作，台灣就會有生存上的潛在威脅。」（丁渝洲，154）；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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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間〉篇提到：「---不知敵之情者，不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

也，分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孫子，間篇）因此，為求我情報人員工作安全，我國安單位改革動作，應

是刻不容緩，為保護台灣國家安全而言，需我國安單位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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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心得 

當初挑選中共國家安全部作為學位論文研究題材時，同學與老師基於關

心畢業進度之由，紛紛建議另選題材以期順利完成學位論文。不過經過指導

老師丘立岡博士鼓勵下，逐漸掌握研究國安部之主軸，至今研究也順利完

成。本研究內容採用量化「標準差」與質化「紮根研究」兩研究方法，針對

研究主題進行整理、篩選、整合、分析、演算、再整理等方式，蒐集與驗正

參考資料，因此論文內容更迭頻繁；再加上指導老師與其他協助論文進行的

施子中老師、張洋培老師、張中勇老師等人要求文字精簡扼要，所以與本所

動則要求二百、三百頁之論文內容相較，顯得單薄許多，但內容卻毫不遜

色。 

 

本論文對於國安部組織成立之動機、組織架構、人事動向、任務內容等描

述極為詳盡，獲得長期待在國安單位任職之師長們稱許。另外，本研究嘗試運

用量化分析方式，演算粗估數值，分析國安部情報與反情報工作效益，更贏得

所上師長稱許。另一方面，本論文之英文版全文提供予 NATO 之 Infomaci Center 

v Praze 相關人員，紛紛對本論文表示興趣。 

  

這幾年來用盡一切可用資源投入國安部研究，發現該部從初期單純保密

工作已發展至掌握中國全盤情報工作，其中演變過程裡所呈現的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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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工作任務、國安部組織架構等現象，值得我國安單位參考；除此之外，

前述現象亦反映本研究心得—我國安單位應認真考慮組織與人員教育改革。

前國安局長丁渝洲先生表示，我國情治單位工作人員水準高、素質齊，都是

社會菁英，也具備相當好的專業素質與執行力。但是可惜的是，由於缺乏持

續性、有計畫性及有效果的教育體系，導致他日升任高階主管卻仍停留基層

思維的窘境，缺乏宏觀眼光與思考能力（丁渝洲，2004：310），面對兩岸

漸漸失衡的情報力，我國安單位之窘境可謂是雪上加霜。 

 

國安部強大的情報力不僅令台灣國安單位坐立不安，更令美國、俄國與

日本等情報強國如坐針氈。Nicolas 引述美國 FBI 反情報幹員私下談話提

到，國安部對美國的機密科技情蒐工作已嚴重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Nicholas, 1994:71） 軍事專家平可夫也撰文指出，國安部對台滲透工作，

幾乎可以左右台灣社會秩序穩定。（平可夫，1995：64-65） Philip Mason 

Childs 更直指國安部已透過技術通訊攔截方式大幅提升情蒐能力，其中運用

香港這地點針對台灣地區進行諜報活動已超越其他國家，（新新聞編譯中

心，1996:251-253）美國參議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在其回憶錄 Living 

History 指 出 ， 「 中 國 官 員 消 息 靈 通 的 程 度 令 人 吃 驚 」 （ Hillary, R.C., 

Woman’s Rights are Human’s Rights, 2003）透過這些專家見解，清楚地詮釋

本研究對於國安部驚人情報力與反情報力的研究發現。 

 

管子曾提到情報工作要能掌握三原則：（一）明於機數，（二）知遍

天下，（三）早知為妙（張曉軍編，2003：143-144）；另一方面，前國安

局長丁渝洲先生表示，我國蒐集情報的位階，以國家層級為主、舉凡涉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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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軍事、外交、經濟、科技等也是情蒐範圍，針對大陸整體國力、強點及

弱點、對我的策略都是情蒐的範圍（丁渝洲，2004：155）；此外 Richard 

K. Betts 在 Foreign Affairs 2002 年一、二月份雙月刊撰寫 Fixing Intelligence

提到，「這是一件殘酷的事實，即使是最佳的情報系統仍會有最壞的成

果」。（Richard, K.B., Fixing Intelligence, 2004） 前述專家學者的見解可以

說明國安部的發展與情報運作方向的趨勢，另外針對自身缺失所展開的自糾

行動，更是展現國安部務實治理的一面。 

 

回顧國安部成立初衷，係針對打擊中國日益嚴重的洩密行動，這問題不

僅中共前總理趙紫陽抱怨，連胡耀邦亦怒斥：「我們在這裡說的一切，兩天

後在日本報紙上可以看到，還有什麼機密，還有什麼秘密可言？」（新新聞

編譯中心，1996：248），但是經過國安部多年努力，中共洩密事件日益減

少，甚至讓美國與俄羅斯等情報強國折服其反情報能力。而國安部發展至

今，其行政範疇不僅上銜國務院、下接各省國安小組，且關心議題不分範

疇，尤其特殊的情治結合體制，讓中國能專心從事經濟建設，所以國安部是

捍衛中國利益、維護中國秩序、促成中國團結的主力機構，貢獻良多。 

 

值得關心的是，國安部未來發展為何？未來的工作重點為何？本研究認

為，未來國安部發展動向仍以國內反情報為主、國外情報為輔，其理由有

四：（一）有密難保論仍甚囂塵上，（二）台諜活動持續加溫，（三）異

議份子日漸敢言，（四）網民串連蔚為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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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安部未來工作會以蒐集外國知識為主，其中又以機密管制科

技、技術等足以協助中共突破自身科技限制之知識，更是情蒐重心。國安部

未來工作的重心凸顯出，中共善用情報進行政府施政規劃的用心，這一點值

得我國學習。 

第二節    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著重國安部組織與其運作模式之研究，其中，組織偏重單位職掌

研究，而運作模式亦僅研究情報與反情報，比較偏重人力情報研究，而科技

情報之研究次之。除此之外，本研究對國安部如何進行諜報工作之研究，亦

著墨不多；而上述幾點研究題材，可供未來有志從事國安部研究人員參考。

本研究認為，今後中共經濟發展蓬勃，國家預算足、購買力強、研發經費充

裕，國安部情蒐模式會逐漸朝向科技情蒐；另一方面，未來中國與鄰國、美

國互動會出現既合作又鬥爭的畸形關係，所以中共會更加重視諜報工作，蒐

集預警情報，維護中國利益；這些情況研究，值得有志從事國安部研究人員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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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解 

1. 台灣立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 法制委員會第六次全體委員會議「國家安全

會議組織法修正草案口頭報告」文件發現國家安全會議沒有研究單位之

設置，這份文件第三頁「本會議目前組織編制，設有秘書長一人、副秘

書長三人、諮詢委員五至七人，以下轄秘書處，惟缺乏研究單位之設

置」。 

2. 國家安全會議為因應未來局勢挑戰，於台灣立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國

家安全會議九十三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口頭報告」第參之二點

「甄選研究人員」項目載明招募日期、員額、需求人力素質以及甄選方

法。 

3. 國安會 2003 年 7 月招募研究人員分副研究員與助理研究員等二級，分析

聘用人才背景，文職研究人員佔多數，其中文職人才來源以學界為主，

以台灣政大東亞所、台大政研所、政大外交所、淡江戰略所與留學歸國

學人為主。 

4. 據 1983 年 06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六屆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由李先

念總理任命公安部副部長凌雲，擔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凌雲擔任

國安部長未及兩年時間因轄下外事局主任俞真三叛逃美國事件被高層撤

換。 

5. 1983 年 09 月 02 日中共第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通過關於國家安全機關職權的決定。 

6. 金無怠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因英文程度佳被中共高層在國共內戰時

期推薦與美方斡旋。不久之後爆發韓戰，美國情報部門亟需中共情報，

金無怠就憑中翻英專長，順利進入美國中情局，之後又屢見奇功如願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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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情局總部擔任「資深中文專家」，左右華府對中國政策數年。 

7. 截至 2004 年 7 月 30 日止，中共國安部長為許永躍，副部長為牛平、耿

惠昌、邱進、余放、詹永傑與丁人林。 

8. 受限於蒐集資料因素，各局處單位職掌、主官與副官名稱，本研究以許

永躍部長任內為探討主題。 

9. 苗華壽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所長身份作為掩護，苗氏專長

東歐研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 

10. 馬積生以西北政法學院副院長身份作為掩護。 

11. 江金和 1964 畢業於江蘇省常州高中。 

12. 約在 2004 年 03 月時，中共國安部中擴編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為中國

現代國際關係學院，因資料取得不易，無法得知院內編制與人事，本研

究僅能提供擴編前相關編制與人事資料。 

13. 以前曾出現過，但未見近期資料，且組織工作與幹部部重疊。因此，組

織宣傳部是否仍存在，須待查。 

14. 現代院報告記載美國國力居七國之首；日本居次，綜合國力值約等於美

國的六成；法、英、德三國國力相當，僅美國的一半；俄羅斯國力僅佔

美國四成，中共國力居七國之末，約僅佔美國的四分之一。 

15. 中共為使台灣瞭解兩國論提出後的嚴重性，特別安排中共有關對台的四

大系統重要人士與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政大國關

中心）研究員舉行座談會。根據聯合報轉載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報告，內

容詳載中共界定台獨的定義與面臨台獨的應有作為。 

16. 長期以來，我國安單位重視情報人員招募工作但忽視情報分析人員招募

工作，使得我國對於重大事件掌握無法立即做出正確判斷與有效分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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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資源，本研究認為這缺失終有一天會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而危機從

2004 年 07 月 13 日發生「中國十七名大陸人士來台集體失蹤」一事證實

本研究的預判。07 月 13 日發生集體失蹤事件，而 07 月 20 日至 08 月底

適逢我國進行漢光 20 號演習，這事件引起社會大眾極大震撼，尤其主管

情報之政府機關無法在第一時間判斷集體事件屬「治安事件」或「間諜

事件」，更招致傳媒嚴詞批判。

（http://www.udn.com/2004/7/21/NEWS/NATIONAL/NATS1/2142202.shtml

） 

當政府對此案限於膠著情況時，當時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一名主管本案部

分業務之三線一星警官主動向本研究詢問這起失蹤事件到底屬於「治安

事件」還是「間諜事件」？本研究提出長期研究中共情報活動研究心

得，協助警官掌握這事件整體發展：漢光 20 號演習重點項目「幻象機起

降、補給保養、戰力評鑑」與「三軍聯合密集火力展示」，前述演習項

目展現武器硬體、軟體與人力素質等重要資訊，按常理言之，這的確可

能構成「十七名失蹤大陸人士可能涉及非法從事漢光演習戰情情蒐行

動」之嫌（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jul/21/today-

fo2.htm），的確使我情治單位高度重視此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縱使

有重要情資高懸在上，我方也應注意這十七名人士有無能力擷取重要情

資？ 

本研究對承辦警官提到，漢光 20 號演習的情資需使用高感度監偵儀器方

能達成情蒐任務，非一般人員僅靠憑文字、口語或密碼等低階情蒐模式

即可完成。而漢光 20 號演習裡有關武器系統相關參數、火炮射擊動向、

戰場與後勤之指管通情電等運作模式，更須仰賴高科技監偵系統，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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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針對漢光演習情蒐任務，因此若僅用低階人力技術進行高科技情

蒐，很難完成任務，所以判定為「治安事件」非「間諜事件」。雖然本

研究提出上述觀點供承辦警官參考，但可以看出他不甚相信的態度，之

後經過 07 月 22 日、07 月 23 日聯合報證實，這起失蹤事件屬於非法打工

的「治安事件」。 

（http://www.udn.com/2004/7/22/NEWS/NATIONAL/NATS1/2143492.shtml） 

這起「中國十七名大陸人士來台集體失蹤」事件，我國安單位無法第一時間

判斷事件屬性，引發社會大眾不要的疑慮，也正反映出我國缺乏情報分析人

才的事實，值得我國安單位改善情報分析人員培訓方式與活化招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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