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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安全防護工作執行會報績效評分範圍及其基準」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狀況通報 

(ㄧ)發掘涉及地區機密維護、安全

維護之狀況，經通報會報權責

單位防處，並由受通報單位回

復防處情形者，每件通報及受

通報單位各核十分： 

1、 聚眾遊行、抗爭活動衍生重

大危害、破壞或攻擊等狀況。 

2、 國家重要機關、關鍵基礎設

施、大眾運輸系統及交通樞

紐遭受危害、破壞或攻擊等

重大危安狀況。 

3、 擅闖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或

於周邊進行偵蒐活動。 

4、 發掘重大械彈、爆裂物及核、

生、化物資等危安狀況。 

5、 陸人未經許可入境或經許可

入境在臺從事與許可目的不

符之違異常活動。 

6、 涉恐疑慮之外籍人士來臺動

態。 

7、 公務員違規赴陸。 

8、 洩漏公務機密或違反保密規

定。 

9、 與其他會報機關(單位)業務

職掌有關之假訊息。 

10、機關內部遭受非傳統安全威

脅之危害、破壞或攻擊等危

安狀況。 

11、國家重要核心戰略性產業之

相關技術、資訊遭受竊取、入

侵、危害、破壞等狀況。 

12、其他涉及重大安全防護工作

一、狀況通報 

(ㄧ)發掘涉及地區機密維護、安全

維護之狀況，經通報會報權責

單位防處，並由受通報單位回

復防處情形者，每件通報及受

通報單位各核十分： 

1、 特勤安全維護對象、寓所、博

愛警備管制區遭受危害、破壞

或擅闖之突發狀況。 

2、 政府機關遭受危害、破壞或擅

闖之突發狀況。 

3、 政府首長、政黨領袖及中央民

意代表、縣市首長等重要人士

遭受危害、攻擊之突發狀況。 

4、 外國駐臺機構及其重要成員

遭受危害、攻擊之突發狀況。 

5、 聚眾遊行、抗爭活動未經許可

或衍生重大急迫危安狀況。 

6、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大眾運輸

系統及交通樞紐遭受危害、破

壞或攻擊等重大危安狀況。 

7、 發掘重大械彈、爆裂物及核、

生、化物資等危安狀況。 

8、 外籍移工或大陸漁工聚眾滋

事、騷動或鬥毆等危安狀況。 

9、 擅闖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10、 於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周邊

進行偵蒐活動。 

11、 重要軍事演訓期間進入管制

區域或於周邊進行偵蒐活動。 

12、 利用營區開放期間，擅闖軍事

機敏處所進行偵蒐活動。 

13、 陸人疑似以偷渡、未經查驗或

一、將本點第一項原

22 款之狀況通

報統整為 10款；

原第 1-5 款及第

8 款合併為第 1

款、原第 6 款酌

修為第 2 款、原

第 9-12 款合併

為第 3 款、原第

7 款調整為第 4

款、原第 13-17

款及第 19 款合

併為第 5 款、原

第 18 款調整為

第 7款、原第 20

款調整為第 8

款、原第 21款調

整為第 9 款、原

第 22 款調整為

第 10款。另為追

蹤、控管及整合

外籍人士來臺動

態，防止恐怖攻

擊活動發生，依

據行政院國土安

全辦公室「涉恐

疑慮外籍人士查

處專案小組作業

原則」，爰增列第

6 款「涉恐疑慮

之外籍人士來臺

動態」。 

二、國家重要核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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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級特交事項。 

(二)前項狀況通報對安全防護具特

殊貢獻價值且有具體成效者，

經情傳國家安全局獲運用者，

通報單位加計五十至一百分。 

機場交換證照等方式入境情

資。 

14、 陸人疑似來臺從事陳抗活動

情資。 

15、 陸人疑似來臺參加暴力或恐

怖組織或其活動情資。 

16、 陸人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

經撤銷之文書、相片申請來臺

情資。 

17、 陸人未經許可入境、在臺灣地

區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

動或工作。 

18、 公務員違規赴陸。 

19、 大陸人士來臺，赴政府機關

(構)參訪之違常活動。 

20、 洩漏公務機密或違反保密規

定。 

21、 與其他會報機關(單位)業務

職掌有關之假訊息。 

22、 機關內部遭受非傳統安全威

脅之危害、破壞或攻擊等危安

狀況。 

(二)前項情資對安全防護具特殊貢

獻價值且有具體成效者，經情

傳國家安全局獲運用者，通報

單位加計五十至一百分。 

略性產業相關之

重要技術、機密

資訊若遭竊，不

僅衝擊經濟，更

會影響國家安

全。為強化各體

系重視該等產業

之安全防護工

作，如資通訊及

數位產業、5G及

資安、生醫科技

產業、國防及戰

略產業、綠電及

再生能源、民生

及戰備產業等，

爰增列第 11 款

狀況通報要項。 

三、為因應各種新型

態的安全威脅，

完善國家安全防

護工作，爰增列

第 12 款通報要

項。 

四、本點第二項為統

一用語，酌作文

字修正。 

二、案件發掘 

（一）依據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作業

要點第十點規定，發掘境外

敵對勢力滲透，意圖竊密、破

壞影響國家安全之案件函送

法務部調查局，經國家安全

局發交（立案）偵處者，每案

核予通報單位三百分。本項

案件發掘以受境外敵對勢力

指示、委託或資助，涉嫌違反

下列法條之態樣為限： 

1、刑法內亂、外患章。 

二、案件發掘 

（ㄧ）依據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作業

要點第十點規定，發掘境外

敵對勢力滲透，意圖竊密、破

壞影響國家安全之案件函送

法務部調查局，經國家安全

局發交（立案）偵處者，每案

核予三百分。 

（二）案件發掘以受境外敵對勢力

指示、委託或資助，涉嫌違反

下列法條之態樣為限： 

  1、刑法內亂、外患章。 

一、原第二項內容為

第一項之案件態

樣說明，故改列

至本點第一項後

段。 

二、現今國家所面臨

各種新型態的安

全威脅與日俱

增，對世界各國

均造成非常嚴重

的衝擊，此類非

傳統安全威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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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海空軍刑法之效忠國家職

責罪章。 

3、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條至 34

條。 

4、國家安全法第 2-1條。 

5、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30條至 32

條。 

6、反滲透法第 3條至 7條。 

（二）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危害、破壞

或攻擊等危安狀況，經具體通

報權責單位立案偵處，於案件

偵辦完成後，依據案件線索完

整度、具體通報狀況與該案件

影響我國家安全或國家利益

之程度，每案核予通報單位一

百至三百分。 

  2、陸海空軍刑法之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 

  3、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至 34

條。 

  4、國家安全法第 2-1條。 

  5、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30 條至 32

條。 

  6、反滲透法第 3條至 7條。 

含恐怖主義、傳

染病流行、武器

擴散、資源安全、

資訊網路攻擊

等，為加強非傳

統安全威脅案件

之發掘能量，爰

增列本點第二項

相關案件發掘、

偵處，以完善國

家安全防護網。 

三、協調配合 

(一)定期會議依資料內容、會報功

能及紀錄等評定核分，每次最

高一百二十分；另視專題報告

或提案等運用情形、會議成效、

協調配合狀況等綜合評核，每

次最高加核八十分。 

(二)地區執行會報召開臨時會議，

每次最高五十分。 

(三)協調執行固安工作（含擬訂細

部執行計畫及提列重要防範目

標、年度檢討報告）或其他專案

性工作，有具體成效者，每案

（次）六十至一百分。 

三、協調配合 

(一)定期會議依資料內容、會報功

能及紀錄等評定核分，每次最

高一百二十分；另視專題報告

或提案等運用情形、會議成效、

協調配合狀況等綜合評核，每

次最高加核八十分。 

(二)地區執行會報召開臨時會議，

每次最高五十分。 

(三)協調執行固安工作（含擬訂細

部執行計畫及提列重要防範目

標、年度檢討報告）或其他專案

性工作，有具體成效者，每案

（次）六十至一百分。 

本點未修正。 

四、其他有助提升會報功能之具體

協調配合事項，每案二十至一

百分。 

四、其他有助提升會報功能之具體

協調配合事項，每案二十至一

百分。 

本點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