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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海上恐怖主義與海盜已成為印度洋日益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印度洋也

逐漸成為重要國際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近年來非國家行

為者已成為印度洋威脅的主要來源，包含海上恐怖主義、海盜或非法販運行為，包含：

非法毒品、輕小型武器或人口販運等行為。本文即從印度洋所面臨的海上安全威脅，

探究印度自身之能力建設與國際安全合作政策。本文首先探究印度洋重要性，再者說

明印度洋海盜、武裝劫掠與海上非法販運問題，並從對於印度之威脅、能力建設與印

度的國際合作探討印度管理海岸安全的政策，最後為結論，說明新德里所面臨的海上

安全威脅與印度政策作為。本文以為，印度未來仍將會強化在海岸安全機構與能力建

設，不同於其他國家大規模投資購置先進設備等方式，新德里囿於資源限制，反讓印

度會集中所能運用的經貿資源與科技影響力，選擇性強化漁港(漁村)與離岸基地等方

式，輔以多邊合作機制，面對南亞地區的海上安全威脅，而在其自身的國土安全未臻

強化之際，印度做為區域大國的角色仍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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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海上恐怖主義與海盜已成為印度洋日益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印度洋也逐

漸成為重要國際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印度洋為全球第三大

海洋，其作為經濟貿易與能源運輸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全球約有40%的貿易經由印度

洋，連結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上航線，印度洋與其他海洋相較，印度洋受到數個扼制點

(choke points)所 控 制 ， 包 含 ： 曼 德 海 峽 (Bab el Mandeb)、 霍 爾 木 茲 海 峽 (Straits of 
Hormuz)、馬六甲海峽(Straits of Malacc)、巽他(Sunda Strait)和龍目海峽(Lombok Strait)
的咽喉要道。在全球經貿與能源運輸逐漸倚靠海洋交通線之際，任何對於海上交通線的

破壞將對於南亞國家與全球經貿與能源運輸造成重大影響。 
1960年代印度洋周邊國家為了反對域外強國之軍事威脅，並希冀維護國家的主權與

獨立、和平與安全，籌畫建立印度洋和平區(Zone of Peace)。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

通過2832 (XXVI)號決議《宣布印度洋為和平區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as a Zone of Peace)，1972年第27屆聯合國大會成立印度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Ocean)。這項議案原由斯里蘭卡所提出，系針對周邊國家，但是由於環印

度洋國家壓力，遂僅針對擁有海軍之強權。但是斯里蘭卡的建議並未包括非國家行為者

對於印度洋地區的潛在威脅，僅考慮到國家之間的持續性衝突與衝突擴散狀況，然而，

近年來非國家行為者已成為印度洋威脅的主要來源。1993年3月12日印度馬哈拉施特拉

邦海岸發生從海上走私RDX炸藥進入印度境內，並在孟買發動多起攻擊，2008年11月26
日孟買再度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以下簡稱1126事件)，這也意味著恐怖分子未來極可能從

海上再度對於印度本土發動攻擊。而沿著古吉拉特邦(Gujarat)海岸的走私活動，更讓恐

怖組織以為從海上的航線進入印度境內更為容易。 
除恐怖攻擊與走私外，自2008年開始，非洲北部與印度洋附近海域之索馬利亞海盜

(piracy)劫船行徑日益猖狂，引起全球對該水域有關犯罪活動的高度重視，並逐步採取

派遣軍艦護航等共同處置行動。從該年底開始，除聯合國、北約等國際組織已組成聯合

艦隊前往亞丁灣海域打擊海盜外，亞洲地區之中國陸、日本、韓國、泰國等國家也派出

護航編隊前往巡邏，並實施相關演練及執行護航任務。但依據國際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IMB)研究報告指出，近年全球海盜攻擊案件雖減少，索馬利亞海盜攻

擊事件卻呈增加趨勢，
1
且索國海盜攻擊事件佔全球海盜案件之54%，索國海盜問題在

短期內仍嚴重危害附近海域航行安全。
2
根據2011年國際商會所屬國際海事局發佈資

料，海盜武裝劫持船舶狀況日趨惡化，2010年全球統計被海盜挾持人質人數、與被攻擊

船隻數目再次增加，然而2012年後年全球海盜事件已下降到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準，主

要源由在於由於各國海軍之介入、對索馬利亞沿岸海盜基地採取先制(pre-emptive)行

動、許多船隻採取僱用武裝保全人員等保護措施、
3
提高船舶監控與雷達搜索能力、以

及被劫船隻的衛星定位來嚇阻海盜的劫掠行為。
4
本文即從印度洋所面臨的海上安全威

脅，包含：海上恐怖主義、海盜或非法販運行為，以及非法毒品、輕小型武器或人口販

                                                      
1  2010年索國海盜攻擊事件計219起、2011年增加至237起，2012年1至九月減少至70起。 
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周邊海域情勢〉，2012年3月30日，available at <http://www.cga.gov.tw/ 

GipOpen/wSite/ct?xItem=3529&ctNode=454&mp=999>。 
3  例如我國漁船開始配備AK47或輕機槍等武器，或聘僱傭兵。戴志揚，〈配備AK47、輕機槍，

台船僱傭兵反擊索馬利亞海盜〉，《時報週刊》，第1801期(2012年8月31日)。 
4  Reuters, “Somali Piracy at 3-Year Low after Security Thwarts Gangs,” October 2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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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等行為，探究印度自身的能力建設與國際安全合作。本文首先探究印度洋重要性，再

者說明印度洋海盜、武裝劫掠與海上非法販運問題，並從對於印度之威脅、能力建設與

印度的國際合作探討印度管理海岸安全的政策，最後為結論，說明新德里所面臨的海上

安全威脅與印度政策作為。 

二、印度洋重要性 

逐漸減少的貿易障礙與關稅增加全球金融與貿易秩序的相互依賴。根據2006年聯合

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之數

據，全球總貿易量的85%(約71億噸)透過海上運輸，至少有4萬6000艘船舶在全球停靠

4000個港口，船員以及港口的工人超過13億人，大多數的消費貨品則由貨櫃來運載，
5
因

此海運已成為國家海權發展重要一環。其中印度洋為全世界第三大洋，共涵蓋47個國家

與島嶼。據估計，印度洋約有全球40%的石油產量，印度、斯里蘭卡和緬甸近年來逐漸

嘗試開採海底石油。印度洋也是全世界重要航道，涵蓋全球一半以上的貨櫃以及全世界

3分之2的石油運輸，每日約有200艘船隻通過馬六甲海峽。同時，印度洋也是大西洋與

太平洋航運最短通道。 
印度洋東西扼住孟加拉灣和安達曼海以及馬六甲海峽，印度海軍與美國在卡達

(Qatar)的中央司令部(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and)以及環印度洋國家維護當地海域安

全。在過去數年以來，印度洋已成為地緣戰略利益的主要關注點。例如，凱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季風和美國霸權的未來》(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Power)以傳統麥金德(Harold Mackinder)與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傳統地

緣戰略家的觀點凸顯印度洋貿易的重要性。
6
澳洲2009年的國防白皮書(2009 Defence 

White Paper)指出「到2030年時，印度洋將加入太平洋，成為(澳洲)海洋戰略與國防規劃

的核心」。
7
日本2011年國防政策指導(2011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Guidelines)指出，「日

本將強化與印度與其他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確保從非洲經中東到東亞海上航行安全與

和合作」。
8 

印度洋面臨的問題主要涵蓋從波斯灣到東亞的石油供應、從索馬利亞到緬甸印度洋

地區所的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s)與失敗國家(failing states)、海底資源之競逐、對小島與

沿 岸 低 窪 地 區 氣 候 變 化 之 影 響 、 對 於 137 萬 平 方 公 里 (1.37 million) 專 屬 經 濟 海 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的衝突，以及大國競爭(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以及海盜、

恐怖主義、擴散、海上拒止(sea denial)、人口販運與毒品之風險。印度人口結構與多元

化的社會，更讓來自海上的威脅更為真實，並且印度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更讓海上安全

問題更為嚴重(圖1為印度洋戰略環境概況)。 

                                                      
5  Akiva J. Lorenz, “Al Qaeda’s Maritime Threat,” April 15, 2007, p. 14, available at 

<http://www.maritimeterrorism.com/wp-content/uploads/2008/01/al-qaedas-maritime-threat1.pdf>. 
6  Robert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7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p. 37,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 
pdf.> 

8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 2011 and beyond,’’ 
December 17, 2010, p. 9, available at <http://www.mod.go.jp/e/d_act/d_policy/pdf/guidelines 
FY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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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印度洋戰略環境概況 

資料來源：Rupert Herbert-Burns, “Naval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Evolving Roles, Missions, and 
Capabilities,” Stimson, 2012, available at <http://deshcalling.blogspot.tw/2012/09/ 
indian-ocean-rising-maritime-security.html>. 

三、印度洋海盜、武裝劫掠與海上非法販運問題 

南亞地區除民族衝突、邊界爭端與資源爭奪外，並面臨到三項主要問題：海盜、恐

怖組織、跨境的組織犯罪、恐怖主義與組織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技術以及輕小型武

器的擴散等問題。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工

作小組界定海上恐怖主義為「恐怖份子於海洋環境為特徵的行為或行動，攻擊在海上或

港口的船舶或固定平台，或者上面所搭載的乘客或船員，襲擊海岸的設備或建築物，其

中也包含旅遊景點、港口或港口城市等」。但是在印度孟買所發生的1126恐怖攻擊事件

當中，海上恐怖主義被修正為從海上航線的恐怖攻擊行動，無論其最終目標是在陸地或

海洋環境中。
9
海盜與海上恐怖主義之間的區別模糊，或者至少在結果、手段與影響上

有不同之處。就結果而言，海盜行為主要為經濟利益，而恐怖主義則是以政治方面動機

為目的。在手段方面，海盜擁有基本的戰術與能力，而恐怖組織則具備複雜的戰術與能

力。在影響層面上，海盜僅影響在戰術層面，而恐怖分子則希冀達到戰略的影響。事實

                                                      
9  Lorenz, Al Qaeda’s Maritime Threat, April 1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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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盜與恐怖主義的界定並非可以完全割裂，兩者仍有匯合地帶存在，恐怖組織亦有

可能透過海盜的劫掠行為獲得資金達到政治目的。圖2為海上恐怖主義與海盜匯流狀況。 
 
 
 
 
 
 
 
 
 
 
 
 
 
 

圖2 海上恐怖主義與海盜匯流狀況 

 

(一)海上恐怖主義與海盜 

從歷史上而言，全世界的海洋並非恐怖組織的主要攻擊目標。根據恐怖主義研究

機構防恐調查研究所(MIPT)的資料指出，恐怖份子針對海上目標所進行的恐怖攻擊僅

有14起，約佔所有恐怖攻擊事件的2%。
10

相較於其他恐怖分子攻擊之目標，海洋恐怖

主義較少原因主要是恐怖組織的活動範圍並非緊鄰岸邊之區域，同時也並未擁有足夠

工具便於向海洋延展其範圍。更為精確的講說，從事海上活動或進行海洋攻擊，需要

船員(或恐怖分子)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交通運輸工具、以及可從非陸地環境當中發

動與進行作戰攻擊、以及特殊的專業能力（如水上或水下的破壞技術等）。
11 

海盜意指在專門在海上或沿岸劫掠其他船隻的犯罪者或暴力行為，為古老的犯罪行

業。自從人類開始利用船隻運輸以來，海盜便應運而生。特別是航海發達的16世紀之後，

只要是商業發達的沿海地帶，都有海盜，此犯罪行業獨特的是，海盜者多非單獨的犯罪

者，往往是以犯罪團體的形式打劫，並且與當地經濟狀況與政府統治能力息息相關。海

盜 與 海 上 恐 怖 主 義 之 間 的 區 別 現 已 越 來 越 模 糊 。 詹 氏 情 報 評 論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界定海上恐怖主義(maritime terrorism)為：在海洋領域經由暴力或暴力威脅達成

政治目的所製造之恐懼。
12

早期的海盜多為自身利益不具有政治意義的劫掠行為，而近

來恐怖分子亦可能參與海盜組織或資助海盜行為，以期獲取經濟利益或達到政治目的，

                                                      
10  Aaron Mannes, “A Life of Terror – Abu Abbas Dies”, March 10,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mment/mannes200403101409.asp>. 
11  Chalk Peter,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Piracy,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8), 19. 
12  Rupert Herbert-Burns and Lauren Zucker,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Piracy and Maritime 

Terrorism,”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16, No. 9 (September 200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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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研究指出恐怖組織參與販毒或人口販運獲取豐富資金來購置輕型兵器或小型武器。 
從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來，國際間曾出現多起海上恐怖攻擊事件。例如，2000年10

月的美國海軍軍艦柯爾號(USS Cole DDG-69)號停靠在葉門港，遭致恐怖分子駕駛裝滿

炸藥的小艇進行攻擊，造成17名海軍士兵死亡。
132002年10月6日，法國油輪林堡號(MV 

Limburg)也在葉門遭受恐怖攻擊，造成大量原油洩漏，導致鄰近海域受到嚴重污染，這

兩則案例顯示美國軍方或海上運輸建設之薄弱。而九一一事件後，海上恐怖主義和海盜

等武裝攻擊事件逐漸引起各方之關切，美國官方紀錄顯示，基地組織(al Qaeda)過去幾

年來都一直試圖利用商船隻攻擊美國。南亞與周邊地區構成恐怖活動的樞紐，恐怖組織

之間並有相互聯繫網絡。跨境恐怖主義網絡也遍及中東、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等地區，

毒品貿易也存在於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伊朗金新月(Golden Crescent)以及緬甸、泰國和

寮國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等地區。2003年8月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名為《水下襲擊

警告和預防措施公報》(Swimmer Attack Indicator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指出，倘若基

地組織發動攻擊，基地成員可能運用載滿炸藥的遊艇高速衝撞大型船艦、橋樑、大壩、

海上鑽井平台，而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
142005年9月美國發佈《國家海洋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該份文件指出對於海洋安全之威脅包含「他國

使用或支援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的攻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海盜、環境破

壞和海上非法移民等」。
15 

在印度洋上，從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至今，基地組織被視為有能力進行海上恐怖攻

擊的組織。基地組織的個高階領導者納西里(Abd al-Rahim al-Nashiri)曾經策劃2000年以

炸彈攻擊美國軍艦柯爾號。現今基地組織海上恐怖攻擊能力確有衰退，然而基地組織仍

可能依靠分支機構，例如，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
或葉門的恐怖組織，針對國際海上目標進行海上恐怖攻擊。雖無證據或案例可以證明阿

拉伯半島基地組織擁有執行海上恐怖攻擊之能力，該組織的二號領袖謝赫裡 (Saeed 
al-Shihri)表示該組織關注曼德海峽(Straits of Bab al-Mandeb)，並且期望將該處納入伊斯

蘭保護之下，雖未指出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但已指出基地組織的戰略企圖。 
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也促進與青年軍(Al-Shabaab)之間的合作關係。儘

管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無力威脅曼德海峽的基礎建設，但仍有能力攻擊經過葉門港口或

海岸線的船隻。此外，由於許多國家為避免海盜劫掠，船隻紛紛行駛國際推薦運輸走廊

(Incheon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IRTC)也讓海盜或恐怖組織忌憚。其他海上恐怖威脅

來自於阿扎姆烈士旅(Abdullah Azzam Brigades)，已被證實有能力攻擊波斯灣的船艦。

該組織成立於2004年，為基地組織另一分支機構，在阿拉伯半島附近活動。2010年7月

28日阿扎姆烈士旅攻擊於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攻擊日本三井公司名為「M‧

STAR」的大型油輪(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VLCC)，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爆破專家在油

輪的右舷收集到自製的爆炸碎片所幸並未造成嚴重傷害，該艘油輪仍可航行至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的港口。 
印度洋的少數的恐怖組織已擁有海上攻擊能力，坦米爾猛虎組織(Liberation Tigers 

                                                      
13  Steve Goldstein, “At Least Six Sailors Die in Attack on Navy Destroyer in Yemen,” Knight Ridder 

Tribune, October 12, 2000. 
14  Charles R. Smith, “Al Qaeda Plans Underwater Attack,” NewsMax.Com, August 26, 2003, 

available at <http://archive.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3/8/26/160951.shtml>.  
15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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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mil Eelam, LTTE)為其中之一。坦米爾猛虎組織發展自身名為「海上猛虎」(Sea Tigers)
海軍戰鬥單位。2000年10月他們曾經攻擊亭可馬利(Trincomalee)海軍基地，在經過長達

3個小時的戰鬥後，擊沈數艘海軍艦艇，另一攻擊事件為2006年11月使用武裝砲艇與快

艇攻擊達克希納(Dakshina)海軍基地。坦米爾猛虎組織另於1990年成立「黑色海虎」

(Black Sea Tigers) 組 織 執 行 自 殺 攻 擊 。 1990 年 7 月 該 組 織 攻 擊 印 度 海 軍 指 揮 艦

Edithara，猛虎組織並成立自己的小型潛艇。2003年猛虎組織在與斯里蘭卡政府進行和

平談判時，曾經要求給予黑色海虎事實的海軍編制地位。猛虎組織曾經犯下數起船隻劫

掠行為，包含：1995年8月愛爾蘭蒙娜麗莎(Irish Mona)、1996年8月公主波(Princess 
Wave)、1997年5月雅典娜(Athena)、1997年7月彌山(Misen)、1997年7月莫羅奉(Morong 
Bong)、1997年9月情意號(MV Cordiality)、1998年8月、1998年8月卡什公主號(Princess 
Kash)以及2007年法拉三號(MV Farah III)。猛虎組織除自殺炸彈當作恐怖攻擊武器外，

另外也獲得空中支援能力。坦米爾猛虎空軍(Tamileelam Air Force, TAF)僅有三架輕型飛

機，但是當時其空軍能力不容小覷。坦米爾猛虎組織的空軍飛行員可以飛行400公里執

行任務，並且可以低空飛行躲避雷達追蹤，並對於斯里蘭卡海軍構成威脅。 
馬爾地夫亦為面臨海上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1998年11月曾有馬爾地夫民眾雇用斯

里蘭卡游擊隊，乘坐快艇抵達馬爾地夫首都馬列(Male)並且馬列部分區域，過程當中殺

害19名馬爾地夫民眾，12個小時候才在印度傘兵協助下，馬國總統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oom)才能夠重新完全控制首都。虔誠軍也曾計畫經由海上的路線攻擊印度石

油設施，或位於沿岸的核電站或位於科欽海軍基地船塢的維克蘭特號(INS Vikrant R-11)
航空母艦。而在印度2008年所發生的1126事件當中，即發生恐怖分子從海上對孟買發動

攻擊。2008年11月14日一艘擁有45英呎長的名為「Kuber」的漁船離開博爾本德爾

(Porbandar)駛往印度與巴基斯坦爭議的邊界河川爵士灣(Sir Creek)捕魚，1611月21日該

艘漁船被劫持至喀拉蚩(Karachi)，名10恐怖分子從喀拉蚩搭乘「Kuber」漁船駛往名為

Machchimaar Nagar的村莊，17船上另裝載10把AK-47步槍、60個彈匣、200個手榴彈以

及數組RDX炸藥。直到他們上岸後，僅有一名女性詢問他們的目的地。 
從2005年上半年開始，索馬利亞與亞丁灣(Gulf of Aden)的海盜即成為印度洋海上貿

易的主要威脅，全世界60%的海洋貿易通過此區。近年來，印度洋的海盜已獲得更具殺

傷力武器，如AK47步槍，火箭推進式榴彈和手持衛星通信電話。印度洋周邊國家更需

要發展更多打擊海盜之能力。而且，海盜等犯罪為跨國性質，海盜可能與一處劫持船隻

後在另一處海域作案，單一國家的能力建設無助於打擊印度洋水域的海盜與犯罪，要需

要結合其他國家的海上力量。印度洋周邊國家迄今尚未發展全面性的海上集體安全機制

面對海上安全威脅，或者，例如，聯合海軍演習、聯合海岸警備隊演習、在該地區聯合

巡邏、情報共享、海事監控和海上能力建設，這些措施部分正在實施當中，但是水平參

差不齊，更需要與相關重要國家合作並從合作當中獲得實際利益。 

(二)海上非法販運 

印度洋海上持續進行的非法販運行為包含：毒品、武器與人口。為何出現這樣原因？

主要可從三個方向進行討論。首先，龐大的供給方；其次，國家遭受長期的威脅或腐敗

                                                      
16  該處位於位於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古吉拉特邦接壤處。 
17  WSJ, “Investigators Trace Boat's Last Voyage ,” December 2, 2008, available at <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81645707906994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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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最後，海上交通便利的環境。而且印度洋周邊國家，特別是印度，海岸線漫長。

除毒品、武器與人口走私外，也有走私油料、香菸、木炭、阿拉伯茶、瀕危物種或其他

違禁商品。經由海洋的非法販運包括六項主要分析項目：來源國、出口地(港口或海岸

線)、轉運節點/國家、運輸方式、海運航線以及目的地國家(或港口)。18
表1為毒品製造、

非法輕小型武器與人口販運經過港口與目的。 

1.非法毒品販運 
印 度 洋 非 法 毒 品 販 運 種 類 包 含 ： 海 洛 因 / 鴉 片 類 藥 物 、 安 非 他 命 類 興 奮 劑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TS)以及大麻。這些毒品多數經由陸路販運，例如，阿富

汗海洛因經由土耳其、中亞、高加索和巴爾幹地區再到俄羅斯與歐洲地區，然而，經由

海上運輸毒品仍是最大宗。阿富汗的海洛因到歐洲的路線，主要經過伊朗/巴基斯坦/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UAE)，並經過阿拉伯海/紅海/蘇伊士運河的航運

路線。 

2.非法輕小型武器 
非法輕小型武器(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SALW)與彈藥販運在南亞地區為普

遍狀況，多從源頭流入衝突地區，並且助長叛亂行動或恐怖攻擊。其中最為主要的問題

在於經由東地中海通過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流入阿拉伯半島的葉門或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索馬利亞。美國國防部負責南亞和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謝爾(Robert M. 
Scher)在參與斯里蘭卡的海事安全會議上表示，「印度洋已被當作轉運武器給予恐怖組

織的轉運站。並且經由印度洋所轉運的大規模毀命性武器為影響印度洋地區和平與穩定

的重大威脅挑戰」。
19 

在整個印度洋區域，最常見的輕小型武器包含以下種類，防空炮(例如，ZU-23-2式

高射炮)、殺傷人員地雷、反坦克導彈(例如，薩爾格(Malyutka AT-3 Sagger))、反坦克地

雷(例如，TMA-5反坦克地雷或、YM-III反坦克地雷)、突擊步槍(例如，AK-47, AK-74, G-3s, 
FN FAL, M-16)、C-4塑料炸藥、手榴彈、手槍/隨身配戴的武器、重機槍(例如，DShK
重型機槍)、個人兵便攜式防空系統(man-portable air defence systems, MANPADS)、20

單

兵攜帶機槍(例如，RPK輕機槍或RPK輕機槍)、迫擊砲(例如，60公釐、80公釐或120公

釐迫擊砲)、火箭推進式榴彈(RPG-7與RPG-18)、狙擊步槍(例如，7.62公釐SVD狙擊步

槍)、地對地飛彈(例如，122公釐喀秋莎(Katyusha)火箭或格拉德(Grad)火箭)、TNT炸

藥以及上述武器之彈藥。212009年印度曾於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捕獲由坦米爾猛

虎組織所走私之AK56步槍與彈藥。 
3.非法人口販運 
印度洋的非法人口販運多來自於兩處，一處為從紅海南部和非洲之角到阿拉伯半

                                                      
18  以下參見Rupert Herbert-Burns, Indian Ocean Rising: Maritime Security and Policy Challenges,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12, 9, available at <http://www.stimson.org/images/uploads/ 
research-pdfs/Indian_Ocean_Rising_Chapter_2_1.pdf>. 

19  Xinhua, “U.S.: Indian Ocean being Used for Terrorism,” November 14, 2011, available at <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world/2011-11/14/c_131246521.htm>. 

20  例如，SA-7為前蘇聯第一代攜帶型肩射低空域地對空飛彈。 
21  Rupert Herbert-Burns, Countering Piracy, Trafficking, and Terrorism: Ensuring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12, available at < 
http://www.stimson.org/images/uploads/research-pdfs/Indian_Ocean_Rising_Chapter_2_1.pdf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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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南部，二為從亞洲次大陸到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東部。印度洋地區還是較為關切亞

丁灣與紅海南部海域的非法人口販運問題，特別是從索馬利亞的博薩索(Bosasso)與柏

培拉(Berbera)到葉門之間的區域，因此在葉門仍有許多來自於索馬利亞的難民，葉門

目前仍是一個處於內戰當中的國家，每年仍舊可以吸引索馬利亞年往該國避難，另有

從厄立特里亞(Eritrea)和蘇丹(Sudan)或吉布提(Djibouti)的非法移民者，並有許多人被

賣至沙烏地阿拉伯或波斯灣國家為奴或從事性交易。 

表1 毒品製造、非法輕小型武器與人口販運經過港口與目的 
毒品販運 

 
鴉片 安非他命 大麻 

輕小型武器 人口 

主要來源

國 
阿富汗、寮國、

緬甸、巴基斯

坦、泰國和越南 

澳洲、孟加拉、

印度、印尼、伊

朗、馬來西亞、

緬甸、南非與泰

國 

阿富汗、印度、

菲律賓、南非、

非洲和斯里蘭

卡 

衣索匹亞、印

度、伊朗、伊拉

克、莫三比克、

緬甸、巴基斯

坦、索馬利亞、

南非、斯里蘭

卡、蘇丹、泰國

和葉門 

阿富汗、孟加

拉、科摩羅、

埃及、厄利垂

亞、衣索匹

亞、印度、伊

拉克、馬達加

斯加、馬來西

亞、馬爾地

夫、緬甸、蘇

丹、坦尚尼

亞、泰國和葉

門 
海運出口

地 / 出 發

地 

巴基斯坦(喀拉

蚩、瓜達爾港、

卡希姆港)、伊

朗(巴斯港、賈

斯克) 

孟 加 拉 ( 吉 大

港 )、印度 (孟
買、欽奈)、印

尼(雅加達)、伊

朗(阿巴斯港、

賈斯克) 、南非

(德班) 

巴基斯坦(喀拉

蚩 、 瓜 達 爾

港)、伊朗(阿巴

斯港、賈斯克)

伊 朗 ( 阿 巴 斯

港、賈斯克)與
葉門(荷台達和

亞丁灣) 
 

吉布提、索馬

利亞、厄利垂

亞、蘇丹 

轉運地 印度(孟買、欽

奈、加爾各答、

高知)、肯亞 
(蒙巴薩)、莫三

比克 
(納卡拉港、奔

巴 島 、 馬 普

托)、安曼(塞拉

萊馬斯卡特)，
南非(德班)、坦

尚尼亞(達累斯

薩拉姆)和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傑貝勒阿里) 

印度(孟買、欽

奈、加爾各答、

高知)、肯亞 
(蒙巴薩)、莫三

比克 
(納卡拉港、奔

巴 島 、 馬 普

托)、安曼(塞拉

萊馬斯卡特)，
南非(德班)、坦

尚尼亞(達累斯

薩拉姆)和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傑貝勒阿里) 

印度(孟買、欽

奈)、肯亞(蒙巴

薩 )、南非 (德
班)、斯里蘭卡

(可倫坡 )和阿

拉伯聯合大公

國 ( 傑 貝 勒 阿

里) 

印度(孟買、欽

奈、高知)、肯

亞(蒙巴薩)、莫

三 比 克 ( 馬 普

托)、索馬利亞

(摩加迪休、基

斯馬約、布薩

索 )、南非 (德
班)、坦尚尼亞

( 達 累 斯 薩 拉

姆)、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傑貝

勒阿里)、厄利

垂亞(阿薩布、

馬薩瓦)和蘇丹

(蘇丹港) 

印度(孟買、欽

奈、加爾各

答) 、肯亞(蒙
巴薩 )、安曼

(塞拉萊和馬

斯喀特)、坦尚

尼亞 (達累斯

薩拉姆)、和阿

拉伯聯合大

公國、葉門(荷
台達、摩卡、

紅海海岸、哈

尼什群島) 

主要海運

路線 
馬六甲-曼德與

蘇伊士運河 
馬六甲-德班或

 馬六甲-曼德與

蘇伊士運河 
馬六甲-德班或

馬六甲-曼德與

蘇伊士運河 
馬六甲-德班或

馬六甲 -曼德

與蘇伊士運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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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販運 
 

鴉片 安非他命 大麻 
輕小型武器 人口 

開普敦 
波斯灣-開普敦 
波斯灣-斯里蘭

卡/馬六甲 
波斯灣-蘇伊士

運河 

開普敦 
波斯灣-開普敦

波斯灣-斯里蘭

卡/馬六甲 
波斯灣-蘇伊士

運河 
新加坡 -中國 /
台灣/日本 
澳州西部-巽他

海峽 

開普敦 
波斯灣-開普敦 
波斯灣-斯里蘭

卡/馬六甲 
波斯灣-蘇伊士

運河 
新加坡 -中國 /
台灣/日本 
澳州西部-巽他

海峽 

馬六甲 -德班

或開普敦 
波斯灣 -開普

敦 
波斯灣 -斯里

蘭卡/馬六甲

波斯灣 -蘇伊

士運河 
新加坡-中國/
台灣/日本 
澳州西部 -巽
他海峽 

目的地地

區 /國家 /
港口 

主要歐洲港口  歐洲主要港口 索馬利亞(基斯

馬約、 
摩加迪休、博薩

索)、葉門(荷台

達和亞丁灣)、
厄利垂亞(馬薩

瓦(阿薩布、馬

薩瓦)、蘇丹(蘇
丹 港 ) 、 黎 巴

嫩、迦薩和敘利

亞(經由蘇伊士

運河) 

巴林、伊朗、

科威特、卡

達、沙烏地阿

拉伯、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與葉門 

運輸方式 貨櫃、三角帆

船、一般漁船、

貨船或快艇 

貨櫃、三角帆

船、一般漁船、

貨船或快艇 

貨櫃、三角帆

船、一般漁船、

貨船或快艇 

貨櫃、三角帆

船、一般漁船、

貨船或快艇 

貨櫃、三角帆

船、一般漁

船、貨船或快

艇 
資料來源：Rupert Herbert-Burns, Indian Ocean Rising: Maritime Security and Policy Challenges,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12, 9, available at < http://www.stimson.org/images/ 
uploads/research-pdfs/Indian_Ocean_Rising_Chapter_2_1.pdf >. 

印度擁有7,516公里長的海岸線、1197個島嶼和約202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以

及12個大型港口、
22185個中型港口，並擁有數百個漁村。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和馬

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海岸就有6萬艘從事捕魚船隻，因此難以一一進行檢查，有

些漁船並沒有經過授權的許可證或登記文件，未登記船隻易於混雜其中。印度沿岸也有

許多鑽油或天然氣平台，這類平台也亦受到攻擊，
23

恐怖分子可能乘坐裝滿炸藥快艇對

於鑽井平台進行自殺攻擊，然而印度海岸警衛隊並無時速達40節快速艦艇確保鑽井平台

之安全。因此，印度情報單位憂慮巴基斯坦的虔誠軍可能滲透進入印度的漁船當中。印

                                                      
22  包括Calcutta、Chennai、Cochin、Tuticorin、Mumbai、Jawaharlal Nehru、Paradip、Visakhapatnam、

New Manglore、Mormugao、Kandla等港口。 
23  PS Das, “Coastal and Maritime Securi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Issue Vol. 24 (Jan-Ma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 
coastal-and-maritime-security-two-sides-of-the-same-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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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海軍中將戴斯(P. S. Das)才會表示，印度沿岸數以千計的漁村應該被視為一項資產於

非責任，應該當作政府的眼睛與耳朵。
24 

1990年代印度的毒品恐怖主義與走私活動開始發展，易卜拉欣(Dawood Ibrahim)與
其在孟買的地下網絡投入鉅資建立船運公司。並且1990年代印度沿岸的走私並與與反國

家的顛覆活動息息相關，然而印度海關總署缺少足夠裝備與訓練處理海上威脅，許多印

度海關的人員認為被安排至沿岸哨所值勤是一種懲罰，但是事實上，海關官員和工作人

員可以從進出口中心和大型港口獲取更為豐富之「利潤」。1993年印度孟買恐怖攻擊後，

印度海軍、海岸警衛隊與海關開始進行聯合巡邏，但僅是象徵性質。事實上，印度海軍

即接獲印度海關從漁船的擁有者收取佣金否則威脅對他們提出走私武器之控告。 

四、印度管理海岸安全政策 

鑑於現代恐怖主義與海盜的跨境犯罪本質，南亞區域合作協會(SAARC)國家開始尋

求其他區域組織的支持。事實上，部分南亞國家獲得其他區域論壇的會員資格，開始與

這類組織或論壇討論如恐怖主義、海盜、跨國犯罪、販毒和武器走私等議題，例如，印

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皆為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
會員國，南亞區域合作協會與東協區域論壇從2006年9月簽署《亞洲地區反海盜及武裝

劫船合作協定》(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 in Asia)，共同分享有關於海盜與海上恐怖主義之資訊。

252008年印度海軍

參謀長梅塔(Sureesh Mehta)即表示，海上恐怖主義已在印度洋取得發展機會，此讓印度

政府需要尋求更佳的人力資源與船隻建造管理、情報分享、監視與其他措施，打擊海上

恐怖主義和海盜與保護環境資源。
26

以下則簡述印度管理海上安全威脅政策。 

(一)印度的海上安全威脅 

整個印度洋區域另有許多恐怖組織存在，從西方的阿拉伯半島有基地組織與阿拉伯

半島基地組織，到東方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組織(Abu Sayyaf)，中間另有阿富汗的塔利

班(Taliban)組織、巴基斯坦的哈卡尼網絡與虔誠軍、孟加拉的伊斯蘭聖戰運動(Harakat 
ul-Jihad-I-Islami, HUJI)與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a)，儘管這些組織的活動範

圍與能力多在陸地上，其海上活動能力多被忽略，斯里蘭卡猛虎組織曾經證明有從事海

上攻擊能力。 
印度認為經由海上的兩棲登陸的傳統軍事攻擊機率較低。首先，印度沿岸有許多島

嶼無人居住。再者，來自鄰國的非國家行為者可能隱姓埋名與當地民眾一塊從事海上活

                                                      
24  PS Das, “Coastal and Maritime Securi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Issue Vol 24 (Jan-Ma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coastal- 
and-maritime-security-two-sides-of-the-same-coin/>. 

25  《亞洲地區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於2001年由日本所提出，於2006年9月4日生效。除

東協國家外，日本、南韓、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與中國也參與該項協議，旨在減少海上

走私與恐怖主義活動，並於2006年11月，該協定成員國在新加坡正式設立資訊交流中心。

StrategyWorld.com, “ASEAN Anti-Piracy Pact Activated,” September 16,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strategypage.com/htmw/htseamo/articles/20060916.aspx>. 

26  Commodity Online, “Indian Ocean Facing Maritime Terrorism Threat,” August 11,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commodityonline.com/news/indian-ocean-facing-maritime-terrorism-threat-11037 
-3-11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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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2008年1126攻擊事件為例，恐怖分子所搭乘的母船可以駛入12海浬的領海，並在

3海浬再換乘汽艇進入孟買。印度的海軍與海岸防衛隊應該負起海岸安全之事務，但仍

力有未逮。印度洋海域為全球不受管制之領域，有超過5萬艘漁船登記在古吉拉特邦

(Gujarat)和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而且也有相同數量未經登記的船隻。古吉

拉特邦與馬哈拉施特拉邦共擁有約37,000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積，在數據上每一平方公里

就有3艘漁船，實際在沿岸來看近海可以見到許多漁船。另外印度海域當中還有許多海

洋經濟活動，例如，離岸供應船(Offshore supply vessels, OSV)協助海上油氣勘探、開

發、生產等專用船舶，或從事海外貿易的船舶，因而難以對於每艘船隻進行登船檢查，

導致印度的海上安全單位難以過濾船隻非法活動。即便擁有全球最新科技，還是難以在

繁忙的海域當中進行完整的安全檢查，許多沿海國家刻正利用先進的雷達技術、船隻識

別裝置辨識船舶狀況。 
在1993年孟買爆炸事件後，新德里開始嚴格管理海岸安全事務。新德里允諾建立沿

岸哨所並購置沿海巡邏艇。然而，印度沿海的八個邦卻不願放棄對於沿海12海浬的管轄

權，而且也因為沿海巡邏艇的維護成本太高，部分新購置的船隻未點交或下水。而直到

2008年孟買恐怖攻擊事件過後，1991年所修正之《沿海管理區準則》(Coastal Regulation 
Zone, CRZ)因為環保因素，仍未開放於沿岸500公尺內設置檢查哨所。

27 
印度海岸線的安全為新德里面臨的長期挑戰。2007年印度批准500億盧布的四年期

海岸安全計畫，強化沿海的基礎建設與防止恐怖主義，但是仍發生2008年11月26日的孟

買恐怖攻擊事件。印度的國家安全單位憂慮倘若缺少海上反恐措施，勢將影響印度安全

與經濟發展。例如，一艘10萬噸油輪或裝載液化石油氣的船隻於阿拉伯海靠近印度港口

炸毀，除將引起巨大傷亡外，並將影響印度經貿，並且海盜在印度洋地區的活動，恐怖

組織亦有可能將恐怖行動「外包」(outsource)給海盜，搭載幾千噸的易燃肥料成分硝酸

銨(ammonium nitrate)遭到劫持後可以成為巨型炸彈。從印度洋到亞丁灣，特別在葉門與

索馬利亞區域，基地組織與其分支機構可能將海上恐怖主義委由海盜進行，奪取油輪、

糧食或化學品，海盜擁有航運路線的知識、衛星電話與港口通信，使其能夠獲得有關船

隻精準定位。2007年8月1日，總部位於倫敦的國際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IMB)開啟24小時的熱線，來電者可以匿名分享有關海盜、犯罪和恐怖主義等相關資訊。 

印度每年從波斯灣國家進口70%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未來的10至15年當中將升

高至85%，並且多數石油進口於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海岸登陸，油輪數量將從

目前每年4,000艘增加至7,500艘，同時，離岸開發的面積將從目前的5萬平方公里增加至

10萬平方公里，讓印度的海岸安全更需要保護船舶和石油平台等資產的安全，防止入侵

者滲入沿海水域與印度海岸安全。印度與南亞許多國家共享邊界，同時也與緬甸、泰國、

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共享海域，此讓非法走私管道增添複雜性。例如，毒品走私會導致

非法資金的流入，或再作為區域衝突或恐怖主義。眾所周知的斯里蘭卡猛虎組織的武器

供應來源主要經由孟加拉灣的船隻再運抵至斯里蘭卡。 

(二)印度能力建設 

在地理上，印度成為印度洋到東南亞地區的商業運輸路線與能源經濟命脈。而在軍

事意義上，印度在南亞地區擁有最為強大的海上力量，新德里提出多項信心建立措施

                                                      
27  Gurpreet S Khurana , “India's Sea-blindness,” Indian Defence Review, Issue Vol. 24.1 (Jan-Mar 

2009), available at <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indias-sea-blindnes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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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希冀維護並增加區域安全與穩定，印度洋地區國家

於2004年與東南亞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美國與中國海軍另外與印度舉行多項海軍軍

演或人道救助演習，
28

印度並且積極改進其自身的海上反恐與反海盜的能力。 
印度海軍除對於海洋進行監測外，也與海岸警衛隊(Coast Guard)合作對於保克海峡

(Palk Straits)、馬納爾灣海岸(Gulf of Mannar)、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古吉拉特

邦(Gujarat)海岸其他島嶼領土進行監測，主要在於防止難民與泰米爾恐怖分子湧入並且

防止偷獵以及非法槍枝販運。與此同時，由於從波斯灣到太平洋的船隻多會通過200公

里寬的九度海峡(Nine Degree Channel)再駛往南海，
29

印度南部海軍司令部啟用鄰近阿

拉伯海的拉克沙群島(Lakshadweep)的卡拉瓦地(Kavaratti)基地並監控安達曼群島打擊海

盜(九度海峽與拉克沙群島位置參見圖2)。印度海軍於該處定期巡邏、於基地設置飛機

和雷達，並且印度海軍並部署新型海軍軍艦Dweeprakshak，
30

必要時採取強制封鎖

(blockade)措施。 
 

 

圖3 九度海峽與拉克沙群島位置 

資料來源：〈ラクシャディープ諸島の新たな基地〉，May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ameblo.jp/koukuubokan/entry-11244864186.html >. 

海上恐怖主義、非法槍枝與毒品販運與海盜為印度主要面臨的海上安全威脅。印度

擁有7,500公里的海岸線以及13個主要港口以及200個中小型港口，31並且有許多船隻與

                                                      
28  此類軍事演習有助於中國與印度雙方相互評估對方與自身的軍事能力，亦減低中國認為遭致

美國所包圍的危機意識。P. K. Ghosh, "Indo China Exercises: Unlikely Mates,"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19, 2003, available at <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EK19Df06.html >. 

29  「九度海峽」位於印度拉克沙群島和米尼科伊島(Minicoy)之間。海峽寬約200公里，深約2,597
公尺。 

30  Jagran Post, “Navy Strengthens Presence in Lakshadweep with New Base,” May 1, 2012;〈ラクシ

ャディープ諸島の新たな基地〉，May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ameblo.jp/koukuubokan/entry- 
11244864186.html >. 

31 印度海岸安全主要由印度海岸警備隊(Coast Guard)、警察與海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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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在沿海，印度政府難以完全檢查與監控這些船隻的動向，因此恐怖分子能夠在漁民

之間藏匿。曾有報導傳出印度港口附近的漁村曾向警方報告可疑事件，但未獲警方關

注，
32

因此強化海上監控的能力在地方層級應該更為重要。印度已採取諸多措施與計畫

強化沿海安全，包含定期的空中監視與沿岸海上巡邏建，以及在沿海建立警察局與設置

船舶監控系統作為沿海保障計劃(Coastal Security Scheme)一部份。印度政府於2005年通

過沿海保障計劃，以強化基礎建設與在沿海地區的巡邏和監測，以提高沿海地區之安全

性 。 該 項 計 畫 主 要 在 印 度 沿 岸 各 邦 ， 即 古 吉 拉 特 邦 (Gujarat) 、 馬 哈 拉 施 特 拉 邦

(Maharashtra)、果阿(Goa)、喀拉拉邦(Karnataka)、卡納塔克邦(Kerala)、泰米爾納德邦

(Tamil Nadu)、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奧里薩邦(Oriss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
以及四個中央直轄區(union territories)，包含：達曼(Daman)和第烏(Diu)、拉克沙群島

(Lakshadweep)、龐蒂切利(Pondicherry)、安達曼(Andaman)和尼科巴群島(Nicobar Islands)
等地區共建立73個沿海派出所、97個檢查站、58個哨所以及30個戰術軍營，沿岸派出所

並配置204艘擁有現代化導航與海事設備的船隻，153輛吉普車以及312輛摩托車。
33

在

2008年11月孟買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印度政府成立加強海洋和海岸的安全性防止來自海

上威脅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Strengthening Maritime and Coastal Security against 
threats from the Sea)檢討海岸安全狀況，印度沿岸各邦與中央直轄區共同於海岸防衛隊

合作探究對於現有海岸安全設施進行分析，海岸防衛隊建議另增加131個沿海派出所。 

1.沿海監測網絡系統 
印度政府設置沿海監測網絡(Coastal Surveillance Network, CSN)計畫希冀防止再度

發生從海上攻擊印度境內恐怖攻擊事件，於燈塔或高塔上設置雷達與偵測器等設備監控

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並於甘地訥格爾縣(Gandhinagar)、德爾港(Port Bunder)、欽奈

(Chennai)以及海岸警衛隊總部孟買的沃利(Worli)設置區域監控中心(Regional Operation 
Centre, ROC)與遠端監控站(Remote Operating Station, ROS)。孟買的區域監控中心負責

西部沿海地區之事務，並管理18個雷達站與電子監測器，這些沿岸遠端監視器連接至遠

端監控站與控制中心(Control Centre, CC)，並與主要港口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統(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VTMS)、漁船監控系統(Fishing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遠端識別和跟蹤(Long 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LRIT)與印度海軍國家指揮通信

控制與情報網絡(National Command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Network, 
NC3I)連結，

34
而區域監控中心與遠端監控站均配備DHF通訊系統、電子偵測器、雷達

與 船 舶 自 動 識 別 系 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以 及 分 子 電 子 感 測 器

(molecular electronic transducer, MET)，提高對於沿海地帶監控靈敏度。
35

印度政府亦強

                                                      
32  Newsweek, “The Pakistan Connection,” November 27, 2008, available at < 

http://web.archive.org/web/20081206064557/http://www.newsweek.com/id/171056>. 
33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Coastal Security Scheme," available at 

<http://mha.nic.in/pdfs/Coastalsecurity.pdf>. 
34  The Times of India, “Mumbai's Coastal Security Centre to Open on Saturday,” August 24, 2012,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8-24/mumbai/33365450_1_radars- 
electro-optic-sensors-coastal-surveillance-network>. 

35  Defence Now, “A K Antony to Inaugurate Regional Operating Centre and Remote Operating 
Station at Coast Guard HQ,” August 24, 2012, available at < http://www.defencenow.com/ 
news/845/a-k-antony-to-inaugurate-regional-operating-centre-and-remote-operating-station-at-coas
t-guard-hq.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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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有類型的船隻安裝導航通訊設備，推動對於船隻之追蹤與識別。美國在離岸100海

浬時未通過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即不允許船舶進港，但是印度只規定300噸以下的船

舶可以不用開啟AIS即可進港。
36 

而為防範海上恐怖主義之發生，美國訂定「貨櫃安全倡議」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與「防擴散安全倡議」(PSI)等措施，其中貨櫃安全倡議要求出口國的海

關須在貨櫃運往美國之前，對於高風險貨櫃進行查驗，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貨櫃運載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進入美國本土。
37

然而印度卻沒有足

夠的X光機檢查到達印度港口的貨櫃。本來美國力促印度接受美國的貨櫃安全倡議政

策，但是印度反對黨認為該項政策危害印度主權，因此讓毒品、武器和炸藥、甚至非法

移民進入印度境內。
38 

2.提升海關總署能力 
印度於每個主要漁港設置海關總署，每個海關總署遵照相關法規，以及負擔以下職

責：首先，對於每艘出港漁船予以拍照並保存相關記錄；其次，經由漁業合作協會(Fishing 
Co-operatives and Societies)蒐集以人力資源為主的情報，並希望這套系統可以阻絕外部

威脅；此外，海關必須定期有三艘快艇(搭載2至3名船員)於其轄區內巡邏。但是實際上

海關的快艇不足且士氣低落，並且政府已減少查緝走私行動的獎勵，並且隨著印度經濟

的開放與自由化，黃金或寶石已非海關官員的利潤。基本上，在漁港的海關哨所需要結

合海岸安全單位的設備與人力資源，但是海岸情報單位有能力蒐集公海上的活動情報，

但是這套情報系統與海關之間的情報傳遞卻無力運作。 

3.增加沿海派出所 
印度目前的沿海哨所尚不足解決沿海的安全威脅，但是目前沿海哨所卻有其重要

性。印度沿海哨所之職責主要在於檢視漁船相片與船隻註冊資料以及通行證，因此在走

私與其他犯罪中當中，扮演第一線蒐集漁船活動與當地漁業合作社當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每個沿岸哨所應該於漁港進入主要道路上設置檢查站(check posts)，或於主要道路

進入漁港、碼頭或接駁點設置檢查站，安置無武裝警員，並且印度多數哨所缺少無線電

設施，然而，沿岸的哨所僅進行粗略的檢查，難以進行全面安全檢查，任何人可以輕易

走私輕小型武器進入印度國土。在人力資源方面，沿岸哨所裝備與人手不足，沿岸哨所

平均僅有30名員警，但要負責超過60村莊，也缺少快艇與巡邏車輛，因而無力應付緊急

情況，此外，沿岸哨所的員警也為確實執行其應進行的職責，包含定期在沿岸與沿海道

路進行巡邏。 

4.提高海岸警衛隊設備能力 
印度的海岸警衛隊成立於1970年代，配有先進的海上雷達系統，每個海岸警備隊擁

有30至40艘船隻並進行全天候的巡邏，多數大型船隻並擁有自己的直昇機。海岸警衛隊

                                                      
36  PS Das, “Coastal and Maritime Securi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Issue Vol. 24.1 (Jan-Mar2009), available at <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 
coastal-and-maritime-security-two-sides-of-the-same-coin/ >. 

37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December 2004). 

38  PS Das, “Coastal and Maritime Security,” Indian Defenc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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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漁船安檢相當嚴格，需要核對貨物、文件和身份證件，但是仍舊發生2008年11月26
日的恐怖分子劫持的拖網漁船而進入孟買進行恐怖攻擊的事件。粗估印度漁船受到印度

海岸警衛隊的盤檢僅有1/3的機會，並且印度僅有60艘船隻擁有巡邏達7,000公里，因而

無法完全履行其職責。印度的海岸警衛隊擁有多尼爾(Dorniers)運輸機、獵豹(Chetak)直
升機與海王(Sea King)直昇機，這些均配置良好的海上雷達以及與巡邏艦間的通訊網

絡，並可以從海軍、印度調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與印度情報局

(Intelligence Bureau)獲得情資。 

5.增加印度海軍職責 
印度海軍的職責旨在防衛海上國土安全，包含追蹤大型船艦、保持威懾、保護該國

的專屬經濟區、於海上打擊恐怖主義與海盜，擊退外部入侵勢力並且檢查偏離正常路線

的船隻狀況。 

6.舉行聯合演習 
在理論上，演習可以來驗證國家軍事準備，並從在平時的部署與政治上的運用上，

探索有關國家軍事力量之使用方式。而從聯合軍演的方式來看，現今聯合軍演凸顯以下

三種方式：第一、指揮所演習方式，演習在聯合軍隊司令部內或是聯合軍隊司令部與有

關軍兵種司令部之間進行，通常無實兵或只帶少量實兵參加。此類聯合軍演，目的是演

練各級指揮員和參謀人員的指揮、協調之能力。第二、野外訓練演習的聯合軍演，旨在

想定作戰條件下聯合軍隊於野外進行的單方或對抗性演習。第三、電腦輔助模擬訓練演

習，是利用電腦模擬技術與設備對聯合軍隊指揮員和參謀人員進行之演練。
39

為防衛印

度沿岸安全，印度並積極於沿岸地區進行海岸安全的演練，預防另一場1126事件。
40 

(三)印度與周邊國家的海事安全合作 

從1990年代中葉以來，印度在南亞主導名為米蘭(MILAN)的多國海軍邊演習。米蘭

海軍軍演包含環孟加拉灣國家之參與，並於安達曼 (Andaman)和尼科巴群島 (Nicobar 
Islands)附近進行演練，並且試圖與東南亞國家海軍達成制度化合作以及培養溝通的互

動性之目標，減少印度海軍在安達曼海影響力日增對於東南亞國家之心理威脅，建立亞

太地區各國海軍的相互信任關係，並維護海上航道遏止非法活動。
41

此外，印度已與許

多國家舉行雙邊與多邊聯合搜索和救援演練，與其他國家的海軍交換情報、反潛作戰、

反地雷與反恐戰術演練，以及人員培訓、水文調查的合作，也與新加坡分享反恐相關情

資。
42  
事實上，倘若印度海軍與其他印度洋國家與東南亞國家海軍合作，應能保護海上交

通線與扼制點(choke points)。然而，馬來西亞與印尼卻反對印度與美國合作在馬六甲海

                                                      
39  杜立平與田朝暉，〈解讀中俄聯合軍演：演什麼，怎麼演〉，《解放軍報》，2005年8月17日。 
40  See IBN, “Security Drill off Eastern Coast,” August 4, 2010, available at < http://ibnlive.in.com/ 

generalnewsfeed/news/security-drill-off-eastern-coast/201449.html >. 
41  米蘭(MILAN)的多國海軍邊演習為印度東望政策的一部份。 
42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ocuments on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vailable at 

<http://cil.nus.edu.sg/wp/wp-content/uploads/2011/06/Documents-on-ASEAN-and-South-China-Se
a-as-of-June-2011.pd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January 12,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 
2010/01/135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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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所提供之安全保障，馬來西亞與印尼認為影響兩國主權行使，此外其他小國也表示憂

慮。此等顯示成功的跨國執法合作需要進行多邊合作，但由於主權的敏感性卻可能弱化

多邊合作機制成功的可能性。 
在印度與周邊國家的海事合作方面，2008年1126事件揭示印度來自海上恐怖攻擊的

恐懼。2009年印度國防部部長安東尼(A.K. Antony)會見馬爾地夫總統納希德(Mohammed 
Nasheed)表示，將對於馬爾地夫提供海上巡邏與空中監視援助，並且印度海軍和海岸警

衛隊的船隻將參與與馬國的聯合演習，共同面對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和海盜挑戰。
432010

年12印度與馬爾地夫簽署共同保衛地區航道安全的協議，遏制印度南方和斯里蘭卡之間

航道上的海盜或恐怖襲擊活動。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於2011年展開海事安全的國

家安全顧問級別之三邊對話，這一對話旨在處理海事安全、海盜活動相關問題，確保海

上航道的安全，同時分享實踐及災難管理方面的最佳經驗，
44

未來也將聯合舉行海軍軍

演對抗恐怖主義與海盜。2012年9月印度與馬爾地夫再度舉行國防會談，印度海軍將繼

續每月在馬爾地夫的專屬經濟區實施監控行動，以應對在馬爾地夫領土附近出現的海盜

和非法活動，在馬爾地夫國防部隊處理海岸安全和海盜問題上，印度也將提供監控協

助，並將於2012年11舉行名為「Ekuverin」的軍事演習。
45

此外，由於海盜事件的增加，

印度將馬爾地夫納入沿海安全網絡當中。馬爾地夫的26個島嶼上僅有2個雷達系統，印

度亦協助馬爾地夫在全部的島嶼上興建雷達，監控靠近小島的船隻與飛機，並連接至印

度的海岸雷達系統，印度的區域監控中心可以得到馬爾地夫的雷達圖像。
46 

在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事安全合作方面，2010年6月印度海軍拉那(Rana)號和蘭

吉特(Ranjit)號導彈驅逐艦於馬來西亞海軍在公海聯合舉行海試演習，該次演習旨在針

對麻六甲海峽日益增多的海盜行動，並將加強印、馬兩國海軍間聯繫。
47 

印度也與東亞國家的日本舉行海上安全的聯合軍演。1999年日本的一艘貨輪MV 
Alondra Rainbow於麻六甲海峽被印尼海盜搶劫，印度海軍於阿拉伯海攔截該船保護船

隻的安全，自始日本開始關注海上安全的議題。也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與海上保安廳能

力不足以應付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因此東京政府希冀新德里政府能夠協助維護印

度洋海域之安全。
48

時任日本運輸大臣二階俊博(Toshihiro Nikai)致函印度國防部部長感

謝印度的作為，並希望未來能夠防止海盜行為。2000年印度國防部部長費南德斯(George 
Fernades)訪問東京並達成每年將舉行高層國防諮商，

49
兩國並從2001年開始舉行聯合軍

事演習，2008年日本與印度兩國共同發表《有關安全保障合作的聯合宣言》，達成海岸

                                                      
43  National Informatics Centre (India), “India and Maldives agree to step up Defence Cooperation 

India and Maldives are Equal Partners: Antony,” August, 20, 2009, available at <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52038>. 

44  Hindustan Times, “India Begins Trilateral Talks to Check China,” December 20, 2011. 
45  Asian Tribune, “India, Maldives to Step Up Defence Co-operation,” September 17, 2012. 
46  Defence Now, “Coastal Radars to Be Set-Up from Next Month to Beef up Security,” September 5, 

2011. 
47  Brahmand.com, “Indian, Malaysian Navy to Hold Joint Maritime Exercise,”June 22, 2010. 
48  BBC News, “India and Japan's Growing Ties,” April 28, 2005. 
49  See Shamshad Ahmad Khan, “Indo- Jap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sues, 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2011, Slavic Research Center, available at < http://www.isn.ethz.ch/isn/ 
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
=132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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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衛隊以及在運輸安全、打擊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的合作。
50 

印度與美國之間的海上安全合作更提升至戰略合作關係。美國與印度之間海上聯合

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與複雜度也有顯著增加，並且定期舉行。2010年，美國太平洋司

令部(U.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與印度三軍綜合防禦參謀部(Indian Integrated 
Defense Staff, IDS)於阿拉斯加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強化雙方在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

(HA/DR)合作。美國海軍與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也每年定期與印度舉行聯合軍事演

習，包含：馬拉巴爾(Malabar)、蛇神(Habu Nag)、射毒眼镜蛇(Spitting cobra)、與代號

SALVEX聯合軍演。其中馬拉巴爾演習為年度雙邊進行的海上演習，以加強海上戰術，

技術和程序(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s)，參與的國家包含日本、澳洲和新

加坡的海軍，也結合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演習。蛇神為海軍兩棲演習，射毒眼鏡蛇則為

破壞爆炸物的演習，代號SALVEX為潛水與營救行動方面的演習。這些專業演習讓兩國

的專業人員熟悉防空/反導防禦、反水面戰、反潛作戰、海軍特種作戰能力與形式。此

外，除了每年太平洋艦隊與印度海軍的執行督導論壇(Pacific Fleet-Indian Navy Executive 
Steering Group)會議外，兩國的海軍也舉行正規海軍的雙邊人員會談、港口訪問以及各

種層級的軍事人員交流，美國海岸防衛隊也開始與印度海岸警衛隊(Indian Coast Guard)
參與交流與培訓。 

五、結 語 

後冷戰時期的衝突特點在於民族與次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其中海上安全主要的威

脅來自於非國家武裝團體，特別在印度洋地區，這類非國家武裝團體主要即為海盜與海

上 恐 怖 主 義 。 擁 有 海 上 進 行 恐 怖 攻 擊 能 力 的 組 織 ， 包 含 ， 基 地 組 織 、 虔 誠 軍

(Lashkar-e-Taiba)與坦米爾猛虎組織。2006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全球反恐戰略(Global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在反恐議題上採取全方位的戰略。聯合國並未將反恐視為安

全或執法過程，聯合國更希冀促進防止恐怖主義的擴散。為減少海盜與海上恐怖主義的

威脅，印度洋周邊國家也要從根源解決印度洋地區所面臨問題，在2011年之前索馬利亞

海盜猖獗主因在於索國經濟動盪與政治真空所致，2012年之後索國南亞海盜在許多國家

對於船隻的護航下逐漸減少，斯里蘭卡擊潰坦米爾猛虎組織也減少南亞地區的海上安全

威脅。然而，除非這些地區的政治衝突能夠完全解決，否則海盜或海上恐怖攻擊仍有崛

起的可能。 
海岸安全鑲嵌於更為廣泛的海上安全。海洋難以分割成不同的區塊，因而有必要採

取全面的戰略審視海洋安全。首先，一國的軍事戰略應該源於該國的根據國家利益所形

成國家安全戰略，讓國家從經濟、外交和軍事政策達到國家目標。海軍戰略作為軍事戰

略的一環，包括以下角色：保衛印度海上領土與海上重要資產，免於威脅或入侵；作為

外交的手段促進達成國家的外交政策與經濟目標；在印度洋海域排除恐怖主義或海盜之

襲擾並維護海上安全秩序；由政府下令提供印度國民或其他國家民眾人道援助與救災行

動；提供戰略嚇阻等。2004年印度公布《印度海軍準則》(Indian Maritime Doctrine)、
2007年公佈《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軍事戰略》(Freedom to Use the Seas：India's 

                                                      
50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October, 22, 2008, available at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4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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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並於2009年修正《印度海軍準則》，
51

這些文件均敘明印度

海軍戰略方向，指出印度海軍之任務在於維護國際海域和平與安全，發展跨區域海軍能

力，減少在陸地上與巴基斯坦的邊界爭議問題對於印度安全威脅，
52

印度也於2007年參

與美國在沖繩外海舉行代號為馬拉巴爾(Malabar)系列演習，凸顯印度海軍遠洋作戰能

力，並在這十年間強化與美國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
53 

印度於2001年捲入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後，進入一個時代的不確定性。印度

為全球受到恐怖主義威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無論是基地組織或是塔利班相關的組織，

皆在印度國內或國外針對印度發動多起恐怖攻擊，這些組織也反映著不同的意識型態與

目標。而印度受到地緣政治影響，並且受到南亞的經濟、社會政治與區域治理多重因素

影響，與周邊國家政經發展密切相關，從另一方面而言，印度政經發展亦會影響南亞地

區其他國家。
54

特別在於，印度孟買曾於2008年11月26日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此次恐怖

攻擊事件為來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經由海路進入印度發動恐怖攻擊。但是經過印度

國防部的檢討，負責印度海岸邊界安全的海岸警衛隊得不到執行任務所需的船隻與飛

機，使得海上警衛形同虛設。 
當 一 個 國 家 從 「 內 向 型 經 濟 」 (inward-leaning economy) 轉 向 「 外 向 型 經 濟 」

(outward-leaning economy)時，其國家安全的的目標會開始朝向海洋。
55

印度為全世界最

大的民主國家，隨著印度經濟持續增長以及國際地位之提升，印度主動並積極參與國際

事務，首要則為來自印度洋的安全威脅。印度對於來自海上安全威脅正在調整當中。從

另一方面而言，印度未來仍將會強化在海岸安全機構與能力建設，不同於其他國家大規

模投資購置先進設備等方式，新德里囿於資源限制，反讓印度會集中所能運用的經貿資

源與科技影響力，選擇性強化漁港(漁村)與離岸基地等方式，輔以多邊合作機制，面對

南亞地區的海上安全威脅，而在其自身的國土安全未臻強化之際，印度做為區域大國的

角色仍待發展。 
 

 
 
 
 
 
 

                                                      
51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 2007, available at <http://indiannavy.nic.in/maritime_ 

strat.pdf>. 
52  C. Raja Moha, “India's New Naval Doctrine,” The Hindu, April 29, 2004. 
53  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包含聯合軍事演習、人員交流、雙邊高層人員會晤、港口

訪問、聯合訓練等，兩國海軍也發展在人道援助與救災合作的協同工作能力。印度除美國外

未與其他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足見新德里與華盛頓之間關係。美國希望印度不僅需超越

東望政策，更需要「參與東方」(engage East)，2011年12月美日印三邊對話以及2012年4月美

印戰略對話均顯示美國與印度之間關係強化。See Ajaya Kumar Das, India-U.S. Maritime 
Partnership: Time to Move Forward, RSIS Policy Brief, August 2012. 

54  Sundeep Waslekar and Semu Bhatt, “India’s Strategic Future: 2025,” Futures, Volume 36, Issues 
6–7 (August–September 2004), 811. 

55  Sarabjeet Singh Parmar and Saloni Salil, “China and India: Maritime Commonalities and 
Divergences,”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 5,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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