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機場發展紀實

貳、組織與職掌

參、特殊工作經驗探討

一、濃霧關廠引發治安事件之處

理

( 一 ) 旅客霸佔出境安檢門案

( 二 ) 大陸旅遊團霸佔航空公司

櫃台案

( 三 ) 金門地區導遊遭大陸旅遊

團傷害案

二、小三通運毒手法分析

( 一 ) 酒甕夾層上酒下毒運毒手

法

( 二 ) 偽裝身份、運毒闖關

( 三 ) 夾藏內褲、運毒闖關

( 四 ) 芋頭混充，掩人耳目

三、航機失事災後處置

肆、未來展望

壹、機場發展紀實
金門機場原本位於西洪五里埔，故又稱

「西洪機場」。民國 40 年 6 月國防部核准復

興航空公司飛航金門，每週飛航 1 班，直至

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因「八二三砲戰」而停航。

隨後更因軍事考量而將機場遷至尚義。

                                                

     

             

                

民國 76 年為因應金門地區民眾需求，行

政院乃核定借用空軍尚義機場成立軍民合用

機場，並於同年 9 月由遠東航空公司首航「臺

北往返金門」航線，為臺金民航空運開啟新

的紀元。但因當時金門地區仍屬戒嚴時期，

機場安檢工作是由金門縣警察局派遣警力配

合金門防衛司令部機檢組共同執行；直到民

（民國 43 年金門西洪機場）

（軍民合用之金門尚義機場）

尚義機場發展紀實與航警實務探討
鍾興昌

金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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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2 年金門地區宣佈解除戒嚴，航空警察

局才正式成立隸屬台北分局管轄之金門分駐

所，並派遣 6 名警力進駐執行機場安檢工作，

但因成立之初警力不足，故仍由金門縣警察

局派員從旁協助。

民國 83 年金門地區開放觀光，由遠東、

復興與馬公等航空公司共同飛航臺北及高雄

往返金門之航線，旅客人數明顯增加，而原

來空軍的候機室因不敷使用，於是民航局斥

資 11 億 5 千餘萬元，於原機場東北側另行闢

建民航機專用站區。

民國 84 年新航廈落成啟用後，除了原本

飛航的遠東、復興與馬公等 3 家航空公司外，

陸續又加入長榮、大華與國華等 3 家航空公

司飛航臺南往返金門、嘉義往返金門、台中

往返金門等航線，出入境旅客人數亦明顯增

至百餘萬，為了順利疏運旅客，臺北分局亦

增派 13 名警力至本所。

民國 90 年政府為促進金馬地區之建設

與發展，增進兩岸良性互動，改善兩岸關係，

於是依據「離島建設條例」之規定開放金馬

地區試辦小三通，縮短了兩岸交通時程，亦

是金門空運史上一大轉捩點，隨著小三通的

開放，當年旅客人數亦增加至 133 萬餘人。

民國 95 年在金門縣政府與金門航空站

及各單位的通力配合之下，首度完成金門飛

航新加坡的國際包機，為金門航空業務再添

歷史新頁，同時在各單位的努力下，當年的

旅運量也向上攀升至 143 萬餘人。

民國 97 年政府全面開放小三通，方便

國人與大陸人士藉由金馬地區進出兩岸；更

為經濟與便捷的管道，讓金門機場的空運人

數首次突破 170 萬人次。

民國 98 年政府開放陸客觀光，不論是

航班或是旅客人數都屢屢創下新高，達到

198 萬餘人次，同時航班數也是歷史紀錄的

28,180 架次。

民國 99 年開放小三通行李直掛業務及

（84 年 11 月 18 日金門民用航空站落成典禮）   

（84 年 11 月 18 日金門民用航空站正式啟用）

（初期金門民用航空站外觀）

(76 年 9 月 11 日遠東航空首航北 - 金航線抵達金門機場 ) 



陸客自由行後，金門機場的旅運量更是一舉

突破 2 百萬人次，來到了 2 百零 9 萬餘人次，

台北分局再增派警力 6 名至本所因應。同時

機場旅客人數也因連續三年突破 150 萬人次

而於隔年（民國 100 年）升等為乙種機場。    

隨著近來年小三通旅客日增，民航局乃

斥資 3 億元新建東側航廈大樓，並於民國 99

年 2 月落成啟用，大大提升航廈容量及服務

品質。迄今，金門機場共有金門往返臺北、

金門往返臺中、金門往返高雄、金門往返嘉

義、金門往返臺南及金門往返馬公等 6 條航

線，對金門地區觀光事業發展及交通運輸貢

獻良多，並深受金門鄉親及臺金旅客好評。

貳、組織與職掌
本所隸屬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在執行

民用航空業務時，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指

揮監督。目前本所置所長、各級幹部及員警

共 40 人。

依據航空警察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

本局掌理事項如下：

民用航空事業設施之防護事項。

機場民用航空器之安全防護事項。

機場區域之犯罪偵防、安全秩序維護及管制

事項。

機場涉外治安案件及其他外事處理事項。

搭乘國內外民用航空器旅客、機員及其攜帶

物件之安全檢查事項。

國內外民用航空器及其載運貨物之安全檢查

事項。

機場區域緊急事故或災害防救之協助事項。

民用航空法令之其他協助執行事項。

其他依有關法令應執行事項。

       民國 82 年本所成立，初期因人員編制較

少，部分業務仍由金門縣警察局支援，該時

期本所人員乃是借用金門縣金城鎮莒光山莊

部分廳舍權充宿舍使用，直至 84 年 11 月 19

日金門航空站航廈竣工使用，本所改向金門

航空站借用宿舍。惟民國 90 年金門地區實

施小三通，旅客人數逐年上升，勤、業務相

對增加，本所警力亦從最初的 20 餘人增至

最多的 40 餘人，所借用之房舍早已不敷使

用，幸在民用航空局及總局全力支持之下，

於 99 年 4 月編列預算新台幣 4 千 3 百餘萬，

在金門航空站宿舍後方共 903.8 平方公尺的

土地上興建勤務備勤房舍供本所使用，並於

隔（100）年 5 月底落成啟用，以解決之前本

所借用金門航空站之窘境，有效改善員警生

活品質，提昇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維護社

會治安，確保飛航安全。

叁、特殊工作經驗探討
一、濃霧關場引發治安事件之處理

金門機場鄰近料羅灣，因地理環境關

係，在每年 2 至 5 月冷熱交替時節易起濃霧，

機場能見度往往低於起降標準，造成機場關

閉，班機無法正常起降，使得旅客滯留無法

順利返台。

這是每年霧季都要上演的課題，也是肩

負秩序維護的航警開始要忙碌了，旅客的諮

詢、遺失物品協尋、交通疏導、陸客在航站

前鐵欄杆涼曬衣服之制止、航空站內上百旅

客過夜留宿協助航站發放毛毯、旅客在久候

不耐下常引發排隊爭執或抗爭情事之處理等

等，相關重要事件如下：

（一）旅客霸佔出境安檢登機門案
99 年 4 月 11 日 17 時 00 分至 4 月 12 日

因金門尚義機場濃霧天候因素，造成機場

關場旅客滯留於機場，翌（13）日下午 15

時金門尚義機場始恢復正常起降。因旅客

滯留過久且無法了解班機狀況，造成情緒

失控而至各航空公司櫃檯前抗議拍桌，並

揚言不讓他們返家就聚集旅客霸佔出境安

檢線門口，本所立即派出線上警力至各航

空公司櫃檯及出境安檢線門口加強維持秩

序、勸離欲霸佔登機門旅客。

（二）大陸旅遊團體霸佔航空公司櫃檯案
99 年 4 月 20 日 15 時 00 分至 4 月 22 日

因金門尚義機場濃霧天候因素，造成機場

關場，於翌（23）日金門尚義機場恢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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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起降後，立榮航空公司櫃檯前有大陸旅

遊團體霸佔航空公司櫃檯以爭取班機機位

之狀況產生。

本所立即通知線上所有警力至現場排

除狀況，並通報臺北分局勤指中心轉報金

湖分局勤指中心請求警力支援，先以溝通

勸導方式請大陸旅遊團離開航空公司櫃檯，

並請金門地區導遊及大陸領隊與團員協商

均無成果後，以人牆將大陸旅遊團員隔離

航空公司櫃檯，並請大陸領隊和團員溝通

說明班機狀況及處理情形，適時化解該狀

況。

（三）金門地區導遊遭大陸旅遊團員傷
              害案

99 年 4 月 20 日 15 時 00 分至 4 月 22 日

金門尚義機場濃霧天候因素，造成機場關

場，於 4 月 22 日大陸旅遊團團員因濃霧班

機狀況不明及找尋不到領隊情況當中，正

巧遇到另一陸客團金門地區導遊小姐，因

雙方一言不合互有推擠，再加上陸籍旅客

眾多，導致金門地區導遊不支倒地，報案

人（即導遊小姐）因陸籍旅客有動手打她，

故親至署立金門醫院開立驗傷證明書，並

至本所報案，本所受理後依傷害罪嫌函送

金門地檢署偵辦。

本所在有限警力下為維持秩序、處理

紛爭，疲於奔命，幸在金門縣警察局提供

警力支援協助下，終能排解糾紛、避免事

件擴大，讓每位旅客能順利返臺。   

近年來政府單位更加重視此課題，由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主導擬定相關輸運計畫，

加開班機、軍機及船運等協助疏運，並啟

動聯合補位措施，本所根據以往經驗，為

防範於未然亦在各航空公司加派警力維持

秩序，在各單位共同努力下旅客失序行為

已逐漸減少。

二、小三通運毒手法分析
由於金廈小三通的開放，販毒走私集團

認為國內機場把關較為鬆懈，轉而開發這條

新絲路，紛紛將毒品借由人或物轉而攻佔國

內機場，如近年來本所查獲的毒品案件光從

台灣地區藉由空運寄往金門即有四件之多，

可見借由航空管道運毒之頻率頗高。僅就本

所查獲較特殊運毒手法介紹如下：

（一）酒甕夾層上酒下毒運毒手法
民國 95 年 1 月 8 日，本所於託運行李

安檢線上，發現準備由金門託運到台中的

兩箱甕裝的金門高梁酒，外觀看來是金門

酒廠所生產的制式 5 公升裝高粱美酒，封

口還以金酒公司原廠紅色布條密封紮緊，

絲毫看不出已開封的情形。   

然而，經過 X 光儀器照射後卻發現酒

甕內疑似有夾層，且 X 光儀呈現的顏色顯

示上下為不同物體，研判酒甕內應裝著其

他不明物品，立即攔下開封檢查。打開酒

甕封口後，撲鼻而來的香醇酒香，確為高

粱美酒無誤，但經仔細搜查後發現在酒甕

底部有一個直徑 8 公分的小洞，將該洞打

開後沒有酒液流出，因此搜出重達 700 多

公克的海洛因磚兩大塊，以及 4 公斤的安

毒麻黃素原料。

（二）偽造身分、運毒闖關
94 年 10 月 1 日因案遭受通緝之陳○○

涉嫌持用偽造之身分證企圖闖關搭機至臺，

本所執勤人員於證照查驗時發現可疑，經

現場口詢並調閱相關資料查證後，發現其

所持用之身份證係屬偽造，依相關程序處

置時，又於其手提行李的夾層中發現有一

包口香糖內藏有小包裝之海洛因及安非他

命等毒，全案經製作筆錄後，移送金門縣

警察局刑警隊擴大偵辦。

（三）夾藏內褲、運毒闖關
92 年 11 月 19 日旅客林○○異想天開，

穿了三條內褲後將一包重達 770 公克的海

洛因毒品藏匿其中，以為可以神不知鬼不

覺自機場夾帶出關至臺，但其通關時因神

色略顯慌張，本所執勤人員發現其行為舉



止與常人不符，依規定對其仔細搜身，果

在其私處查獲海洛因毒品，全案經製作筆

錄後，移送金門縣警察局刑警隊擴大偵辦。

（四）芋頭混充，掩人耳目
95 年 1 月 17 日本所警員於貨運站華信

1268 班次之貨運物品中，查獲快遞業所託

運之物品中，有三箱芋頭可能混充其他物

品，經再三檢視確認後發現有一大包安非

他命及五小塊海洛英毒品，全案移送臺北

分局繼續擴大偵辦。

三、航機失事災後處置
（一）事件一

97 年 5 月 24 日凌晨零時 30 分，中興

航空公司一架緊急醫療救護直昇機在執行

完「後送」勤務返回金門途中，因金門地

區適逢大霧壟罩，該機抵達金門機場欲降

落時，可能因為濃霧造成視線不良，導致

該機於跑道旁重摔後又彈起，然後便落地

墜毀，直昇機殘骸散落滿地。

本所接獲金門航空站航務組通知後，

立即起動救援機制，由線上警力立即趕赴

現場處置，同時由值班人員通知其他警力

銷假返所支援，因現場受濃霧引響，再加

上殘骸分佈範圍寬廣，因此增加救援之困

難度，但在本所及各單位支援人員全力搶

救之下，仍順利尋獲機上正、副駕駛及隨

機醫療人員並立即將其等送上救護車載往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醫治，所幸該次事件

並無任何人員罹難。

（二）事件二
另在 98 年 07 月 10 日凌晨 02 點 53 分，

另一架中興航空緊急醫療救護直昇機在執

行完「後送」勤務後，從臺北要返回金門

時，於淩晨 04 點 20 分左右該機突然在金門

機場外海處失聯。

本所接獲金門航空站航務組通知後，

除立即通報處置外，並派遣人員配合海巡

署於外海搜尋，同時亦在跑道四週加強尋

找；後於昔果山外海尋獲正駕駛並立即將

該員送醫救治，但不幸的是機上副駕駛遺

體亦於昔果山外海尋獲，而在直昇機殘骸

打撈上岸後亦發現隨機救護員之遺體。   

綜觀這兩次事件乃屬金門地區首次發

生民航機墜毀事件，本所除依標準程序處

置外，尚無任何實際經驗，但因平時均有

配合金門航空站進行相關演練，增進同仁

反應的速度與能力，加上各單位的傾力配

合協助，使得這兩次的搜救行動均能順利

達成，今後本所也將以這兩次的難得的經

驗，加以檢討改進，一旦類似事件發生，

務求盡善盡美，達成任務。

肆、未來展望
一、提升執勤效能，維持良好治安

金廈僅一水之隔，航程約半個小時至一

小時不等，極易成為不法份子利用之罅隙，

甚至偷渡、走私違禁物品等，容易對治安造

成莫大的傷害。爲避免有心人士趁機進行非

法活動，本所除利用勤教機會，以各種案例

加深同仁印象外，同時要求同仁秉持著「看

不清不放、查不清不放、交代不清不放」之

原則，確實做好份內的工作，保障搭機人的

安全與社會之安定。

二、加強為民服務，發揮主動精神
提升『服務品質』，樹立『專業形象』

突破傳統習慣領域，以敬業、專業、熱忱來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培養本身執勤技能，

樹立警察工作『專業形象』，以贏得民眾信

賴與支持。

三、強化反恐措施
因應國際恐怖活動及防制機場遭受恐怖

攻擊，本所加強機場警衛安全作為及安全檢

查執行，除每月持續進行各項教育訓練外，

另因應反劫機、反破壞任務，辦理各項緊急

應變演練，落時執行機場安全維護工作。 

（作者為航空警察局台北分局金門分駐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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