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國民應有的保防認知 

自兩岸開放民間交流以來，人民交流熱絡，互動頻繁，在經濟方面儼

然已出現互依互存的態勢。然而在兩岸往來頻繁之際，共諜可能透過

諸如探病、奔喪或婚姻關係以及依親等合法方式進入臺灣，亦有利用

臺灣海岸線綿長特性，以偷渡等非法方式滲入臺灣社會，竊取包括政

治、經濟、科技與軍事等各種機密，危害國家安全影響之巨，絕非國

人所能想像。由我國政府陸續破獲的多起共諜涉及竊密案件看來，顯

示出兩岸之間「政治對立、軍事對峙」之勢並未因民間交流而有所改

變，更證明中共謀我之心態日趨積極、密切，軍事恫嚇、外交打壓、

滲透統戰、拉攏分化手段，無所不在，在敵暗我明的情況下，落實全

民保防維護國家安全確為當務之急。  

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時代變遷，多數國人已逐漸忽略「機密維護」的

重要性，甚至有部分人士，出現對保防工作的質疑或抱持錯誤認知，

認為保防工作是少數保防人員的工作，誤以為「保防」是思想控制、

監視他人、打小報告或限制他人的工作，因而對於保防工作產生厭惡、

鄙視等偏差的觀念。事實上，保防工作為世界各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必

有的作為，各國亦多設有保防機構，或有名稱不同，但其保防工作之



精神與內涵全世界應是殊途同歸的，對於政府機關或是私人企業，均

是必要的設置。 

中華民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與民主、自由的國家，更是 2千 3百萬國

人生命之所繫的樂土，維護國土之安全就是所有國人共同的責任，因

此，建立機密維護及防制敵諜共識並且積極落實，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首要之務。吾人除了嚴密保護措施外，更應深植堅定的保密警覺與理

念。 

保防工作應從自身做起，平時即應養成嚴謹的生活態度，離開辦公室

時抽屜應上鎖，公文應依機密等級妥適處理，保持辦公桌的整潔，不

應該將文件放置於桌上或是壓在桌墊底下，同時注意影印、電腦查詢

文件的保密，影印後的廢紙應做好銷毀的動作，不要在公開場合談論

有關業務機密等，時時提高警覺，以建構綿密保防網絡，讓我們從日

常生活中來體認保防工作。 

保密工作是整體性、全面性的，其目的乃在防止洩密事件的發生，故

保護國家機密實為現代國家每一個國民應有之責任，更是身為國家公

務員必要的基本義務與道德修養，且機密維護亦為經常性、持續性之

工作，不容稍有疏忽或鬆懈，惟有確實貫徹執行各項保密措施，恪遵

個人保密規定，做到「人人保密」、「時時保密」，以提高保密警覺，



養成良好保密習性，加強保密防護措施，落實保密安全檢查，使我們

的保密工作做到百無一疏，萬無一失，才能維護國家機密，也惟有人

人提高警覺、落實全民保防要求，國家的利益和安全才得以確保，國

人才能永享自由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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