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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前　　言

本部前身為「陸軍預備部隊訓練司令部」，民國44年7月1日成立於桃園虎頭山，以

第四軍為基幹編成，8月移駐臺中市干城營區，民國53年12月改為「陸軍訓練司令部」

，民國55年6月與「陸軍作戰發展司令部」併編為「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民國

59年11月實施「金湯案」，由臺中遷駐鳳山衛武營區。民國68年7月1日陸軍為因應臺、

澎防衛作戰需要，實施「崑崙案」，改編為「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同時接替第四作

戰區指揮任務，1 民國95年3月1日更名為「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迄今。

旗山區位於臺灣南部高雄市地理中心，地屬熱帶季風氣候區、高溫多雨，地形南北

縱走向，目前總人口約略3萬7千餘人，農業經營以香蕉栽培聞名，自我八軍團民國68年

編成即以「捍衛南疆」為主要信念，一本初衷承襲愛民助民服務熱忱，迄今經歷40餘載

歲月，不遺餘力關懷及協助南部居民，並堅定以屏障臺海安全、保國衛民之角色，鎮守

捍衛國土決心。

遞嬗演進與轉型過程

一、各時期組織遞嬗

(一)第一時期：陸軍預備部隊訓練司令部(民國44年7月1日～民國53年6月30日)

為適應訓儲後備兵及徵訓常備兵之需要，奉陸軍總部民國44年6月27日洪充字第

521號令成立，以第四軍軍部為基幹編成，2 各預備師以陸軍第四軍所屬之第22、23、24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干城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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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八軍團，《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隊史》( 民國 68 年編印 )，頁 1 ～ 3。

2 陸軍總部軍務署，《陸軍歷任總司令暨各部隊隊徽沿革簡史》( 民國 91 年編印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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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預備部隊訓練司令部

第一任司令

劉安祺將軍

陸軍第八軍團

第一任司令

陳守山將軍

 我們的長官　　　　

民國44年12月29日，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議定「陸軍預備部隊及補充制度方

案」後，始確定預備師為編訓後備兵；新訓中心為訓補常備兵之任務。

新兵訓練中心以各師管區所屬之步兵團及特種兵團營於民國45年1月20日奉命將

原屬各師管區之12個補充兵團，改編為9個新兵訓練團，12月將9個新兵訓練團之番號，

改稱為1至9新兵訓練中心。

上級隸屬陸軍總司令部、下轄預備第1～9師、新兵第1～9訓練中心，民國48年

11月加入補充兵指揮部及砲兵訓練中心。4

(二)第二時期：陸軍訓練司令部(民國53年7月1日～民國55年6月30日)

為適應陸軍部隊訓練需要，奉陸軍總部民國53年12月18日如妣字第769號令成

立，以原陸軍預備部隊訓練司令部為基幹編成之。

上級隸屬陸軍總部、下轄預備第1～9師、新兵第1～9訓練中心、步砲裝後備兵

指揮部、步砲裝校、砲(裝)新兵訓練中心、砲(裝)部隊訓練中心、工訓一二中心、山寒

處、補指部。此時期仍駐守臺中干城營房。5

(三)第三時期：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民國55年7月1日～民國68年6月30日)

為適應陸軍部隊訓練之需要，奉陸軍總部民國55年5月12日朱孟字第312號令成

3 同註1，頁33。

4 同註1，頁33。

5 同註1，頁34。

等3個師及陸軍第2、4、5、6等軍官戰鬥

團於民國44年8月5日編成9個預備師之常

設基幹，准以擔任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練

戰時動員編成充實之野戰部隊。3

民國44年8月15日奉命移駐臺中

干城營房，時司令部下設參謀室、政治

部、訓練、補給、行政3個處，預財、軍

法2室，時直屬部隊計有幹訓班、本部連

及康樂隊等單位。另轄9個預備師，及

砲2團、工兵、通信兵3個特種兵團，戰

車、兵工、衛生3個特種兵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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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由原陸軍訓練司令部及陸軍作戰發展司令部合編成立。司令部下設政治作戰部、參

謀長室、人事、訓練、後勤、主計等4處，及作戰發展室、軍法室、總務組等。另轄有

預訓部、步訓部及步兵學校、砲訓部及砲兵學校、裝訓部及裝甲兵學校、工訓部及工兵

學校、通訓部及通信兵學校、化訓部及化學兵學校、中正預校、兵工學校、運輸學校、

第一士校等單位。6

民國67年10月復將第一、二訓考部及山寒中心予以編配本部，以事專責。上級

隸屬陸軍總部、下轄步兵訓練指揮部、砲兵訓練指揮部、裝甲兵訓練指揮部、工兵訓練

指揮部、通信兵訓練指揮部、化學兵訓練指揮部、預備部隊訓練指揮部、第一士官學

校、第二士官學校、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兵工學校、運輸兵學校，並負責督考財經

學校及陸軍官校等單位之教育。

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所轄單位眾多，且性質各異，其使命為：

1.陸軍各兵科準則、戰技戰法之研審、編裝、戰具、軍品之發展與實驗，以及需求

之提供與建議。

2.對所屬各兵科學校、士官學校、中正預校教育之策劃、指導、考核及陸軍官校、

財經學校教育之督導。

3.陸軍新兵入伍訓練與撥補。

4.砲兵、裝甲兵、工兵基地訓練之策劃、管制、裁判與督導。

5.後備軍人教育召集、點閱召集及預備部隊編實動員。

6.大專學生集訓及預官訓練。

7.負責陸軍動員、編訓、兵員儲備與補充。

8.樂成、磐石作戰計畫所列作戰任務之戰備整備。7

(四)第四時期：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民國68年7月1日迄今) 

民國68年7月1日，陸軍因應臺、澎防衛作戰需要，實施「崑崙案」，以陸軍訓

練作戰發展司令部為基幹，改編為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並接替第四作戰區之地面防衛

作戰任務。隸屬陸軍總司令部，下轄2個重裝師、3個預備師、1個裝甲獨立旅、1個戰車

群，屬野戰軍團編制。同年7月10日，由當時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蒞部授旗；8 後續組織

6 同註1，頁34。

7 同註1，頁3，原文引用及抄錄。

8 第八軍團司令部，《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沿革史》(民國69年編印)，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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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 

表1　陸軍第八軍團組織遞嬗(民國78年迄今)

日 期 項 目

民國78年7月
奉命實施「陸精六號案」，將所屬第四十三軍、一○一師裁撤，下級轄空特部、2
個本島步兵師、1個預備步兵師等單位。同年完成檢討及督導由一一七師1個海防旅
接替陸戰隊1個團守備，裁併次要班哨，改善海防官兵生活設施，統一作戰區海防
觀念與作法，並策頒督導實施計畫以落實防務。

民國79年 「陸靖三號演習」計檢討三三三師等單位接防部隊接替防務，並協同南警部隊接防
部隊任務訓練實施成效驗收。

民國82年
統一規劃流路與指導下(一四六師等單位責由空特部統裁，本部督導)，實施防區機
動打擊(步兵三三三師等單位)、守備(步兵一一七師等單位)、砲兵、技勤部隊暨總部
預備隊(空降七一旅)等各類型部隊，各至戰術位置實施晝夜連續狀況之減裝實兵演
練。

民國85年
實施「干城操演」，敵於始曉對我實施進犯，企圖於南部地區建立攻勢基地。我軍
除進行反空降演練、反擊演練外，亦實施海防守備交接、反突降作戰、反舟波射擊
、灘岸戰鬥、夜間反擊與戰力整補等多項項目。本次演習從計畫作業開始至實兵演
習所顯示的就是三軍團結、軍民情感，並為戰備任務訓練月樹立模式、典範。

民國87年7月 奉命實施「精實案」編成軍團裝騎連及摩步二九八旅。

民國87年10月
實施「陸軍新一代兵力地空火力展示」，參演部隊為裝甲五六四旅等相關單位。展
現陸軍「精實案」後新一代兵力「量少、質精、反應快、火力強」之堅強戰力，以
符合未來臺澎防衛作戰「以快制快」之作戰需求，並驗證新編準則與戰術戰法。

民國88年
奉命實施「精實案」，4月編成三九化兵群；5月裁撤政五連及心戰中隊；7月編成
後指部衛生營；10月將步兵第二Ｏ三師改編為步兵第一Ｏ三旅、一Ｏ八旅，獨立裝
甲九五旅、六四旅改編為裝步三九五旅及裝甲五六四旅。

民國89年 民國89年迄今已20年，經過精實、精進案之現代化組織調整，使戰力日益精實壯大
，且符合未來戰場、作戰實際需求。

參考資料：陸軍總部軍務署，《陸軍歷任總司令暨各部隊隊徽沿革簡史》(民國91年編印)。

二、駐地遞嬗

(一)民國44年7月1日駐守桃園虎頭山。

(二)民國44年8月15日遷至臺中干城。

(三)民國59年11月因金湯案遷駐高雄鳳山衛武營。

(四)民國68年7月1日因崑崙案接替第四作戰區於衛武營成編陸軍第八軍團司令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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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國68年8月9日遷駐高雄旗山。9

(六)民國88年7月15日因泰山營區整建遷駐高雄鳳山衛武營(如圖1)。

(七)民國92年11月26日泰山營區整建落成遷至旗山迄今(如圖2、3)。

9 同註2。

圖1　民國88年前泰山營區原貌

參考資料：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隊史館「營區整建多媒體撥放區」。

參考資料：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隊史館「營區整建多媒體撥放區」。

圖3　現今泰山營區圖2　民國92年12月泰山營區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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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隊徽意涵

(一)隊徽緣起

本部隊徽係於民國48年由總部所核定，爾後沿用迄今。

(二)盾牌外型

精實案後總部規範，軍團級隊徽為盾形，具有團結鞏固、精實戰力之意。

(三)嘉禾

象徵陸軍對北伐、抗戰、戡亂所建立之豐功偉蹟，並示寓兵於農之意，兩禾各

七穗，象徵發揚七七抗戰精神。

(四)梅花

象徵我中華民族堅忍不拔、不畏艱難之精神，並代表國軍不屈不撓、勇往直前

之特性。

(五)國旗及中華民國地圖

代表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同時象徵本部官兵效忠中華民國之意。10

10 同註2，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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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隊歌11

11 同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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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戰史及典範事蹟

一、桂南會戰

民國28年11月，日軍動員7萬人於欽洲及黃屋屯灣搶灘、攻占防城、欽縣、高峰隘

、南寧及崑崙關。軍事委員會決心反擊，抽調湖南、江西、廣東、貴州等14個師動員15

萬人。其中第五軍榮譽第1師、200師、新編22師與戰車團，在張發奎司令與軍長杜聿明

領導下，充分發揮機械化部隊作戰能力，以步戰砲協同及陸空聯合於崑崙關痛擊日軍。

此戰我軍成功阻止日軍進侵西南與兩廣地區之野心，並收復南寧、欽縣等地，尤其光復

崑崙關時殲滅日軍第5師團，可與徐州會戰的「台兒莊大捷」南北相輝映，對日軍士氣

造成重大打擊。本次會戰於民國29年10月結束，我軍犧牲5萬4千人，同時亦殲滅日軍第

5師團8千餘人(含團長)。12

二、滇緬路會戰

民國31年3月19日，受英緬軍總司令史迪威請託，國軍統帥部編組中國遠征軍，動

員10萬餘人，以第五軍為主力，在滇西集中進入緬甸和英軍聯合作戰。日軍動員8萬人

於仰光、同古，意圖切斷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戰功彪炳，於3月23日至30日間，在杜

聿明軍長及戴安瀾師長領導下，以「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徵召大量青年投身軍旅，

200師奮勇以寡擊眾，於同古擊退四倍兵力的日軍55師團主力及增援部隊第17師團，

撼動敵軍軍心。滇緬公路為抗戰時中國唯一對外之交通路線，中國遠征軍對此連絡

管道守護功不可沒；惟戴安瀾師長胸腹中彈在此戰役中英勇殉職，實乃國之憾事。

本次作戰於民國31年5月19日結束，我軍犧牲5萬餘人，同時亦殲滅日軍55師團4萬餘

人。13

三、滇西會戰

民國33年8月28日，我軍為迅速擊滅敵人打通中印公路，乃對滇西實施反攻，總共

動員38萬餘人(包含駐印軍、美軍)，日軍動員30萬餘人，固守於密支那、孟拱及瑞吉等

地。在邱清泉軍長及第200師師長高吉人將軍帶領下，8月28日由昆明空運滇西保山參加

滇西作戰，協力友軍力戰敵軍數月，相繼克復龍陵、芒市、遮放等地，所向披靡，士氣

大振，敵曾譽我為「支那虎師」。本次作戰於民國34年1月27日結束，正式替大東亞共

榮圈劃下句點，截斷日本石油供給的同時打通中印公路，提供我方石油供給。我軍犧牲

12 陸軍總部，《陸軍沿革史》，頁102、142。

13 同註12，頁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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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註12，頁104、143。

15 同註12，頁106、144。

14萬餘人，同時亦殲滅日軍18萬餘人。14

四、徐蚌會戰

民國37年10月21日，濟南戰役後，共軍向淮陰、淮安推進，我軍以東自海州、西自

商丘、南自蚌阜、北自臨城之「一點兩線」為想定防禦線固守。本戰役我軍動員40萬餘

人，共軍動員70萬餘人，11月中旬，我第7軍團被圍於徐州展莊、第2軍團邱清泉團長、

第5軍軍長熊笑三及第200師師長周朗奉令馳援，自徐州東側沿不老河與隴海鐵路向東攻

擊，直至22日始進抵距展莊10餘公里處，無法突破，當時第7軍團已壯烈犧牲，旋又奉

令於30日轉進蕭永地區解救黃維兵團，酷寒中血戰40餘晝夜，最後僅憑國民革命軍大無

畏之精神殊死戰鬥，民國38年1月10日200師官兵大部壯烈成仁。15

結　　語

回顧本部前身經歷剿共、抗日、戡亂、保衛臺澎金馬等諸多戰役，並傳承忠誠精實

軍風至今，仰賴各任司令(指揮官)及全體官兵戮力經營，完成各項戰備整備、奠定堅實

戰力基礎，此外基於軍民一家理念，於戰備訓練之餘，更主動協助愛民助民之行動，展

現「軍愛民、民敬軍」之風範，近年來協力各項災防任務，其中以民國98年8月8日莫拉

克颱風侵襲南臺灣，最足以觸動人心，本部所屬官兵自始至終秉持著「聞聲救苦，義

無反顧」之信念，不分晝夜勞心疲力，攜手奮鬥長達54日，圓滿達成救災任務(如圖4～

7)，永衛南疆，屹立不搖；經歷此次重大災難，更能體會到軍民一心的真諦，再現國軍

「仁義之師」美名並長存史頁，永誌不忘。我作戰區因應此次救災經驗及「雨量超大、

範圍超廣、難度超高、時間超長、地形複雜、通信不通」等特性，重新檢討防災救援規

劃及整合三軍救災能量，以完善之編組，著力「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之作

法，致使民國99年「甲仙地震」及「凡娜比颱風」災害，大幅降低人民傷損，令「防

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觀念，深入國人心中，然主動預防及救援撤離作為，亦

為改變國軍災防作為變革之重要里程碑；與此同時當時總統馬英九先生指導：「災害防

救為國軍中心任務之一」，連動促發政府修訂「災害防救法」，調整防救體系架構，亦

改變建軍構想及兵力整建整體規劃，加速國軍提升救災裝備效能。

盱衡國際局勢，兩岸人民逐漸由分隔邁向交往互動，文攻武嚇已成為當今無聲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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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建軍備戰真諦「可以百年無戰爭，不可一日無戰備」，百姓在無情的戰火求生存

，到現今得以安居樂業、國泰民安，正因我國軍官兵堅守崗位，戮力戰備演訓，不得再

讓敵輕易犯臺。八軍團續以「從嚴、從難、從實」勤訓精練為根基，並秉持「勿恃敵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在「無戰不聯」的基礎上，發揮團結合作精神，塑建可恃戰

力嚇阻進犯，以創新不對稱思維強化聯合作戰能力，精準殲敵，榮耀傳承南疆勁旅之美

名。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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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八八風災紀實》。

圖7　 航特部直升機克服高山險嶺及天
候，營救甲仙鄉小林村民37名

圖5　 為救援林邊鄉災民，陸戰隊等官

兵出動突擊車和膠舟搶救困險

圖6　 為瞭解第一線災情，指揮官嚴德

發中將陪同陸軍司令楊天嘯上將

乘舟親往林邊鄉勘災

圖4　 為搶救林邊鄉災民，海軍水下大

隊無懼大風雨犯險前進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