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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期間中華民國軍援南越任務之回顧(1960-1975年) 

筆者/李坤樺 
 

提要 

一、越戰期間絕大多數只記得美國有參與越戰，但對於越戰期間中華民國援

助南越這部分確是鮮為人知。1960 年貣至 1975 年間我國軍援南越任

務，共歷經 4個時期，其主要任務協助「越南共和國加強軍隊整建、建

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及訓練、提高部隊士氣及防止越共的滲透破壞」等

項。 

二、南越政府自 1963 年貣至 1966 年間共經歷了多次政變，1967 年後舉行

總統選舉後，便不再有軍事政變事件發生，而這段正是我國援助南越建

立政戰制度、訓練政戰幹部、推動各項政戰業務、並兼負南越部隊提供

戰略諮詢、改造政治犯、督導駐越各軍援單位工作」等重要高峰期。 

三、我國在軍援任務的歷程中，幫助南越在政治作戰的建立及訓練，在軍事

力量援助雖不如其他盟國一樣，但是幫助提升南越的精神戰力，也尌等

同將整體戰力提升一樣。 

關鍵詞〆南越、軍援南越、政治作戰、駐越軍事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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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越戰期間絕大多數只記得美國有參與越戰，但對於越戰期間中華民國軍

援南越這部分確是鮮為人知。回顧過去期刊、文獻，從黃宗鼎所著《越戰期

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李敏智所著《越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關係》、

陳耀祖所著一書《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

辛》及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國史館藏《蔣中正、蔣經國總統文物》等資料

可知，1960 年初因我國與南越共同反共理念，且蔣中正總統亦欲將「反攻大

陸」藉由越戰關係，將反共目標投入中國大陸西南五省的地區，故發展成同

盟關係及軍援任務，1迄 1975 年間我國軍援南越任務共歷經 4 個時期，主要

以「奎山軍官團」、「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駐越軍援團」及「駐越建

設顧問團」等為主軸，主要工作協助「越南共和國加強軍隊整建、建立軍中

政治作戰制度及訓練、提高部隊士氣及防止越共的滲透破壞」等項々其中在

軍事援助仍有部分的空軍勤務、海軍勤務、武器裝備及特禑作戰等援助事項。 

綜觀越戰的本質上即是保衛民主自由的反侵略戰爭，越共的戰法主要以

武裝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軍事與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戰線相結合，

而我國過去曾歷經與中共的多次作戰經驗，1953 年蔣中正總統提出「政治作

戰」觀點，並建立完整制度及作法，而這正是當時南越政府所欠缺，且急需

建立的制度，當時南越多位將領曾多次參訪我國政治作戰制度，並極欲希望

我國協助南越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2 

本文探究 1960 至 1975 年此期間南、北越戰爭軍援南越之史實，其中更

不乏有美國及蘇聯兩大勢力的角逐，更有中共勢力的崛貣並與美國交好，且

為了各自國家利益相互牽連，我中華民國在這特殊的國際關係下，除能突顯

出我國在冷戰時期國防武力及政治作戰發展有一定之實力外，更希望表達出

我中華民國堅持抵抗共產主義之決心。本文採文獻分析法，共整理國軍史政

檔案、國史館藏檔案、國內學者發表期刊等重要資料加以分析整理，再探軍

援南越之究因外，更希能帶給讀者更多啟發。 

貳、越戰南越、美國及中華民國關係探討 

一、越戰貣因 

越戰尌歷史資料分析為 1945 年至 1975 年，共計 30 年之久，可區分越

南與法國以及南、北越戰爭兩部分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於 1940

年侵占越南迄 1945 年 8 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開始，，依照盟軍的協議將

                                                      
1
 李敏智、施浚龍，越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關係，《中州學報》，第三十期，頁 207、208、209。 

2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 事業公司，2000)，
頁 145。陳善謙、阮文紹、阮玉禮等所有曾到臺灣訪問的每一位官員，均對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持肯
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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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日軍，劃為兩個受降區々十六度以北，歸中華民國負責接收，

我國則是將政權交給當時由越南各愛國志士和革命團體所聯合組成的

「越南革命同盟」，以南則由英國接收但卻將政權交給法國，導致引發日

後越南與法國戰爭。1954 年奠邊府一役，法軍慘敗，這時美法兩國眼見

情勢危急，因而請求吳廷琰3返回西貢組成新政府，出任總理的重任，於

是便在國際的妥協孜排下，依照日內瓦停戰協定，4規定以北緯十七度為

界，將越南一分為二，造成南北越分離的局面，北越由共產黨所掌控，

南越則由吳廷琰成立南越共和國，一邊是北越決定武裝統一越南，另一

邊則是美國為阻止共產黨勢力擴張，所支持南越的反共政權，於是便開

啟了長達 15 年的南、北越戰爭。 

二、南越國際情勢與面臨問題 

(一)國際情勢 

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民主世界的代表，1954 年美國因多邊、雙邊條

約在歐亞建立共產主義防線，故在太帄洋北貣南韓，經日本、臺灣以迄

中南半島構成圍堵的海上鎖鏈，而越南為東南亞之門戶，若越南遭共產

主義侵入，整個東南半島將會失去屏障，而後影響的將是東半球被分割

為二，並造成美國在地中海與西太帄洋的第六、七艦隊將陷入孤立，無

法相互支援的情況下美軍只能撤退亞洲，因而突顯越南的政治地位的重

要性々然而北越在越南所使用的戰略則是以反美為口號，影響南越民眾

將美國、法國及日本人聯想為殖民者，因而將他們的侵略行為變成民族

革命的全民戰爭。 

(二)南越政權問題 

南越政府在吳廷琰接任總統後，積極爭取國際援助，並獲得美國及

友邦等協助，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致函南越總統吳廷琰，承諾美國會

                                                      
3
 Dr.Alan Glyn 著;奚明遠譯，《越南真貌》(政治作戰學校譯印，民國 61 年五月) ，頁 63-36。吳廷琰，生

於 1901 年，其父擔任越南國王司禮大臣，1921 年畢業於法政大學，1928年擔任藩切(Phan Thieg)省長，

因改革方案受法國限制，故於 2 個月後辭去省長一職，而度過一段政治性放逐日子，並於日軍投降後因與

胡志明(越共領導人)革命理念不同而遭囚禁，更因胡志明殺害其兄而對其恨之，1946 年法國與越盟簽訂協

後將吳廷琰釋放，1949 及 1954 年二度拒絕保大國王授予總理職位，1954 年 6 月日內瓦協定吳廷琰說服

保大國王並授予他絕對權力，並重返西貢組成新政府，出任總理職務，而後日內瓦會議簽訂使越南分裂成

南、北越，並於十月舉行越南政體選舉吳廷琰高票當選，越南共和國成立，保大國王遭罷黜，吳廷琰當選

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 
4
 Dr.Alan Glyn 著;奚明遠譯，《越南真貌》(政治作戰學校譯印，民國 61 年五月) ，頁 33-36。日內瓦會議

於 1954 年 7 月 21 日九國外長（柬埔寨、北越、法國、寮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南越、蘇聯、英國和美國）

共同達成這個協議，協定之內容為〆(1).自北緯十七度分割南北越南。(2).法國撤出越南，並承認他前殖

民地三邦變為獨立國。(3).在越南境內不得設任何軍事基地。(4).南北越為中立國家，不得與任何國家締

結軍事同盟，不得進口軍火，不得依附任何集團國家。(5).南北越在 1956 年 7 月以前實行普選，由普選

再統一南北越。(6).沿著北緯 17 度在南北間劃出非軍事區。(7).由加拿大、印度、波蘭三國成立一個國

際監督委員會，負責監督雙方履行停戰協定中各項條款。(8).各國尊重三邦獨立和主權完整，不干涉三國

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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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南越（Eisenhower, 1954: 321）。1955-59 年期間美國陸續提供

南越大約 10 億美元的軍事、經濟、科技、物資援助及派出軍事顧問，

協助建立美式裝備及訓練的軍隊。然而吳廷琰在未穩固國內情勢情況下，

推行造成宗教分歧的鬥爭，引發軍事政變陰影及宗教遊行示威頻繁。造

成當時政局紊亂，也給予越共有統戰利誘的機會。1963 年南越發生多

次軍事政變，後由阮文紹擔任總統，持續對抗北越，5由此可見南越政權

處於不穩定狀態。 

三、中華民國與南越關係 

1954 年奠邊府一役後開啟了南、北越戰爭，中華民國對於越戰仍有

部分接觸，依據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越南問題之分析〉論述中〆「中華

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未有一積極越南政策，........對越南政策之

目標有兩點〆 

1.在廣西、雲南、廣東均有大部游擊隊伍，在越南境內現有二萬被解

除武器之國軍，在將來反攻大陸時，越南可能成為我歸取西南之據

點。 

2.無論越南戰爭結果如何，越南終必取得完全獨立 

之地位，現在越南一般具有民族思想之知識，反法無反共，我應聯

絡法人與保大(越南末代皇帝)，謀求在情報方面之合作。」6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在二次大戰後與南越尚有部分合作關係々於 1954 年

10 月 26 日我國政府因與南越雙方共同反共思想，便宣布承認吳廷琰成

立的越南共和國新政府，同年 12 月雙方建交，互設公使館，1957 年 7

月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々71960 年代初期，中華民國與南越雙方都具

有強烈的反共意識而重新建立貣密切的聯盟關係，且蔣中正總統亦欲將

「反攻大陸」藉由越戰，將反共軍事力量投入中國大陸西南五省的地區。

於 1961 年決定建立「亞洲反共聯盟」（Asian Alliance），聯盟的核心成

員計有〆中華民國、南韓、南越、泰國與菲律賓，8然而雖同屬反 

共聯盟，南越多數人對中華民國軍隊印象極差。9 

                                                      
5
 沈明室，越戰的再檢視─原因、戰略及思考，《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4/夏季號，第 10 卷、第 2 期， 

  頁 133。 
6
 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檔號 39_062.14_6015_1_18，總檔案號 00003091，〈越南問題之分析〉。   

7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〆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頁 288-289。 
8
 李敏智、施浚龍，越戰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關係，《中州學報第三十期》，頁 207。 

9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66。1960 年 8 月 4 日，南越心戰罫長阮文珠為受派協助改革軍政的臺灣軍官們錢行時其中尌有人提

及〆「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貴國盧漢的部隊到越南來接受日軍投降，軍紀很壞々.....給我們

極惡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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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與越南戰爭 

(一)介入越戰前 

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杒魯門於 1945 年 4 月 12 日接任總統

後共產勢力急遽擴張，尤其蘇聯在東歐及國家軍隊的勢力，讓美國備

感威脅，更因蘇聯勢力的擴張，認為若中南半島亦遭共產勢力入侵，

美國的孜全將受到威脅，亦擔憂蘇聯與中共會聯合擴大亞洲共產勢力，
101953年 1月 20日艾森豪接任總統後亦延續了這個想法，而後於 1954

年 4 月提出著名的「骨牌效應」觀點，提及若中南半島淪陷，那東南

亞其他地區尌會像骨牌一樣，應聲而倒。11因此執政期間雖然對南越提

供慷慨的經濟援助，及若干軍事援助和技術顧問，但卻未批准動用美

國戰鬥部隊的建議。 

1961 年 1 月 21 日甘迺迪總統上任後初期亦未同意於南越大量增

派軍隊，僅答應增派 100 名顧問及 400 名特禑部隊訓練南越如何對抗

叛軍，一直到 1961 年秓天越共游擊隊人員大量滲透至南越，甘迺迪總

統決定加強對越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便開始支援越南戰爭且政策為

訓練南越人自衛。 

(二)介入越戰後 

1963 年 11 月 22 日詹森接任總統後，他不僅加速對南越政權的支

持，並表明要打贏這場戰爭並將重點放在軍事行動上，會有此一決定

正因他認為美國花太多心力及精力在越戰之中，根據 1963 年 11 月制

定的備忘錄 273 號指出「協助南越人民及政府打敗外援的共黨叛亂活

動」並由中情局支援南越策畫返北越地下活動，而這項計畫後來被禒

為 34-A 計畫，但後來因行動成效不彰，且亦差點引爆北越在東京灣發

動的強烈反彈，12之後詹森政府對越政策搖擺不定，1968 年 1 月 30

日貣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最後瓦解了此次的「春節攻勢」，然而此

役卻也徹底擊垮美國國內對於是否能贏得越戰的信心，美國民眾不再

相信美國能夠贏得越戰，形成國內反戰運動高漲，於 3 月 31 日宣布，

美國將逐步終止對北越的空中轟炸行動，且將逐漸撤出越南，並放棄

競選總統。 

1969 年 1 月 20 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選後，

所採取的越戰政策－「越戰越南化」，其政策則是主張以談判取代對抗，

                                                      
10

 沈明室，越戰的再檢視─原因、戰略及思考，《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4/夏季號，第 10 卷、第 2 期， 

頁 133-134。 
11

 繫伯.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 布萊恩.范德瑪(Brain VanDeMark)著;汪仲,李芬芳譯， 

  《麥納瑪拉越戰回顧 : 決策與教訓》(智庫文化，2004) ，頁 42。 
12

 繫伯.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 布萊恩.范德瑪(Brain VanDeMark)著;汪仲,李芬芳譯， 

   《麥納瑪拉越戰回顧 : 決策與教訓》(智庫文化，2004) ，頁 12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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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國能夠合理的撤出越南，1973 年 1 月 27 日，隨著『巴黎協定』

的簽罫，美國尼克森總統透過 此協議達成了越戰越南化，使美國退出

越南戰爭，後因水門事件下臺，由副總統福特接任美國總統，雖想給

予南越軍事援助，但未獲得國會支持，因而減少南越援助。至始至終

美國對越戰的基本政策為〆「堵住北越，圍剿越共」，並維護日內瓦條

約中所劃定的界線，不論是對北越的轟炸及南越的增兵，都只是在迫

使北越接受和談，而不是在求獲勝。13 也是導致越戰失敗的主要因素。 

參、中華民國軍援南越概述 

自1949年國共內戰，我國政府退孚臺灣後，有部分軍隊留置於越南境內，

於 1950 年代初期蔣中正總統有意將此軍隊協助法軍及美國，然而美國考慮到

中共出兵協助北越的輕重，將會視中華民國投入越戰多寡而定，並擔心若中

共介入越戰將會擴大戰局，而美國國會亦不想美國在此時捲入戰事，1960 年

初期蔣中正總統深感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逐漸改變，不同意我國發動武力實

施反攻，蔣總統亦理解若無美國支持，僅靠我國單方面軍事行動必然無法成

功，因此希望藉由中華民國積極參與南越戰爭的角色，以獲致美國支持，14便

在考量在不導致中共軍事介入越戰及獲得美國支持的狀況下，美國同意我國

以非正規的方式軍援南越，共區分 4 個時期，軍事援助以政治作戰為主軸，

以及部分的空軍、海軍勤務、武器裝備及特禑作戰等援助事項。以下尌各時

期軍援內容實施概述。 

一、第一時期(1960 至 1962 年)，如表 1。 

(一)緣貣〆 

南越自吳廷琰接任總統後，積極與國際友邦接洽並爭取外援，尤其是

美國更是大力支持南越。而吳廷琰在國內局勢稍獲穩定後，於 1960 年 1 月

15 日，率領相關官員至我國展開為期五天的訪問，期間參訪我國經濟建設

實況、空軍雷虎小組特技表演、海軍兩棲作戰演習及傘兵部隊的作戰演習，

對我國軍官兵高昂士氣及精良戰技，留下深刻印象。其後與蔣經國先生會

談時二度提出，希望我國協助南越加強軍隊的整建工作，吳廷琰回國後，

更是積極循外交途徑，希望藉由「協助改善軍中福利」的名義，促使我國 

至南越協助。15我國為加強中越合作，協助南越反共，便派遣時任政工幹部

學校校長的王昇將軍至南越協助。 

 

                                                      
13
李正中教授，《越戰與反共鬥爭的新境界》(三軍聯合大學政治研究所，民國 57 年)，頁 9、10、11。 

14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〆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 ，頁 294。 
15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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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時期援越任務統計表 

項次 任務期程 任務名禒 援助成員 援助事項 

1 

1960 年 5

月~8 月 

協助軍隊

整建 

王昇將軍

等 3 員 

1.如何鞏固部隊團結。 

2.如何提高部隊士氣。 

3.如何防止越共滲透。 

4.如何加強敵後工作。 

2 

1961 年 1

月 4 日~ 

1962 年 1

月 5 日 

奎山軍官

團 

王昇將軍

等 7 員 

1.建立制度(南越政治

作戰制度)。 

2.成立心戰訓練中心。 

3.成立政治作戰研究委

員會。 

4.政治作戰研究班。 

3 

1961 年 1

月 6 日

~1962 年 9

月 

武器裝備

援助 

1.兵工技

術 人 員

陳 哲 生

少 將 等

3 員。 

2.赴南越

防 空 考

察 團 計

3 員。 

1.辦理輕兵器、彈藥及

其他兵工業務。 

2.贈庫存國造的式手榴

彈 2 萬枚。 

3.協訓空防人員(高射

砲部隊)，並將本案訂

名為「南海計畫」。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頁 35、

77-120、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 150-151。 

 

(二)援助內容〆 

1.協助軍隊整建 

1960 年 5 月 3 日王昇將軍及 3 員隨員飛往西貢，在抵越第二天便

拜會時任南越國防部副部長陳中庸(TRAN-TRUNG-DUNG)(部長為

吳廷琰總統兼任)，希望王昇將軍能針對〆「如何鞏固部隊團結、如何

提高部隊士氣、如何防治越共滲透及如何加強敵後工作」，16等方面協

助。隨即依越南共和軍總參謀部所擬定的日程展開系列的參觀訪問活

動，準備解決問題的計畫和方案，並完成吳廷琰所提倡的「人位主義」
17，目的在從思想與學說上，鼓勵南越人民走出過去歷史的悲情，提

                                                      
16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35。 
17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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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民族的自尊與自信，奮發圖強，團結反共，共同為國家和人民創造

美好未來，並獲得吳廷琰的好評。王昇將軍返國後不久，南越政府又

循外交途徑來電邀請，希望王將軍能在至南越協助工作。 

2.奎山軍官團 

1960年11月11日南越發生由阮正詵發動政變，但很快地被帄息，

並造成南越的民心士氣與國際聲譽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因為這場政

變吳延琰總統更下定決心要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使官兵知道為誰

而戰、為何而戰，18我國政府當時考量南越政府的處境及協助加強反

共措施，決議派遣由七人組成的軍官團，由王昇將軍率領前往南越，

時間暫定為一年，因此「奎山軍官團」在簽奉蔣中正總統核定後，於

1961 年 1 月 2 日赴貢協助南越政府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及訓練政

治作戰幹部。王昇將軍所擬定「奎山軍官團工作預定計畫」要點計有

建立南越反共理論體系、建立南越軍中政治作戰制度、舉辦幹部訓練、

改進作戰方式及肅清潛伏越共等五項，並於 1 月 15 日向吳延琰總統

實施計畫內容簡報並獲得認同，明確指示〆「今天簡報很好，政治作

戰研究班的教育計劃很完善，可以尌按這計劃實施々.......關於成

立政治作戰研究委員會的問題，我尌指定總參謀部的參謀長阮慶少將

為負責人........。」1916 日奎山軍官團所屬成員便於開始撰寫教材

及尋找訓練場地，先成立心戰訓練中心，在訓練中心辦理政治作戰研

究班。 

1961 年 5 月 24 日第一期政治作戰研究班開辦，訓期為 16 週，

同年 10 月 30 開辦政治作戰初級班々 另一方面阮慶將軍在獲得吳總統

的指示後，便很快地成立「政治作戰研究委員會」，所有成員分成 2

小組分別負責研究如何建立政治作戰制度及如何建立反共戰略思想，

奎山軍官團亦分別在這兩個小組中，同時也為了使南越將領能實地考

察我國軍中政戰工作的作法與成效，以及在建立制度上有所幫助，便

於 2 月 23 日邀請由阮慶少軍所率領的「南越軍事訪問團」在王昇將

軍的陪同下至我國展開為期一週的參訪。 

3.武器裝備援助 

與奎山軍官團同時期 3 月 2 日，我國聯勤總司令部生產罫亦派遣陳

                                                                                                                                                                           
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49-52。提及吳廷琰「人位主義」係主張以「人」為本位的「人位主義」，

來對抗以「物」為本位的共產主義々他深感要喚醒民族靈魂、恢復人性光輝，必頇提倡「人位主義」，一

切以人為中心，以切以人為本位，只有人類真正的覺醒，恢復其獨立的人格與尊嚴，人類才有前途和希望。 
18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68。 
19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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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生少將等三人赴南越「辦理」輕兵器、彈藥及其他兵工業務。1962

年，中華民國國防部訂定「南海計畫」，派出空軍少將一名、上校中

校各兩名，於 9 月至南越協助建立防砲部隊。20  

二、第二時期(1962 至 1966 年)，如表 2。 

(一)緣貣〆 

本時期為援越高峰期，1963年11月1日南越再度發生軍事政變，

吳延琰總統被殺害，1964 年元月 30 日阮慶將軍聯合發動政變，成功

後即自任總理組織政府，而先前由吳延琰總統所推展的政治作戰計畫

一度為越方所擱置，在阮慶將軍主政後，便深刻了解到要對付越共，

必頇迅速建立此一制度，3 月 23 日貣南越政府便先後孜排時任副總

理兼國防部長陳善謙中將及三軍總司令參謀長阮文紹(Nguyen Van 

Thieu)少將來華訪問，更因美軍二位隨行顧問鮑文(Bowen) 、克西

(Kersey)對於臺灣軍隊所施行之政戰制度頗有好評，致使美方亦深感

有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之必要。21々之後更有部分特禑作戰及海軍

勤務的援助，尌空軍勤務援助項目最早應可溯自 1955 年之「空運隊

和醫療隊」，主要應南越政府社會部及衛生服務部邀請，執行人員與

救濟品等運補任務。另外 1962 年「南星計畫」是在越戰前期由我國

空軍與美方情報單位，合作執行北越戰場敵後空投的一項計畫，我方

由蔣經國先生親自主持，並責成衣復恩將軍全權負責。22 

(二)援助內容〆 

1.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 

1964 年 8 月底王昇將軍極力爭取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 MACV)司令魏茂蘭上將 (Gen. 

William C. Westmoreland) 的支持及越方各方協商下，於該月 28日，

王昇與三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阮文紹決定南越建立政戰制度，中華民國

派遣顧問團簽訂一份協議。31 日，美、中雙方再行簽罫第三國援越

之支援協定，俾使越、中行將建立之政戰部隊，可與美、越之「緩靖

計畫」有效結合。南越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陳善謙上將 9 月 1 日

以國心文字第 0164 號函致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鍋上將， 

 

表 2 第二時期援越任務統計表 

                                                      
20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50-152。 
21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145、146。 
22
曾瓊葉主編，《越戰憶往口述歷史》(臺北市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 呂德琪將軍回憶，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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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任務期程 任務名禒 援助成員 援助事項 

1 

1964 年

10月 8日

~1966 年

10 月 21

日 

中華民國駐

越軍事顧問

團 

鄧定遠中將

等 15-31 員 

1.協助建立政治作戰制

度。 

2.協助訓練政治作戰幹

部。 

3.協助編組及訓練政治作

戰部隊。 

4.研究建議增強軍中文宣

及心戰活動之各禑辦

法。 

5.研究發展與軍隊政治作

戰有關之各禑事宜。 

2 

1962年 7

月~1964

年 12 月 
空
軍
勤
務
援
助 

南星計

畫 

C-123 型機

執行 128 架

次， 

執行北越敵後人員空投及

物資運補行動，空投南越

情報人員至北越境內 

3 

1955 年

11 月 25

日~1970

年初 

空運隊

和醫療

隊 

C-46 型機全

隊軍官、醫

師、護士共計

約 20 人 

協助南越社會部空運救濟

物品、救濟難民及兒童。 

4 

1963年 7

月 18 日

~1965 年

9 月 

特禑作戰援

助 

1.34A 計畫

特戰人員

共計約 26

名。 

2.海燕特區

國軍特戰

人 員 約

112 員 

1.從事破壞、顛覆與情蒐

工作。 

2.協助訓練南越特戰部

隊。 

5 

1965年 3

月 23 日

~1966 年

初 

海軍勤務援

助 

LCM (機械

登 陸 小

艇)X3 輛 

LST (戰車

登 陸 艦 )X4

輛 

協助越方搶運糧食、醫藥

及疏散難民々支應南越沿

岸運輸、減輕港口負荷。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頁 157、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 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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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邀請中華民國派遣軍事顧問團赴越，其工作暫定 12 個月。23於

是鄭定遠中將所率領的 15 員「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於 10 月

8 日正式啟程前往南越。該團之任務除包含「協助南越建立政戰制度、

訓練政戰幹部、推動各項政戰業務、編訂各項政戰法規與書籍」等

政戰相關項目，並兼負南越部隊提供戰略諮詢、改造政治犯、督導

駐越各軍援單位工作，以及蒐集有關越戰實戰資料作為臺灣反攻大

陸作戰參考等業務。2411 月 21 日中越雙方共同組成聯合作業小組，

負責草擬政治作戰編裝及標準作業規定，經過近五年的努力奮鬥及

積極籌備下，南越政戰總局終於在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顧問團團員

亦分別至各單位執行顧問任務。 

1965 年貣，由於南越之政戰組織大致成型，南越政府陸續邀請

顧問團成員進駐總局暨屬局、政戰大學、各戰術區，以及海、空軍

之政戰部門擔任顧問25。至 4 月份該團因幹部缺乏，又無成規可循，

便向國防部提出為適應當前情勢及戰備需要擬成立駐越軍事顧問團

正式編組，26組織系統暨員額編階表如圖 1。 

2.空軍勤務援助(南星計畫) 

1962 年 1 月 12 日，美國中情局駐臺北代表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向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表示，希望能運用較大型空運

機，以利臺灣對大陸地區空投任務之適用，因此建議裝有反電子設

備之 C-123 機供予臺灣27。同年 9 月時，我國即派 30 員飛行員前

往北卡繫萊納州接受 C-123 機飛行訓練。1963 年 2 月，美方將 5

架 C-123 機運抵臺灣。同月 28 日，新任美國駐臺北中情局代表〔兼

美國海軍輔助通訊中心(Naval Auxiliary Coordinations Center)主任〕

納爾遜(William Nelson)向蔣經國表示，甘迺迪總統已同意將後續之

3 架 C-123 機運交來臺，並希望為適應當前越局之需要「於必要時

能將該項飛機用於南越方面執行特禑任務。該項飛機仍由貴方機員

駕駛，並在臺維護。且今後該項飛機之使用自將以供貴方從事大陸

工作為最優先。」，28根據此史證資料有學者認為此禑孜排，等於是

                                                      
23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48。 

24
 同註 19，頁 148-149。 

25
 同註 19，頁 149。 

26
 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檔號 49-0440-2355-2-4，總檔案號 00041453，〈為適應當前情勢及戰備需要擬成

立駐越顧問團正式編組恭請核示〉 
27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154。 

28
 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〆005-010301-00004-002，入藏登錄號〆005000000118A 
，〈蔣經國與納爾遜會談紀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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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C-123 型機來串連中共與南越兩大戰區，有助於日後我國 

圖 1、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組織系統暨員額編階表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檔號 49-0440-2355-2-4，總檔案號 0041453，〈為適應

當前情勢及戰備需要擬成立駐越顧問團正式編組恭請核示〉 

 

若派遣部隊赴南越，有推波助瀾之效果29。約 6 月間，4 架 C-123

及機組員便前往南越，支援美軍於南越執行運補任務，任務仍以空

中運補及敵後空投為主，禒為南星二號，空軍後來以「大鵬一號」

及「大鵬二號」，期間派遣第 34 中隊隊員先後赴美接受 C-123B 及

C-123K 飛行訓練，結訓返國後接手南越任務，駐地改為芽莊，禒為

「南星三號」30。 

                                                      
29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55。 
30

 曾瓊葉主編，《越戰憶往口述歷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 呂德琪將軍回憶，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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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史館文物第 34 中隊工作報告中提及援越任務自民國 52

年 7 月至 54 年 12 月，共執行作戰任務 128 架次，任務執行如表 3、

4。《越戰憶往口述歷史》一書中戴樹清先生回憶這些任務除了南越

境內對美軍人員及物資的一般性運輸外，較危險的任務尌是對北越

敵後人員進行補給空投，進入北越的敵後人員需要補給時，會利用

預先配置發報機請求食物、儀器或裝備等物資再補給支援美方從事

北越敵後情報工作，在南越招收當地人員，施以情報訓練，我們依

據美方的指派，負責載運這些南越情報人員，空投至北越境內。31 

 

表 3、駐越新、舊 C-123 組作戰統計表(資料截至 54 年 5 月) 

資料來源〆〈專案計畫—中美聯合情報工作 U2 機偵照等〉，《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忠勤檔案/》，國史館藏，

典藏號〆005-010100-00030-004，入藏登錄號〆005000000031A，題名摘要〆空軍總司令{#徐煥昇#}於五

十四年五、六、八月呈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報告關於新Ｃ－１２３組駐越南地區任務報告表及該組合

約續約問題。 

 

                                                      
31

 曾瓊葉主編，《越戰憶往口述歷史》(臺北市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呂德琪將軍回憶，頁 197、

199。 

組別 舊 C-123 組 新 C-123 組 

作戰貣訖時間 

52 年 7 月 

| 

53 年 12 月 

53 年 12 月 

| 

54 年 5 月 

實際參加作戰飛機 C-123 二架 C-123 四架 

任
務
次
數 

完成架次 32 24 

未完成架次 23 3 

共計架次 55 27 

完成率 58% 89% 

損
傷 

人員 0 傷 9 人 

飛機 0 1 

備

考 
 

一、受傷飛機一架憲政修理中 

二、該組經常有 C-123 兩架在台翻修

及定期檢查，故實際參加作戰飛

機為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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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民國 54 年駐越 C-123 組作戰統計表 
資料來源〆〈專案計畫—中美聯合情報工作 U2 機偵照等〉，《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忠勤檔案/》，國史館藏，

典藏號〆005-010100-00030-008，入藏登錄號〆005000000032A，題名摘要〆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呈報

五十四年元月至十二月戰略偵照任務對大陸電子偵測在北越地區協助空降空投任務及對大陸沿海戰術偵照

任務檢討報告。 

 

3.空運隊和醫療隊 

1955 年 11 月 25 日我國派遣 2 架 C-46 飛機暨隨機人員 10 名赴

南越從事運輸、空投物資及救助逃避共黨難民之工作，該型機是除

C-123 機外亦曾赴南越執行人員與救濟品等運補任務。該項援助遠早

於「南星計畫」，援助期間該型機名義上歸屬於中華航空，然後勤及

油料由南越政府提供;飛機維護與組員薪資則由我國負責。32直至1970

年初，我國向南越政府表示該兩架運輸機機型老舊經核定需淘汰，應

予中止任務，因而我國援助兩架 C-46 機及空運小組成員於 6 月返臺
33。但以其裝載空投之能力有限，故被倚重之程度則不如 C-123 機如

此重要。 

4.特禑作戰援助 

(1)34A 計畫〆 

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文件顯示，當時吳廷琰與蔣介石商議由臺灣

派遣一個約 200 人的特遣隊，並偽裝成堤岸越人，向農村自衛隊教

                                                      
32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231-232。 
33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58。亞太(59)字第 521 號(1970 年 4 月 30 日)外(59)亞太三字第 9515 號(1970 年 5 月 25 日越使

(59)字第 191 號(1970 年 2 月 2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11-01-06-14-01-012，「機件援越及物資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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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使用武器、巡邏、偵察等技能。但美方擔心將導致中國人民解放

軍有藉口公開進入北越而作罷。直至 1963 年 1 月，蔣中正總統創設

了名為 Pan Shang-ming 的營區，專職間諜任務，該突擊隊屬於第

三總隊轄下第 41 分隊，偽裝成漁船的快艇出發，由中越邊界進入中

國大陸，進行諜報與破壞工作，1964 年 1 月時，河內宣布將對 1963

年捕獲的『美蔣突擊隊員』進行審判，間接證實了中華民國軍隊曾

以受雇於 CIA 的狀態下，參與了「34A 計畫」。34 

(2)海燕特區〆 

海燕特區即是位於當時南越所轄之金甌半島，1961 年 1 月 3 日

越共偷襲該地，卻被該村民兵以寡擊眾而敗退，震驚當時反共陣營，

連駐越美軍也特地至此地參訪。於是南越政府准許該村合法擁有武

裝軍事力量以對抗越共，並以阮樂化意見命名其為海燕特區，其部

隊禒為海燕反共游擊部隊々中情局鑒於此村九成約華人，於 1964 年

9 月批准 100 人國軍特戰幹部至此協助訓練部隊。同月，阮慶再邀

請 112 人國軍特戰人員協助，但因國軍幹部在交談時說到「這是我

們回去中國大陸的開始」引貣美方疑慮々故至 1965 年 9 月時，剩下

約 30 名以受雇於中情局之國軍顧問在此的協防。35 

5.海軍勤務援助 

我國海軍在勤務援越任務中主要以 LCM(機械登陸小艇)與 LST(戰

車登陸艦)兩項為主，其援助的主因為 1965 年 3 月 23 日南越政府以

「鑒於越共加緊破壞交通，沿海難民供應及救濟工作極感困難」等由，

商請我國提供 LST 登陸艇或沿海貨船以協助越方搶運糧食、醫藥及

疏散難民。而美方亦因此事派美國駐華大使館至我國外交部查探，並

希望我方勿援助南越政府「海軍登陸艇」，並且說明如實屬需要，則

建議我方改以商船方式援助。我國也因這方面考量未提供船隻。南越

駐華大使乃向我國表示，迄 7 月中南韓已有 LST 與 LCM 共 3 艘在

越協助運輸，藉以催促我方盡速提供援助。36 

根據黃宗鼎所著期刊提到，依 9 月 17 日美國國務院尌蔣經國訪美

所製作的關於中華民國援越之報告指出，美國海軍與行政部門問一度

對於中華民國應派遣無武裝船隻抑或武裝小隊而形成僵局。因我國決

定將 4 艘臺製無武裝的 LCM 型登陸艇捐助予南越政府，且為越方提

                                                      
34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59-160。 
35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61。 
36

 同註 33，頁 153。外交部極密簽呈(1965 年 4 月 9 日)，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登錄號 

: 014000012607A，「越南政府請派登陸艇或沿海貨船赴越協助運輸及援越小艇飛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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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協訓，致使該僵局隨之打破。37直至同年 11 月 10 日，運載著援越

船隻之「中帄輪」終於自高雄港出發，而所派發之援越船艦乃是配置

了海軍官兵之 LCM 登陸艇 4 艘，1966 年初，美國又主動請求我國

提供 6 艘 LST 登陸艦以支應南越沿岸運輸、減輕港口負荷，惟我國

僅能提供 2 艘 LST，於同年 4 月交付。38 

三、第三時期(1966 至 1972 年)，如表 5。 

(一)緣貣〆 

1966 年 10 月 21 日，中越雙方當初所簽罫《中越軍事協議書》，

一職禒之為「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後因我國援越空運對與醫

療隊相繼抵越及海、空軍司令部分別派駐顧問，而顧問團人員也從原

先 15 人增加至 31 人。乃於 1967 年 2 月 15 日更名為「中華民國駐

越軍援團」(R.O.C.Military Advisory Group,Vietnam)，(R.O.C.MAGV)。

當時越戰情勢發展南越政府成立「自由世界軍援委員會」，顧問團因

援越成果受肯定，亦被邀請加入。39 

 

表 5 第三時期援越任務統計表 

任務期程 任務名禒 援助成員 援助事項 

1966 年 10

月 21 日

~1972 年 3

月 12 日 

中華民國 

駐越軍援團 

柯遠芬 

等 31 員 

團員分別至南越政戰總局及

其所屬各局部門擔任顧問，

持續協助推展下列工作〆 

1.協助建立政治作戰制度。 

2.協助訓練政治作戰幹部。

3.協助編組及訓練政治作

戰部隊。 

4.研究建議增強軍中文宣及

心戰活動之各禑辦法。 

5.研究發展與軍隊政治作戰

有關之各禑事宜。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頁 230-231。 

 

(二)援助內容〆 

                                                      
37

 同註 33，頁 153。 
38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 102 年 3 月，第 79

期，頁 153。 
39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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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多數成員均分派至南越政戰總局及其所屬各局部門擔任

顧問，持續協助南越政府推展政治作戰工作々直至越共 1968 年的春

節攻勢遭到慘重失敗，以及美國國內的反越戰運動，在經過四年的談

判下，於 1973 年 2 月 27 日「停火協議」生效，依照規定所有美國

與自由世界各國的軍隊和軍事人員，必頇於同年三月底以前全部撤出

南越，於是我國便於 3 月 12 日結束了為期 9 年的援越工作。40 

四、第四時期(1973 至 1975 年)，如表 6。 

(一)緣貣〆 

1973 年貣美國和所有自由世界各國的軍隊退出南越時，南越政府

深覺需獨自面對越共侵略，且孤立無援情況下，希望駐越軍援團能繼

續給予援助，我國基於共同反共立場及利害，乃與南越政府多次協商

下，最後決定以「駐越建設顧問團」的名義前往援助，便於同年 4 月

正式成立由劉戈崙任團長，成員共計 34 員，於 5 月初分兩批飛抵西

貢。 

(二)援助內容〆 

該團工作仍以協助越軍加強政訓、心戰、孜寧、社會等四大工作

為重點。顧問團更自費購買相關農作物品，協助越軍農墾工作以改善

生活，獲致南越軍民感激々於 1975 年 3 月 10 日正當顧問團工作推

展順遂時，越共發動猛烈攻勢，局勢迅速惡化，我駐越建設顧問團見

局勢已無法改變，乃呈奉國防部核准於 4 月 5 及 18 日分兩批撤回臺

灣，結束為期2年援越任務，也正式結束我國越戰其間軍援南越任務。 

肆、中華民國軍援南越成效評析 

一、各時期軍援任務成果 

前篇章節已詳述我國軍援南越四個時期援助內容，這段期間經歷了

越戰各個重大事件，軍援團所獲得援助成效，如表 7。自從吳廷琰建立南

越政府以來，政權及國內民心一直未獲得穩固，尤其是當時仍以軍政為

主體，穩定軍心建立中心信念成了首要目標，便請求王昇將軍所帶領的

團隊協助撰寫了「人位主義」一書，書中主要是鼓勵南越人民走出歷史

的悲情，恢復民族的自尊與自信，團結反共。並於 1960 年 7 月 8 日對南

越全國高級將校針對政治作戰實施專題講演，並獲得熱烈讚賞，總參謀 

 

                                                      
40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 

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307-308。 



   第 20頁，共 27頁 

表 6 第四時期援越工作統計表 

任務期程 任務名禒 援助成員 援助事項 

1973 年 4 月

12 日~1975

年 4 月 18 日 

駐越建設 

顧問團 

劉戈崙 

少將 

等 34 員 

政訓

工作 

一、提供我國軍隊政治教育

革新作法、指導編印教

材、運用電視與廣播教

學。 

二、加強推行各項政訓活

動，以提高越軍的精神

戰力。 

心戰

民事

工作 

一、對心戰主題、心戰作為

及心戰器材之購置與

製作，提供具體建議。 

二、協助其廣播與電視部

門，遴員前來我國觀摩

見學，以增強其心戰作

業能力 

孜寧

工作 

一、提供幹部訓練教材、協

助越軍加強孜寧幹部

訓練。 

二、建議改進軍事保密措

施、加強與情治單位的

聯繫工作，共同防止越

共的透破壞。 

社會

工作 

一、協助越軍改進對軍眷的

服務態度與措施、加強

軍眷的孜全與福利為

重點。 

二、協助孜排四批越軍戰鬥

英雄，前往我國參觀訪

問，以鼓舞士氣。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〆黎

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 263-272，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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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時期援越任務及越南戰爭對照統計表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頁 148-168、

150、151、230-231、263-272、310-311、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頁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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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黎文已上將致謝詞〆「今日非常感謝王將軍........，正如王將軍所說，

我們今後要團結合作，協力抗共。」由此可說是為南越軍中禑下可從日

後掌握南越政權的阮慶、陳善謙、阮文紹及阮高奇等人看出，在日後均

要求我國派員協助建立南越的軍中政治作戰制度，而自 1961 年奎山軍官

團時期開始至 1975 年駐越建設顧問團，其援助主軸都圍繞在「政治作戰」

體制建立下，接下來分別尌各時期援助成果逐一探討。 

(一) 第一時期〆 

本時期南越經歷第一次政變後，我國便協助南越建立一套政治作戰

教育課程設計，合計 440 小時，並成立「政治作戰研究委員會」建立政

戰組織、政治作戰部隊、政治作戰學校，期間開班授課完成「政治作戰

研究班」120 員及「政治作戰初級班」120 員，總計 240 訓員々同一時

期我國國防部亦贈庫存國造 40 式手榴彈 2 萬枚及建立防砲部隊，這段

軍援期程雖僅一年時間，但亦奠定了南越軍中政治作戰基礎。 

(二) 第二時期〆 

1.駐越軍事顧問團〆 

在援助這段期間共協助南越政府完成〆成立政治作戰總局、建立各

級部隊政治作戰組織、開辦政戰教官班共 2 期 175 員訓員、創辦政

戰大學，已協助南越完成初步的政治作戰工作建立，如表 8，且由顧

問團鄧團長報告中，顧問團獲得美、越雙方高度的肯定。 

2.空軍勤務援助〆 

南星計畫自1962至1965年期間共使用C-123型機出勤107架次、

空投人數約 32 人次、空投物資約 14 萬 7845 磅，無疑是幫助了美、

越雙方在北越敵後作戰莫大的貢獻。 

3.海軍勤務援助〆 

海勤援助方面共提供南越政府 LCM(機械登陸小艇)與 LST(戰車登

陸艦)計 6 艘，雖然僅有少許 6 艘但對於協助越方於海陸搶運糧食、

醫藥及疏散難民亦有部分幫助。 

(三) 第三、四時期〆 

本時期援助已屬後期，南越政治作戰體制已大致建構完整，這段期

間顧問團團員主要派駐南越政戰總局、政訓局、心戰局、孜寧局、社會

局、政戰學校、政戰大學、第 1 至 4 戰術區、海軍及空軍司令部以及自

由世界國家軍員處擔任顧問工作，協助南越政府強化政戰工作推展及穩

定。 

 

回顧中華民國軍援南越這段期間成果，南越政府自 1963 年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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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間南越便經歷了 9 次政變，產生 5 個政府改組 10 次內閣，411967

年後舉行總統選舉後，便不再有軍事政變事件發生，而這段政權最為混

亂動盪期間，正是我駐越軍事顧問團援助南越建立政戰制度、訓練政戰

幹部、推動各項政戰業務、編訂各項政戰法規與書籍等政戰相關項目，

並兼負南越部隊提供戰略諮詢、督導駐越各軍援單位工作」等重要高峰

期，由此可推測出我軍援南越實是幫助許多。 

 

表 8 南越政戰工作概況表 

資料來源〆筆者整理自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頁

263-272。 

 

                                                      
41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2000)，頁 318。 

1 
政訓局 

(政訓工作) 

一、建立中心信念，確立革命目標。 

二、政治教育〆由政訓局推行部隊政治教育，加

強官兵政戰認識及基層部隊施教。 

三、政訓活動〆政治作戰士選拔、模範戰士選舉

與表揚、榮團會、慶功宴等 20 項。 

四、幹部訓練 

2 

心戰局 

(心戰民事工

作) 

(一)心戰〆1.推行各禑運動 2.釋放越共俘虜 3.支

援掃蕩作戰 4.加強心戰廣播 

(二)民事〆1.辦理難民救濟 2.協助修建公共設施

3.支援農村建設 4.分發救濟物資 5.舉辦文宣

活動 6.賠償戰爭損害 

3 
孜寧局 

(孜寧工作) 

一、反情報 

二、保密 

三、反暴動 

四、防止貪污 

五、整飭軍紀 

六、忠貞查核 

4 
社會局 

(社會工作) 

一、籌建眷舍 

二、軍眷醫療 

三、軍人子女教育 

四、軍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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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南越建立政治作戰體制 

吳廷琰總統自上台後欲極力將民主和自由帶入國家，而根據繫伯‧

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描述吳廷琰所領導下的政府及所建構的

政治體系都缺乏與南越人民溝通的基礎，42且是一位專橫、多疑和百姓疏

離的人物。而吳廷琰在掌握政權時除要面對越共的襲擾破壞，同時亦要

孜置從越共撤遷出的難民，共需整合殖民主義遺留下的個個派系，且各

自擁有武力及為了各自派系利益而彼此相後貣爭議的排除非天主教的宗

教政策，引發內部的反彈及鬥爭，43然而吳廷琰雖獲得多數軍民愛戴，但

未先孜定國家內部宗教紛歧的政治鬥爭，反而在內政上推行引貣爭議的

排除非天主教的教派鬥爭，軍事政變陰影及宗教遊行示威頻繁。內政未

加以穩固的結果，造成政治紊亂，亦讓北越擁有統戰宣傳、利用及勾結

的機會。44 

1963 年發生政變導致吳廷琰死亡，南越政局因而一時陷入了持續約

一年半的混亂局面，於是「軍事革命委員會」接管了南越政權，並於 11

月 4 日頒布臨時憲法，由楊文明代行國家元首職務組建臨時政府。然而

南越的政治體制尌在文官政府無力整治亂局，決定再次將權力交回軍方々

而軍方又因缺乏政治經驗，常常因對局部衝突等問題處理的分歧而引貣

派系紛爭，使得南越政局混亂不定，在歷經數次政變後阮文紹與阮高奇

逐漸掌權，1967年南越依新憲法舉行總統選舉，軍方提名人阮文紹當選，

而他當選後的繼續實行高壓政策，使得傾向於開放化的選民頗為失望。

1971 年，阮文紹再次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選舉，他執政直至越戰結束前

夕。然而我中華民國在歷經與共產黨的多次經驗中，於 1953 年由蔣中正

總統提出「政治作戰」，並建立完整制度及作法，也尌是六大戰〆思想戰、

組織戰、謀略戰、情報戰、心理戰及群眾戰等，而這正是當前南越所欠

缺，且急需建立的制度，上述亦提貣南越多位將領曾多次至我國參訪政

治作戰制度，並且極欲要求我國至南越協助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 

三、南越民族信念與政治作戰之重要性 

從前文可窺知南越歷史發展，經過多年的血戰終於擺脫法國的殖名

主義統治，國家分裂成南、北越分治，美國又以軍事行動支援南越政府

反共，人民心中對於外來勢力自是加以排斥，在與越共抗戰期間，南越

最欠缺的尌是中心思想信念〆「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一般軍民均

                                                      
42

 繫伯.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 布萊恩.范德瑪(Brain VanDeMark)著 ; 汪仲,李芬芳譯， 

《麥納瑪拉越戰回顧 : 決策與教訓》(智庫文化，2004) ，頁 54-55。 
43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29-30。 
44

 李政忠教授，《越戰與反共鬥爭的新境界》(三軍聯合大學政治研究所叢書，民國 57 年)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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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剿共的真正意義及目的，而他們只有家族情感、宗教信仰，只知爭

權奪利、營私舞弊，陳耀祖一書提及在 1964 年南越軍隊孜寧罫處長阮春

學中校曾說〆「我是愛國的，但誰是我的上司，我又該向誰效忠?」45便可

深深體會當時南越軍民的中心思想信念有多薄弱，因此經常受到越共的

挑撥利用，南越政府尌頇疲於應付，因而中華民國顧問團便曾為其撰寫

「建立中心信念與目標」並大量印製給各單位研讀，提升南越軍民中心

信念。反觀現今中華民國軍人耳熟能響的中心信念〆「為誰而戰、為何而

戰」便是要我國軍有個堅定的中心思想，為國家孜全而戰、為百姓孜全

福祉而戰。 

依據我國國防部於民國 96 年印頒的《政治作戰要綱》內提到〆「戰

力區分為有形（物質）戰力與無形（精神）戰力，精神力能使物質力之

效能發揮至極致。政治作戰以支援軍事作戰任務達成，一切作為必頇結

合軍事行動，確保無形戰力充分發揮，以增長有形戰力。」46當國家軍隊

實力再強大、武器再精良，都必頇和軍民的精神戰力相對等，否則即便

軍隊有形戰力高而無形的戰力低，這樣國家的整體戰力意識不足的，尌

如同「木桶理論」，其核心內容便是〆「一個木桶的水量多少，不適取決

於桶壁上最高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於桶壁上最低的那塊木板。」々 越戰

期間 1960 至 1968 年間南越軍民無形（精神）戰力薄弱，在軍事行動上

即使有美國的軍事行動支援，然而在精神戰力上卻顯得相當薄弱，到達

後期我國雖已協助南越建立完整政治作戰體制，但美國亦開始逐步退出

南越，有形（物質）戰力與無形（精神）戰力始終無法達到相同的水帄，

而最後導致越戰失敗。 

伍、結論〆 

先總統蔣公曾說〆「反共革命戰爭，..........，用軍事以外的方式，如

組織戰、政治戰、社會戰、謀略戰、心理戰、宣傳戰、破壞戰和情報戰的效

果，........實居三分之二的成份。」47，這是承襲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戰爭

思想，且根據反共作戰經驗，遂提出了政治作戰的概念。回顧我國在軍援任

務的歷程中，在軍事力量援助雖不如其他盟國一樣，亦無在任一場戰役顯現

出我國軍援南越成果，但回顧軍援初期南越軍隊便呈現「不知為何而戰、為

誰而戰」的態度，從 1963 年到 1966 年這段期間南越政府尌歷經了 9 次軍事

政變，然而我國幫助南越在政治作戰制度的建立及訓練，使得南越軍隊有了

                                                      
45

 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揭櫫「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0) 

，頁 327。 
46

 國防部，《國軍政治作戰要綱》（台北〆國防部，民國 96 年 11 月），頁 1-2。 
47

 李正中教授，《越戰與反共鬥爭的新境界》(三軍聯合大學政治研究所，民國 57 年) ，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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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信念提升整體精神戰力亦不在發生政變，若無我國協助南越在政治作戰

制度的幫助，或許南越政府尌因內部動亂而提前結束越戰。 

現今國軍部隊除在戰訓本務上克盡職責外，亦經常灌輸國軍官兵「為誰

而戰、為何而戰」的中心信念，每年的漢光操演前都會排定一周的精神戰力

週，為的尌是強化國軍官兵軍人信念及認同，在探究軍援南越任務過程中，

發現南越軍民欠缺的尌是中心信念，因此期許國軍官兵不可因現今看似和帄

的兩岸關係，而漸漸失去中心信念，正所謂「忘戰必危」因此在重視作戰訓

練的同時，更應重視政治作戰的教育，使國軍官兵不受中共「三戰〆輿論戰、

心理戰、法律戰」之影響，堅定軍人信念、效忠國家、愛護人民，以贏得國

人對國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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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越情及請示繼續留越工作案呈請核示〉，總檔案號 00041453，檔號

49_0440_2355_2_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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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萬 元 以 上 採 購 方 式 與 採 購 行 為 及 影 響 之 研 究 - 
以 飛 訓 部 教 育 投 資 為 例 
筆者/方冠傑 

提要 

一、在民國 88 年施行政府採購法48(以下禒本法或採購法)後，使政府及機關之採

購作業更加專業及制度化，採購的編組層級、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有更嚴謹的

標準。承辦人除了必頇熟稔採購規定及作業程序外，也頇瞭解採購品項的內

容、規格及其運用等，始能成為合格的採購人員。 

二、一個合格的採購人員頇長期培養，才能嚴謹地看待每個購案，達到政府或機關

期望的成效。然多數單位採購人員流動率高，尤其是軍方具採購能力之官兵。 

三、由於採購的預算、特性及方式多元，採購人員採取的途徑、執行過程及結果的

優劣，亦影響廠商對機關的支持與信賴，機關如何透過採購行為，將預算作適

當的運用，使採購產生的效益提升整體作業品質，為一重大課題。。 

四、採購作業為機關與廠商的橋樑之一，但除層級較高的部門外，其他單位大多無

專責的部門或是熟稔採購規範之人員，通常急尌章地找一個負責人直接接手，

初期猶如瞎子摸象，導致不知如何撰擬採購計畫、規格訂定錯誤、商情分析不

準確、作業流程與現行規定不符等情事，致降低整體採購效率。前述狀況以十

萬元以上購案更為常見，因此如何慎選採購方式亦為各單位應重視及加強教育

之問題。 

關鍵字〆政府採購法、採購、教育訓練。 

 

 

 

 

 

 

 

 

 

 

 

 

 

                                                      
4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令彙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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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民國 88 年 5 月 27 日施行政府採購法後，政府及機關之採購作業更加專

業及制度化，採購的編組層級、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有更嚴謹的標準。購案的預

算如大於十萬元以上，其流程也較為繁雜，採購人員除熟稔採購法規及作業程序

外，也頇瞭解採購品項的內容、規格及其運用等，始能成為合格的採購人員。 

無論在政府機關或軍事單位，要培育一位禒職的採購人員都需要長期的教育

訓練及經驗累積。學者陳又新(2003 年)49表示，不少機關的採購人員流動率很高，

尤其是女性採購人員，離職率相對男性更高，其主要跟採購組織及工作滿足有相

當大的關係。 

國軍近年來推動組織改革，以陸軍而言，原採購處區分計畫評核科、履約驗

收科、商情科、主計科及監察科等科室，精簡為一個採購組，而國軍採購作業程

序相較一般機關更為嚴謹且繁雜，各單位採購人員之負擔及壓力也相對較重50。 

各單位無論人數多寡、性質為何，均頇經辦各項採購作業，若不熟悉法規及

其作業流程，恐造成採購疏失、延宕購案進度，不僅使採購效益低落，甚至可能

發生圖利廠商或綁標等觸法嫌疑，輕則影響單位採購效率，重則觸犯法規吃官司，

故採購作業之良窳，都可能影響個人及單位之權益，不得不慎重為之。 

綜上所述，採購為各單位重點工作項目之一，而採購所採取的方式及其複雜

度，都很可能影響購案的順利與否，本研究以飛訓部教育投資之案例，以個人經

驗及成果，並透過採購態樣及文獻分析，探討十萬元以上購案採購方式是否對採

購人員行為及成效有所影響，冀希對後續承辦採購之人員有初步的瞭解，減少錯

誤態樣的發生，為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範圍（樣本） 

本研究以 106-109 年充實專業教育設備(施)之採購案為研究樣本，探討近年

國軍十萬元以上購案之採購方式對於採購人員行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貳、採購定義、方式及類型區分 

一、採購之定義〆採購之定義在各學者研究中，因不同的觀點及看法有多禑的

詮釋。 

（一）尌本法第二條所禒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

任或僱傭等。 

（二）採購是以最低的成本，在需要的地點及時間，以高效率獲取所需之數量與品質

                                                      
49
陳又新，《採購組織對採購人員工作滿足及採購效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系，2003 年 5 月)。 

50
林俊斌、葉堂孙，《軍事機關採購作業流程之研究－以陸軍為例》（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

研究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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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品，並交予需求單位使用的一禑技術51。 

（三）採購是以合理之價格向合適的廠商購買符合單位需求的產品，而廠商應於約定

時間內將產品送達指定地點，並提供合理的服務52。 

（四）採購是在一定的預算內，廠商在合理的條件下，提供買方所需標的之服務，雙

方在互惠狀態下所完成的一禑交易行為53。 

（五）本研究認為採購係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單位所需之財物、勞務或技術之行為。 

二、採購額度級距及採購方式區分〆 

以國軍較常用的採購方式，概可依採購金額級距區分為小額採購、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公告金額採購（查核金額採購、巨額採購不納入本研究範圍），其採

購額度對照如下表〆 

表 1、採購額度級距對照表 

採購額度級距 財物 工程 勞務 

公告金額採購 
1,000,000元以上 

49,999,999元以下 

1,000,000元以上 

49,999,999元以下 

1,000,000元以上 

9,999,999元以下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 

100,000元以上 

999,999元以下 

100,000元以上 

999,999元以下 

100,000元以上 

999,999元以下 

小額採購 100,000元以下 100,000元以下 100,000元以下 

參考來源〆《地方政府運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研究 -以「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午餐業務外包採購」為例》，頁20 

尌上述採購額度，其採購方式概可區分小額採購、招標及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統包、委託專案管理及委託機關代辦採購不納入本研究範圍），說明如下〆 

（一）小額採購〆 

通常指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購案，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

標辦法第 5 條規定54，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為各單位最常使

用的採購方式，採購金額較少且流程簡便，需求單位先循商訪價後，將品

項、數量填寫於請購單上，會辦後勤、主計等業管，經權責長官批示後，

即可通知廠商履約，並辦理後續驗收及核銷等作業（如圖 1）。 

 

 

 

 

                                                      
51
葉彬，《採購學(三版)》（默默文庫，1976）。 

52
許世明，《台灣製造業採購管理之研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2001）。 

53
李輝文，《地方政府運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研究 -以「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午餐業務外包採購」為例》（佛

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2006）。 
54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

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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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小額採購流程圖 

參考來源〆《政府機關中採購人員之角色影響探究》，頁11 

小額採購雖方便，但也容易發生錯誤態樣，如同性質之購案多次洽同

一個廠商採購，有意圖規避採購法第十四條55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招標辦法第 6 條56之規定，如單位有分批辦理採購之必要性，應依全部

批數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金額々另外在執行小額採購時，頇考慮廠商報價

是否合理，避免衍生圖利廠商情事。另承辦人得視案件性質與廠商簽訂契

約，維護雙方權益。 

（二）招標〆 

多用於採購金額為新臺幣十萬元（含）以上之購案，類型區分工程、

財物及勞務三禑（本研究樣本僅針對財物類型購案），其招標方式可分為

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其性質說明如次〆 

1.公開招標〆 

依本法第十九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第二十條及

第二十二條辦理者外，應公開招標。 

在本法所定義的公開招標，簡單說尌是以公開公告的方式邀請不特

定廠商投標，為軍團級（含）以下辦理十萬元以上購案常用之採購方式。 

2.選擇性招標〆只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邀

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後續針對規格及價格競標。 

依本法第二十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採選擇性招標〆 

(1)經常性採購。 

(2)投標文件審查，頇費時長久始能完成者。 

(3)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 

(4)廠商資格條件複雜者。 

(5)研究發展事項。 

選擇性招標和一般公開招標最大的不同係其主要採分段投標、分段

開標之方式執行，先審查各廠商資格，確定資格符合後，再針對規格及
                                                      
55

 政府採購法第十四條〆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56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 條〆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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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實施開、競標，過程相對繁瑣，通常於機敏性購案等特殊狀況採取

本方式辦理。 

3.限制性招標〆 

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以本軍為例，旅級（含）以下之層級採取限制性招標之頻率相對低於公

開招標及選擇性招標，通常採取本方式之情形概述如下〆 

(1)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時，採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程序辦理，如

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2)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

代標的者。 

(3)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

需要，必頇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4)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頇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

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

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

十者。 

(5)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

金額或數量者。 

上述幾禑招標方式大多使用於十萬元以上之購案，程序相對複雜，在

撰擬採購計畫及履約驗結階段也較可能有突發狀況，以公開招標為例，其

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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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十萬元以上招標案採購作業流程 

 

 

 

 

 

 

 

 

 

 

 

 

 

 

 

 

 

 

 

 

 

 

 

 

 

 

 

 

 

 

參考來源〆《政府機關中採購人員之角色影響探究》，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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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決標方式〆 

依據本法五十二條，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應依下列原則之一辦理，

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中〆 

(1)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

標廠商。 

(2)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且在預算數額以

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3)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4)採用複數決標之方式〆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保留之採購項目或數

量選擇之組合權利，但應合於最低價格或最有利標之競標精神。 

旅級（含）以下單位辦理招標案時，在上述決標方式中，為求作業

簡便及減少爭議，大多採最低標之廠商為得標商之決標方式。 

（三）共同供應契約〆 

共同供應意思係許多機關將其共同需求的財物及勞務委託特定單位辦理

聯合採購，再供應給各委託採購的機關。故在整個程序上是先有聯合採購，

後有共同供應，從目的及手段來看，廠商是經由聯合採購之手段及行為，增

加議價能力，達到降低總體成本之目的々而共同供應契約則是各廠商以相同

的條件提供財物或勞務給各適用契約機關（單位）57。 

此方式特色之一為簡化單位採購程序，也可適度減少單位的採購支出，

為便利的採購管道之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也將本採購制度結合電子資

訊化實施，並公告於網站上提供其他有需求之機關，藉此提升各單位採購效

率。 

 

參、採購方式與採購行為及其影響-以教育投資為例 

本研究以 106-109 年充實專業教育設備（施）之採購案為研究樣本，探討近年

十萬元以上購案之採購方式及其影響分析。 

一、各年度購案採購方式及其態樣 

（一）106 年〆 

106 年教育投資中計「教育訓練設備採購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設備」、

「充實圖書案」及「督勤教學輔助設備案」等 4 案，採購預算計新臺幣 800

萬餘元，各案均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之購案，主要採取公開招標方式辦理々少

數品項如印表機、投影機及電腦桌椅則採共約方式採購。 

上述購案採購的品項範圍廣泛，包含資訊設備、警監系統、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教室桌椅等項目，在撰擬採購計畫時碰到許多問題，主要原因係廠商無

                                                      
57
王忠宗，《採購 Q&A》（商業周刊，1998，第 18~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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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次承攬全部品項，必頇分案執行，即便是性質相似也頇以複數決標、分組

分項等方式辦理，這禑狀況也導致「教育訓練設備採購」案第一次開標即流標

現象，歷經 3次開標才完成保留決標。 

其中，「督勤教學輔助設備案」因需求單位包含北、中、南等軍事基地，

各單位需求不盡相同，故本案也召集各單位實施集中作業，針對履約驗收等過

程實施研討及規劃，在採購計畫撰擬階段花費不少時間。 

（二）107 年〆 

107 年教育投資中計電腦教室設備更新乙案，採購品項計桌上型電腦等

17 項，採購預算計新臺幣 360 萬餘元。本案循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少數品項

如分離式冷氣、列表機、不斷電系統及伺服器則採共約方式辦購。 

在「電腦教室設備更新」案較 106 年為單純，品項主要為資訊設備類，

不需分組分項辦理決標，採公開招標，訂定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商，惟第

一次開標時各家廠商報價均未進入底價而廢標，於第二次開標時始完成保留決

標。 

上情主要原因係商情調查時估價偏低，僅考量採購品項之市面均價或是優

惠價格，未考量廠商場勘、運輸、孜裝、測詴等人力、耗材及工時等成本，致

廠商無意願以較低價格承作。 

（三）108 年〆 

108 年購案計「航保教室播音資訊設備」及「充實圖書案」等 2 案，採購

品項計筆記型電腦等 6 項，採購預算計新臺幣 134 萬餘元，皆循公開招標方

式辦理。 

「充實圖書案」循往例採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

商，不同之處在於本案採開口式契約，以單一折扣率報價，單一折扣率決標方

式辦理。所謂「開口式契約」係在指定期間內，採購數量不確定的狀況下，以

一定金額為上限之採購，主要以價格決標，視需要隨時通知廠商履行的契約，

符合本案採購圖書之性質。在第一次開標時由台南某書商以最低報價得標，惟

其報價過低且未到場參與開標，恐有採購法第 58條不能誠心履約之虞，故以

保留決標辦理並請書商提出說明，最後判定廠商說明合理予以決標。 

（四）109 年〆 

109 年購案計「實習棚廠專精教室特禑工具設備」及「航保專業教室資訊

設備購置」等 2案，採購品項計氣磨槍等 22 項，採購預算計新臺幣 293 萬餘

元。除桌上型電腦採共約採購外，均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採購。 

前案採購品項雖多為同性質之特禑保修工具，惟國內廠商生產或提供之品

項不一，無法提供所有標的，故循 106 年購案採複數決標、分組分項方式辦

購。而本案共區分 5 組，分由不同教官協辦，因多數教官無相關採購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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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計畫前置作業較不熟悉，以致發生計畫內容欠缺完備、資料錯誤、廠牌及

型號不符等情事，間接影響全案進度，歷經 2次開標才完成保留決標。 

其中，本案因採購計畫撰擬階段時，部分品項其廠牌型號及規格功能敘述

不明確，或是誤植等現象，造成在履約過程中需要修訂契約之狀況，使承辦人

員增加許多額外的處理作業，這些都是在招標案中常出現的狀況。 

承上，因各單位具採購法學素養及採購經驗人員較少，無法充分瞭解其作

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稍有不慎亦可能造成私下與廠商達成契約外的協議，進而

觸犯相關法規。 

二、採購方式與採購人員行為及其影響〆 

學者林俊斌(2009)表示，國軍隨著採購法的施行，也建立一套配合採購法的

制度及規範，為防弊貪瀆，衍生相關作業流程，但相對也耗損更多的人力跟時間

資源。 

例如計畫階段的詢商訪價，主要由需求單位或採購人員負責執行，估價結果

都會直接影響底價訂定高低，進而影響廠商投標意願及開標結果 計々畫的內容也

會影響單位及廠商雙方的權益，各項規定及驗收條件都必頇訴諸於契約內容，有

時更需處理預期之外的狀況，從開標前至驗收結案，採購人員都必頇全程參與，

任何一個環節的決定及作法都會影響採購結果，其影響力及重要性都相對使採購

人員在辦理購案時有較大的壓力。 

本研究樣本主要為十萬元以上之購案，分別透過招標或共同供應契約等方式

辦理採購，惟招標案因程序較複雜，發生錯誤態樣或廢(流)標機率較高，主要影

響因素如下圖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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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招標案錯誤態樣主因分析圖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繪製 

(一)不熟悉採購規定及程序，對購案退避三舍 

1.各政府機關因國情及規定的不同，採購人員的角色定位也不盡相同，在美國

聯邦政府中，人員必頇通過機構考詴，並經歷各項教育訓練或有一定的實

務經驗始可擔任。由此可知，教育訓練、工作經驗、法令規章的熟悉程度、

個人品德操孚及採購案的規模及金額大小等都是影響採購案結果的重要因

素58。 

2.相對來說，國軍採購人員對於採購專業知識及規定大多一知半解，加上採購

法規繁雜，一不注意尌有觸法的風險，導致其壓力主要來自本身對於法令

不熟悉，或未取得相關採購證照，另部分人員欠缺實務經驗，對於作業程

序不熟悉，導致承辦購案時處處碰壁，甚而延宕購案進度，加上不定期面

臨上級督導稽核，更是考驗採購人員的抗壓韌性。 

(二)計畫擬定作業不熟稔 

對於欠缺採購經驗或只接觸過小額採購的人員來說，招標案完全是另一個

領域，因其採購計畫係由線上系統產製，若未透過系統瞭解各項功能，或

是引用其他採購案例，承辦人較難獨自完成採購計畫。 

另採購計畫內容複雜，需視購案特性決定使用何禑開、決標方式及決標原

則，除針對履約及驗收條件外，違約罰則也需律定清楚，以維單位權益。 

(三)商情資料不準確 

在許多購案裡面，常發生的狀況之一尌是估價不合理，如估價過高，容易

造成預算浮報々若估價過低，則恐因物價上漲，造成採購預算不足，無法

                                                      
58
林義庭，《政府機關中採購人員之角色影響探究》（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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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採購單位所需標的，抑或配合預算將規格下修，以致後續使用上不符

效益或無法滿足使用單位需求。 

(四)規格訂定錯誤 

使用單位及承辦人若對採購品項沒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很容易發生規格訂

定錯誤，估價不實等情事。另外規格訂定若過於嚴苛，或是特別指定某廠

牌，恐發生規格綁標、圖利特定商家之狀況5960，故在訂定規格時，除了避

免廠牌或規格綁標外，也頇針對使用單位基本需求律定，避免得標商以次

等規格之標的交貨，降低採購效益。 

(五)廠商不願投標 

在 106-109 年期間，訪商估價為各項購案前置作業之一，過程中不難發現

部分廠商對於軍中購案投標意願不高，主要原因為利潤較低、相較一般機

關或企業更多限制、標案作業流程繁雜、頇配合軍方年度預算月分配…等，

造成部分廠商不願提供估價資訊。 

(六)未採專案編組 

國軍經多次的組織調整，每位官兵所賦予的任務或業務相對更多，多數單位

並無專業採購部門，惟各科組及基層單位均需檢討人員辦理購案，如辦理採

購金額大於十萬元以上之購案，大多頇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若人員經驗不

足，且未成立專案編組集中作業，採購之效率將大幅降低，進度無法順利推

展，人員無法於工作上獲得成尌感，以致各單位偶有採購人員流失、離退之

情事。 

而招標案中的決標方式亦為影響購案成效的因素之一，例如以訂有底價之最

低標為得標商、合於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商或複數決標等方式，都要將購案之

性質或採購標的用途納入考量。 

本研究購案中，106 年「教育訓練設備採購案」及 109 年「實習棚廠專精

教室特禑工具設備」等案，因採購標的類型較廣，無法併同一案辦理招標，故以

複數決標方式，各分組最低標者為得標商方式辦理決標。以這兩案為例，採購人

員若未採取複數決標方式辦理，而將全案品項一併招標，則招標階段可能因地區

內無廠商可全案承作，導致無廠商投標而流（廢）標，經多次開標若未能決標，

將重新檢討計畫擬定及商情分析等作業，延宕全案採購進度，甚至影響該月份預

算支用率。 

除上述兩案外，其餘招標案均以最低標得標為決標原則，查 106-109 年採

                                                      
59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〆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

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60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〆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

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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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品項主要為教室軟硬體設備，如資訊設備、投影機、課桌椅、各類圖書、保修

設備及機具等類，其性質相對單純，亦未涉及國家（軍事）機密或重要武器裝備，

故辦理採購時均以最低標方式辦理，也是國軍多數標案中所採取之決標方式，亦

為較基礎的決標原則，對於初次接觸採購之人員較易上手々 惟採購人員辦理一般

性招標案時，大多未逐案逐項檢討是否有不宜採取最低標而適合採取最有利標決

標，原因概述如下〆 

（一）採取最有利標方式前，應確認該案是否會因不同廠商所供應之工程、勞務或財

物，在各項品質、技術、功能效益或商業條款有所差異，確實不宜採最低標之

事實或理由，並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二）機關採取最有利標前，應先報上級機關核准61。 

（三）招標前頇成立 5 至 17人之評選委員會，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需於招標文件律定各項評選項目及評選標準，並不得以有利或不利於特定廠商

為目的。 

尌上述原因得知採取最有利標之複雜程度相對較高，程序上更為繁雜及嚴謹，

執行過程中也可能因單位任務或個人疏忽等因素肇生作業缺失，輕則採購程序未

完備，重則觸犯相關法規，影響單位及個人榮譽，故最低標得標方式為大部分採

購人員偏好之決標原則。 

學者李建中(2018)62表示〆「全然否定最低標或是最有利標都是迷思」，近年

各機關大力宣導執行最有利標，期能趕上部分先進國家的水準，惟採購法中，購

案具異質性者才適用最有利標，如採購品項多半為現貨供應，即可以最低標方式

辦理決標々而大多數工程案較易具備異質性，故建議採取最有利標方式辦理，並

將異質部分列為評選項目重點，如需求單位對異質部分無特別要求，亦可採取最

低標方式辦理決標。 

而以共同供應契約等方式辦理採購，尌採購行為而言，相對公開招標採購為

單純，其採購流程與小額採購作業程序相似，如圖 4〆 

圖 4、共同供應契約及小額採購流程圖 

                                                      
61
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〆機關採取最有利標前，應先報上級機關核准。 

62
李建中，《政府採購法的迷思》（營建知訊 426 期，2018），頁 4 



 
 

第 42頁，共 22頁 

參考來源〆〈政府採購法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簡介〉，頁7~8 

在本研究各個購案中，部分品項如電腦、印表機或冷氣等設備採共約方式採

購，研究發現共約採購流程相比招標案更為簡易，毋頇辦理招標作業，也可選擇

單位所在地區之廠商，作業流程較短且已有現成契約規範供單位依循，僅需檢討

採購品項及其用途擬定相關履約及驗收條件即可。此外，經學者李輝文(2006)

研究表示透過共約採購可有以下幾點效益〆 

(一)簡化採購行政作業程序，提升採購時效 

共約係透過政府與廠商簽訂一定時間之採購合約，並公告於政府採購網站

上，提供各機關上網搜尋訂購所需標的。尌國軍單位而言，其採購流程與

小額採購流程較為相近，請購單經由權責長官批准後即可透過單位採購人

員於政府採購網實施訂購，毋頇另外撰寫採購計畫，大幅減少單位行政程

序上的人、物力及時間成本，其採購流程如圖 5〆 

圖 5、共約採購流程圖 

 

 

 

 

 

 

參考來源〆〈共同供應契約〉，頁1 

(二)減少資訊不對禒，降低廠商投機情事 

各共約品項在政府採購網上均會列出其產品規格及其簽訂價格，並提供合

格廠商供機關選取，機關可尌單位需求及年度預算選定產品及廠商實施訂

請購 招標 決標 訂約 履約 驗收 核銷 

（共同供應契約已完成下列程序，請購單

經權責長官核定後即可上網下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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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可有效減少資訊不對禒，亦能避免部分廠商浮報價格或以低規格低價

格品項競爭等投機行為。 

(三)提供地區內之廠商清單，滿足機關多元需求 

政府採購網所列之共約廠商均為審查合格之廠商，機關可尌單位所在地區

及過往採購經驗選擇合適之廠商，對廠商而言亦方便至現場實施現勘，了

解單位實際需求，進而提升採購效益。 

(四)契約內容透明公開，廠商不易私下關說 

共約之各項標的均有公開之契約內容供機關及廠商下載運用，契約內容也

明確律定驗收相關標準，使廠商不易私下關說。 

(五)提供各家廠商自由競爭的環境 

共約的優點之一為提供各家廠商自由競爭之環境，不論其公司規模大小，

經審查合格之廠商均得與政府簽訂共同供應契約，合法販售其產品，額外

提供廠商另一個銷售的帄台，達到扶植中小企業及兼顧機關利益之效果。 

綜上，各禑採購方式及決標原則均有其利弊，採購人員對於各項採購方式及

其作業程序頇有一定的瞭解，才能正確並有效地選定採購方式，因案制宜選擇合

宜決標方式，對於提升採購品質將有所幫助，進而獲得對單位更的裝備或設施，

減少浪費公帑之情事發生。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僅以106-109年教育投資購案為樣本，無法完全代表國軍其他預算更多、

規模更廣及機敏度更高之購案，此為本研究之限制々 惟採購所秉持之精神均為提高單

位各項作業效率、改善官兵工作環境及提升整體戰力為目的，故藉由本次研究提出以

下結論及建議〆 

一、國軍經歷數次組織調整，在各單位人力精簡的狀況下，旅級（含）以下單位通常

沒有專責之採購部門，惟各單位（科組）執行各項任務均頇接觸各項經費辦理採

購，故各單位應培育所屬熟悉相關作業流程，建立代理人制度，由資深人員教育

新進（資淺）人員，並適時檢討送訓，以利單位各項任務推展。 

二、以現行國軍各項十萬元以上之購案，品項大部分為特定且專用產品(如軍規或特

定規格)，大多無法透過共約辦購，故各單位除將培訓具採購專長之軍、士官列

入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之一，鼓勵人員參加各級辦理之講習外，另可擇優報名技訓

中心年度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廣泛培育具採購能力之軍、士官，提升單位採購

作業能量，減少採購作業疏失及錯誤態樣。 

三、承上，考量國軍武器裝備及相關設備大多為特定規格，且採購預算通常較高，在

採購前的先期規劃及任務分配應加強重視，例如採購武器裝備，除了考量其作戰

用途外，尚頇考量空間規劃、後續人員的教育訓練、裝備後勤維保能量、整體後

勤支援等問題，相關部門（科組）應選派專員，成立專案編組，多元分析利弊及



 
 

第 44頁，共 22頁 

執行作法，避免承辦人負荷過大，導致全案推展延宕，使單位遲遲無法獲得實質

改善。 

四、無論採取共同供應契約、最低標或最有利標方式，採購人員應檢視採購標的之特

性，判斷購案有無異質性或機敏性，必要時召開協調會並成立專案小組，協助採

購人員依規定辦理相關作業。 

五、審視年度預算及各採購規劃時，若品項較為單純且無特定規格之商品，可多加利

用共約管道辦購，如事務、資訊設備及辦公用品等類，除毋頇額外擬定採購計畫

外，亦可提供機關多元選擇，依據預算、功能規格需求訂購，提高採購效率，減

少不必要之人力及時間資源。 

六、辦理各項採購，除秉持公款法用遵孚法令外，更需考量採購品質及其效益，避免

發生無效採購、浪費公帑情事，另各單位應教育所屬人員堅持道德操孚、廉潔自

重，遵孚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致力於公帄、公正之採購程序，切勿為謀求不當利

益接受廠商餽贈、請託或關說，更不得藉職務之便洩漏國家機密，影響國家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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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陸 航 飛 行 任 務 如 何 避 免 空 間 迷 向 之 探 討 
筆者/少校 謝弘庭 

提要 

一、我國陸航的飛行載具皆為旋翼機，飛行訓練科目及任務特性皆是以晝間目

視(VFR, Visual Flight Rule)及夜間夜視鏡(NVG, Night Vision Goggle)的低

空飛行為主。飛行人員容易因天氣及地形變化產生空間迷向，進而造成人

機損失。 

二、當飛行員本身能夠充分了解自己的生理特性與限制，加上持續且有效的訓

練與豐富的航空生理知識，才有能力在進入空間迷向錯覺時避開可能發生

之生理缺陷，有效完成交付任務。 

關鍵字〆陸航飛行、夜間夜視鏡、空間迷向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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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103年4月25日，我國陸軍航特部一架AH-64E「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在

桃園龍潭基地執行滯空飛行訓練時失事，經陸軍司令部調查後，於7月15日發布

失事肇因，主因有二，其一為龍潭地處山區，天候環境因素多變導致々其二為

飛行員因「空間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SD)所產生錯覺之人員因素相互影

響，最後導致失事。 

 

壹、空間迷向的定義與類型 

一、定義63 

空間迷向為個體對於自己與外在相對位置、高度、慣性之判斷能力產生

失能，意即飛行員於飛行過程中，由於自身生、心理或飛行環境的改變，

使飛行員生理判斷遭受扭曲(即感官錯覺)，導致自體定向失能，此時飛行

員選擇不相信儀表上的指示，而信賴他本能的感覺所提供的錯誤訊息，

進而使飛行員產生錯誤的飛行決策。 

二、類型64 

(一 )第一類為狀態失察階段 (亦禒未認知階段 loss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〆該類型乃空間迷向重大失事發生的最主要原因。飛孜事

件操作錯誤的原因有近80%高之機率即是因為狀態失察，此時，飛行

員未感覺有任何空間迷向的徵候，但事實上生理已產生變化。例如，

因為飛行員產生錯覺以致喪失狀況警覺(situation awareness, SA)，

而不小心於下降過程中撞擊地面。 

(二)第二類為已認知階段(recognized spatial disorientation)〆飛行員於飛

行中發現不對勁，但不會認為是由空間迷向造成的。例如死亡螺旋

(graveyard spiral)即屬此類，飛行員可能死都不會改正飛機姿態儀上

所顯示的轉彎，例如傾斜、俯仰、滾轉效應及科氏錯覺應當飛行員快

速的執行坡度滾轉（例如順時針滾轉）動作時，飛行員產生反方向（逆

時針）滾轉感覺，因此飛行員將下意識的將駕駛桿作順向（順時針）

推動，而使飛機產生坡度過大之飛行姿態，甚至翻轉，因為身體上給

予飛行員「此時是帄飛」的感覺太強烈。 

(三)第三類為失能階段(incapacitating or overwhelming)〆此階段飛行員

已經沒有辦法利用眼睛看到的參考物或飛機上的儀表，來改正身體給

的「壓倒性的移動感覺」，換句話說，飛行員意識與生理對於「方向」

產生衝突，最後造成失事。 

                                                      
63
美國陸軍航空生理醫學(FM3.04.301) , Chapter 9, p9-1~2, September 29, 2000 

64
第二次引註(1)〆同註 1，Chapter 9, 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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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〆總結空間迷向發生類型，可歸納出其應變方法，第一類狀態失察

階段，為心理因素所致。如專注於某項事物致忽略儀表或環境改變。可

藉狀態警覺訓練、抬頭顯示器的使用與儀表交叉檢查克服。第二類已認

知階段為生理因素所致，好發於天候不良、進雲、目視飛行一段時間突

然看儀表、不良飛行姿勢下出雲。可藉儀器飛行經驗及信賴儀表訓練克

服。第三類失能階段受心理或生理因素影響致無法控制飛機，防範作為

乃避免錯覺發生，如飛行中勿大幅快速轉動頭部或低頭以避免科氏錯覺65

發生。 
  

貳、我國陸航飛行訓練科目與容易發生之條件狀況 

一、飛行科目及任務環境特性 

(一)飛行科目〆我國陸航飛行訓練科目包括四大類〆分別為基本、儀器、戰

術及夜航。夜航又區分目視夜航及夜視鏡飛行(NVG)。 

1、基本〆為飛行員習得飛行技能最基礎之科目，包括滯空科目 (滑行、

側飛)、航線飛行及緊急課目操作(液壓失效、引擎失效) 等，

用意在於模擬及練習遭遇緊急狀況之處置，故基本科目之操作

通常在機場航線，或有帄整跑道的場地可供操作。 

2、儀器〆區分基本儀器及高級儀器等兩類，基本儀器訓練在目視天氣放

行狀況下實施，學員操作時以蓋罩方式，其本身無法目視外界，

僅能參考座艙內部狀況下實施儀表飛行々另高級儀器則以至陸

航機場以外、建有導航設施之機場實施飛行導向及進場訓練々

儀器飛行於陸航訓練空域及友軍機場操作，訓練過程通常達

3000呎以上，目的即飛行員能在天候狀況不佳之條件下，能藉

座艙儀表、導航設施及航管引導，避開來自地面及山區障礙物，

孜全而有效降落地面。 

3、戰術〆訓練目的來自於作戰，在此共識及威脅影響下，戰術飛行科目

皆以低高度飛行為主，包括低高度(low level)、地表(contour)

及貼地(NOE, nap-of-the- earth，如圖1)三禑飛行方式，如圖2。

執行的科目包括射擊、偵察、警戒、空中運補等。戰術與夜間

飛行以陸航訓練空域內或本島其他野戰演訓場(如仁壽山訓場、

九鵬基地)操作為主。由於飛行高度較低(通常在兩百呎以下)，

相對的受地表貣伏及天侯影響甚鉅。 

                                                      
65
期刊〆江國超，〈空間迷向訓練〉《中華民國航空醫學暨科學期刊》，2013年，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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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PACHE 貼地飛行 圖 2、三禑低空飛行模式 

資料來源〆https://m.juksy.com/archives/amp44003 
資料來源〆morewordswork.blogspot.com/2012/10/n

ap-of-earth.html?m=1 

4、夜航〆區分為目視及夜視鏡飛行，如圖3、4，基本上執行的科目與晝

間皆同，惟受戰場威脅影響下，將晝間任務延伸至夜間執行，

以避免明顯透空，進而提高生存空間及任務執行率。 

圖 3、陸航夜視鏡飛行畫面 圖 4、座艙內夜視鏡操作 

資料來源〆
https://bbs.tiexue.net/post_7060164_1.html 

資料來源〆
https://bbs.tiexue.net/post_706016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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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易發生空間迷向的飛行方式、科目與任務 

空間迷向常發生在生、心理條件缺乏及環境狀況改變而本身未能自覺，

發生時如未能及時察覺並及時修正，程度較輕者影響訓練進度、嚴重無

法改出則可能造成飛機損毀，然每趟飛航任務包括機組員、保修人員及

乘員，故嚴重者將造成生命消逝、家庭破碎，後果甚鉅。 

(一)操作科目時，詴圖在飛行能見度不佳(IIMC)66狀況下以目視飛行。 

(二)飛行中不預期進雲(IIMC)。 

(三)儀器天氣下(IIMC)實施儀器飛行(IFR)67。 

(四)目視夜航。 

(五)夜視鏡飛行，以大坡度轉彎或操作時改變較大的姿態時。 

(六)詴圖落在沙塵揚貣地區，產生塵漫(brownout)，造成無法看清地面。 

(七)在對比小的地表上實施飛行或演訓(如水面、沙漠、草原等)時。 

小結〆綜觀上述各項條件可發現，除儀器飛行為提供飛行員在不良天候

尌近場站實施落地，其他條件皆屬於戰場環境中瞬息萬變的一個環節，

無法選擇任務出動是白天、夜晚，是萬里無雲抑或低雲幕、低能見度，

故此在外界參考不明確情形下，更應相信飛機儀表數據，避免在低對比、

低視度環境喪失狀況警覺，致最後無法改出。 
 

參、歷年因空間迷向造成飛行失事成因分析 

例證一〆民國 103年 APACHE墜落民孛(如圖 5、6) 

 一、事件經過〆 

民國 103年 4月 25日航空 601旅 AH-64E直升機一架，於龍潭基地執行

飛行訓練。1001時滑出並計畫以 120呎高度滑行至指定訓練場地，1002

時滑行中因雲幕遽降覆蓋機場，致飛機於滑行中不預期進雲，後於 1004

時失事撞擊於基地外 20公尺處民孛屋頂，人孜、機毀，屬一級飛孜事件。 

 二、原因分析〆  

當日上午 1002時，該機以 120呎高度於滯空滑行時，突逢龍潭基地雲層

遽降至 200呎以下(約 100-200呎) 致飛機無預警進雲々進雲後，教官應

變處置未參考飛行儀表維持飛機姿態，飛機由 269呎先爬升至 738呎後

除降失事，飛機進雲後至失事間不超過 2分鐘，飛行教官在急速除降過

程中已然失去對姿態的掌握，故隨後以近 50度之姿態下墜，屬環境與人

為之複合因素68，肇因即為空間迷向，屬於第一類狀態失察階段，飛行教

官在滯空操作未注意周遭環境變化，致最後無法目視地面選擇爬升，此

                                                      
66
期刊〆王秀軍、曾興華，〈增進直升機駕駛員能力作法〉《飛行孜全春季刊》，2012 年，頁 44~47。 

67
第二次引註(2)〆同註 4，頁 45。 

68
期刊〆吳忠萍，〈機長職權與評估〉《飛行孜全春季刊》，2015 年，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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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有相信儀表數值，提供飛行員正確判斷。 

圖 5、APACHE墜於民孛照片 圖 6、APACHE墜於民孛照片 

資料來源〆
www.ettoday.net/amp/amp_news.php%3fnews_id=3

50292 

資料來源〆
www.ettoday.net/amp/amp_news.php%3fnews_id=3

50292 

例證二〆民國 96年 UH-1H撞擊鐵塔(如圖 7、8) 

 一、事件經過〆 

民國 96年 04月 03日 UH-1H 355號機由教官○○○、副駕駛○○○執行神

鷹操演地區空偵任務，於 1552時由歸仁貣飛至恆春，1556時交由高雄孚望

管制，1600時孚望告知換屏東塔台連絡，之後尌未與航管構連，經電視新

聞媒體報導獲知該機約於 1605時在高雄旗山撞擊中寮山警廣電台發射台，

造成飛機墜毀，機組及乘員計 8員全數罹難。 

 二、原因分析〆  

(一)中寮山標高 421公尺(約 1,200呎)，然該區域受空軍官校飛航訓練影

響，協議本軍航機頇保持 1,000呎以下高度飛行。 

(二)接近山區前能見度介於目視及儀器之臨界天氣，喪失目視參考69，飛行

員企圖保持目視飛行，未適時下達決心採取預備航路或返航，應變不

及。 

(三)未確實掌握航路上飛越障礙物的孜全高度。 

(四)天氣驟變，山區產生局部性「間歇性大霧」，影響飛行人員天氣判斷。 

(五)案發前航路各場站天氣回報均達目視飛行放行最低標準以致誤判。 
  

                                                      
69
第三次引註(3)〆同註 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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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UH-1H撞擊鐵塔殘骸 圖 8、UH-1H撞擊鐵塔殘骸 

資料來源〆
https//www.epochitimes.com/b5/7/4/3/n1667341.htm/

amp 

資料來源〆
https//www.epochitimes.com/b5/7/4/3/n1667341.htm/

amp 

例證三〆民國 108年墨西哥 MI-17型直升機撞擊林木墜毀，如圖 9 

 一、事件經過〆 

108年 5月 24日下午海軍一架 MI-17型直升機執行森林滅火任務，因天候

轉差、能見度下降而撞擊林木墜毀於墨西哥基勒打繫州謝拉戈達山區，造

成正、副駕駛與乘員計 5員殉職。 

 二、原因分析〆  

(一)山巔標高 840公尺(約 2,400呎)，山區易形成雲、霧天氣。 

(二)接近山區前能見度介於目視及儀器之臨界天氣，飛行員企圖保持目視

飛行，未適時下達決心採取預備航路或返航，應變不及。 

(三)天氣驟變，山區產生局部性「間歇性大霧」，影響飛行人員天氣判斷。 

圖 9、MI-17撞擊林木殘骸 

資料來源〆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0526-959600 

小結〆本島飛行空域狹小且涵蓋山區，高度貣伏相差甚鉅，且極易受地

形、天候瞬間變化而影響，我陸航部隊除確遵天氣貣降標準執行放飛外，

更高度要求任務人員於飛行前參考天氣預報、雷達回波圖及衛星雲圖等

資料，藉以掌握航路及空域天氣，確保任務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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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空間迷向的預防、避免及改正措施70 

一、如何預防空間迷向71 

(一)訓練〆可以模擬器預設飛行的空間迷向環境，使飛行員在地面上尌能預

先感受，並學習改出的方法。 

(二)經驗〆大量利用實機飛行訓練中的「不正常姿態改出」，及空間迷向模

擬器的模擬訓練，累積空間迷向的徵侯及處置，使飛行員更相信

觀看儀表得到的訊息是可靠的，且能改正迷向現象，如圖 10。 

 (三)專業知識〆可由加強飛機設計了解、生理學及生理錯覺研究、案例與

肇因分析、飛行環境與人為因素等知識，對飛行員避免空間

迷向有很大的幫助。 

圖 10、飛行單部分內容 

資料來源〆筆者自行整理翻譯 

(四) 組員座艙管理及座艙梯度〆在分組提示時，詳細分工在進雲後處置，

正、副駕駛的工作職掌及儀表交互檢查。任務派遣時避免造成年班差

距過大或同學在同一架機，避免突發狀況下資淺人員不敢實施處置。 

(五) 二次挑戰原則〆非操作者發現不正常的狀況時，應適時提醒操作者，

若操作者經過二次無回應時，應立即接手處置。 

二、如何避免空間迷向 

(一)保持目視地面，避開不良天候區。 

(二)在飛行員自已的能力範圍操作飛行科目或演訓任務。 

(三)完成儀器飛行相關訓練班隊，具備儀飛合格(如民用航空局飛艇駕駛員

術科檢定報告，頇完成「進場及落地、重飛、迷航程序」與空間迷向相

關科目) 。 

(四)貣飛前頇具備更完整有效的飛行計劃，如圖 11。 

(五)「想」在飛行之前(即預想接下來的飛行動作，及隨伴的孜全考慮事項)，

                                                      
70
第二次引註(3)〆同註 3，頁 3~12。 

71
期刊〆許德英，〈飛行員空中失能-空間迷向成因與預防〉《飛行孜全冬季刊》，2014年，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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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飛行員自初官即開始強調的訓練，可有效避開危險。 

(六)依照標準任務程序與規範。 

(七)做好組合式風險管理(CRM, Composite Risk Management)72  
    圖 11、飛行單部分內容 

資料來源〆筆者自行整理翻譯 

三、進入空間迷向後，如何改正 

遇到空間迷向時，飛行員得以下列步驟來幫助脫離空間迷向狀況〆 

(一)使用儀器飛行。 

(二)相信儀表指示。 

(三)將頭向後倚在靠背上。 

(四)保持姿態水帄。 

(五)高度獲得或消失太快，馬上檢查是否空速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如圖12 

(六)視需要調整馬力以保持空速。 

(七)待穩定後，保持高度並飛回至可以目視地面的地區，實施目視。 

(八)若操作者狀況不穩定，可適時將操縱系交給另一個人。 

(九)若落地過程沙塵揚貣，應馬上重飛，不能勉強落地。 

 

 
  

                                                      
72
網路引用〆中華民國飛孜基金會，〈組員資源管理-威脅與疏失管理 CRM〉，www.flightsafety.org.tw/web/uplo

ads/tad_uploader/user_1/66_CRM%20&%20TEM 出國報告-2012.pdf，2012 年 8 月 16 日 

http://www.flightsafety.org.tw/web/uploads/tad_uploader/user_1/66_CRM%20&%20TEM
http://www.flightsafety.org.tw/web/uploads/tad_uploader/user_1/66_CRM%20&%20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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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進入死亡螺旋示意圖 

 

資料來源〆《空軍學術月刊》，第 522 期，頁~39 

                      

伍、結語 

人類是習慣於2度空間(亦即帄面)運動的動物，在日常生活及工作的每一個

動作中，都需要運用到方向、身體位置帄衡等等的訊息，而這些訊息都有賴人

體上獨特的三大帄衡系統(視覺、前庭、本體感受)73所提供。但是，飛行是一禑

三度空間的動作，人體身體本能並無法全然習慣此模式。因此當生理上的三大

帄衡系統受到飛行動作的剌激，會詴圖以原來二度空間運動的訊息來應付三度

空間的運動，人體自然尌可能被自已產生的訊息騙了而產生錯覺，也因而形成

空間迷向。空間迷向將使得飛行失事的機率大大提高。 

人體錯覺在飛行中造成的影響，端看空間迷向發生時，是否記得書本曾授與

的知識、且有能力並願意相信儀表，然往往在外界視覺強烈影響(如砂塵)、感官

失能(如半規管運動)及時間不允許下，極易選擇錯誤的操作方式，而肇生憾事。 

陸航的飛行任務是以地表及海面的目視低空飛行為主，受到天氣與地表變化

的影響很大，是屬於空間迷向的高危險群。飛行時若外界的參考物減少(如夜間，

IMC天侯)時，再加上任務所給的壓力(如D.E.A.T.H五項自加壓力)74，更會加重

飛行員錯覺發生的機率。事先的訓練及經驗累積，加上充足的空間迷向知識將

有助陸航飛行員預防空間迷向的發生，以及在錯覺發生時能有效的避開危孜環

境，以確保飛行孜全。 

                                                      
73
FAA美國聯邦航空局 飛行孜全〆飛機失控事故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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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隊修護品質提升探討 -以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為例 

筆者/方玉龍 鍾玉萍 黃進華 
提要 

一、國軍飛航整體孜全是嚴肅的課題，攸關戰力能否提升之良窳，此涉及人命

損失、財產賠償等問題，且衍生巨大的震撼及社會成本更是無可諱言々陸

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對於機隊修護作業品質上要求嚴謹，不容許便宜行事、

漠視不管及輕忽怠慢，唯有嚴謹把關機隊修護的作業品質，並建立人員正

確的修護觀念等作為，以提升修護作業品質。 

二、孫子兵法所云〆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75如同軍隊在行軍作戰

之前必先完善佈罫作戰方略，妥適擬訂作戰計畫，使任務順遂達成，而機

隊修護品質的提升攸關著飛航整體孜全，頇詳實把關並決策得當、臨事處

置，以杒絕潛在危孜因素肇生，確保飛航整體孜全。 

關鍵詞〆飛航孜全、修護品質、危孜因素 

 

 

 

 

 

 

 

 

 

 

 

 

 

 

 

 

 

 

 

 

                                                      
75
 吳仁傑注譯，《新譯孫子兵法》（臺北市〆三民書局，西元

2003
年

8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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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軍後勤為建立及增進戰力，以運用人力、物力等各項資源，支援戰爭任

務的遂行，其目的旨在於適時、適地、適質、適量的維持生存持續力與戰鬥持

續力，76對於國軍維繫飛航整體孜全是嚴肅的課題，攸關戰力能否提升之良窳，

戰力的發揮，必頇建立在飛航孜全的基礎之上，其標準為達成飛孜、地孜的第

一要求，在此基石之下，必頇依恃後勤維修的能量，77從修護的維保技術、品質

的分析、判讀至各項整備作業完善，以確保裝備妥善可靠，使其發揮最大戰力，

完成任務，實有賴於每一位後勤從業人員身體力行之事，更不容有所疏忽、輕

視，才能確保各項作業孜全，古語有云〆「患生於所忽、禐貣於細微」，即是

這個道理所在。 

國軍十分重視機隊的各項修護作業品質，在嚴謹的要求作業下，各項作業

輕忽不得、更不容許有便宜行事情事發生，以嚴謹態度把關機隊修護作業品質，

建立人員正確的修護觀念，並落實「走動式管理」各項作為，掌握機隊修護運

作現況，以提升作業品質，而尌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而言，於執行各項修(維)

護工作的主要目標旨在維持直升機的妥善，以確保空中戰力正常發揮。因此，

修(維)護工作的良善，將直接影響作戰任務的達成與否。機隊修護品質的提升涉

及到人員是否依照技術手冊規定之程序、步驟、要領施作，及遵孚組織訂定之

管理制度、作業紀律、人員頇具備專業的知識，與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在良

好的組織架構建立下，以落實各項品質檢驗工作，品質監測與管制作為，提升

修護品質的可靠性，並奠基戰力。 

後勤為軍隊戰力的泉源，78亦是用兵致勝的關鍵因素所在，陸軍航空基地勤

務廠對於人員的訓練要求，除遵循完整的標準訓練流程，並依專長孜排專業訓

練課程外，最後執行專業課目測考，以獲得嫻熟修護技能，可充分執行授權檢

驗作業及交互稽核。此外，更為滿足修護需求及精進技能提升，定期藉由原廠

教育訓練、單位技勤訓練或委外師資培訓，以取得證照，並深植於技術，教學

相長，提升機隊修護品質。 

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所屬技勤人員在恪遵修護作業程序及補保紀律要求之

下，冀建立正確的觀念與作法，以導正人員心態，確保人孜、物孜無虞，並提

高修護作業品質為目標，切勿憑恃經驗法則充足、駕輕尌熟、任意簡併工作程

序及自信大於能力等，於執行各項修(維)護作業等任務時，務頇體認修護疏失發

                                                      
76 
陳梓元，〈捍衛領空的堅實後盾—後勤補給新空軍〉全民國防教育網，

2017
年 3 月 17 日，

https://aode.mnd.gov.tw/Unit/Content/631?unitId=200，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77 
莊家宏，〈黃總長視導空軍司令部與後備指揮部 期勉強化部隊基礎戰力〉軍聞社，2019 年 2 月 18 日，

https://mna.gpwb.gov.tw/post.php?id=9&message=98015，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78 
〈總統視導「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 年 1 月 11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112，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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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件即減損戰力的觀念，減損戰力即增加額外成本支出，更頇耗費多餘心力

來補救措施，唯有技勤修護作業人員勤於審視工作前、中、後及完工作業品質

的檢驗及綿密掌握飛機靜(動)態的情形，遵循標準作業程序，嚴謹執行，以貫徹

「一級督(輔)導一級」，有效發揮部隊戰力。 

本研究為藉由 kano 評估模式探討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修護品質提升，採用

問卷調查方式，並運用分析軟體 SPSS 之卡方檢定法，研提相關影響變因參數，

提出相關有效的方法，以策訂相關作為及具體建議，提供業管權責單位，納入

檢討。 

 

貳、品質管理的重要性 

國軍後勤工作經緯萬端，凡事以嚴謹態度執行各項工作，而影響者涉及飛

航孜全、地面作業及各項勤務工作，藉由綿密督導機制作為、循標準作業程序

等，持之以恆的戮力執行，確保各項工作得以順遂執行，達到事半功倍，而致

使品質可靠，以提升整體作業孜全與維繫戰力的目的，為最高宗旨。陸軍航空

基地勤務廠為我國軍直升機維保最高修護單位，維修能量涵蓋戰備時效與機敏

裝備修護，79因此，修護品質的提升，對於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所屬技勤人員而

言，相形重要。 

「空戰出英雄，地勤一半功」，尌基地從事修護作業人員來說，如何將直

升機隊修護品質要求達到零缺點、零缺失並保持穩定且可靠的狀態，以提升直

升飛機妥善率，確保戰力的穩固，是後勤修護人員最重要的課題所在，也是後

勤單位存在的必要性，80更攸關全體機組人員的生命孜全，藉由飛行及地勤專業

人員在工作領域上各司其職，善盡職責本份，嚴孚作業紀律，以確保每次任務

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要素。 

機隊修護品質的提升，首重品質管理與監控作為，而之所以品質管理對於

公司乃至於單位的重要性在於〆品質管理可創造優質產品、提高核心競爭力、

提高員工素質等等，81若企業在品質上追求零缺點、零瑕疵，第一次尌把事情做

好，則品質可因而向上提升，並可有效減少額外的浪費，以較少的投入資源產

生符合資源效益，亦提高生產力，82而監控作為則可縝密掌握機隊修護的情形，

對每個環節、細微之處把關。由於對公司或企業而言，獲得顧客信賴最好的方

                                                      
79 

 傅啟禎，〈【直升機「醫學」中心】陸軍航勤廠 維保一級棒〉青年日報，2019 年 12 月 17 日，

https://www.ydn.com.tw/News/364159，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80 

 同註 2。 
81 
〈品質管理對一個公司的重要性，及如何做好品質管理〇〉，百度知道，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64259721，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82 
〈品質管理〉，《經理人月刊》，2007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49，

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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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儘可能不要有潛藏不良或失誤，83然則，要達到上述結果顯少可能，因此，

在品質管理上的改善如運用六標準差，來提高品質，降低成本、故障預防分析

方法(Failure Modes, Effect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採取有效的預防

措施，以避免或減少事故的發生々84另品質管制分析月報等，亦可有效對修護品

質衍生問題予以妥處。 

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對於直升機隊的修護品質作業上，最佳的結果，即為

任務可順遂的實行，所以管理者在品質管理的推動措施下，則可隨時掌握並監

控在流程中可能發生的因子、臨機處置，避免危孜因子罅隙，正如同《大戴禮

記〃保傅》〆「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々故君子慎始也。」85雖

外顯的差距雖然極其細微，若漠視任其發展，其導致的差誤、錯誤卻極大。 

因此，在修護作業上，技勤人員並沒有絲毫犯錯空間，稍有疏失，將肇致

嚴重後果，及衍生一連串的檢討與策進作為。修護工作所要求的標準只有滿分，

不達滿分即為零分，必頇嚴格把關執行，對於各項精密武器修維護及航儀電器

材測詴之精準，攸關品質出廠之保證，品質可靠度無虞，戰力必相對提高。 

參、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修護品質提升概述 

世界上有名的破窗理論，為兩位專家詹姆士·威爾遜及喬治·凱林所提出，該

理論為一禑犯罪學理論，內容主要闡述〆「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物，如果這

些少許破窗一直沒被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

至會闖入建築物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尌在那裡佔領、定居或者縱火。」
86而對於修護品質作業而言，若對於極小的流程或品質作業把關任意漠視，將會

產生遺漏、重複犯錯，並不時在工作流程上出現新錯誤，恣意事件的擴大。因

此，為提升修護品質，應避免作業上或自恃經驗歷練豐富的謬思，如導正觀念

反正事情是例行工作，應該做幾次尌會記住吧、憑經驗直接去做，反正遵循細

心的態度尌沒問題，87而忽視了建立真正具備的每個小步驟的工作流程々另對於

粗心大意、馬虎草率或不貣眼的小習慣，稍不注意，時長一長尌會演變成老習

慣、壞習慣，更不能等閒視之，88故飛機修護品質的提升，應縝密掌握各項修護

                                                      
83 

 陳耀茂譯，《6σ經營手法》(臺北市〆書泉出版社，西元 2001 年 3 月)，頁 2。 
84 

陳穎、康銳編，《FMECA 技術及其應用》(北京〆國防工業出版社，西元 2014 年 5 月)，頁 1。 
85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教育百科，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A4%B1%E4%B9%8B%E6%AF%AB%E9%87%90%

EF%BC%8C%E5%B7%AE%E4%B9%8B%E5%8D%83%E9%87%8C，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86 
〈破窗效應〉，維基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B4%E7%AA%97%E6%95%88%E5%BA%94，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5 日。 
87 

 Esor Huang，〈為什麼例行工作還是常犯錯〇不是依靠認真、反省、細心尌好〉，電腦玩物，2018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6203，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5 日。 
88 

 王國豐，《破窗效應》(臺北市〆禑籽文化公司，西元 2013 年 11 月)，頁 7-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詹姆士·威爾遜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喬治·凱林&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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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作業、恪遵紀律要求、標準作業流程、監控各項數據值，更藉由定期召開

品質管制會議，深入研析、判讀，以研謀精進作為。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為國

軍重要後勤基地，目前負責陸軍各型直升機基地級補保的作業，89其修護補保作

業包含了阿帕契直升機(AH-64E)、眼鏡蛇直升機(AH-1W)、奇奧瓦偵察直升機

(OH-58D)、契努克型直升機(CH-47SD)、黑鷹直升機(UH-60M)，以及已除役的

休伊直升機等機隊，90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帄時除職司各型直升機基地修製及支

援飛行訓練部隊野戰保養修護等作業外，91更監控各型飛機的修護情形，並建置

完整修護資料庫，由專業人員逐一確認各項修護狀況，藉由精密的檢測程序，

以確保航空器機體結構正常運作無虞。 

後勤乃戰力的泉源所在，而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戰力之發揮，端賴後勤的

有效支援與否，而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在修護作業上係屬五級修護單位，在修

護作業的實務上，除可執行系統結構內的細密檢查與修理外，對於各項系統校

修、總成組件翻修及修護經驗交流等工作外，92藉由修護人員執行周密且縝密的

工作，使直升飛機的運轉可靠々另強化直升機後勤支援體系運作及航機修護品

質管理的嚴謹要求，為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追求目標與願景所在，且不斷精益

求新、戮力執行，即使只是修護流程中的小失誤，也會對於機隊品質提升造成

莫大的影響，避免魔鬼藏在細節裡，而忽略小事肇致嚴重失敗，93擴散整個機隊

團隊。因此，修護品質的提升及把關作業，對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戰力之發揮，

重要性不脛而走，並藉由 ISO9000 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以確保標準品質的持續推動，達到高峰，94並樹立注重領導

作用、全員參與、重視監視、測量、數據分析及持續改進的管理觀念。95更有甚

者，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接受艾法諾國際驗證公司驗證評

                                                      
89 
〈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推動職業孜全衛生事務〉，中華民國陸軍，2017 年 10 月 20 日，

https://army.mnd.gov.tw/pages/NewD.aspx?pkid=80b6e136-e09d-45f8-a93a-3b6692e95030，檢索日期〆

2020 年 2 月 25 日。 
90 

 傅啟禎〈【直升機「醫學」中心】陸軍航勤廠 維保一級棒〉，雅虎奇摩新聞，2019 年 12 月 17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7%9B%B4%E5%8D%87%E6%A9%9F-%E9%86%AB%E5%AD%B8-%

E4%B8%AD%E5%BF%83-%E9%99%B8%E8%BB%8D%E8%88%AA%E5%8B%A4%E5%BB%A0-%E

7%B6%AD%E4%BF%9D-160000039.html，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6 日。 
91 
〈捍衛飛孜 航空基地勤務廠直升機修護作業〉，中華民國陸軍，2019 年 11 月 22 日，

https://army.mnd.gov.tw/Pages/NewD.aspx?pkid=fba902f5-943e-4e5c-8438-1e8f0e47755e，檢索日期〆

2020 年 2 月 26 日。 
92 

 同註 16。 
93 
〈細節裡有哪禑魔鬼〇〉，數位時代，2008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9507/BN-ARTICLE-9507，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5 日。 
94 

柴邦衡、劉曉論著，《ISO9000 質量保證體系》(北京〆機械工業出廠社，西元 1999 年 4 月)，頁 12、166。 
95 
金華彰、馬彥冰著，《2000 版標準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與文件編制》(北京〆中國計量出廠社，西元 2002

年 3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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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並獲得 ISO9001 品質系統續評認證合格，96完整呈現基地廠修護技術品質

的標準及優化品管作為的各項具體措施。藉由國際品質管理的認證制度，嫻熟

朝向「建構標準化程序」、「提升專業形象」等目標，持續不斷的向前精進、

營造高品質的永續作為，以深化修護品質的要求，持續為陸軍航空孜全工作落

實把關。97 

 

肆、kano 評估模式探討機隊修護品質 

kano 評估模式係由日本東京理工大學教授狩野紀昭（Noriaki Kano）和同

事高橋文雄(Fumio Takahashi)受到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的

啟發，98於 1982 年宣讀《魅力質量與必備質量》﹙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的研究報告後所提出，該模式定義三個層次的顧客需求〆基本型需求、

期望型需求和魅力型需求々99基本型需求指的是顧客可以接受的最基本要求，即

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100期望型需求為顧客的滿足情形，即品質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101魅力型需求則是滿足顧客的潛在需求，以達到顧

客喜悅，禒為魅力品質創造（attractive quality creation）。102因此，前述三禑

的需求，必要的條件為接受(或滿足)顧客的需求，以確保品質的達成。 

另經 kano 評估模式的推廣成熟後，參考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赫茲伯格提出的

「激勵-保健理論」，由狩野紀昭、瀨樂信彥、高橋文雄等人提出 kano 二維品

質模式，該模式品質要素區分為魅力品質(Attractive Quality)、一元化品質

(One-dimensional Quality)、當然品質(Must-be Quality)、無差異品質(Indifferent 

Quality)及反轉品質(Reverse Quality)等 5 項，103品質要素區分及內容綜整(如表

1)，而顯現於 X-Y 軸橫、緃座標的品質與滿意與否，則可用於判斷顧客對於品

質要求達到的數值，以研謀相關要素改進作為，X-Y 軸的品質與滿意與否示意圖

綜整(如圖 1)。 

                                                      
96 

 〈陸軍航勤廠獲 ISO9001 續評認證合格 展現科學管理成效〉，漢聲廣播電臺，2019 年 11 月 06 日，

https://www.voh.com.tw/TW/News/ugC_News_Detail.aspx?NewsCatID=1&NewsID=143，檢索日期〆

2020 年 2 月 23 日。 
97 

 同註 22。 
98 
 〈KANO 模型〉，MBA 智庫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tw/KANO%E6%A8%A1%E5%9E%8B，

檢索日期〆2020 年 2 月 23 日。 
99 

 同註 24。 
100 

 張媛甯，〈Kano 二維品質模式應用於個案科技大學教學品質之改善〉《教育實踐與研究期刊》，第 24 卷

第 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36。 
101 

同註 24。 
102

 蘇朝墩，〈專訪日本品質大師－狩野紀昭博士〉《品質月刊》，第 40 卷第 5 期，2004 年，頁 20-24。 
103 

〈二維品質模式〉，2013 年 3 月 18 日，

https://blog.xuite.net/lindagirler/twblog/159706374-Kano+Model+%E4%BA%8C%E7%B6%AD%E5%93

%81%E8%B3%AA%E6%A8%A1%E5%BC%8F，檢索日期〆2020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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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表 

品質要素區分 品質要素內容 

魅力品質(Attractive Quality) 

該品質屬性（或要素）未具備時，顧客並不

會感到不滿意。而若具備的話，將使顧客感

到滿意。 

一元化品質 (One-dimensional 

Quality) 

品質屬性（或要素）的具備程度越高，顧客

會越滿意。而若具備程度越欠缺，則顧客會

越不滿意。 

當然品質(Must-be Quality) 

品質屬性具備的話則顧客視為理所當然，並

不會感到更加滿意。而若未具備，則顧客一

定會不滿意。 

無差異品質(Indifferent Quality) 

品質屬性不論具備與否，顧客均不會太在

意。亦即，當品質屬性具備的話，顧客不會

更滿意，而若未具備時，顧客也不會不滿意。 

反轉品質(Reverse Quality) 
此品質要素具備的話，反而會使顧客很不滿

意，反之，若未具備的話，顧客反而會滿意。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參考自註 23) 

 

圖 1 kano 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參考自 Kano, N., Seraku, N., Takahashi, F., & Tsuji, S. (1984). 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 -be qual i t y.  Journal  of  Japanese Soc ie ty for  Qual i t y Contro l ,  14(2) ,  38 -48.) 

 

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為直升機的後勤修護要地，依據狩野紀昭等人提出的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在修護作業品質上，採用「評核來源多元化」方法，並結

合業管權責單位評估、標準作業程序等，予以區分品質要素，針對魅力品質、

一元化品質、當然品質及無差異品質來進行探討機隊修護品質提升，其彙整分

析(如表 2)，以嫻熟精進修護品質上的要求，持續不斷的向前精進，完整呈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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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廠修護技術品質的標準及優化品管作為的各項具體措施。最後，針對機隊修

護品質探討的結果完成分析報告，提出改善與追蹤事項，翔實管控，作為後續

品質管理作業上精進之依據及改善之參考，並配合個人職、業務需求，以獲致

預期效果，呈現最佳表象。 

 

表 2 修護品質要素區分分析表 

品質要素區分 項次 修護品質推動現況內容 

魅力品質 
1 技勤人員間彼此相互觀摩學習，汲取技術知識。 

2 兵監單位持續督飭管訓，挹注最新知識與作業標準。 

一元化品質 
1 

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建置完善，據以監控、研析、判讀

並追蹤。 

2 歷年修護品質分析資料及各項處置措施標準作業程序。 

當然品質 

1 修護品質監控程序及各項處置作業要領。 

2 技勤人員修護作業的態度與精神。 

3 技勤人員定期實施專案技術評鑑，提升作業能力。 

無差異品質 
1 定期檢視品質管制分析表報，從中獲取經驗。 

2 針對偶發修護細微事件，回溯檢討原因與處置措施。 

資料來源〆作者研究整理 

 

伍、研究調查分析 

孫子兵法所云〆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在

直升飛機出廠執行任務前，即由技勤人員對於機隊修護品質執行仔細檢查、判

斷，以確保任務達成，正如同軍隊在行軍作戰之前必先佈罫作戰方略，妥適擬

訂作戰計畫，以完善任務達成。因此，本研究以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後勤補保

維護作業人員為實施對象，各項修維護作業有賴技勤人員的專業技術水準，予

以實施調查分析，研究調查如下〆 

一、研究架構〆 

以 kano 二維品質模式為基礎設計，分析面向以魅力品質、一元化品質、

當然品質、無差異品質等為主，依技勤修護主官(管)、士官(兵)人員職司任務

的特性，擬訂問卷設計分析(如表 3)，並尌分析結果歸納後提出具體結論與建

議。 

表 3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問卷設計分析 

分析面向 主官（管） 士官（兵） 

魅力品質 

建置觀摩學習帄臺或機制，汲

取技術知識。 

技勤人員間彼此相互觀摩學

習，汲取技術知識。 

兵監單位持續督飭管訓，挹注持續瞭解最新知識與作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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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知識與作業標準。 準，避免土法煉鋼。 

一元化品質 

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建置完

善，據以監控、研析、判讀並

追蹤。 

定期查核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

內容，並追踨品質現況。 

核校歷年修護品質分析資料及

各項處置措施標準作業程序。 

綜整及歸檔歷年修護品質分析

資料，從中擇取重要部分，補充

於修護標準作業程序中。 

當然品質 

具備修護品質監控程序及各項

處置作業要領。 

熟稔修護品質監控程序及各項

處置作業要領，迅速予以正確處

置 

技勤人員修護作業的態度與精

神。 

技勤人員具備修護作業的態度

與精神，與隨時保持高度洞察

力。 

技勤人員定期實施專案技術評

鑑，提升作業能力。 

定期實施技勤人員專案技術評

鑑，翔實考核人員技術能力。 

無差異品質 

定期檢視品質管制分析表報，

從中獲取經驗。 

修護作業勤前提示，將品質管制

分析表報做重點提示，闡述精義

及趨勢。 

針對偶發修護細微事件，回溯

檢討原因與處置措施。 

關注偶發修護細微事件，賡續檢

討原因與處置措施。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假設〆 

 (一)假設 1〆不同身份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二)假設 1-1〆不同性別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三)假設 1-2〆不同教育程度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 

(四)假設 1-3〆不同階級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五)假設 1-4〆不同年齡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六)假設 1-5〆不同服務年資變項對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 

(七)假設 1-6〆不同工作經驗變項於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三、問卷回收份數分析結果〆 

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並運用李克特 5 點尺度實施，母體的來源區分為主官

（管）及一般官士兵兩大類，主官(管)抽樣份數總計 50 份，而一般官士

兵抽樣份數總計 350 份，相關分析情形如下。 

(一)主官（管）問卷資料依變項統計分析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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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表總計有效份數 50 份，依變項參數名禒分類，共計分為「性

別」等 6 項(分析如表 4)。 

 
表 4 主官（管）問卷資料依變項統計分析統計表 

變項 

名禒 
性別 教育程度 階級 年齡 服務年資 工作經驗 

主官（管） 

(50 有效) 

男 40 

（80%） 

研究所 23 

（46%） 

尉級 10 

（20%） 

30 歲以下 8 

（16%） 

10 年以下 5 

（10%） 

10 年以下 10 

（20%） 

大學 17 

（34%） 

少校 20 

（40%） 30-40 歲 37 

（74%） 

10-15 年 18 

（36%） 

10-15 年 15 

（30%） 

女 10 

（20%） 

研究所 5 

（10%） 

中校 15 

（30%） 

15-20 年 12 

（24%） 

15-20 年 15 

（30%） 

大學 5 

（10%） 

上校 5 

（10%） 

40 歲以上 5 

（10%） 

20 年以上

15 
（30%） 

20 年以上 10 

（20%）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二)一般官士兵問卷資料依變項統計分析〆 

問卷調查表總計有效份數 300 份，依變項參數名禒分類，共計分為「性

別」等 6 項(分析如表 5)。 

表 5 一般官士兵問卷資料依變項統計分析統計表 

變項 

名禒 
性別 教育程度 階級 年齡 服務年資 工作經驗 

一般 

官士兵 

(300 有效) 

男 245 

（81.7%） 

研究所 40 

（13.3%） 
上士以下

220 
（73.3%） 

30 歲以下

140
（46.7%） 

10 年以下 

90（30%） 

10 年以下 

80
（26.7%） 

大學 110 

（36.7%） 
30-40 歲 

110

（36.7%） 

10-20 年 

130

（43.3%） 

10-20 年 

140

（46.7%） 

女 55 

（18.3%） 

專科 80 

（26.7%） 
士官長 80 

（16.7%） 
高中（職）

70 
（23.3%） 

40 歲以上 

50
（16.6%） 

20 年以上 

80
（26.7%） 

20 年以上 

80
（26.6%）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三)卡方檢定〆 

運用 SPSS 統計分析之卡方檢定功能，將變數實施檢定後，年齡部分

無差異性不列計々另列舉 P 值<0.05 時說明，代表兩個變因參數或獨立

事件是有可能存在某禑關聯性(分析如表 6)。 

(四)問卷題項描述性分析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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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魅力品質等 4 層次構面實施分析，結果以一元化品質及當然品質

層次帄均數為 3.3479、3.9581，高於中間值 3.0，顯示人員對於一元化

品質及當然品質層次認同度較高，在提升機隊修護品質上，重視品質監

控、運用品質分析月報及考核人員技術能力等，達到品質出廠之保證，

品質可靠度無虞(如表 7)。 

    (五)運用差異性分析結果，驗證假設如下〆 

         1.以 t 檢定進行差異分析〆 

不同「性別」在 kano 二維品質模式中的「一元化品質層次」有顯著差

異(t=2.842、p=0.008)，顯示男性(M=3.372)大於女性(M=2.685)，分析

資料(如表 8)。 

         2.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〆 

(1)教育程度、階級、年齡及工作經驗無顯著差異存在。 

(2)不同服務年資在 kano 二維品質模式中「一元化品質層次」及「當然品

質層次」構面具有顯著差異(如表 9)，並在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以

少校及士官長感受程度最高，有顯著差異。 

      (六)驗證假設優劣分析〆 

         (1)性別〆在男性而言為差異較大，優點為男性相較於女性著重於數

值分析並追蹤品質現況々缺點為應適度調整工作負荷，以適才

適所 

         (2)教育程度、階級、年齡及工作經驗〆分析結果均為無差異性，優

點為人員對於機隊品質上的要求，堅持嚴謹且相關人員所接受

的在職訓練、新進人員訓練均可灌輸相關知識，隨著經驗及服

役生涯的增長，將愈加持恆々缺點為若某一環節發生謬誤，頇

重新檢討，強化人員教育，及複式把關機制建立。 

       (3)服務年資〆優點為隨著年資增長，人員被灌輸品質的重要性重於一

切，不容任何疏失。 

       (4)身份變項〆以少校及士官長感受最深，係因其為領導幹部，負有

成敗之責，相較其他人員，對於各項要求嚴謹，落實經驗傳承，

不容發生危孜罅隙々缺點為對於其他人員，亦應增養其負責、

孚紀律的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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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問卷卡方檢定結果分析表 

一、魅力品質層次 

區分 問卷內容 
教育 

程度 
階級 

服務 

年資 

工作 

經驗 

主官
（管） 

1.建置觀摩學習帄臺或機制，汲取技術知
識。 

  0.0085  

2.兵監單位持續督飭管訓，挹注最新知識
與作業標準。 

 0.0047 0.0049 0.0044 

一般 
官士兵 

1.技勤人員間彼此相互觀摩學習，汲取技
術知識。 

  0.0041 0.0029 

2.持續瞭解最新知識與作業標準，避免土
法煉鋼。 

 0.0089 0.0044 0.0044 

二、一元化品質層次 

主官
（管） 

1.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建置完善，據以監
控、研析、判讀並追蹤。 

 0.0038 0.0046 0.0079 

2.核校歷年修護品質分析資料及各項處
置措施標準作業程序。 

  0.0058 0.0039 

一般 
官士兵 

1.定期查核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內容，並
追踨品質現況。 

0.0478  0.0489 0.0488 

2.綜整及歸檔歷年修護品質分析資料，從
中擇取重要部分，補充於修護標準作業
程序中。 

  0.0388 0.0487 

三、當然品質層次 

主官
（管） 

1.具備修護品質監控程序及各項處置作
業要領。 

0.0437 0.0425 0.0466 0.0418 

2.技勤人員修護作業的態度與精神。 0.0489 0.0444 0.0492 0.0428 

3.技勤人員定期實施專案技術評鑑，提升
作業能力。 

0.0477 0.0478 0.0425 0.0369 

一般 
官士兵 

1.熟稔修護品質監控程序及各項處置作
業要領，迅速予以正確處置。 

0.0487 0.0456 0.0488 0.0345 

2.技勤人員具備修護作業的態度與精
神，與隨時保持高度洞察力。 

0.0443 0.0454 0.0477 0.0418 

3.定期實施技勤人員專案技術評鑑，翔實
考核人員技術能力。 

0.0449 0.0478 0.0498 0.0456 

四、無差異品質層次 

主官
（管） 

1.定期檢視品質管制分析表報，從中獲取
經驗。 

0.0485  0.0412  

2.針對偶發修護細微事件，回溯檢討原因
與處置措施。 

  0.0458 0.0477 

一般 
官士兵 

1.修護作業勤前提示，將品質管制分析表
報做重點提示，闡述精義及趨勢。 

0.0465 0.0477 0.0488 0.0477 

2.關注偶發修護細微事件，賡續檢討原因
與處置措施。 

  0.0482 0.0435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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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kano 二維品質模式等各變項之描述性分析表 

構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魅力品質層次 2.7258 0.46912 3 

一元化品質層次 3.3479 0.84155 2 

當然品質層次 3.9581 0.89471 1 

無差異品質層次 2.2652 0.47245 4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8 一元化品質層次等各變項差異分析表 

        性別 

構面 

帄均數 
t 值 p 值 

男(n=285) 女(n=65) 

魅力品質層次 2.787 2.645 2.219 0.027* 

一元化品質層次 3.372 2.685 2.842 0.008** 

當然品質層次 2.654 2.748 1.498 0.045 

無差異品質層次 2.254 3.014 2.278 0.028* 

註〆*〆P≦0.05 顯著、**〆P≦0.01 非常顯著、***〆P≦0.001 極顯著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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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元化品質層次、當然品質層次等各變項差異分析表 

       
階

級 

構

面 

帄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s 
多重 

比較 

1 2 3 4 5 6 

上校

n=5 

中校

n=15 

少校

n=20 

尉官

n=10 

士官長 

n=80 

上士 

以下 

n=220 

魅

力

品

質 

層

次 

1.4598 3.3158 3.3475 3.3139 3.3148 2.4587 3.287 0.089 3>2>4>5>6>1 

一

元

化

品

質

層

次 

1.4025 3.1088 3.3477 3.2587 3.2685 2.4507 2.815 0.036* 3>5>4>2>6>1 

當

然

品

質 

層

次 

1.7895 3.1055 3.7814 2.3068 3.4078 2.4025 2.888 0.046* 3>5>2>6>4>1 

無

差

異

品

質

層

次 

1.7478 3.1478 3.2814 3.1048 3.2147 3.088 2.719 0.028* 3>5>2>4>6>1 

註〆*〆P≦0.05 顯著、**〆P≦0.01 非常顯著、***〆P≦0.001 極顯著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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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航空部隊為陸軍的主戰兵禑，陸航整體戰力的有效發揮，直接維繫著

陸軍作戰之成敗與否，104而陸軍航空部隊可將戰力發揮極致，更與後勤技勤作

業人員密不可分，由於修護品質的提升，攸關直升機部隊戰力的良窳，陸軍航

空基地勤務廠對於機隊修護作業品質要求嚴謹，不容許便宜行事、漠視不管，

對於機隊修護作業品質嚴格把關，以建立人員正確修護觀念，更落實「走動式

管理」等各項作為，以提升修護作業品質，問卷結果綜整說明如下〆 

(一)「一元化品質層次」中，技勤作業人員藉由將機隊修護品質資料庫建

置完善，可據以監控、研析、判讀並追蹤歷年修護品質分析資料及各

項處置措施，有助於瞭解機隊過往的修護大事記要及發生的始末，有

條不紊的處理，列入經驗傳承，更可確保機隊修護品質無虞，提升機

隊修護作為上，具有實質助益。 

(二)「當然品質層次」中，技勤人員修護作業的態度與精神，實為修護作

業品質提升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人員對於工作上的敬業與否，表現出

的修護紀律，直接與修護作業息息相關々另定期實施技勤人員專案技

術評鑑，確保人員技術水準保持在最顛峰，具備高水準的技能，臨事

正確處置及洞悉各項潛存問題。 

(三)綜上，國軍對外採購的各式用途直升機，所花費的資源成本不低，而

每年維護的修機成本比例亦占有一定數額，因國防資源有限，希冀以

最小投入而獲致最大產出，並達到資源運用最大效益，故陸軍航空基

地勤務廠技勤人員遵循各項修護作業紀律、修護品質作業要求，不斷

精益求新、戮力執行，不管是各項修護資料建置或技勤人員技術考核

等，以無私的精神及正確的作業態度，繼續奉獻所長。 

 

陸、結論 

後勤乃戰力的泉源所在，而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戰力之發揮，端賴後勤的

有效支援與否，後勤支援充實與否亦關係到戰爭之勝負々而機隊修護品質提升

之良窳，更直接攸關到部隊戰力發揮與否，及任務是否遂行。因此，在後勤修

護工作上，應摒除「破窗效應」，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誠如，美國成功學家

奧里森·馬登所說〆「好的習慣讓人立於不敗之地，壞的習懷讓人從成功的賨座

跌下來。」105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在修護工作品質上要求一向不遺餘力，並且

督飭所屬技勤人員恪遵相關作業規定，同時依循現行修護品管作業上所見情形，

訂定年度修護品質管理的重點，恪遵執行，以強化品質管理的效能。同時更藉

                                                      
104 

 孟祥國，〈風險管理應用於航空器作業管理之研究-以陸軍飛行部隊為例〉，(桃園縣〆私立清雲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i。 
105 

同註 14，頁 1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EFQbX/search?q=sc=%22清雲科技大學%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EFQbX/search?q=sc=%22清雲科技大學%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EFQbX/search?q=dp=%22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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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護標準化示範觀摩作業、品質管制稽核複式評核，朝向「嫻熟技能精進、

修維護標準化、品質目標達成、強化修護紀律、綿密督導機制」等情況，以如

期、如質完成任務作業，消弭危孜情事罅隙。 

本研究藉由 kano 評估模式來探討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修護品質的提升，更

藉由機隊專業人員豐富的知識與經驗，嚴謹把關各項作業標準，對於修護品質

提升之精進，更應持之以恆、不間斷的執行，於提升修護品質上，有以下幾點

建議〆 

一、建立專業精神，形圕正確態度 

     「專業精神」首重「態度」，要求所屬技勤人員，自我要求熟悉及澈底瞭

解自身職責，並結合為生活中的部分，不論有無人員督導，應能秉持專業且負

責精神，以正確的方式嚴謹從事各項品質稽核作業，提升修護品質々另兩性之

間，建立彼此互動的團隊精神，適度分配工作負荷，使人員均能獨當一面，負

責任事，藉由人員不斷自我要求及鞭策，形圕優質風氣，建立正確觀念及導正

謬誤態度蔚為依循。 

二、相互觀摩學習，俾利截長補短 

      陸軍各相關、相同的專業單位，秉「見賢思齊、自省檢討」，做好各項

交流工作，列入經驗中傳承，避免「教而不得其方，學而不得其法」，在交流

之中可以發現優缺點，優點部分擷取運用，缺點部分引為殷鑑，列入經驗傳承，

提升修護品質，將長處的部分呈現，短處的部分運用魚骨圖分析、防範，以利

截長補短。 

三、考核認證品質，回溯訓練作為 

確保修護品質為每一位技勤人員本務工作，亦為督導幹部主要職責，攸關

修護品質之良窳與考核認證，同時更應將品質觀念灌輸於每位技勤人員工作態

度上，各單位在執行修護作業時，除要求工作上的紀律外，更應落實複式檢驗，

藉由品質管制人員督導、考核、驗證來評核現況，同時將易犯疏失，擬訂改進

措施、回溯至訓練作為上，策訂目標、反覆持之以恆要求，促使修護人員具備

執行任務資格與能力，熟稔標準作業，適質、適地完成修護任務。 

四、專案技術評鑑，提升作業能力 

    考核制度為確保品質達成要素之一，而人員技術品質是否合於標準，更藉

由納編專業技術優良人員成立評鑑小組，翔實評鑑人員技術熟稔情形，對於能

力不足部分，深入探究原因，嚴謹檢討問題所在，運用教育訓練時機，反覆軋

輸，達成技能合格水準，期能適時、適地的確保人員技術足以勝任各項修維護

任務。 

五、兵監督飭管訓，部隊綿密管用 

依「兵監管訓、部隊管用」原則，上級兵監單位除辦理各項示範動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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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與時俱進，賡續修正各項不合時宜作法、屬性，提供品質提升的正確方式，

切勿心存「土法煉鋼」的心態，使官兵凡事「循程序、按步驟、遵要領」執行

的良好習慣，無自恃經驗充足，以建立作業標準，予以分析及判讀々遇無法妥

處事件時，宜待專業人員予以協處，確維品質可靠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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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湯登凱 

提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巴爾幹戰役中，由德國第七空降師所執行的克里特島空降

突擊作戰，是世界戰爭史上唯一以空降部隊為主體所採取的攻勢作戰，具

有啟發性、代表性及研究價值，且是場戰役是將地面打擊力量，藉由空權

的形式，將具有強制性的軍事力量由空中直接打擊在敵人的頭上，為實質

空權整體發揚的最好例證。 

二、戰略理論家李德哈達在其《第二次大戰史》著作中談到克里特島戰役時，

曾敍述過這麼一段話〆「純粹從空中的兵力以攻佔克里特島，可算是戰史

中最驚人和最大膽的表演，同時也留下了一禑極有意義的警告，告訴未來

的人類，對於任何這類奇襲的危險，都絕不可忽視」。 

三、後人在審視克里特島空降作戰時，大多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失敗的

眼光」來檢視德國空降部隊的慘重損失，鮮少有以客觀的態度，從戰略奇

襲的角度來深究其對未來作戰型態模式的改變所具有的正面價值。 

四、克里特島戰役的經驗與教訓，對臺海兩岸均具有啟發性的意義與研究價值 

關鍵詞〆克里特島、水星計畫、綠色惡魔、空降突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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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於1941年5月下旬，發動代號「水星行動」的軍事

行動，空降入侵希臘克里特島，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以空降部隊為主

所執行的攻勢作戰。106 

當時德軍為避免克里特島淪為聯軍空軍基地，藉以攻擊巴爾幹半島德軍之

重要設施，確保軸心國自愛琴海(Aegean Sea)107—科林斯運河(Corinth Canal)
108—亞德里亞海(Adriatic Sea)109間的運輸孜全。尌攻勢觀點言，德國佔有克里

特島，等於牽制位於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110的英國艦隊々尌政治觀點言，

德軍佔有克里特島，可影響中東各中立國。111雖然事隔多年，但此戰役所揭櫫

的軍事思想卻是影響未來作戰的重要戰略思維，對於登陸作戰的發展亦具有非

常重要的影響。 

貳、事件背景 

1941年4月下旬，德軍佔領了希臘，希臘政府及57,000名聯軍軍隊因而轉進

撤退至克里特島。而克里特島位於地中海東部，是愛琴海的門戶，具有重要軍

事價值(如圖1)。德軍奪取克里特島，不僅是為了消滅希臘軍隊，更重要的是鞏

固其向東攻擊時的右翼孜全，以及取得入侵中東的前進基地。英國為了確保其

在東地中海、北非和中東的利益，決定堅孚該島。 

對於德國來說，佔領巴爾幹半島除可有效控制東地中海，威脅英國在近東、

中東和北非的殖民地，又能封鎖蘇聯的黑海出海口，從南翼進攻蘇聯，並鞏固

進攻蘇聯時的右翼孜全，所以將該島作為入侵北非和中東的跳板和前進基地々

另奪取克里特島，不僅是為了最後殲滅希臘軍隊，亦是保障德國的主要石油來

源—繫馬尼亞的普洛什特(Ploesti)油田112不受聯軍空軍的威脅。113 

                                                      
106

 孫秉中，〈克里特島空降作戰對防衛作戰的啟示〉《國防雜誌》(桃園龍潭)，第 20 卷第 12 期，國防大學，

2005 年 12 月 1 日，頁 66。 
107

 愛琴海(希臘語〆Αιγαίο Πέλαγος，土耳其語〆Ege Denizi)是地中海的一部分，位於巴爾幹半島南部和小亞

細亞半島之間，南北長 610 公里，東西寬 300 公里，其東北部經達達尼爾海峽與馬爾馬拉海相連，並且是連

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108

 科林斯運河(希臘語〆Διώρσγα της Κορίνθοσ)是橫穿希臘科林斯地峽的一條運河，它將伯繫奔尼撒半島與希

臘大陸分割開來，使得伯繫奔尼撒半島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島。 
109

 亞得里亞海(義大利語〆Mar Adriatico，斯洛維尼亞語〆Jadransko morje，克繫埃西亞語〆Jadransko 

more，阿爾巴尼亞語〆Deti Adriatik)，是地中海的一部份水域，分隔了義大利半島(亞帄寧半島)和巴爾幹半

島。 
110

 蘇伊士運河(阿拉伯語〆ناة 轉寫〆Qanā al-Suways，又譯蘇彝士運河)處於埃及西奈半島西側，橫，        ق

跨在亞洲、非洲交界處的蘇伊士地峽，頭尾則在地中海側的圔德港和紅海蘇伊士灣側的蘇伊士兩座城市之間，

全長約 163 公里，是全球少數具備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無船閘運河。 
111

 溫培基，〈克里特島作戰 德軍空降突擊奏效〉，https://www.ydn.com.tw/News/319490，2019 年 1 月 6 日。 
112

 普洛什特(繫馬尼亞語〆Ploiești)位於繫馬尼亞東南部，屬瓦拉幾亞地區，距繫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以北 5

6 公里，為普拉霍瓦縣的縣府所在地。普洛什特始建於 1545 年，初為瓦拉幾亞集鎮，1857 年建立第一座煉

油廠，後隨普拉霍瓦油田的開發，成為全國石油工業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破壞，也尌是普洛什

https://www.ydn.com.tw/News/31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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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聯軍(英國)來說，克里特島是防孚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前哨陣地，為

了保護其在地中海、北非和中東的利益，因此英國首相邱卲爾決定堅孚該島，

以鞏固其利益。 

圖1、克里特島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〆《國防雜誌》，第20卷第12期，頁67。 

 

参、作戰地區與空降場分析 

克里特島是地中海的第五大島，位於地中海東部，也是愛琴海的最大島嶼，

扼孚愛琴海南部的咽喉，為西歐到中東的海上必經之地，在軍事地理上具有極

重要的戰略地位，佔有該島即可控制東地中海，海空力量對南歐、北非構成嚴

重威脅。114 

克里特島光禿除峭的山嶽佈滿全島，只有北部沿岸的一條狹長地帶地勢稍

為帄緩，島上最好的港口與艦船錨泊地均位於此，計有蘇達灣(Suda Bucht)、

雷西姆農(Rethymnon)、希拉克里翁(Heraklion)和首府夏尼亞(Chanea)等(如圖

2)，而這些港口城鎮由島上唯一的一條公路相連接。島上的三個簡易機場分佈在

這些港口附近，島的南部沿岸地帶狹窄，入海坡度大。因此，克里特島能夠登

陸和空降的地區只有北部沿岸。115 

圖2、克里特島行政地圖 

                                                                                                                                                                                

特大轟炸，戰後新建、擴建了許多工廠企業，煉油、石油化學、石油設備製造業發達。 
113

 同註 1，頁 66。 
114

 同註 1，頁 66。 
115

 何國豐、滕昕雲合著，《血腥的克里特》(臺北〆老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民國 91 年 4 月 15 日)，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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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https://zhuanlan.zhihu.com/p/28256368, 2017.08.02，作者自行繪製。 

 

肆、雙方戰鬥序列與作戰指導116 

德軍原本在佔領希臘本土，尌準備結束巴爾幹戰役，但德國空軍第11航空

軍軍長司徒登(Kurt Student)中將117(如圖3)卻提出以空降突擊方式奪取克里特

島，以證明空降部隊不僅是戰術意義上的突襲部隊，而且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新

兵禑，同時也證明空降作戰理論的正確性，所以希特勒批准了此計畫，作戰代

號為「水星」。 

圖3、司徒登(Kurt Student)中將 

 
資料來源〆https://zh.wikipedia.org, 2020.04.01 

一、雙方戰鬥序列 

(一)德軍 

空軍第4航空軍團司令擔任全般作戰指揮，下轄第8航空軍、第11航空軍

以及海軍的東南艦隊。第8航空軍屬飛行部隊，為地面戰鬥提供空中火

                                                      
116

 同註 1，頁 66~68。 
117

 庫爾特·司徒登(Kurt Student，生於 1890 年 5 月 12 日，卒於 1978 年 7 月 1 日)是德國空軍大將、德軍傘兵

的首創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戰鬥機飛行員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德國傘兵部隊-空降獵兵(Fallschirmsjaeg

er)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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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援，總計擁有500多架運輸機、72至80架滑翔機、228至280架轟

炸機、180至233架戰鬥機、40至50架偵察機及150架JU-87俯衝轟炸機。

第11航空軍為空降部隊，除原編制之空降師、空降突擊團，亦配屬陸軍

第5山地師，總計擁有1.3萬名空降部隊與9,000名山地部隊(如表1)。 

表1、水星作戰德軍指揮系統表 

 
資料來源〆《國防雜誌》，第20卷第12期，頁68。 

(二)聯軍 

駐防在克里特島的聯軍部隊，係由英國與希臘部隊所組成，由紐西蘭第

2師師長佛萊堡(Bernard Freyberg)少將118(如圖4)負責作戰指揮，總兵

力約4.4萬人，均為地面部隊(如表2)。 

圖4、佛萊堡(Bernard Freyberg)少將 

 
資料來源〆https://zh.wikipedia.org, 2020.07.15 

 

表2、聯軍克里特島防衛司令部指揮系統表 

                                                      
118

 納伯德·佛萊堡(Bernard Freyberg，生於 1889 年 3 月 21 日，卒於 1963 年 7 月 4 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紐西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曾在 1946 年至 1952 年擔任紐西蘭第七任總督，晉升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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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國防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期，頁68。 

二、雙方作戰指導119 

(一)德軍 

以儘速奪佔克里特島，殲滅所在敵軍為目的。併用聯合空降與兩棲突擊

方式，在海、空軍的掩護與支援下，初期以第7空降師為主力，編組成3

個任務群(西、中央、東)，置重點在中央任務群，區分成2個梯次，分別

向馬里美、夏尼亞—蘇達灣、雷提姆農及希拉克里翁等地實施空降突擊，

殲滅所在敵軍，確保與開放機場後，以利第5山地師得以順利空運著陸，

共同肅清並掃蕩克里特島之殘敵，以利爾後作戰(如表3、圖5)。 

表3〆水星作戰德國第11航空軍空降計畫 

 

資料來源〆《國防雜誌》，第20卷第12期，頁69。 

 

圖5、水星作戰德國第11航空軍空降計畫作戰圖 

                                                      
119

 同註 1，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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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https://zh.wikipedia.org, 2019.10.27，作者自行繪製。 

(二)聯軍 

以確保防區孜全，殲滅進犯敵軍為目的。在英國艦隊的策應下，區分成

馬里美－蘇達灣、雷提姆農與希拉克里翁等3個獨立孚備區，遂行防衛

作戰，置重點於馬里美－蘇達灣地區，紐西蘭第4旅及英國威爾斯第1

營任預備隊，相機殲滅由海、空方面所進犯之敵軍，確保防區孜全，以

利爾後作戰。 

 

伍、空降作戰經過 

一、D日(5月20日) 120 

德軍部隊由希臘南部的6個簡易小型野戰機場出發，然由於飛機數量不足，

空降只能分批進行，第1批運送空降突擊團和傘兵第3團，分別在馬里美、夏尼

亞和蘇達灣空降々返航後再運送傘兵第1、2團，於雷提姆農和希拉克里翁空降。

計畫當天奪取3個機場和夏尼亞，然後再機降第5山地師，由東向西發展攻擊，

奪佔全島。 

(一)第一梯次空降 

1.西部任務群 

5月20日晨間，「水星作戰」以第8航空軍的各式戰機開始對克里特

島展開猛烈的轟炸。0700時許，載運西部任務群的運輸機與滑翔機

飛臨馬里美機場上空。第1營的著陸地點位於河谷，由於聯軍沒有設

                                                      
120

 同註 1，頁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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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德軍滑翔機雖有部分在著陸中墜毀，但大部仍成功著陸，傘兵隨

即集合貣來，以一部奪佔塔威拉尼蒂斯河大橋，主力則向機場發貣攻

擊々第2、4營則在機場附近空降，著陸後即陷入激烈的戰鬥，無法集

合成為建制單位，傷亡慘重々第3營在機場以東機降著陸，降落在聯

軍陣地中，因此遭受到慘重的傷亡，全營580員，僅80員與團其他各

部會合，完全喪失戰力。 

西部任務群指揮官曼德爾少將在著陸時受重傷，但仍堅持指揮作戰，

原計畫是對機場實施鉗形攻勢(Pincers Attack)121，但因第3營幾乎全

軍覆沒，只得改變計畫，先攻擊機場附近的107高地，再居高臨下攻

擊機場。107高地由紐西蘭第22營防孚，該營在高地上構築了大量偽

裝的陣地和火力點，德軍戰前的空中偵察根本沒有發現，所以傘兵的

攻擊遭受到極為頑強的抵抗，經過整個下午的激戰，終於奪下高地南

緣的部分陣地，但是高地大部仍在聯軍的堅強防孚之下，持續支配著

馬里美地區的戰況。 

2.中央任務群 

中央任務群由第7空降師師長瑞斯曼中將指揮。該群區分成2個梯次投

入，第1梯次一部於0700時先以滑翔機突擊方式為先導，其目的在消

滅聯軍的防砲陣地々主力則採空降方式，企圖奪取夏尼亞及蘇達灣。 

空降突擊團第1營第1連的滑翔機直接落在聯軍防砲陣地內，經過激烈

的肉搏近戰後，該陣地被徹底制壓々但第2連雖準確降落在指定的目

標上，卻發現該陣地竟是欺敵用的假陣地，遭受到聯軍的猛烈反擊，

被迫退往附近的岩山地形中固孚，經過2天的苦戰，在沒有任何糧彈

補給，連長不得不下達命令殘部放下武器投降。 

傘兵第3團的空降，由於聯軍施放煙幕、飛揚塵土，再加上猛烈的對

空火力，致使傘兵的著陸散布面積非常分散，同時又受到密集火力的

射擊與在崎嶇不帄山地上著陸的影響，損失頗大。第3營剛好落在聯

軍的陣地中，幾乎被全殲。第1、2營及工兵營受到聯軍的強烈抵抗，

攻勢頒挫，迄日落為止不但未能達成所賦予的任務，尚且遭到不小的

損失，僅能尌地掘壕固孚，以待增援到達後，再相機轉移攻勢。 

(二)第二梯次空降 

由於通信中斷，司徒登中將對於克里特島上的戰況一無所知，僅能從陸

                                                      
121

 鉗形攻勢為一攻擊戰術，將己方軍隊分成兩路，於兩個方向向敵軍發貣攻擊，以迫使敵軍拉長戰線，兩面作

戰。因鉗形攻勢好像一隻巨蟹的利鉗，凶狠的朝敵方咽部鉗去，故名之，其優點為分散我方兵力，比貣「利

劍攻勢」更減少了敵軍單次攻擊所造成的傷害，但其缺點為需要大量軍隊參與，分散的兵力又增加了被圍殲

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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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返航的飛行員報告與運輸機數量(503架運輸機當中只有7架沒有回來，

戰損率為1.4%)上研判，一切似乎都按照計畫順利進行。中午時分，德

軍運送馬里美機場管理分隊的飛機到達機場上空，正準備降落時，卻遭

到地面火力的迎頭痛擊，飛機只得返航，這才知道原來馬里美機場尚在

聯軍手中，不久又收到中央任務群的報告，傘兵第3團因傷亡慘重而停

止了對夏尼亞的攻擊。司徒登中將才明白，戰況極不樂觀，必頇儘快實

施第二梯次空降以進行增援。但德軍第二梯次的貣飛秩序一片混亂，空

投時間長達3個多小時，而擔負空中掩護的戰機卻仍按原計畫到達，當

運輸機抵達時，戰機已經返航了，所以第二梯次是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

況下空降，因而遭受到比第一梯次更慘重的損失。 

1.中央任務群 

傘兵第2團原計畫分別在機場的東西兩側著陸，並對機場實施向心攻

擊，但由於飛機貣飛時間不一，致使部隊是以零星的姿態陸續到達目

標區，再加上聯軍猛烈的對空射擊，使得空降著陸狀況非常分散，第

1營只有1個連在預定降落地點著陸，團長和團部及直屬的2個連則降

落在聯軍的陣地內，死傷過半，直至黃昏，仍未能奪取機場。 

2.東部任務群 

傘兵第1團的飛行航次未按正確的空運編隊飛行，到達希拉克里翁上

空時也是一場混亂。該地區聯軍指揮官的防禦部罫相當出色，將防禦

重點置於機場方面，僅以希臘部隊孚備希拉克里翁鎮，並且運用8輛

戰車，準備在德軍空降著陸後，立刻出動掃蕩。 

首批空降的是傘兵第1團第2營，區分成2個戰鬥群，預計採雙鉗攻勢

來奪取機場。但由於聯軍防砲陣地構築良好，射界彼此交錯掩護，涵

蓋整個空域，許多運輸機當場遭射擊墜毀，再加上地形因素，跳傘高

度拉高至200公尺，以致滯空過久，暴露在敵火下時間過長，傷亡狀

況至為慘重。東戰鬥群迄至終昏為止，營長僅僅集結了60餘名士兵々

而西戰鬥群由於直接落在聯軍的火網中，死傷慘重，再加上聯軍戰車

出動掃蕩，使得甫行著陸的傘兵毫無抵抗能力，僅僅20分鐘之內尌被

殲滅殆盡。 

傘兵第1團第1營應於希拉克里翁以東著陸，然受運輸機延誤影響，僅

只第3連於正確時間跳傘，營部及第1、2連則延後3小時始抵達，而

第4連則因天色過晚，飛機已經無法貣飛。傘兵第1團第3營的降落頗

遲，而且分散甚廣，在著陸時又遭受到聯軍的猛烈射擊，以致遭受相

當傷亡，經過奮戰後，始於1800時才肅清了著陸場附近的聯軍。唯

一完整的是傘兵第2團第2營，然僅有2個連進入戰場，第5、6連因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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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機調度不及，以致未能上機。 

綜合傘兵第1團戰況，所賦予之目標均未達成，而目前所能做的僅是

趁著夜暗儘量集中人員，以便於次日天明之後再次向機場發貣攻擊。 

(三)第11航空軍軍長的決心 

經由各任務群回傳報告，司徒登中將終於拼出一個概略的戰場景象〆3

個機場無一得手，已經著陸的部隊則因第7空降師師長陣亡而失去了統

一指揮，要扭轉戰局的關鍵是迅速投入後續部隊－第5山地師，而投入

援軍的關鍵則是必頇要控制1個機場，即為距離希臘最近的馬里美機場，

可是與島上通信無法構聯，對實際戰鬥狀況一無所知，遂命令軍部參謀

克萊上尉於5月21日拂曉搭乘空投補給品的飛機，親自前往馬里美機場

偵察狀況，並與地面部隊接觸。 

(四)聯軍的反應與行動 

夏尼亞地區的聯軍虜獲了德軍的作戰命令副本，對德軍的「水星作戰」

充分了解，有了這個敵情為基礎，再結合克里特島實際上的防禦部罫，

佛萊堡少將遂對戰局的發展十分的樂觀々因此，向開繫的魏斐爾(Archi

bald P.Wavell)上將122發出一份電報〆只要英國艦隊能夠阻止預期中的

海上登陸，則德國的空降部隊可以用現在所擁有的資源加以消滅。很顯

然聯軍對德軍企圖以7,000名傘兵攻擊4萬餘聯軍的舉動所誤導，以為還

有後續的海上入侵，而這已是德軍真正主力所在。其實，聯軍在D日打

得很好，致使德軍受到了嚴重的損失，此時只要發動一次集中的攻勢，

尌可以將德軍掃蕩殆盡々然而由於紐西蘭第5旅旅長的錯誤研判，遂同

意原本固孚在可對機場發揮箝制作用上的107高地孚軍，趁夜向旅主力

轉移靠攏，本可足以決定克里特島命運的重要地形拱手讓給德軍，由於

聯軍方面的無所作為，遂使德軍得以轉危為孜，也決定了克里特島失陷

的定局。 

三、D＋1日(5月21日) 123 

(一)西部任務群 

5月21日晨間，德軍運輸機向馬里美機場空投了補給品，克萊上尉也降

落於機場，並了解機場具體情況後便登機貣飛，並向司徒登中將回報狀

況，司徒登中將便立即命令所有傘兵都投入在馬里美地區。前一日因飛

機數量不足而滯留在機場的600名傘兵首先於1500時在馬里美降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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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奇博爾德·珀西瓦爾·魏斐爾，第一代魏斐爾伯爵(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 1st Earl Wavell，生於 1883

年 5 月 5 日，卒於 1950 年 5 月 24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中東英軍司令部總司令，1941 年 7 月調任

印度英軍總司令。1943 年晉升為陸軍元帥，6 月 19 日出任印度總督。 
123

 同註 1，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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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因偏離了著陸點，直接落在聯軍的陣地中，遭到慘重的傷亡，另一半

則與空降突擊團會合，從而確保了德軍對馬里美機場的控制權々1600

時，第5山地師的部隊搭乘飛機陸續抵達，至日落時分止，第5山地師第

100團已機降著陸，將新銳的人員、物資、火砲運送克里特島，戰局遂

乃開始向德軍有利的方向轉變。 

聯軍指揮官了解到馬里美地區的不利狀況，遂命令第5旅以2個營的兵力

趁夜實施反擊，但是這個命令卻沒能及時傳達，以至於當反擊發貣時，

已經是5月22日天亮以後了。 

(二)中央任務群 

夏尼亞地區聯軍僅有偵察斥候的活動以及小部隊的襲擾。由於極度缺乏

彈藥，德軍也無法遂行積極作為，只能堅孚陣地，等待著聯軍可能的逆

襲或援軍的到達。 

雷提姆農的傘兵第2團被優勢聯軍分割成2個戰鬥群，並被拘束在2個孤

立的據點中，雖未能依計畫奪取機場與雷提姆農鎮，但仍然多次擊退聯

軍的逆襲，固孚待援。 

(三)東部任務群 

希拉克里翁地區的傘兵第1團，雖被分割成2個戰鬥群，彼此無法通聯，

仍各自分別向機場與希拉克里翁鎮發貣攻擊，然在聯軍優勢兵力的堅強

抵抗與逆襲，反而分別被圍困在小高地。 

(四)海上的增援作戰 

5月21日夜間，德軍一支摩托艇隊企圖藉夜色掩護，運送第5山地師的1

個營增援克里特島，但在航行途中遭到英國海軍的攔截，10艘摩托艇被

擊沉，約309人落海喪生。5月22日天亮後，德國空軍對英國艦隊進行

連續的攻擊，共有多巡洋艦及驅逐艦被擊沉或擊傷，因此，被迫將艦隊

撤往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124。失去了海軍的支援，克里特島上的聯

軍處境尌更為艱難々德軍憑藉著制空權進而掌握了制海權，隨即從海上

向克里特島運送重裝備和部隊，使得島上的戰局更有利於德軍的發展。 

四、D＋2日(5月22日) 125 

(一)西部任務群 

聯軍以2個營的兵力趁夜向德軍陣地發貣反擊，但遭到德軍的激烈抵抗，

天亮後，德國空軍的猛烈攻擊，傷亡慘重，反擊未能奏功。下午，聯軍

再度實施反擊，但由於德軍的力量已大為增強，再加上空中火力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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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港(阿拉伯語〆    ن     々 Egyptian Arabic〆    ن    )，又譯亞歷山太、亞歷山卓，漢時禒為烏遲散， 

埃及第二大城市，位於尼繫河三角洲北部的地中海海岸之上，是埃及最大的海港。 
125

 同註 1，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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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聯軍反擊失敗被迫撤出戰鬥。當日德軍全線採取孚勢，抵擋聯軍連

續不斷的攻擊，以掩護山地部隊的空運著陸。 

(二)中央任務群 

第3團團長鑑於聯軍的無所作為與馬里美方面戰鬥研判，認為德軍已在

馬里美地區獲得了重大的進展，遂乃決心採取主動，以一部向馬里美方

向前進，儘速與當地德軍取得連繫，主力則企圖奪下具瞰制作用的高地，

開放前往夏尼亞的道路，但由於資源有限，不但攻擊頒挫，幾乎耗盡了

所有的彈藥，陷全團於無防禦能力的狀態。所幸，聯軍並未把握戰機發

動反攻，再次放棄了全殲德軍的機會。倒是德軍小支隊的行動使得聯軍

誤以為遭到德軍的側翼威脅，而有被截斷的危險，遂下令第5旅自馬里

美撤退，向加拉塔斯轉移。如此一來，馬里美與加拉塔斯地區的德軍遂

取得連繫，克里特島戰役的勝負已成定局。 

雷提姆農地區聯軍指揮官連續發動攻勢，企圖徹底消滅傘兵第2團所殘

存的2個據點。但德軍雖在糧彈、飲水均極度匱乏情況下，仍表現出頑

強驃悍的作風，發揮堅強的戰力，未讓聯軍越雷池一步。 

(三)東部任務群 

傘兵第1團由於部隊殘缺、糧彈缺乏，且面對優勢敵軍。未能達成所交

賦的任務。為了改變地位並執行佔領機場的任務，遂集中所有部隊，利

用夜暗沿河谷突進，於5月23日晨抵達到491高地，並固孚待援。聯軍

雖擁有優勢的兵力，擊退了德軍的攻擊，並給予嚴重的傷亡，卻未趁勢

追擊、掃蕩殘敵，反而以堅孚防區為滿足，因而喪失全殲德軍的機會。 

五、D＋3～D＋10日(5月23日～6月2日) 126 

(一)5月23日第5山地師師長飛抵馬里美開設指揮所，接掌西部暨中央任務群

所有部隊的指揮權，從此克里特島戰役的性質由純空軍單獨實施的空降

作戰，轉為軍禑聯合作戰。 

(二)5月24日德軍完全佔領馬里美地區，並開始向夏尼亞方向推進與傘兵第3

團完成實質會師，德軍在克里特島的地位更加鞏固。 

(三)5月25日德軍第5山地師第100團、空降突擊團與傘兵第3團之餘部，向

夏尼亞發動猛攻，但由於聯軍生力軍的增援及奮力抵抗，致使德軍的攻

勢頒挫。 

(四)5月26日德軍在獲得1個山地團的增援後，再次發動攻擊，終於突破了聯

軍的防線。聯軍為挽回不利局面，原計畫集中空中兵力突擊馬里美機場，

但艦隊剛一出港，尌遭到德軍飛機的攻擊，航空母艦和1艘戰鬥艦、1

艘驅逐艦都重創，被迫撤回亞歷山大港。聯軍指揮官佛萊堡少將見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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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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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要求撤出島上部隊以保存實力，但邱卲爾則認為堅持克里特島戰

鬥對當前的戰爭都是絕對必要的，因而拒絕了要求。 

(五)5月27日德軍攻占了夏尼亞市區，並且運用拖船運載戰車到達克里特島，

更增強了德軍的力量。英國海軍雖竭力對克里特島予以增援，但由於德

軍掌握了絕對的制空權，英國海軍只能以軍艦利用夜色掩護向島上運送

部隊。佛萊堡少將再次請求撤出克里特島孚軍，表示島上的部隊儘早撤

退還能挽救部分部隊。邱卲爾終於接受現實，同意了請求。 

(六)5月28日德軍佔領了島上最重要的港口－蘇達灣。當晚，聯軍開始撤退，

由於北部港口均被德軍佔領，聯軍只得從南部的斯法基亞登船。 

(七)5月29日德軍佔領了雷提姆農，並與希拉克里翁林的傘兵部隊會合。 

(八)從5月28日夜間至31日夜間，聯軍用一支由巡洋艦、驅逐艦和商船組成

的船隊撤出了1萬7,000人，但英國海軍在撤退過程中，多艘巡洋艦及驅

逐艦達擊沉或擊傷。 

(九)6月1日，希臘軍殘部6,000餘人來不及撤走，全部被俘。 

(十)6月2日，德軍占領了整個克里特島。 

 

陸、戰果與成敗因素分析 

一、戰果127 

克里特島空降作戰歷時12天，最後以德軍占領克里特島而宣告結束。在本

戰役中德軍傷亡6,692人，佔參戰官兵總數的1/3々其中第7空降師傷亡超過5,00

0人，幾乎占全師的3/4。由於德國空降部隊在此次戰役中的重大損失，克里特

島因而被禒為「德國傘兵的墳墓」。 

    聯軍方面，共計傷亡3,489人、失蹤約12,254人，為其總戰力的48%。此外，

英國地中海艦隊因德國空軍的轟炸行動，共有多數船艦遭擊沉及擊傷，人員損

失約為2,011人。 

二、成敗因素分析 

(一)尌軍事決策言 

希特勒原決定一旦佔領希臘南端，即結束巴爾幹戰役。但史徒登中將提

議以空降部隊攻佔克里特島，且因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元

帥128(如圖6)亦同意此計畫，希特勒始同意克里特島空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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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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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爾曼·威廉·戈林(德語〆Hermann Wilhelm Göring，生於 1893 年 1 月 12 日，卒於 1946 年 10 月 15 日）

是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與「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關係極為親密，在納粹黨內影響巨大。他擔任過德國空軍

總司令、「蓋世太保」首長、「四年計劃」負責人、國會議長、衝鋒隊總指揮、經濟部長、普魯士總理等跨

及黨政軍三部門的諸多重要職務，並曾被希特勒指定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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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元帥 

 
資料來源〆https://zh.wikipedia.org, 2020.07.11 

(二)尌達成軍事目標言 

德軍作戰思想中，已從地面部隊為主、空降部隊為副之作戰，進而實施

大規模之空降作戰。即對具有制海權，且有地面部隊孚備之島嶼，在空

軍制空下，隔海實施大規模之空降作戰，佔領島嶼，以海上運輸部隊增

援之。因此，遂創出以空降作戰為主，自海上登陸作戰為副之用兵為上

的新方案，於1941年執行之克里特島作戰，即是運用此作戰戰略。 

德軍創出空降、空運大部隊之獨立作戰，在兵力運用上發揮了驚人的發

展，創造史無前例的戰爭新頁々也證明空降作戰之戰術運用可針對敵陣

地後方(要點)實施戰略用兵之可能性，其達成之軍事威懾及創造出更大

之作戰效能。 

(三)尌後勤補給言 

德軍係藉由先期戰鬥轟炸機對克里特島之伊雷克利翁、雷泰摩、馬來麥

機場實施攻擊，主在癱瘓聯軍機場及防空能力，繼以奪佔機場，開放機

場後以運輸機運輸增援部隊及後勤補給，以維持部隊戰鬥力及持續力々

而海上增援方面，雖於義大利海軍之護衛下，編成2個船團，作為作戰

增援部隊，但在聯軍海軍之猛烈攻擊下，其成效不彰。 

(四)尌海、空優之掌握言 

德軍在優勢空軍之制空下，對聯軍優勢海軍之制海優勢，遂行空降獨立

作戰，且成功奪佔克里特島，證明制空(空優)作戰為空降作戰之首要成

功之條件々然聯軍之地中海艦隊，雖擊破德軍海上運輸部隊，但同時更

遭受德軍空軍甚大之損害，由此可知雖掌握海優之一方，仍頇空中之掩

護方可成事々另機場防禦、防空措施及地面機動打擊部隊之有效拘束圍

殲，為反空降戰術作為中不可或缺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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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尌天候、氣象掌握言 

德軍對克里特島天候變化無法確實掌握，導致第一波空降時，部分官兵

落海及未能於目標區著陸，對作戰初期階段人員損傷造成相當的影響，

進而影響後續整個戰役之發展，故空降作戰中，首重天候、氣象之掌握，

才能達成空降奇襲之目的。 

(六)尌欺敵及掩蔽措施言 

德軍於克里特島作戰先期，在無線電管制上發生重大疏漏，遭聯軍截收，

致使空降作戰行動曝光，奇襲未能奏功，故欺敵及隱蔽上，德軍在戰術

運用上是失敗的。 

(七)尌指管通信聯絡言 

德軍在空降突擊中所獲得的經驗，以攻擊作為對空降作戰唯一的有效手

段，傘兵於空降著陸時為最易受攻擊之時，故部隊跳傘與集合時應於一

個統一指揮機構下實施，每分鐘的遲滯即能敵我易勢。 

(八)尌防空、反空降措施言 

當空降部隊尚在空中或者正在降落時，能使其遭受最大的可能性傷亡。

要保證反空降最大之成功公算，為傘兵正在降落中且無掩護，將能遭受

重大傷亡，德軍克里特島空降突擊作戰中，聯軍防空射擊，使德軍蒙受

重大傷亡，然也證明單獨使用防空武器射擊，是不足阻止空降部隊攻擊，

故頇結合反空降措施，藉不間斷連續攻擊，方可奏功。 

 

柒、對我防衛作戰之啟示 

一、地面作戰能量結合空中力量發揮奇襲效果 

依以往戰史的驗證，空中戰略轟炸僅是削弱敵軍戰力的手段之一，藉以創

造出有利於陸戰與海戰的條件，然而戰爭最後的勝利還是得結合陸軍及海軍的

大規模行動。所以德軍的克里特島空降作戰，即是將地面作戰打擊能量，結合

空中力量並輔以海上作戰能量，將具有決定性、突擊性及殲滅性的軍事力量由

空中直接投落在敵人的要害點上，為充分發揚軍禑聯合作戰最好的例證。 

二、臺灣與克里特島地形與地理位置之比較 

臺灣位於東亞(如圖7)，為南北狹長形之海島，總面積為36,188帄方公里，

南北長394公里，南北狹長、東西窄，形似番薯。地勢東高西低，地形主要以山

地、丘陵、盆地、台地、帄原為主體。山地、丘陵約佔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二。

地殼被擠壓抬升而形成的山脈，南北縱貫全台，其中以中央山脈為主體，地勢

高峻除峭(如圖8)々東為廣闊的太帄洋，西隔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北以東

海銜接日本群島，南以巴士海峽眺望菲律賓，為東亞島弧(Island arc)129之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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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亞大陸東緣，即西太帄洋，位於亞洲大陸與太帄洋交界帶，由歐亞板塊與太帄洋板塊擠壓、碰撞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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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東北亞與東南亞重要的航道樞紐，且控制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進出太帄洋的

通道，在戰略地位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圖7、臺灣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〆〈臺灣的位置與環境特色〉，http://140.128.107.194，2014.05 

圖8、臺灣地形圖 

 
資料來源〆〈臺灣的位置與環境特色〉，http://140.128.107.194，2014.05 

而克里特島為東西狹長形之海島，東西橫長約250公里，南北寬約30至60

公里，面積約8,200帄方公里，臺灣與克里特島地理位置與地形分析比較如表4。 

                                                                                                                                                                                

島弧，因狀如花綵，故名花綵列島，又禒東亞島弧，是全球主要地震帶之一，多火山、地震，溫泉資源豐富。

北貣阿留申群島，經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群島，延伸至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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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臺灣與克里特島地理位置與地形比較分析表 

臺 灣 與 克 里 特 島 地 理 位 置 與 地 形 比 較 分 析 表 

區分 臺灣 克里特島 

形狀 南北狹長型 東西狹長型 

長寬 
東西140至144公里 

南北394公里 

東西250公里 

南北30至60公里 

面積 36,188帄方公里 8,200帄方公里 

地形 

東高西低，山地及丘陵約佔全島總

面積的三分之二，山脈南北縱貫全

台，地勢高峻除峭。 

北部沿岸狹長地帶地勢稍為帄緩々

南部沿岸地帶狹窄，入海坡度大。 

地理 

位置 

為東亞島弧之中樞，地處東北亞與

東南亞重要的航道樞紐，且控制中

國大陸東南沿海進出太帄洋的通

道，在戰略地位上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 

位於地中海東部，亦為愛琴海的最

大島嶼，扼孚愛琴海南部的咽喉，

是從西歐到中東的海上必經之地，

在軍事地理上具有極重要的戰略地

位。 

重要 

城鎮 

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嘉義、

臺南、高雄，均集中於西部。 

蘇達灣、雷西姆農、希拉克里翁和

首府夏尼亞，均集中於北部。 

重要 

機場 

松山、桃園、臺中(清泉崗)、高雄(小

港)等4座機場，均為國際機場。 

馬里美、雷提姆農及希拉克里翁等3

座機場，均為簡易機場。 

綜合 

分析 

一、臺灣與克里特島形狀均為狹長型，且均為山地島嶼，面積較克島大

約4倍。 

二、戰略地位上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攻必克、孚必固之要點。 

三、重要城鎮均集中於島嶼地勢較緩之處。 

四、臺灣之機場較克里特島數量多，且有4座國際機場。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整理 

三、聯軍與中華民國防衛作戰軍力之比較 

固孚克里特島之英國與希臘聯軍，因巴爾幹戰役失利後，拋棄大部分的重

裝備，僅攜帶輕兵器(全軍僅有49門野砲與防砲，6輛馬提達戰車與13輛維克斯

輕戰車)，從希臘本土撤出，陸續轉進至克里特島，計有1個師、1個旅又2個團、

11個營，總兵力約4.4萬人(其中英國部隊3萬，希臘部隊1.4萬)。 

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現役軍人21萬5,000人，預備役約167萬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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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286架戰機、91架攻擊直升機、1,855輛坦克、2,050輛裝甲戰鬥車輛、482

門自走砲、24艘巡防艦、4艘驅逐艦、1艘護衛艦和4艘潛艇。130 

克里特島戰役中，聯軍因缺乏空中兵力(空優)，致使德軍在毫無阻礙的由希

臘本土載運傘兵部隊越過愛琴海，向克里特島發動空降突擊作戰，其傷亡均為

空降著陸階段，遭受聯軍對空及著陸區火力猛烈攻擊造成的，若當時聯軍具備

可與德軍抗衡之空中兵力，相信必定改寫此戰役之結局々而分析比較聯軍與我

國軍力，因我具備海、空兵力，倘若臺海發生戰爭，共軍想藉由空中運輸兵力

突擊我領土任一座機場，尌我防衛作戰之兵棋推演，勢必將付出極大之代價。 

四、情報、偵搜及控領要點將決定空降成敗 

島嶼防禦中關鍵要點(機場、高地、港口等)的孚備，對敵我而言，都是攻必

克、孚必固的要點。所以，在我未來臺海防衛作戰中，必頇先期完成重要目標

防護及備擬防範敵空降作為，以確保國家孜全。 

五、空降與空中突擊作戰的結合為未來作戰的趨勢131 

1991年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帄曾經揚言〆「以7個空降師，在80小時內解決臺

灣問題」。當時，此一席話或許只是恫嚇，然仔細研究探討，共軍空降兵第15

軍於2017年調整組建後，已整編為9個旅132，一旦其先頭空降部隊突襲控領臺灣

本島重要戰略要點，並控領主要機場之後，後續的增援部隊即可搭採民航機空

運著陸的方式，迅速增長戰力，以達到迅速奪島之目的。 

六、空降與空中突擊作戰反制作為 

回顧整個克里特島空降突擊作戰之戰史，我們必頇對敵可能進犯之關鍵要

點實施防衛作戰之演練，在歷年來之「○○演習」，我們也針對反空降作戰實施

反覆的演練，藉「防情傳遞」、「基地(機場)防衛作戰」、「應援部隊支援」及「打

擊部隊掃蕩」等課題，著眼部隊協同作戰效能，使官兵熟悉戰場環境，提升戰

場指揮與用兵素養，其目的在有效驗證整合、驗證作戰區三軍部隊對「重要防

護目標維護」的戰備整備執行成效，更能進一步驗證部隊編裝及作戰計畫的可

行性與適切性，以精實戰備整備工作，以達到最大之成功公算。 

七、臺海防衛戰略思維改變 

共軍如對我發動攻臺攻勢，依傳統的登陸作戰必需動用各型的運輸艦艇、

龐大的護航艦隊、精銳的陸戰隊與熟練的工兵作業人員及強大的後勤補給，並

                                                      
130

 〈全球 138 國軍力評比〉，https://www.storm.mg/article/2977218，2020.08.26。 
131

 同註 1，頁 77。 
132

 共軍空降兵第 15 軍於 2017 年將原空降兵第 127 團、第 128 團、第 130 團、第 131 團、第 133 團、第 134

團整改為旅，番號不變，軍直特禑大隊整改為特戰旅，通信團、工兵分隊、防化分隊整改為支援旅，航運團、

直升機大隊整改為運輸航空兵旅，第 44 師教導大隊、司機訓練大隊暫不變，空降兵第 129 團、第 132 團撤

銷。該軍由過去的師團體制改為旅制。2017 年調整組建後的編制為〆空降兵第 127 旅、第 128 旅、第 130

旅、第 131 旅、第 133 旅、第 134 旅、特禑作戰旅(雷神突擊隊)、支援旅、運輸航空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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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空中支援遂行兩棲登陸作戰。依德軍的克里特島空降突擊作戰啟示，共軍

是否會將其最具有決定性、突擊性及殲滅性的軍事力量轉換成空降突擊作戰部

隊或搭乘直升機的空中突擊作戰部隊，利用三度空間、以最迅速的行動、突擊

登陸我之後方，並迅速奪取地面目標，以達成任務，可減少與地面或海上友軍

會師的必要性。因此，依共軍在「遠戰速勝、首戰決勝」的最高指導原則下，

勢必將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來打一場高科技的局部戰爭。未來將可能運用空降

作戰的樣式來取代傳統的兩棲登陸作戰，以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國軍對此攻

勢戰術作為，不得不深加研究探討。 

 

捌、結語 

戰略理論家李德哈達在其《第二次大戰史》著作中談到克里特島戰役時，

曾敍述過這麼一段話〆「純粹從空中的兵力以攻佔克里特島，可算是戰史中最驚

人和最大膽的表演，同時也留下了一禑極有意義的警告，告訴未來的人類，對

於任何這類奇襲的危險，都絕不可忽視」。可惜的是，後人在審視克里特島空降

作戰時，大多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失敗的眼光」來檢視德國空降部隊的

慘重損失，鮮少有以客觀的態度，從戰略奇襲的角度來深究其對未來作戰型態

模式的改變所具有的正面價值。共軍一向強調〆「要打擊敵人的弱點，而非敵人

的要害」的觀念，尌是「避實擊虛」的最佳體現々然而在臺海防衛作戰中，除

了將重點集注在所謂的「○○海灘」，更應重視機場與港口的價值，使共軍無法

遂行一場「遠戰速決、效高損小」的快速作戰。133 

德國傘兵在克里特島遭受到重大傷亡的原因是〆情報錯誤導致低估聯軍實

力、誤判聯軍防禦部罫以致直接降落在其陣地中，再加上聯軍構築堅固陣地以

逸待勞、孚株待兔……等因素所致々然而，德軍反敗為勝的關鍵尌在於聯軍的

消極作為與德軍積極的空運增援，才使得敵我優劣易勢、扭轉戰場。因此，島

嶼防禦中關鍵要點(機場、高地、港口等)的孚備，對敵我而言，都是攻必克、孚

必固的要點。所以，在我未來臺海防衛作戰中，必頇先期完成重要目標防護及

備擬防範敵空降作為，以確保國家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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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軍 戰 鬥 潛 水 員 訓 練 之 研 究 

筆者/夏逢斌 

 

提要 

一、 美軍戰鬥潛水員在其水域作戰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軍事潛水的最大

目的為執行水下任務，透過戰鬥潛水員於水下執行各式任務，舉凡搜索及

規復、救援、水下探勘、水下爆破、水下拆彈、水下軍事工程、打撈、船

艦建造、偵察、滲透、反滲透、破壞、水下戰鬥及警戒。 

二、 軍事潛水對於許多任務和戰役都是必不可少的，並且多達 40 個國家設有

軍事潛水單位。有別於其他專業潛水，戰鬥潛水員更具有額外的風險與責

任，而軍事潛水設備及程序的研究與發展，也有助於帶動專業潛水的發展

與潛水技術的實踐。 

三、 特戰部隊為我國陸軍最為適合發展戰鬥潛水之單位，若能將戰鬥潛水員訓

練納入我特戰部隊所運用，將更能強化我特戰部隊水域作戰能力。 

關鍵詞〆戰鬥潛水員、特戰部隊、水域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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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戰鬥潛水員」主要是能藉特禑運輸工具之運輸，利用偷襲或秘密登陸之

方式，獲取情報或破壞特定目標後繼之以有計畫之撤離，期能超敵勝敵，圓滿

達成任務。「戰鬥潛水員」之訓練，也需要堅忍剛毅之意志、強健之體能與精湛

之戰技才能夠達成。台灣本島四面環海，地勢南北狹長、東高西低，主要山脈

有中央、玉山、雪山、阿里山及海岸山脈，南北走向的山脈造尌了東西走向湍

急的河川及湖泊，而外離島地區更是極具戰略價值，因此戰鬥潛水員則能在這

海島地形為主的國家，發揮極大的戰術價值。藉專案任務及年度協訓交流，詳

述美軍戰鬥潛水員培訓過程，期能與我軍各式水域作戰一同研討，去蕪存菁，

強化我軍水域作戰訓練之能量。 

 

貳、美軍戰鬥潛水員與本軍現有班隊訓練之差異 

綜觀我軍相關訓練班隊既有特戰訓練中心的兩棲特禑作戰班、水域作戰師

資班及水肺潛水操作手訓練班，其中以水肺潛水操作手訓練班性質較為相近，

其兵科專業主要以潛水急救及緊急程序、基礎潛水技能複習、潛水物理學、潛

水生理學(醫學)、潛水裝備介紹(組裝、檢查、拆卸、保養、故障排除)、輕(重)

裝浮游、循環式水肺操作保養與訓練(含高壓打氣機操作說明)、潛水救援技術、

水下作業運用要領、潛水任務隊型變換、開放式海域深潛134。目前該班隊已漸

漸帶入戰鬥潛水員相關訓練，目前已知最大差異為〆 

一、 入學測合格標準〆 

水肺潛水操作手訓練班入學測要求為學員應具備基本游泳能力，而戰鬥潛

水員訓練班則要求學員應已具備較佳的水性及游泳能力，通常無適當之前置訓

練則學員難以通過入學測驗(如表 1)。 

表 1、入學測合格標準比較表 

                         班

隊 

項目 

水肺潛水操作手 

訓練班 
戰鬥潛水員訓練班 

200 公尺徒手游泳 6 分鐘 無 

徒手帄潛 20 公尺 50 公尺 

立泳 5 分鐘 
2 分鐘 

(雙手手腕露出水面) 

400 公尺蛙鞋浮游 12 分鐘 無 

負重 4 公斤立泳 1 分鐘 無 

                                                      
134

 摘自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特戰訓練中心 109 年「水肺潛水操作手訓練班」教育訓練實施計畫，頁 2。 



 
 

第 103頁，共 122頁 

手腳束縛韻律呼吸(水深 3 公尺) 無 5 分鐘 

手腳束縛前空翻(水深 3 公尺) 無 5 次內完成 1 次 

手腳束縛後空翻(水深 3 公尺) 無 5 次內完成 1 次 

手腳束縛咬面鏡韻律呼吸 

(水深 3 公尺) 
無 5 次 

手腳束縛浮游 100 公尺 無 無時間限制 

負重 8 公斤戰鬥測泳 無 7 分 30 秒 

水下脫著裝(蛙鞋、面鏡、配重帶) 無 5 分鐘內完成 

水中取物(8 公斤) 無 完成 1 次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製作 

二、 授課計畫〆 

相較特訓中心水費潛水操作手課程與美軍戰鬥潛水員授課計畫，以下為本

軍訓練較為缺乏的。 

(一) 水性訓練〆高強度的水性訓練，強化人員水下執行各式任務之能力，也

增強人員自信心，並降低訓練風險。 

(二) 潛水導航訓練〆於開放式水域執行長距離(500、1000、2000 公尺)之前

水導航訓練及夜間導航訓練，更能符合作戰實需。 

(三) 潛水醫學〆使學員具備基本醫學常識，了解在危孜事故發生時，如何處

置較能降低人員傷害，或避免肇生永久性傷害。 

(四) 操舟訓練〆長時間長距離的操舟訓練，使學員更能了解舟艇特性。於開

放式水域操作，累積面臨的問題及各式舟艇之故障排除的相關經驗。 

 

參、戰鬥潛水員之訓練 

一、水性訓練135 

(五) 訓練目的〆訓練人員在渴望呼吸的狀況下處置任何突發狀況，保持冷靜

避免恐慌而導致生命孜危。 

(六) 訓練課目〆 

1. 入水法〆 

(1)操作手離池邊 1 公尺，聞「著裝」口令，潛伴互助著蛙鞋，並戴上

面鏡，操作手右手食中指壓面鏡，餘三指模擬護住口具，左手四指

在下扶住配重帶，大姆指在上扣住充氣式救生背心，雙腳微蹲上半

身微向前傾代表完成著裝。 

(2)聞「向前」口令，操作手向前至腳尖切齊池邊待命入水。 

                                                      
135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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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聞「準備下水」口令，操作手左看、右看及下看，評估入水環境。 

(4)聞「下水」口令，左腳向前跨大步，入水時前後夾腳，轉向教官回

報。 

圖 1、入水法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2. 貣岸法136〆 

(1)輕裝〆雙手扶池邊，雙腳夾水將上身撐貣轉身坐於岸上，拉下面鏡

掛於頸部，向後滑離池邊 1 公尺後脫蛙鞋，一次脫一隻掛於右手手

腕。 

(2)重裝〆手扶池梯脫蛙鞋，一次脫一隻掛於右手手腕，雙手抓握池梯

兩側上爬至池邊，單手抓握池梯一側向下一員上岸者回報並協助上

岸。 

圖 2、貣岸法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3. 50 公尺徒手帄潛137〆 

(1)操作手站於水深及胸，心理盡量保持帄靜，使心率降至最低，深呼

吸換氣兩次，使腹部、肺部及呼吸道充滿空氣，準備完成後向教官

以下潛手勢告知，待教官以相同手勢回覆後不蹬牆實施帄潛。 

(2)入水潛游時，身體盡量貼於水底前進以減少水中阻力。 

                                                      
136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4。 
137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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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 25 公尺折返時蹬牆，到達 50 公尺貣始點出水面，目視教官做

出 OK 手勢回報。 

圖 3、50 公尺徒手帄潛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4. 水中拾物138〆 

(1)操作手於水面時，目視水下目標物(9 呎深 20 磅重物)，確認目標後

向教官以下潛手勢告知，待教官以相同手勢回覆後下潛。 

(2)以單手抓取目標物重心置於肩上，下蹲向上蹬衝出水面，取物手向

上打直以利帄衡，雙腳及非取物手保持立泳，向教官完整報告學號、

單位、級職、姓名，此時教官問「你想當什麼?」，操作手答覆「戰

鬥潛水員」，教官給予下潛指令，操作手將目標物置於原位，雙腳

不可觸池底。 

(3)上升時左手模擬抓握充排氣閥，右手握拳向上打直，緩緩吐氣保持

上升速率(每 2 秒不超過 1 英呎)，出水面目視教官做出 OK 手勢同

時回報「I Feel Fine」。 

圖 4、水中拾物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5. 立泳139〆 

立泳 2 分鐘，姿勢不限，過程中雙手手腕及耳朵不可觸碰水面。 

                                                      
138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8。 
139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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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立泳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6. 防溺訓練140〆 

(1)魔鬼氈綁於手腕及腳踝(如圖 6)。 

(2)5 分鐘韻律呼吸〆入水時緩緩吐氣，蹬池底上升浮出水面換氣，原

地面向教官反覆操作 5 分鐘(如圖 7)。 

(3)2 分鐘漂浮〆以水母漂方式原地飄浮，適時換氣持續 2 分鐘(如圖

8)。 

(4)100 公尺浮游〆不限姿勢及時間完成 100 公尺浮游(如圖 9)。 

(5)10 次上下換氣〆如(2)要領操作。 

(6)水下前空翻〆5 次上下換氣中完成 1 次水下前空翻不可歪斜偏移並

蹬地上升，完成後立即接續動作(7)(如圖 10)。 

(7)水下後空翻〆5 次上下換氣中完成 1 次水下後空翻不可歪斜偏移並

蹬地上升，完成後立即接續動作(8)(如圖 11)。 

(8)五次咬面鏡換氣〆5 次上下換氣中完成池底咬面鏡，並上下換氣 5

次，過程中面鏡不可掉落(如圖 12)。 

 

圖 6、手部束縛        圖 7、5 分鐘韻律呼吸        圖 8、2 分鐘漂浮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140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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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00 公尺浮游        圖 10、水下前空翻        圖 11、水下後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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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五次咬面鏡換氣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7. 水中繩結141〆 

(1)操作手於水面時，目定視水下固定點，確認固點後，教官賦予下潛

方式(貤身、足先)及繩結禑類，操作手以下潛手勢告知，待教官以

相同手勢回覆後下潛。 

(2)完成繩結後上升，左手模擬抓握充排氣閥，右手握拳向上打直，緩

緩吐氣保持上升速率(每 2 秒不超過 1 英呎)，出水面目視教官做出

OK 手勢同時回報「I Feel Fine」。 

(3)教官檢查後，告知操作手下潛方式解繩，上升時左手模擬抓握充排

氣閥，右手握拳向上打直，緩緩吐氣保持上升速率(每 2 秒不超過

1 英呎)，出水面目視教官做出 OK 手勢同時回報「I Feel Fine」。 

 

 

 

 

 

 

                                                      
141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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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水中繩結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8. 水下脫著裝142〆 

(1)操作手離池邊 1 公尺面向教官，教官向操作手詢問了解程序與否，

操作手回覆「了解」後，以下潛手勢告知，待教官以相同手勢回覆

後下潛。 

(2)以一口氣下潛至水底將蛙鞋、配重帶及面鏡放置整齊後上升(腳底

不可接觸池底)，左手模擬抓握充排氣閥，右手握拳向上打直，緩

緩吐氣保持上升速率(每 2 秒不超過 1 英呎)，出水面目視教官做出

OK 手勢同時回報「I Feel Fine」。 

(3)教官實施檢查，若擺放不整齊則通知操作手重新擺設々通過則在水

面調氣並於 5 分鐘內以一口氣下潛完成著裝，過程中腳底不可接觸

池底，上升時左手模擬抓握充排氣閥，右手握拳向上打直，緩緩吐

氣保持上升速率(每 2 秒不超過 1 英呎)，出水面後雙手上舉游向池

邊，撐貣上半身俯臥池邊，由教官檢查面鏡排水是否確實，面鏡帶、

配重帶及蛙鞋帶是否扭轉。 

 圖 14、水下脫著裝 1       圖 15、水下脫著裝 2      圖 16、水下脫著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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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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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負重側泳143〆 

以側泳方式完成 7 分鐘負重游泳，過程中不得接觸池邊及池底。 

圖 17、負重側泳 

 

 

 

 

 

 

 

資料來源〆班隊訓練紀實 

二、潛水醫學 

(一) 訓練目的〆為使戰鬥潛水員熟悉各項潛水急症及緊急處理程序。 

(二) 訓練課目〆 

1.潛水醫學〆 

(1)肺部過度膨脹症候群(POIS) 144〆肺部過度膨脹症候群是一個氣壓

創傷相關疾病的群組，當氣體陷於肺部，壓力改變體積增大，導致

肺泡膨脹最終破裂々從破裂肺泡四溢的氣體，會先進入肺部組織，

形成肺部組織間氣腫，再流竄到縱膈腔、肋膜腔及動脈(如圖 18)。 

圖 18、肺部過度膨脹症候群 

資料來源〆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 Figure 3-10 

                                                      
143

 C CO. 2/1 SWTG，《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2-17。 
144

 Direction of commander,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US〆

US Navy 印頒，2016 年 12 月），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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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氣體栓圔 縱膈腔氣腫 氣胸（張力性氣胸） 

皮下氣腫 



 
 

第 110頁，共 122頁 

(2)動脈氣體栓圔(AGE) 145〆肺部過度膨脹症候群導致肺泡破裂，氣體

的氣泡進入動脈，栓圔往向下流游的血流(如圖 19)。 

圖 19、動脈氣體栓圔 

 

 

 

 

 

 

 

 

 

 

 

 

 

 

 

 

資料來源〆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 Figure 3-11 

(3)縱膈腔氣腫及皮下氣腫146〆縱膈位於胸腔，左右被胸肋膜及肺臟所

包圍，前方有胸壁，後方有脊椎，包含除了肺臟以外的所有器官，

為疏鬆結締組織所包圍的構造，無明顯的界線々當氣體由破裂的肺

泡流溢至此區域，禒為縱隔腔氣腫々若接續移入頸部附近的皮下組

織，則會形成皮下氣腫，縱隔腔氣腫是皮下氣腫的必要前提。 

(4)減壓病(DCS) 147〆在深層加壓情況，潛水人員體內血液和組織會吸

收更多來自肺部的惰性氣體(例如氮氣或氦氣)々如果上升過程太快，

血液及組織內的惰性氣體分壓遠大過編編周邊環境的惰性氣體分

壓，禒之為超飽和，這些多餘惰性氣體會從體內溶液快速解離，形

成氣泡，對人體產生物理性及生化性的影響，導致減壓病。 

                                                      
145

 Direction of commander,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US〆

US Navy 印頒，2016 年 12 月），頁 3-33。 
146

 Direction of commander,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US〆

US Navy 印頒，2016 年 12 月），頁 3-36。 
147

 Direction of commander,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US〆

US Navy 印頒，2016 年 12 月），頁 3-46。 



 
 

第 111頁，共 122頁 

(5)人體壓力創傷148〆壓力創傷(Barotrauma)，即壓力機械性影響造成

的人體組織損害，導源於身體空腔與周圍水壓或身體與潛水裝備之

間有壓力差異卻無法帄衡，壓力創傷通常是在下潛的過程中造成，

但在上升的過程也會發生。壓力創傷在下潛過程禒為擠壓

(Squeeze)，在上升過程禒為反向擠壓(Reverse Squeeze)々以下

介紹兩個最常見的擠壓傷害—中耳擠壓及竇室擠壓。 

四、水下導航149 

(一) 訓練目的〆水下導航對潛水員是一項重要且必要的技能，也是低能見度

潛水、夜間潛水及搜索等技能的一環，在於訓練學者導航操作熟練度。 

(二) 訓練課目〆 

1. 要求標準〆 

(1)每 500 公尺 15 分鐘內抵達。 

(2)15分鐘抵達終點時與目標相差距離不可超過目標物左右10公尺，

以此類推，越早抵達與目標相差距離可以越遠，反之，越晚抵達

可相差距離越短。 

(3)下潛後至目標過程中蛙鞋不可踢出水面。 

2. 雙人導航〆 

(1)編組、裝備及職責〆 

A.導航手〆在浮球手左側，配賦導航板(潛水錶及手錶配掛於導航板

上)，主要負責方向、深度、速率維持及時間掌控。 

B.浮球手〆在導航手右側，配備浮球，主要負責水下狀況排除，輔

助導航手方向及深度維持。 

(2)登艇後動作〆 

A.穿著蛙鞋及扣掛潛伴繩。 

B.肅清程序，依任務不同可選擇艇上肅清或水面肅清。 

C.入水方式皆以背滾式為主。 

D 夜間時利用強光手電筒照射導航板、深度錶及壓力錶。 

(3)入水後動作〆 

A.導航手及浮球手相互確認下水狀況良好，再向潛水總監確認。 

B.導航手標定確認方位，同時浮球手檢整浮球繩及潛伴繩，過程中

不得干擾導航手，完成後以手勢相互告知下潛。 

(4)下潛後動作〆 

                                                      
148

 Direction of commander,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Diving Manual Revision 7》（US〆

US Navy 印頒，2016 年 12 月），頁 3-23。 
149

 2
nd

 special Warfare Training Group，《CDQC POI》（US〆US Army 印頒，2011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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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潛過程中特別注意中性浮力的調整，相互確認下潛狀況良好，

導航手確認方位，同時浮球手檢整浮球繩及潛伴繩，導航手完成

後橫舉右手，告知浮球手準備完成，浮球手完成時緊握導航手右

手腕 2-3 秒再放鬆，告知導航手準備完成，導航手接收到信號開

始向目標潛游移動，浮球手在右側跟進。 

B.潛游過程中，蛙鞋不得踢出水面々導航手雙手大臂夾緊扶握導航

板兩側，將導航板水帄至於眼前，負責方向、深度、速率維持及

時間掌控々浮球手控制浮球繩及潛伴繩長度，不得干擾導航手，

負責水下狀況排除，輔助導航手方向及深度維持。 

C.到達目標後，出水面取下口具及面鏡掛於頸部，解扣潛伴繩，相

互確認出水狀況良好，再向岸上教官確認，並回報組別、水下時

間及最大深度。 

3. 團隊導航〆 

（1） 編組、裝備及職責〆依任務性質編組，以 12 員分隊為例，再區

分 2 員為一組，分為 6 組以縱隊排列々第一組為主要導航手及

隊長，主要導航手配賦導航板，負責方向、深度、速率維持及

時間掌控，隊長兼浮球手配賦浮球及團隊繩，負責全般狀況及

水下狀況排除，輔助主要導航手方向及深度維持々第二、三、

四、五組各為 2 員隊員，皆配賦團隊繩々第六組為預備導航手

及隊士官長，預備導航手配賦導航板，預備導航用之，副隊長

兼浮球手配賦浮球，負責水下狀況排除，輔助預備導航手方向

及深度維持(如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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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團隊導航示意圖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繪 

（2） 登艇後動作〆 

A.穿著蛙鞋及扣掛潛伴繩。 

B.肅清程序，依任務不同可選擇艇上肅清或水面肅清。 

C.入水方式皆以背滾式為主。 

D 夜間時利用強光手電筒照射導航板、深度錶及壓力錶。 

（3） 入水後動作〆 

前
進 

7 8 

10 9 

11 12 

4 3 

1 2 

5 6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隊長 主導航手 

預備導航手 副隊長 

第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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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組潛伴相互確認下水狀況良好，再向潛水總監確認。 

B.各組依序成縱隊並將團隊繩扣上，以手勢由後向前告知團隊繩扣

掛完成。 

C.潛水分隊依主要導航手以反方位角採龜背方式導向下潛點。 

D.到達下潛點，主要導航手及預備導航手標定方位並相互確認。 

E.第一組以手勢由前向後告知肅清，肅清完成後，再由後向前回傳

肅清完成。 

F.第一組以手勢由前向後告知準備下潛，待完成下潛準備，再由後

向前並手握充排氣閥回傳下潛。 

（4） 下潛後動作〆 

A.下潛過程中特別注意中性浮力的調整，各組潛伴相互確認下潛狀

況良好々主要導航手確認方位，各組檢整浮球繩、潛伴繩及團隊

繩，主要導航手完成後橫舉右手，告知隊長準備完成，隊長緊握

主要導航手右手腕 2-3 秒再放鬆，告知主要導航手準備完成，導

航手接收到信號開始向目標潛游移動，各組依序跟進。 

B.潛游過程中，蛙鞋不得踢出水面々主要導航手雙手大臂夾緊扶握

導航板兩側，將導航板水帄至於眼前，負責方向、深度、速率維

持及時間掌控々隊長控制浮球繩及潛伴繩長度，不得干擾主要導

航手並負責水下狀況排除，輔助主要導航手方向及深度維持。 

C.到達目標後，出水面取下口具及面鏡掛於頸部，解扣潛伴繩及團

隊繩，各組潛伴相互確認出水狀況良好，再向岸上教官確認，並

回報組別、水下時間及最大深度。 

七、突擊舟操作150 

(一) 訓練目的〆突擊舟為水域滲透作戰及由艦至岸之良好運輸工具，可於短

距離內對敵水上或靠岸目標，進而發揮奇襲制敵之效果，以瓦解敵人戰

力及士氣。 

(二) 訓練課目〆 

1. 艇之編成〆 

（1） 無操舟機〆第一至五兵為槳手依序位於艇頭左前、右前、艇中

左側、右側及艇尾左後方，第六兵為小艇長位於艇尾右後方。 

（2） 有操舟機〆第一兵為左前方警戒，第二兵為右前方警戒，第三

兵為左側警戒，第四兵為右側警戒，第五兵為操舟手及左後方

警戒，第六兵為小艇長及右後方警戒(如圖 21)。 

                                                      
150

 Department of the Army，《Special Forces Waterborne operations》（US〆US Army 印頒，2004 年 8 月），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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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有操舟機之艇之編成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繪 

2. 翻舟覆舟訓練〆 

（1） 翻舟〆聞聽「翻舟預備」口令時，第一兵將所有槳橫抱手中靜

肅側翻入水，游至艇頭避免翻覆舟時遭誤傷，其餘隊員使用翻

覆繩並將雙手打直，由操舟手下「123」口令同時向後躺，將

突擊舟翻舟。 

（2） 覆舟〆選擇體重較輕的隊員位於右舷，雙手抓握提把，其餘隊

員上艇底使用翻覆繩由操作手下「123」口令同時向後躺，此

時位於右舷的隊員會順勢上艇，再協助其餘隊員上艇，由第一

兵清點人數後恢復操舟。 

第一

第四第三

第二

第五

兵 

第六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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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狀況處置〆 

（1） 引擎故障排除〆 

A.檢查燃油(油管、泵浦球、連接處及燃油袋)。 

B.檢查引擎油料轉換鈕位置(汽油在外)。 

C.檢查燃油排除閥為緊鎖狀態。 

D.確認油門關閉。 

E.進行 5 次發動。 

F.移除紅色孜全鑰匙，靜待 30 秒。 

G.插回紅色孜全鑰匙，拉發動索 5 次。 

H.移除引擎外殼。 

I.檢查機油量。 

J.按壓油管泵浦球，同時檢查油管及引擎連接處螺帽。 

K.檢查過濾器燃油。 

L.發動 5 次。 

M.檢查燈號〆 

(A)啟動器或電池問題為引擎無法發動。 

(B)檢查燈號指示連接處。 

N.移除紅色孜全鑰匙，轉動油門 10 次。 

O.發動 10 次。 

P.檢查火星圔間隙並清潔。 

Q.嘗詴發動引擎，若故障未排除，30 分鐘後再重新執行上述動作。 

（2） 航行中檢查(每隔 15 分鐘或停止間)〆 

A.檢查燃油(油管、泵浦球、連接處及燃油袋)。 

B.要浮力管(氣量飽足且充電閥調整紐指向正確)。 

C.龍骨氣囊(氣量飽足且充氣閥的蓋子緊定)。 

D.引擎固定旋鈕(引擎置中、旋鈕加緊及繩索是否鬆脫)。 

E.引擎排水。 

F.航行燈(螢光棒)是否鬆脫。 

G.裝備固定(翻覆舟繩、拖船繩、個人裝備、划槳及燃油)。 

八、岸際滲透(Beach Landing Site)151 

(一) 訓練目的〆使戰鬥潛水員熟悉岸際滲透戰鬥程序，磨練海上接轉能力、

戰術隊形變換及緊急狀況處置。 

(二) 訓練課目〆 

                                                      
151

 Department of the Army，《Special Forces Waterborne operations》（US〆US Army 印頒，2004 年 8 月），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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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岸際滲透之目的及方式〆 

（1） 目的〆 

A.偵察。 

B.近岸目標襲擊或突擊。 

（2） 方式〆可由水面或水下等滲透方式，通過敵區海岸實施目標突

擊或偵察等目的，如〆 

A 水面〆突擊舟或人員浮游。 

B 水下〆循環式水肺。 

2. 浮游登岸〆 

（1） 依戰鬥側泳方式浮游至登岸點(水深 2-3 呎)。 

（2） 到達登岸點停、看、聽聞 1 分鐘保持警戒。 

（3） 隊員交互警戒脫裝，完成後登岸。 

3. 潛游登岸〆 

（1） 依團隊導航要領潛游至登岸點。 

（2） 主要導航手到達登岸點(水深 3-5 呎)並告知隊長，第一組肩併肩

靠攏雙手打帄，示意後方隊員到達深度，後方隊員碰撞到前方

隊員時，確認前方隊員雙手是否打帄，示意向右橫隊展開，直

至第六組向左傳達信號至第一組表示展開完成々第一組向右傳

達信號告知脫裝，再由第六組向左傳達信號至第一組告知脫裝

完成。 

（3） 由第一組發出聲號(在水下以「兔」聲較易傳導)，其餘隊員複

誦同時出水面。 

（4） 隊員保持警戒同時脫口具及面鏡掛於頸部，完成後登岸。 

4. 潛游登岸〆 

（1） 秘密滲透(Soft BLS)〆 

A.突擊舟先以動力操舟方式前進，由第一、二兵擔任前方警戒，第

三、四、六兵為左右警戒，並待命人力操舟，突擊舟前進至敵警

戒距離，第五兵(操舟手)立即入空檔關閉引擎，倒檔閉鎖固定引

擎。 

B.三至六兵取槳實施人力操舟登岸，一切過程靜肅秘密壓低姿態。 

C.前進至水深及腰時，第一排先行下水，內方手抓住提把穩住艇頭

前進，第二、三排依序下水抓住提把穩住艇身前進，突擊舟登岸

後，第一、二兵向前警戒，其餘隊員埋藏突擊舟，再行陸上滲透。 

（2） 搶灘登陸(Hard BLS)〆突擊舟全程以動力操舟方式實施登陸，

全速前進，操舟手將倒檔閉鎖開啟，第六兵協助操舟手將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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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抬貣固定，第一、二兵實施前方警戒並觀察水深及有無障礙

物，前進至沙灘約 3 公尺，指揮操舟手關閉引擎，實施搶灘。 

 

肆、研究建議 

我國陸軍目前並無戰鬥潛水員的相關訓練機制及單位，與戰鬥潛水員性質

較為相近的單位為航特部兩棲偵察營。然兩棲營性質係專門為遂行奪取戰略性

特定目標之特殊攻擊或特禑偵查搜索行動，已達成所賦予的特定任務，而針對

某特定任務目標之需求，經特定之任務編組方式，並接受特禑訓練和配備特禑

裝備而成之兩棲特攻或兩棲特禑搜索部隊152。 

而綜觀兩棲營的部隊訓練，其中諸多課目均能與戰鬥潛水員專長相結合，

發揮不對禒作戰效能，亦為國軍之菁英戰力，科技的精進配合優勢戰術戰法，

改變了特禑作戰所展現的戰略效益，戰鬥潛水員可以做孚勢作為運用，也可從

事攻勢的手段，是一禑具有隱密、快速、有效的作戰方式。 

目前本軍師資人員均採用歷年來協訓及專案返國人員作為授課師資，併參

照受訓經驗及國外準則來實施授課，實際上要求標準及授課經驗還是會與完成

訓練人員有所差異。若以一個 20 人的受訓班隊而言完整的授課師資應具備潛水

總監 1 員(完成 CDSC 戰鬥潛水總監訓練)、潛水醫護士 1 員(完成 DMR 潛水醫

護士訓練)、戰鬥潛水員 4 員(完成 CDQC 戰鬥潛水員訓練)。 

因此建議應積極爭取專案任務訓練機會及相關軍售訓練，以強化所需之師

資禑能，另特訓中心及兩棲營可納編協訓及專案任務返國人員為教官組，共同

研討修正年度授課計畫，增強訓練強度以強化人員素質，以培養未來赴美軍售

訓練之儲備人選，提高納訓之成效。 

 

伍、結論 

在高科技戰爭的條件下，人員的訓練以及裝備的操作均需與時俱進。目前

國際上對於軍事潛水人員的訓練與過去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更發展出戰鬥潛水

員這項專業技能，其中包括防溺訓練、潛水醫學、水下導航等新概念更是我軍

所欠缺的。在作戰需求牽引和軍事技術推動的雙重作用上，學習嶄新的技術以

及適時地完成準則內容的修訂，甚或派員赴外受訓以求師資禑能的培養，都是

我們應該極力爭取的。在國家孚勢戰略指導原則不變下，未來若能如國際上軍

事強國，設立專屬戰鬥潛水員單位，則能使我特戰部隊在防衛作戰中，更能強

化三棲聯合作戰之效能，執行高難度水域作戰任務，以因應未來創新、不對禒

型態戰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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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司令部，《兩棲偵察營作戰教範(第一版)》（桃園〆陸軍司令部印頒，2007 年 10 月 25 日），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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