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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中戰略競爭持續、俄烏、以哈戰爭與中共在區域內的軍力擴張，

加上中共、北韓、伊朗、俄羅斯等威權勢力正在合流，導致全球地緣政治風

險日益升溫且充滿挑戰，也讓區域穩定備受威脅。臺海在這個戰略競爭加劇

的時代，被部分軍事觀察家認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區域之一。其原因除了中

共從未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臺海爭議的選項，更源自中共不斷增長的軍事實

力，以及對外窮兵黷武的蠻橫作風。因此，我們必須居安思危，不可一刻或

忘國防安全。正如古羅馬名言「汝欲和平，必先備戰」，國軍提高軍事整備，

強化全民防衛，目的絕非營造戰爭氛圍，而是喚起全民警覺意識，以堅定捍

衛國家生存。

北京當局近年憑藉軍事現代化成果，運用「正規併非正規」之複合式威

脅手段，破壞臺海和平穩定，削弱國人對國家與國軍的信心。我國面對中共

可能的入侵，必須加速國防硬實力的建設及軟實力的發揮，國軍也持續整合

全民總力，打造重層嚇阻的國防力量，運用不對稱思維及堅強軍事實力，挫

敗北京霸權的野心，讓中共認知武力奪臺的企圖與行動，不僅須付出高昂代

價，且將無功而返，迫敵不斷遞延可能軍事冒進的時間表。

我們觀察到，近年中共日益增強的灰帶侵擾與挑釁，除了臺灣首當其衝，

其脅迫行動也延伸至其他島鏈國家及南海區域，包括聯合利劍演習、共軍機

艦擅闖日本的領海、領空，以及與菲律賓在黃岩島的衝突對峙等，皆對區域

穩定帶來嚴峻衝擊。美國每年公布中共軍力報告，以及許多國家再三強調臺

海和平的重要性，都顯示出中共的軍事威脅，反而促使各國不斷深化合作。

臺灣會以實際行動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及能力，也呼籲自由世界應向中共釋

出更明確的訊息，採取積極行動，以集體力量遏阻臺海衝突發生。

部長序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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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部長序

《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依《國防法》第 31 條規定，於總統就職後 10 個

月內向立法院公開提出。本版是 98 年以來第 5 次公布，重點在體現總統國防

理念，及涵蓋國防、經濟、外交及兩岸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並揭

示未來重要國防興革重點，有助國人及國際社會瞭解我國防、軍事戰略及重

要施政規劃。

我國是追求有實力的和平、熱愛自由民主生活的國家，守護家園、保衛

人民則是國軍最重要的使命。前瞻未來，國軍任重道遠，除了持續務實推展

各項國防革新要務，並借鑑俄烏、以哈軍事衝突，接軌創新思維與科技運用，

加速國防產業自主升級，同時也要把握加入全球國防供應鏈的機會，尋求共

享民主價值、聚合彼此理念的新夥伴關係，為印太區域及全球和平穩定做出

貢獻。

戰爭不僅是武器的較量，更是智慧與意志的競爭。因此，人力素質才是

關鍵，更是部隊最寶貴的資產。每位官兵自從軍的那一刻起，就以守護家園

為職志，堅定履行對人民與國家的承諾，這是國軍的任務與使命，也是身為

軍人最重要的價值與榮耀。國軍為體現與時俱進的管理制度，將堅定貫徹以

人為本、減法思維管理方式，整體檢視組織結構、管理文化及訓練方式，讓

部隊官兵感受到被尊重、關懷與照顧，積極破除形式主義的行政負荷，優先

專注戰訓本務。期盼在國人與國軍弟兄姊妹的共同努力下，以實力和努力，

持恆守護自由民主與和平，向國際展現我國強韌的防衛意志與能力，也嚇阻

敵人永不敢來犯。

      部長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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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詭譎複雜，強權博弈及區域衝突爭端逐漸形成長

期國際態勢，並牽動臺海情勢變化。

臺灣位於印太地區重要地緣位置，擁有舉世稱讚的民主成就，且在全球

半導體供應鏈居關鍵地位。臺海的和平穩定，是世界安全與繁榮的必要元素。

而我國堅實的國防，則是維持穩定的重要基礎。國防部將持續調增國防預算、

籌建防衛戰力，並加速國防科技創新及運用，審慎務實推動國防事務改革。

透過具體作為，增強整體國防實力，應對中共的軍事挑釁與威脅，以備戰達

到避戰之目標。

本次《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以「建構敏捷應變戰力與全社會防衛韌性，

確保國家安全」為主軸，內容區分 6 章論述，各章要旨如下：

一、國際變局中的臺海安全

（一）第一節「大國競爭與區域衝突」

描述當前美中競爭延續，中共爭取區域主導權、頻繁對外進行軍事

挑釁，美國加強友盟安全合作及印太區域軍事部署。俄烏及中東等

區域武裝衝突，以及中、俄、北韓與伊朗緊密的軍事合作，則加劇

全球安全情勢的錯綜複雜與不穩定。

（二）第二節「臺海安全局勢」

強調中共操作法律戰及機艦越過海峽中線、抵近 24 浬等作為，意

圖改變臺海現狀。國際社會提高對臺海關注，多國派遣船艦宣示航

行自由，凸顯臺海穩定攸關區域安全發展。

（三）第三節「中共灰色地帶行動威脅」

論述中共綜合運用灰色地帶行動，包括海空侵擾、聯合軍演、網路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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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攻擊、認知作戰等，企圖測試與疲乏我戰備整備及訓練，並擴大心

理恫嚇，動搖我民心士氣。

（四）第四節「臺海作戰型態變化」

說明共軍已建構全天候、多領域情監偵，及多層次火力打擊能力，

可對我實施海空封鎖及快速轉換為犯臺作戰。國軍防衛整備將更加

聚焦於立即備戰訓練、快速動員、縱深防禦及持久韌性，以挫敗敵

速戰速決計畫。

二、國防安全之戰略指導

（一）第一節「國防戰略」

揭示本部策訂「精進國防力量、強韌整體防衛」、「革新國防事務、

強化組織效能」、「推動國防自主、創造雙贏效益」、「策應災防

制變、守護人民福祉」、「緊密戰略合作、共維區域和平」5 項國

防戰略目標。

（二）第二節「軍事戰略」

1. 闡明國軍因應整體戰略環境及敵情挑戰變化，依「防衛固守、

重層嚇阻」軍事戰略，善用我地理防禦優勢及各式武器裝備，

建構「多域拒止、韌性防衛」之作戰整備方向。

2. 防衛作戰考量力、空、時因素，藉由可存活的重層防禦，破壞

敵作戰行動及戰力增長，並結合全社會防衛韌性與能量，確保

我戰力維持與發揮，使其無法快速達成作戰目標。平時使敵不

敢輕啟戰端，若執意進犯，則迫敵作戰任務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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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一）第一節「建構不對稱與韌性戰力」

1. 敘明國軍戰力整建秉持「建構不對稱戰力」、「強化作戰韌性」、

「提升後備戰力」及「厚植灰色地帶應處能量」等四項原則，

提升整體嚇阻及持久戰力。

2. 持續精進聯戰指揮機制；建構各式遠程精準打擊武器；充實國

土縱深防衛能力；兵力整建置重點在成熟科技導入、無人載具、

人工智慧等；整體規劃與籌獲監偵型與攻擊型無人機；配合新

式武器接裝，滾動調修部隊編裝與兵力結構；各作戰區依作戰

整備方向調整兵力部署。

3. 強調戰略持久與固守韌性，建構任務式指揮、去中心化運作及

複式備援，執行分散部署與戰力保存，有效遂行防衛作戰任務。

4. 以新興技術支援資通網電作戰，籌建高效能電子偵蒐與干擾裝

備，並運用資安攻防、資通網安工具及雲端備援等新興技術，

增強國軍數位韌性。

（二）第二節「落實實戰化訓練」

1. 強調依聯合作戰思維，運用「實兵、實地、實時」方式，執行

各項實戰化訓練，包括建構擬真戰場環境，執行聯合演訓、對

抗演練及實彈射擊等各項操演。

2. 涵蓋重點包括：主戰部隊依新型武器獲裝期程，逐次納入演訓

驗測；成立無人機訓練中心；強化義務役訓練，以具備執行基

本戰備任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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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三）第三節「提升後備部隊戰力」

1. 說明將依後備部隊任務類型，逐步增強教召訓練，演練常、後

協同作戰能力。同時促進軍民協調，增進物資預囤、供補及運

輸等作業效能，提高作戰持續力。

2. 涵蓋重點包括：逐年調增後備部隊基層幹部人力、提高女性志

願教召員額與梯次、建立動員人才資料庫、更新後備部隊裝備

及充實維保能量、結合民間能量訓練後備戰力、共同驗證全民

防衛動員機制。 

（四）第四節「精進後勤支援效能」

1. 強調以機動化方式分散預囤及整合三軍維修能量等策略，增進

戰時物資補給效能。另推展後勤資訊整合系統，建置後勤共同

作業圖像，以即時掌握各類補給耗用狀況，調度物資支援前線

作戰。

2. 涵蓋重點包括：補給品前推預囤、糧秣戰備存量、赴國外交流、

三軍維保能量整合及提升後勤資訊系統等。

（五）第五節「精神戰力與士氣」

1. 說明將透過與地方、學校合作舉辦多元教育活動，及運用社群

媒體等民間資源推動國防通識教育。另擬訂國軍心理健康照護

方案，整合心輔與衛教資源，提供官兵多元輔導與求助管道。

2. 運用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技術，並採取靈活、精準傳播策略，迅

速辨識中共認知作戰，查證及澄清爭議訊息，有效反制與提供

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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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節「應對中共侵擾」

1. 述明國軍面對中共侵擾，依據「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及

「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規範，與海巡署及相

關部會單位共同應處。

2. 依共軍可能軍事行動，設計各類想定狀況，納入部隊戰備訓練

項目。持續檢討修訂國軍交戰規則，使前線部隊執行應處或反

制作為時，獲得明確授權依據。

四、推動國防改革優先要務

（一）第一節「預算穩定成長與妥適配置」

挹注充足國防資源，滿足建軍備戰需求。說明政府將維持總體國防

預算逐步成長，依照實際作戰需求，配合重大軍事投資及國防自主

等計畫期程，規劃各項重要裝備、關鍵零附件之籌獲及維保所需預

算，妥適配置財力資源。

（二）第二節「引進創新技術應用」

1. 說明本部將加速國防創新，運用民間優勢技術領域之研發產製

能力，以建立臺海防衛作戰的不對稱優勢。

2. 積極引進人工智慧、無人系統等新興商用成熟技術，提升防衛

戰力與持久韌性。參考歐美規劃，逐步建立軍用人工智慧相關

法規與倫理規範，確保符合國際通用規範。

（三）第三節「國防自主與多元化武獲」

1. 說明依國防法「自製優先、外購為輔」原則，提高武器裝備與

關鍵模組自主研製能力，落實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政策；另透

過國外現貨市場軍、商購，快速籌獲實質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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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2. 運用合格廠商認證與獎補助等作法，鼓勵及協助國防產業升級；

中科院籌建「航太暨無人機產業園區」，與經濟部合作參與非

紅無人機國際供應鏈。

（四）第四節「專業人才培育與留用」

1. 表述國軍持續完善人才招募、人員考核、幹部訓練、官兵留營

等作為，滿足部隊戰訓本務及武器操作維保人力需求。

2. 涵蓋重點包括：擴大軍事專業人力培育，研擬開設人工智慧、

無人載具、通訊與網路戰等相關領域課程，並派員出國進修學

習；重視在職訓練及人性化管理、調修官兵待遇、提升文官國

防事務知能、建構良善職場環境，確保人才長留久用。

（五）第五節「現代化部隊管理」

1. 說明國軍持續推動《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與《陸海空軍懲罰

法》等法制作業，兼顧保障軍人救濟權利及部隊紀律維護，並

推動減輕人員行政事務負荷、完善官兵營舍住用品質及優化托

育服務等部隊管理改革。

2. 另落實預防性督察工作、國軍飛安管理及強化廉潔反貪教育，

增進潛在危安防杜與管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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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民防衛動員支援持續作戰

（一）第一節「精進動員機制與民防能量」

1. 說明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持續與各部會及地方政

府執行全民防衛資源整合與演練，推展民防教育與應變訓

練，以利平戰快速轉換，發揮全民總力。

2. 涵蓋重點包括：依敵犯臺徵候發布演習命令，迅速召集完

成人力、物力整備；執行人、物力動員能量調查及建置編

管資訊整合系統；強化民力訓練與運用、戰略物資盤點、

社福醫療整備及通訊網路安全等作為；常備兵役訓練加入

民防課程，使役男退伍返鄉後持續協助保鄉保土。

（二）第二節「跨部會協力合作」

1. 闡述全社會防衛涉及各部會權責，本部配合行政院國土辦，

協調整合能源、通信及交通等部門資源，協助防護關鍵基

礎設施。

2. 另透過城鎮韌性演習及自強演習等聯合演練，建立有效資

源調度與應變機制，確保戰時軍民協同行動效能。

（三）第三節「戰災防護與救助」

說明國軍協同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透過聯合應變指管中心，

建立聯繫與合作平臺，強化災害防救及戰傷救護實務訓練，並

廣儲戰時醫療處置能量，應處戰災防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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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六、鏈結區域強化集體嚇阻

（一）第一節「深化臺美軍事交流合作」

表述我國持續推動對美軍事交流，在政策對話互訪、情資分享、

作戰議題研討、聯合兵推、軍備科研及國防產業等方面，深化雙

邊合作關係。

（二）第二節「拓展友盟安全夥伴關係」

強調我國重視與其他友盟的交流合作，在情報、科研、資安防護、

反制灰帶與認知戰威脅等領域，拓展合作互動。另將透過國外智

庫與學術交流，爭取國際持續關注及支持臺海安全。

（三）第三節「接軌供應鏈安全體系」

說明將持續推動與友盟及戰略夥伴的國防產業合作，共同打造更

穩固且具彈性的供應體系。包括建立國防產業廠商分級評鑑與安

全查核規範、鼓勵國內廠商獲得國外原廠授權及技術移轉，以及

協助國防產業加入國際非紅供應鏈，擴大我國防工業基礎能力與

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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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戰略環境主要特徵為美中競爭延續，及同時存在數個區域衝突，

呈現相對複雜與不確定性。各國陸續擴大國防投資，以應對潛在威脅。在印太

區域，由於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與脅迫行動，使臺海安全的威脅加劇。

第一章   
國際變局中的臺海安全



16

中共持續加速軍力現代化，並多次採取片面獨斷行動，意圖改變國際秩序

及臺海現狀。在俄烏戰爭及中東等區域衝突持續之際，美、歐及印太區域國家

為防範俄羅斯、中共、北韓及伊朗等國日益深化合作，紛紛提高國防支出、提

升軍事整備、加強國防科技研發、擴大軍事安全合作，呈現各國加強軍事力量

以確保安全之態勢，凸顯全球安全事務相互連動，有賴各國共同因應。 

一、中共爭取區域事務主導權

（一）共軍遠程投射兵力與核武能力持續增長，擴充其戰略威懾實力。近

來在西太平洋之軍事活動日趨密集且更具侵略性，包括航艦編隊軍

演、洲際彈道飛彈試射等，並在南海與東海頻繁進行軍事挑釁與灰

帶行動，意圖以軍事脅迫手段，挑戰國際社會既有規則。

（二）隨著總體實力增長與對區域強權戰略目標的追求，中共持續藉帶路

倡議、上海合作組織與金磚國家等機制，推展其大國外交戰略，拉

攏全球開發中國家，拓展其政經影響力，企圖建立有別於歐美國家

的價值體系與國際勢力。

二、美國深化印太合作維護區域穩定

（一）美國近年加強與日本、菲律賓及澳洲等友盟安全合作，強化西太平

洋軍事存在，藉部署陸戰隊濱海作戰團至夏威夷、日本與關島，規

劃重啟太平洋島嶼基地，以及於菲律賓長期部署中程飛彈發射系統

等作為，提高美軍區域內前進部署與機動戰力，協助第一島鏈國家

增進整體嚇阻實力。

大國競爭與區域衝突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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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變局中的臺海安全

（二）展望未來，美國政府仍以提高關稅、科技管制等對外經濟政策，及

實體制裁清單等手段，鞏固美國優先的施政主軸，並因應與中共在

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同時運用多元軍事及外交等途徑，與印太友

盟共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並抗衡中共影響力擴張，確保美國在世

界的領先地位。

三、俄烏戰爭衝擊全球安全體系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對歐洲及全球安全情勢造成重大影響。北約成員藉

調整外交與國防政策，同時提高國防預算，積極鞏固集體防禦機制；中、俄

與北韓為降低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制裁的影響，尋求更緊密的戰略合作；此外，

戰爭亦提高糧食與能源及稀土礦物等原物料價格，引發供應鏈斷鏈與高通膨

等國際經貿困境。

四、地緣衝突影響區域穩定

近期以色列與哈瑪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武裝衝突，導致中東

安全情勢惡化，並衍生國際人道危機及衝擊國際經濟環境。中共在南海推進

軍事化進程，並與菲律賓接連發生數起島礁主權爭端，使南海成為區域衝突

熱點。北韓修憲將南韓列為頭號敵對國家，軍援俄國以深化同盟關係，持續

發展核武與試射洲際飛彈，使東北亞潛藏著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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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持續結合軍事、外交、法律、經濟等多重手段對我施壓脅迫，企圖削

弱我國的國際地位、改變臺海現狀，及防止外力介入臺海。惟近年中共頻繁以

軍事襲擾及灰色地帶作為脅迫臺灣，多國更明確表達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

性，顯示臺海安全已受國際高度重視。

一、操作法律戰以擴張臺海周邊管轄權

當前共軍機艦活動刻意越過海峽中線、抵近我方 24 浬鄰接區，持續侵擾

臺灣本島及外離島，並否定臺海為國際水域，企圖排除國際法規範，阻撓各國

於臺海行使航行與飛越自由。

二、臺海和平穩定攸關全球發展

我國位處防止共產威權擴張與入侵的前線，為印太區域自由民主的典範，

並在高科技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發揮關鍵力量。尤其臺灣位居第一島鏈中央，為

全球海運貿易及國際航線輻輳要道，具重要地緣戰略價值。臺海若發生危機，

全球都將受到影響，維持臺海海空交通線暢通，對全球繁榮發展至關重要。

三、國際對臺海安全關注提高

美、加、英、德、法、荷、澳、紐等國均派遣軍艦通過臺灣海峽，宣示航

行自由，展現不容許片面改變臺海現狀之國際共識。美國及國際社會現已更加

關注中共在臺海可能的軍事冒進，區域民主國家正加強協調合作，以形成對侵

略者的嚇阻。我國在此挑戰與契機並存的時刻，須爭取及把握國際友我態勢，

做出具體貢獻，成為國際信賴夥伴，與友盟共同面對全球挑戰，攜手維護區域

安全。

臺海安全局勢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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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變局中的臺海安全

中共灰色地帶行動威脅第三節

灰色地帶行動指在未達戰爭門檻情況下，透過多元非傳統與非正規武力

進行脅迫、侵擾或衝突，以實現政治、戰略或軍事目標的策略。近年中共對

臺頻密操作機艦侵擾、網路攻擊、認知作戰等灰帶行動，企圖測試與疲乏我

戰備整備及訓練，並擴大心理恫嚇。我國需靈活調整應對方式，協調友盟共

同合作，使中共無法擾亂我民心士氣。

一、海空侵擾

利用無人機、民用飛機、海警船及海上民兵機漁船，與海軍艦艇相互搭

配，於我本、外島周邊海域實施聯合戰備警巡、針對性軍演、計畫性聯合訓練，

並藉進入我防空識別區、禁限制水域，及跨越海峽中線等手段，測試國軍應

處能力及規則，致國軍部隊及海巡艦艇頻繁出勤、戒備，加速耗損我裝備妥

善，減少戰時可用兵力。

二、網路攻擊

平時透過網際網路大量滲透，對我軍事及重要基礎設施進行情蒐，偵察

資安漏洞及弱點，並伺機採取駭客入侵、投放錯假訊息等行動。戰時針對我

關鍵基礎設施及指管情監偵系統發動大規模網路攻擊，以干擾政府機關、部

隊應變行動，策應軍事作戰。

三、認知作戰

積極利用社群媒體在臺灣內部及國際上散布錯假、爭議訊息，甚至發布

「解放軍軍機抵近臺灣本島」等誇大不實影片；經濟上運用經貿優勢，拉攏

臺灣企業及民眾支持中共政治主張；軍事上藉展示先進武器裝備、飛彈試射

及各項聯合軍演，試圖造成軍事威懾效果，奪取輿論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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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作戰型態變化第四節

隨著中共軍事能力增長、作戰方式改變及無人系統、人工智慧等新科技

運用，臺海作戰型態持續轉變，包括預警時間縮短、戰場透明度增加、作戰

節奏加快及攻擊手段多元等。戰時共軍可能併用陸、海、空、太空、網路、

電磁與認知等多領域手段，試圖癱瘓國軍戰力、對臺快速入侵，或執行對臺

隔離或封鎖，迫我屈服。國軍將更重視立即戰備、快速動員、縱深防衛及持

久韌性，挫敗敵速戰速決計畫。

一、中共對臺作戰特徵

（一）建構全天候、多領域情監偵與作戰指管

中共積極擴充太空衛星、各類空中有人與無人偵察機、陸基雷達與

電偵站、海軍情報船與網路情蒐系統，建構全天候、多領域情監偵

及指管體系，遂行對臺大規模戰役之聯合指管。另運用干擾系統及

網路戰攻擊，癱瘓或減損我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系統功能，

破壞我方聯合作戰能力。

（二）演練海空封鎖手段，逐步縮緊臺灣周邊交通線

近年中共大量建造海軍與海警艦艇，可相互搭配運用，對本島重要

港口及交通線建立隔離或封鎖區域，阻撓重要戰略物資運輸與商業

活動。部署之海空兵力及預先在我方周邊之布勢，亦可能快速實施

封鎖行動，或轉為正規攻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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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變局中的臺海安全

（三）登島作戰以奪取港、灘、場為首要目標

共軍在奪取制空、制海與制電磁權後，於聯合火力掩護下，運用各

式兩棲輸具及徵用民間滾裝貨輪等載具，搭配直升機與運輸機，對

臺灣本島採取海上及空中多梯隊登陸突擊行動，優先奪取重要港

口、海灘及機場建立登陸場，以接應後續部隊執行地面作戰。

（四）結合新式裝備與傳統武器實施多層次火力打擊

共軍攻臺作戰將藉即時情資支援，運用各類飛彈、遠程火箭，結合

海空打擊戰力，對我陸上重要設施及部隊實施精準打擊，並尋殲我

海軍主戰兵力。在奪取海空與電磁優勢後，接續運用空中火力、遠

程火箭搭配無人機、滯空彈藥，制壓我地面部隊與作戰載臺，削弱

我反擊能力。

（五）加強軍民聯合行動，快速轉換作戰態勢

共軍規劃運用民間動員與運輸能量協助作戰，納編滾裝貨輪、半潛

船、民航機與鐵公路輸具協助裝備與物資運輸，並進行作戰演練與

計畫驗證；除解決正規運輸載具不足問題，亦有助混淆攻臺徵候，

影響我國及國際對共軍「由演轉戰」之研判預警，壓縮國軍戰備應

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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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續擴充戰略武器，嚇阻國際介入臺海衝突

為嚇阻及防範他國可能之軍事介入，共軍規劃執行「反介

入/區域拒止」作戰行動，運用反艦彈道飛彈、極音速武器、

巡弋飛彈、核動力潛艦及航艦編隊等戰略武器，於第一、

第二島鏈及南海區域爭取建立局部武力優勢，威嚇或打擊

周邊鄰國重要海空基地，以阻斷友盟對我國馳援。

二、臺海作戰型態轉變

（一）共軍犯臺戰略預警時間縮減，徵候難以明確判斷，平戰轉

換相對快速與模糊。

（二）現有商業偵照衛星及全球通訊、定位系統普及，戰場透明

度提高，部隊須更加重視隱蔽、掩蔽及訊跡管理，並建立

更加靈活、快速的兵力分散與集中能力，才能在敵火下有

效保存戰力。

（三）遠距武器及無人系統快速發展，使敵我部隊可從更遠距離、

以多種方式對戰場目標精準攻擊，前線與後方之界線模糊。

對於彈藥與補給的需求量更為龐大，如何確保軍備物資供

應，為攻守雙方作戰成敗的關鍵。

（四）敵攻勢性電子戰結合硬殺攻擊威脅甚鉅，國軍如何確保我

方通信與定位、導航等系統之效能，攸關作戰部隊之戰力

發揮與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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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量無人系統，包括智慧化攻擊型無人機與滯空彈藥的運

用，改變地面作戰與防空作戰型態，並可協同執行海上目

標攻擊與遠距打擊任務。

（六）衝突爆發後，敵方將以傳統、混合及非正規戰力，對我國

土採取多領域攻擊。有效的防衛作戰需仰賴全社會支持，

包括迅速有效動員全民總力支持作戰，及確保政府與民生

關鍵功能的基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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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依總統「和平四大支柱」國家安全理念及行政院國防政策指導，勾

勒整體國防施政、國防事務革新、國防資源分配與運用，落實全民國防與不對

稱作戰建軍，建立與友盟安全交流合作，並制訂國軍建軍與用兵之構想，基於

防衛作戰全般規劃，據以推進各項兵力整建及戰備整備工作。

第二章   
國防安全之戰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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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國防法》，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確保國家與人

民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國防戰略須應對當前敵人對我緊迫的灰帶侵

擾與嚴峻的戰爭威脅，亦須整體規劃國防建設的長遠發展，以建立堅韌、永

續的防衛與嚇阻實力。

一、國防基本理念

（一）以預防戰爭、維持和平為目標，依託國防力量為堅強支柱，抵禦外

來侵略，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及人民安全。

（二）規劃發展快速應變及持久韌性的防衛武力，研發並引進新興科技與

能力，以確保能因應現代複雜戰爭與多領域安全威脅的快速變化。

（三）建立全民總力捍衛家園的共識與策略，集結軍、民及跨政府機構的

力量，構築全社會防衛韌性。

（四）在國際安全環境中保持國防的戰略自主性，積極參與軍事交流合

作，建立安全夥伴關係，以集體力量應對區域威脅與挑戰。

二、國防戰略目標

（一）精進國防力量、強韌整體防衛

國軍秉持「備戰才能避戰，能戰才能止戰」理念，以不對稱思維打

造自我防衛戰力，嚇阻敵不敢軍事冒進，達成阻絕戰端與維護和平

之目標。

（二）革新國防事務、強化組織效能

前瞻現代高科技戰爭型態與國防任務需要，持續提升國防組織效

能，改革國防事務，培植高素質人力，打造現代化、知識化、專業

化優質勁旅。

國防戰略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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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防安全之戰略指導

（三）推動國防自主、創造雙贏效益

藉機艦國造、無人機國家隊等計畫，及人工智慧等創新技術應用，

深化軍民技術整合及裝備自製與維保能力，促進國內國防科技及軍

工產業升級，達成國防與經濟雙贏目標。

（四）策應災防制變、守護人民福祉

面對天災、疫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國軍依政府指示投入救援，扮

演馳援救助及穩定民心的關鍵角色，同時運用區域聯防機制，配合

各級政府，共同遂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應變制變；並依政府海洋

政策，加強海上偵巡及聯合海巡護漁，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五）緊密戰略合作、共維區域和平

持續善盡和平的堅定守衛者職責，與全球民主國家並肩合作，協力

形成和平共同體，發揮嚇阻力量，共同維護臺海安全穩定及印太區

域和平繁榮。

國軍為肆應整體戰略環境及敵情威脅挑戰，依「防衛固守、重層嚇阻」軍

事戰略，建構「多域拒止、韌性防衛」作戰整備方向，據以指導建軍備戰規

劃。防衛計畫考量力、空、時因素，向前延伸至平時的作戰準備及應對灰帶侵

擾，採取「快速戰備應變」、「不對稱的方法」、「去中心化運作」、「以拒

止取代控制」及「增高敵人執行任務風險」等策略，藉由可存活的重層防禦，

結合全社會防衛韌性與能量，確保我戰力維持與發揮，破壞敵作戰行動及戰力

增長，平時使敵不敢輕啟戰端，戰時迫使敵無法達成作戰目標。

軍事戰略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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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域拒止，建立多層次防衛縱深

（一）依削弱策略及不對稱作戰思維，針對各種敵情威脅及作戰態樣，研

擬克敵制勝戰術戰法，並依「機動、敏捷、致命、成本效益、隱

匿」等原則，以任務導向建立涵括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及網路

等多重空間領域的防禦體系，對敵軍侵犯進行早期預警，並透過各

類指管系統及鏈路，建立情資共享的共同圖像，將敵軍動態呈現在

各級指揮官面前，與第一線作戰單位緊密串連，形成快速反應之擊

殺網，當敵發動進攻時，可對敵弱點進行精準打擊，發揮最大的綜

合防禦效果。

（二）當敵發動進犯時，充分憑藉海峽及我國土防衛利於持久作戰之地理

優勢，向外延伸防衛作戰空間，向內強化軍民整合機制，依「常態

危機處理、備戰部署、聯合反登陸、濱海暨灘岸戰鬥、縱深防禦、

持久作戰」等作戰階段，以削弱敵軍為原則，部署多層次防禦兵力，

建立多道防線，阻止敵奪取關鍵要地。同時運用三軍打擊、守備及

後備部隊，採取積極行動，阻滯、擾亂及破壞敵軍航渡、立足、固

守、突穿、鞏固及戰力增長等各作戰階段的意圖，並依託有利地形

與防禦工事，在敵軍發動每波攻擊時，不斷以火力殺傷及削弱敵兵

力，使其付出高昂代價後，無法繼續執行作戰任務，導致整體作戰

失敗，放棄奪臺軍事行動。

（三）因應中共多樣化灰色地帶侵擾行動，國軍秉持「備戰不求戰，應戰

不避戰」原則，積極整合、強化各類雷達、衛星、預警機、無人機、

海上艦艇等情蒐、預警系統，精進聯合情監偵能力與應變機制，結

合跨部會力量，並持續蒐研共軍行動態樣與模式，據以策擬及調整

各項應處規定與行動方案，適切應處中共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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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防安全之戰略指導

二、韌性防衛，強化全社會防衛機制

（一）為抵禦外在軍事威脅，國軍戮力提升國防戰力與防衛韌性、完善不

對稱作戰能量，著重提升部隊的機動性，依戰況靈活分散部署；各

類重要裝備採複式配置概念，建置多套備援系統，避免遭敵軍一次

攻擊癱瘓；在重要作戰區域內預先設置重要後勤物資補給點，加快

運補效率；嚴格管制電子裝備訊號發射及隱蔽、掩蔽部隊行動，避

免暴露部隊動態；當敵軍出現犯臺徵候時，快速進行動員，並在平

時加強演練常備與後備部隊協同作戰，藉以組建平時維持高戰備、

戰時具戰場存活力的部隊。在與敵軍交戰前，儘量保存戰力不被敵

火力殺傷，再運用地形地貌與阻絕設置，增強持久作戰韌性，適時

發揚戰力，拒止敵軍進犯。

（二）發揮全社會防衛韌性，運用全民防衛動員總體能量，透過軍民整合，

統合民間物資、人力等資源支援軍事作戰，強化關鍵基礎設施防

護，保持社會核心機能及政府持續運作。另提升後備動員效率，並

加強後備部隊武器裝備與訓練方式，協同常備部隊共同作戰，發揮

最大戰爭潛力，達到戰略持久目標，使中共意識到即使承受巨大損

失亦難以達成進犯目標，遏止其動武意圖與決策。

（三）強化友盟合作是我國聯合國際力量提升防衛韌性的重要基礎，臺灣

位處第一島鏈關鍵位置，控扼西太平洋與南海之間的重要航道，在

印太民主陣營之嚇阻與防衛體系中，可扮演對抗威權擴張、維持和

平穩定現狀的重要戰略角色。我國持續藉由擴展與深化軍事交流，

強化與友盟安全鏈結及共同行動，以實際作為反制敵挑釁與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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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依「防衛固守、重層嚇阻」軍事戰略指導，前瞻未來敵情威脅、科技

發展、戰爭型態與作戰場景，積極推動後備戰力轉型及軍民整合、改善後勤支

援及訓練效能、強化資通網電攻防能力及鞏固精神戰力，打造肆應未來戰爭型

態之堅韌國軍。

第三章   
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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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持續建置不對稱作戰能力，並置重點於迅速補充後備戰力、減少灰

帶侵擾所帶來的損耗，戰時有效執行戰力保存及快速恢復運作，確保戰力發

揮及持續。

一、整合嚇阻及不對稱戰力

（一）持續精進聯戰指揮機制，建構各式遠程精準打擊武器，整合情監偵

手段構成擊殺鏈，攻擊敵登陸作戰之重心與關鍵節點，以阻滯及破

壞敵作戰計畫與節奏，迫敵任務失敗。

（二）戰力整建秉持「建構不對稱戰力」、「強化作戰韌性」、「提升後

備戰力」及「厚植灰色地帶應處能量」等四項原則，以提升整體嚇

阻及持久戰力，確保區域安全穩定與抵禦武力進犯。

（三）持續充實國土縱深防衛能力，增購人攜式、車載式反裝甲武器、無

人機等不對稱裝備，針對近岸水域、灘岸及港口等地區登陸之敵各

式載具實施精準打擊。

（四）整體規劃籌獲監偵型與攻擊型無人機，並針對未來作戰需求，進行

模組化升級，以確保持續獲得最新裝備性能。

（五）兵力整建置重點於成熟科技快速導入、無人載具、人工智慧及網通

資電情監偵作戰等項目，並配合新式武器裝備獲得期程，滾動調修

主戰、守備與後備部隊之編裝武器數量與兵力結構。

（六）各作戰區依作戰整備策略進行防衛部署調整，海軍建置濱海打擊

群，強化機動、敏捷、致命、成本效益、隱匿之打擊與作戰能力。

建構不對稱與韌性戰力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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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二、強調戰略持久與固守韌性

（一）整合三軍監偵、指管系統及武器載臺裝備，掌握即時戰場情資，監

控臺灣周邊或目標區域敵情動態，提供國軍各級部隊預警、決策及

處置依據。

（二）主要指揮所建構任務式指揮、去中心化運作及複式備援系統，並運

用機動指管車強化通信韌性，輔以民用資通訊設備及應用程式，提

升指管效能。

（三）各部隊結合戰場環境，加強偽裝與隱（掩）蔽，嚴密電子訊號及資

訊管制措施，降低遭敵偵知之風險。另完備各項裝備之疏散掩蔽計

畫，執行分散部署與戰力保存作為。

三、以新興技術支援資通網電作戰

（一）建置網路戰擬真演習訓場，制訂大規模網駭與資安時事訓練情境，

並與民間政府機關共同演練，透過跨部會情資交流，強化網路攻防

技術與能量；另引進資通網安工具及人工智慧新興技術，強化資安

防護及全時監控通報機制，有效掌握國軍網安狀況。

（二）籌建高效能電子偵蒐、干擾設備，持續落實戰場經營與實地實時訓

練，熟稔各項狀況程序，配合無人機等各類威脅想定，制訂演訓任

務與攻防課目，驗證電子戰技術與能力。

（三）完善頻譜管理，依據情監偵、陸用或艦載等各類無人機構型與通訊

協定，核配平時訓練與戰時專用頻段。

（四）運用雲端技術，整合建構多雲分散架構，使備援系統得以迅速切換

接替，確保系統不中斷；同時導入零信任架構及多層次網安防護，

強化資訊傳輸安全與穩定，提升國軍數位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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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高度擬真對抗演習與跨軍種訓練，使部隊獲得實戰化能力。配合新式裝備換裝，

增加訓練項目及強度，充實各級部隊專業戰技，增強立即備戰能力。

一、結合實地場景，建構擬真演習訓練

（一） 因應敵對我威脅方式多元化與作戰環境快速改變，國軍依聯合作戰思維，

運用「實兵、實地、實時」方式，執行各項實戰化訓練。

（二） 建構擬真戰場環境，在接近實戰環境下驗證訓練科目，完成聯合演訓、對

抗演練及實彈射擊等各項操演。

（三） 各項演習以聯合作戰計畫及任務為核心，建立部隊獨立判斷及執行作戰計

畫之能力，並運用各項操演等時機，使官兵熟稔責任區域、戰鬥位置與各

項應變規定，以達平、戰時高戰備能力目標。

（四） 發展及運用各式訓練模擬器，以多元、仿真場景，磨練官兵戰場上臨戰應

變能力。 

二、新式武器納入訓練驗測

（一） 主戰部隊依新型武器獲裝期程，逐次納入基地測考等演訓驗測，並結合實

地場景演練，培養實戰能力。

（二） 成立無人機訓練中心，培訓無人機師資種能，充實部隊無人機操作人力。

（三） 無人載具納入防衛作戰運用規劃，並發展無人機防禦與作戰之戰術戰法及

準則。

三、循序提升役男訓練與戰備能力

（一） 因應敵情威脅，為有效提升部隊立即作戰能力，依「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

構調整方案」，已自 113 年起徵集 1 年期義務役。

（二） 役男分階段施以入伍、駐地及基地訓練，納入人攜式防空及反裝甲武器、

無人機等武器訓練科目，建立執行戰備任務之能力。

落實實戰化訓練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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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後備部隊依任務類型，逐步增強教召訓練，於現地戰術位置演練作戰計畫，

具備與常備部隊協同作戰能力。同時促進軍民整合，增進物資預囤、供補及運

輸等作業效能，提高作戰持續力。

一、充實動員體系資源

（一） 逐年調增後備部隊基層幹部人力編組，建立獨立執行教召訓練及裝

備維管能力，以達成「就地動員、就地編成、就地作戰」目標。

（二） 持續提高女性志願參加教召員額及梯次，同步輔導各後備部隊累積

召訓經驗，獲取接訓整備及安全維護等相關參數，逐年完備女性編

管及召訓作業。

（三） 建立動員人才數位資料庫，整合各部會管理之民間專長人力資料，

依作戰需求將醫事、資訊及無人載具、工程重機械操作等部隊所需

專長納入選用範圍。

二、部隊裝備汰舊換新

（一） 依防衛作戰任務、兵力部署及部隊訓練需求，調整後備部隊編組及

更新武器裝備，逐步達成與常備部隊裝備一致之目標。

（二） 逐年汰換各式通訊器材及獲得無人機、人攜式防空及反裝甲武器等

裝備。

（三） 擴充各類型武器裝備保修及支援人力與設施，確保戰時後勤能量支

援作戰任務。

三、強化後備部隊協同作戰能力

（一） 透過漢光實兵演習，演練「常後協同」作戰行動，戰時與主戰、守

備部隊，共同防護地方政府應變指揮中心及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維

持政府與社會持續運作。

提升後備部隊戰力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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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召訓練延長為 14 天，增加射擊訓練、戰鬥教練及民防協力等課

程與時數，並結合作戰地境位置，掌握責任區域地形地物，建立城

鄉守備及縱深防衛任務之能力。

（三） 教召期間，結合單位作戰任務，完成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急救責任

醫院後送、救濟站聯防及防空避難處所疏散等演練，並協同憲、警、

消及民防團隊等人力，共同驗證全民防衛動員機制。

為確保部隊作戰持續能力和行動效率，國軍藉推動後勤分散預置、提升

三軍維修能量，及擴充後勤資訊系統功能等作為，強化整體後勤支援體系。

一、後勤分散預置

（一） 在重要戰術位置設立多個補給品預囤點，依敵攻臺徵候，採機動化

方式，預先在戰術位置周邊分散囤儲各類補給品，縮短國軍平、戰

轉換時間及運補效率。

（二） 調增外離島地區糧秣戰備存量基準，並將補給分庫屯儲品項前推至

各單位，依部隊特性新增即食品戰備存量基準。

二、提升及整合三軍修能

（一）藉「主戰武器裝備能量籌建」、「國軍旋翼機修能整合」、「主件

板研試修製」及「飛彈系統修能整合」等計畫，建立並整合三軍專、

通用裝備維保能量。

（二）透過對外軍購原廠各項專案管理會議等管道，由專業保修人員赴

美、法軍或原廠交流訓練，爭取原廠釋出維修能量，提升國軍人員

修護技術。

精進後勤支援效能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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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三、擴充後勤資訊系統

（一）建置具全壽期管理功能之後勤資訊整合系統，結合雲端技術，整合

為跨軍種共同資訊平臺，使三軍共享即時資訊，掌握各重要裝備保

養維修進度資訊，依庫存適時調撥各項保修與補給品。

（二）建置後勤共同作業圖像，即時掌握作戰及後勤部隊位置，提供裝備、

設施及運補任務圖資，俾利各級後勤中心適時調度，支援前線作戰。

精神戰力是結合軍人信念、袍澤情誼及抗敵意志的內聚力量。從官兵入伍

開始，即透過教育訓練，建立強韌心理素質及保家衛國使命感。另積極破除形

式主義，以減法原則，去除不具實效的管理措施，使人員專注戰訓本務，堅定

官兵士氣。

一、堅實信念與激勵士氣

（一）運用國防通識教育，針對入伍訓練及後備軍人教召，建立國防安全

及防範認知作戰正確概念。另於平日透過莒光園地課程，培養官兵

軍人武德觀念。

（二）結合各部會、地方、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各級學校及社會團體，定

期策辦多元教育活動，運用社群媒體製播節目，並不定期辦理國防

通識教育民間師資培訓課程，結合民間教學資源協助全民國防教育。

（三）於新兵入伍訓練期間及各部隊基地進訓前，完成戰場心理抗壓模擬

訓練，藉仿真場景及科學評鑑方法，使官兵實際體驗戰場臨戰壓力，

增強實戰心理素質。

精神戰力與士氣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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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心輔與衛教資源

（一）擬訂「國軍心理健康照護方案」，將基層領導幹部、各級心輔人員

與國軍精神醫療單位納入心理輔導體系，橫向鏈結社會輔導資源及

家庭支持系統，提供官兵多元輔導及自主求助管道。

（二）充實國軍心輔人力，招聘民間心理或社工師等具國家證照專業人

員，結合國軍醫院落實自殺防治衛生教育及通報，深入關懷國軍人

員心緒狀況，及時提供個人心輔協助。

三、掌握資訊優勢

（一）運用多元傳播管道及友盟戰略溝通機制，共同應對中共宣傳戰。

（二）針對中共透過人工智慧深偽技術偽造錯誤情資，偽造影片擾亂軍民

士氣、偽造衛星圖片混淆偵察，以及製作爭議訊息等，將應用大數

據及人工智慧技術，判別其目的及手法，進行查證、澄清及溯源追

責，即時提供正確資訊。

（三）任何有關「臺灣投降」的訊息都是錯假訊息。我國面對中共軍事威

脅，國軍將跨部會協力向國際及國內各界傳達我政府與社會堅定抵

抗到底、捍衛國家決心無庸置疑的明確訊息。

（四）採取靈活、精準傳播策略，以人工智慧虛擬主播等方式，提供多國

語言影片內容，加強網路與社群平臺經營，拓展與關鍵意見領袖合

作策略，以多元傳播方式反制中共認知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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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造克敵制勝的軍隊

面對中共文攻武嚇與虛實交織之認知作戰，國軍依中共對臺侵擾類型，

建立跨部會聯繫管道，並整合情監偵能量，即時掌握敵情動態，並與相關單

位分工合作，反制各項侵擾作為。

一、密切掌握臺海情勢，依據「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及「國軍經常戰

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等規範，偵知中共軍艦或公務船舶於我周邊

海域活動時，由海軍及海巡即時相互通報並派遣適切兵力預應。

二、依共軍可能軍事行動，設計各類想定狀況，納入部隊戰備訓練項目，並

由作戰區整合地境內三軍地面部隊、海巡、岸巡、憲、警、情、檢、調、

消、醫等單位，劃定責任區塊，構成整體應變體系，以跨部會力量應對

軍事及非軍事侵擾行動。

三、建構全民防衛作戰法律概念，普及民眾應對灰色地帶侵擾法律意識，藉

多元管道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共破壞國際法規範及慣例之企圖，與友我國

家建立法律事務協調聯繫機制，型塑對我國有利的法律解釋。

四、國軍已完成常設交戰規則（Standing Rules of Engagement, SROE）做

為各級部隊執行任務準則，並持續發展任務型交戰規則（Mission Rules 

of Engagement, MROE），用以律定部隊平時行動及戰時作戰之依據，

確保遵守相關國際法規範。將持續檢討、增訂或修訂平、戰時國軍交戰

規則等相關規定，運用於年度定期演習及不定期應變作為，提供前線部

隊，做為平時應對中共灰帶行動，執行反制作為之明確授權依據。

 

 

應對中共侵擾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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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肆應新的國防挑戰與安全需求，國防部透過最佳化資源配置、導入創新

科技、落實國防自主、運用多元化武獲、引進專業人才及改良部隊管理等作為，

支持國防戰力持續發展。

第四章   
推動國防改革優先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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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基於確保國家安全、政府財政負擔及整體經濟發展考量，妥適編

列預算及配置資源，爭取國防預算穩定成長，並適當運用特別預算，以支應

國軍整體作戰需求。

一、前瞻務實籌編預算

未來以建構不對稱戰力、強化防衛韌性、提升後備戰力及厚植灰色地帶

應處能量為預算投資重點，依計畫期程務實籌編，維持總體國防預算成長。

遵總統宣示，優先編列特別預算，讓國防預算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3%

以上的目標，挹注國防戰力整建。

二、穩健妥適配置資源

依零基預算原則，檢討年度各項施政需求與軍事投資計畫優序，配合重

大軍事投資及機艦國造等重大計畫期程，妥適配置財力資源。另提前推估規

劃主戰裝備零附件採購及保修所需預算，維持武器裝備高戰備能力。

當前無人系統、網路電戰、監偵科技、通訊技術、人工智慧及新概念武

器快速發展與進步，已成為現代戰場上的核心能力，防衛戰力整建須能敏捷、

靈活運用民間技術，以應對急速變化的戰場考驗。

一、關鍵創新技術應用

（一）運用民間優勢技術領域之研發及產製能力，加速國防創新，建立臺

海防衛作戰的不對稱優勢。

（二）成立國防創新小組，優先關注無人系統、反制無人系統、人工智慧

應用、通訊、資安等民間已有相當研發成果之項目，藉產業能量調

預算穩定成長與妥適配置第一節

引進創新技術應用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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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國防改革優先要務

查、商情分析及科技交流等方式，瞭解國內外新興科技應用與趨勢，

納為國軍建軍籌獲依據。

（三）參考北約及美國人工智慧發展相關規定，針對武器研發及運用，訂定

軍用人工智慧應用相關法規與倫理規範，建立負責任、可追蹤、可信

賴及可控制的人工智慧發展原則，確保符合國際通用規範。

二、型塑國防創新生態體系

（一）導入商用成熟科技運用於軍事作戰領域，補助廠商以合理成本將現貨

商品加以改良或強固，以符合戰場運用條件。

（二）擴大釋出國防採購需求予一般民間廠商，鼓勵民間進一步投資與研發。

（三）為提升軍備自主供應能力，透過「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計畫」，藉由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七大「國防科技學研中心」資源統整，委託國內

學研單位各領域專家發展關鍵技術，續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單位

協助科技整合，將研發成果轉移民間，扶植產業能量升級。

國防自主與多元化武獲第三節

國防投資將結合「五大信賴產業」當中的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等

類別，優先投資先進半導體研發及發展人工智慧應用，打造無人機供應鏈及符合

標準之資安環境，帶動內需擴大及產業升級。同時武器籌獲管道保持多元發展，

以兼顧軍事安全與國防自主需求。

一、落實國防自主，打造無人機研製中心

（一）結合國內產、學、研等各界科研成果，與在地優勢產業技術，推展先

進科技研究及武器系統自主研製，逐步提高關鍵模組自製能力，實現

在地供應、自主產製與維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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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當前戰場型態與趨勢，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針對市場上已有

初步應用成果，或技術備便水準（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較成熟之技術項目，以自製武器裝備或關鍵零組件為目標，

提出研發規劃。

（三）配合武器系統研發期程，尋求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前瞻各國軍機發

展趨勢，研製與籌獲符合我空中作戰所需武器裝備，並採長期、分

批策略，獲得海上船艦關鍵技術或裝備，持續落實國機國造、國艦

國造等國防自主目標。

（四）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建立「航太暨無人機產業園區」，執行航太及

無人機廠商進駐，並結合經濟部亞洲無人機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研發

中心，促進無人機與航太產業發展，參與非紅無人機國際供應鏈。

二、多元武獲管道，籌獲優質裝備

依《國防法》第 22 條，國軍武器裝備採購以「自製優先、外購為輔」之

原則，對於短期內國內無法自製或可獲得之武器裝備，則藉由國外現貨市場

商購或軍購方式獲得，以快速形成戰力。另透過多元籌獲途徑，協請美方加

速我接裝訓練，縮短裝備全戰力形成期程。

三、善用政策工具推動國防產業升級

（一）運用《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專法，推動合格廠商認證制度，並提供

獎補助資源，助益廠商技術研發，帶動產業升級。

（二）結合國防需求，使合格廠商以可見商機，擴增產能提高國內研發產

製比率，俾國防產業穩定發展，強化供應鏈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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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持續完善人才招募、人員考核、幹部訓練、官兵留營等作為，滿足

部隊戰訓本務及武器操作維保等人力需求。

一、前瞻未來專業需求，擴大人力資源儲備

（一）培養國軍對現代化新興科技發展趨勢及戰爭型態演變之認識，研

擬開設人工智慧、無人載具、通訊與網路戰等相關領域課程，並

派遣人員出國進修學習先進科技學能，建立在職訓練與專業認證

制度。

（二）鼓勵具理工學資背景人員申請赴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學習新穎

科技學能，並同步由國防部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辦理國軍具理

工學資人員招考，藉由實務經驗累積，培育成為優秀科技幹部。

二、重視在職培訓與待遇，爭取人才長留久用

（一）以人性化管理為出發點，檢討部隊管理方式，並持續調修志願役

加給、戰鬥加給等各項待遇，提高官兵留營續服及再入營服務之

誘因。

（二）具國外軍校學資人員返國後，優先歷練各階主官（管）職務，及

調任外事連絡官等專業職務，依專長向上逐階發展。

（三）精進官兵在職訓練，鼓勵官兵公餘進修，獲取學位或證照，充實

本職學能。

（四）對新進官兵採循序漸進、由簡入繁方式賦予任務，協助融入部隊

生活。

專業人才培育與留用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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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優質公務人員、提升文官專業知能

（一）為增進軍文關係及交織教育成效，依軍事專業領域，規劃本部公務

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提升文官國防事務知能；並持續擇優薦送中高

階公務人員參加軍事深造教育在職班，結合文官陞遷制度，以培植

具軍事專業職能之國防文官。

（二）配合國家推動雙語政策，開辦英 / 外語研習班及提供各項培訓管道，

厚植公務人員英 / 外語專長，以強化在職競爭力。

（三）為鼓勵公務人員長留久用，公開表揚久任且獲晉升人員，並以申請

公職考試分發、積極遴補部外機關現職公務人員等多元方式，提升

公務人員進用率。

為維護並傳承國軍重榮譽、守法紀與貫徹命令等優良組織文化，同時兼

顧新時代的領導統御需求，國軍務實檢視組織結構、管理文化及訓練方式，

以強化組織效能。

一、活化軍紀教育、保障官兵權益

（一）推動《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及《陸海空軍懲罰法》相關子法之法

制作業，保障軍人公法爭議救濟權利，並兼顧國軍部隊紀律維護。

（二）符合法規前提下，減輕形式管理行政事務負荷，培養官兵自主管理

責任感。

（三）持續執行營舍整建與新建專案，採集中預算、重點整修方式，設置

完善住宿空間、辦公大樓、休閒運動及職務宿舍等服務設施，改善

官兵住用品質。

現代化部隊管理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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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國防改革優先要務

（四）配合政府托育公共化及完善幼兒照顧環境之政策，委託非營利法人

辦理招生營運及管理，滿足官兵托育需求。

二、策進督察效能、落實風險管理

（一）將預防為先之觀念融入各級單位日常作業及決策運作，提升國軍風

險管理意識，並採取預防性督察工作，消弭潛在危安風險。

（二）汲取民間飛航公司經驗與學術新知，納入國軍飛航安全政策制訂與

管理工作參據，建立軍種間交流管道，相互觀摩管理實務，增進危

安管理。

三、落實廉能國防、型塑廉潔軍風

推動國軍廉潔教育，策辦專業師資培訓及增能研習，強化辨識廉政風險，

採行預警防制作為。結合公、私部門建構合作網絡平臺，交流廉政運作機制，

爭取「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佳績，彰顯國軍廉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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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造強有力的民主社會，守護國家安全，我國於 113 年 6 月 19 日在總

統府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進行全方位盤整，提出對策。國軍為落

實此理念，參考歐美民主國家作法，建立跨部會軍民整合協調機制，支援災害

防救與軍事作戰，並透過實際演練，驗證動員機制與應變能力。

第五章   
全民防衛動員支援持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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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各項動員階段準備工作，持續配合與各部會

及地方執行全民防衛資源整合與演練，推展民防教育與應變訓練，以利平戰

快速轉換，發揮全民總力。

一、增強全民防衛力量

（一）研判敵明顯犯臺徵候時，將立即發布演習命令，召集三軍後備軍人，

配合各作戰區演習指導，編實常備部隊及擴編後備部隊編組，先期完

成各項作戰人、物力整備工作。

（二）依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機制，透過各部會、地方政府動員會報及各

級動員準備計畫，配合人、物力動員能量調查暨編管資訊整合系統

建置、人員訓練及演習驗證等整備工作，維持戰時公務機關緊急應

變能力及滿足民生基本需求。

（三）藉與各部會合署辦公及跨部會協調，強化民力訓練與運用、戰略物

資盤點、社福醫療整備及通訊網路安全等作為；並尋求與理念相近

國家交流，汲取經驗，修訂後備動員相關政策。

二、協力培訓民防能量

（一）平時由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列管轄內民力，編組民防團隊執行民

防工作；緊急應變時期，由國防部協調地方聯合應變指揮管制中

心，統一調度與運用民力，協助國軍執行防衛任務。

（二）於常備兵役訓練加入民防課程，使役男習得自救互助技能，退伍返

鄉後持續協助保鄉保土。

精進動員機制與民防能量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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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民防衛動員支援持續作戰

國防部依國安會、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及行政院指導，擔任機制運作

幕僚作業之一環，配合每季召開會議，由全動署指派專人管制及協力推動五

大主軸行動方案，以提升中央與地方政府災害因應量能。同時透過整合城鎮

韌性（全民防衛動員、防空）演習與應變計畫，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共同執

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建立有效資源調度與應變機制，確保戰時軍民協同行

動效能。

一、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一）針對攸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社會運作維持、經濟民生之基礎設

施與資產，依據行政院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清單，權衡整體防衛作戰

規劃及兵力派遣裕度等要素，納入國軍防護規劃，維持關鍵基礎設

施運作及復原能力。

（二）戰時與地方政府、警、消、調、民防團隊、特種防護團等單位，共

同執行危機處理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於平時結合國軍重要戰演訓

任務，配合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指導，進行狀況演練及安全防護

作為驗證。

二、統合軍民合作防衛機制

（一）定期舉行城鎮韌性演習及自強演習等演練，驗證地方政府動員準備

及應變效能。

（二）重點科目置於戰時災害指揮管制、警報發放、疏散避難、戰災搶救、

救濟站、配售站、急救站開設，民生物資供應、緊急生產等人力、

物力動員品項，磨練地方政府各項臨災應處作為，適時更新編管資

料庫，結合民、物力支援軍事行動。

跨部會協力合作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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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應複合式天災與戰時重大災損，國軍協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預先

規劃軍民醫療體系整合與緊急應變機制，並儲備戰時醫療處置能量，協力應

處戰災防救任務。

一、戰災安全防護應變

（一）各作戰區與縣市政府透過聯合應變指揮管制中心，建立聯繫及合作

平臺，掌握及協調急救責任醫院醫療與傷患收治量能，並依軍需工

業動員生產合約，於戰時啟動藥品醫材生產轉換作業，徵購戰備藥

品醫材。

（二）運用漢光演習，透過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模擬各項聯合機制運作。

各級部隊平時針對負責之災防分區，完成災防兵要調查、救災兵力

與裝備整備等工作，預見災害發生，立即派遣連絡官並預置兵力。

（三）國內發生重大災害或災情需長期支援時，若可投入之常備部隊兵力

不足，運用參加年度教召之後備部隊適時支援，由各作戰區指揮部

統一管制運用，並藉教召訓練時機，加強災害防救實務訓練。

戰災防護與救助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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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民防衛動員支援持續作戰

二、廣儲戰傷救護能量

（一）參酌美方戰傷救護訓練經驗，建置國軍前進外科小組，戰時結合二

級衛勤部隊開設，讓重傷、無法立即後送之傷患，藉由復甦及手術

治療，穩定生命徵象，待命後送。

（二）建立戰傷救護訓練機制，各軍種及作戰區設置戰傷救護訓練專責機

構，訓練官兵於敵火下環境進行戰傷自救或互救。 

（三）各作戰區國軍醫院擴增燒傷暨加護病床與人工真皮、囤儲戰備藥品

與擴充血品庫儲空間，供應部隊戰時醫療需求。

（四）持續辦理軍、公、民營醫療整合演練，提升衛勤部隊戰傷醫療處置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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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印太區域的戰略挑戰，我國堅守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深化對友盟國家

安全交流與合作，扮演國際產業供應鏈關鍵角色，倡議區域聯防機制，與民主

友盟緊密合作，集合民主陣營力量集體嚇阻中共，遏止其發動戰爭，共同應對

地緣政治風險。

第六章   
鏈結區域強化集體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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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我國重要戰略夥伴，與我軍事交流合作密切，協助我國提升自我

防衛能力。國軍將在既有合作基礎上，持續維繫臺美溝通管道，推進多領域、

多層次的防衛安全戰略合作，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一、雙邊互動合作

（一）臺美在《臺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規範下，近年擴大各領域交

流並深化相關合作，確保有效嚇阻敵軍，未來規劃在高層戰略及國

安政策對話互訪、觀摩操演、情資分享、作戰議題研討、聯合兵推、

軍備科研及國防產業合作等方面，逐步拓展及深化合作。

（二）在臺美既有軍事交流架構與機制下，說明我施政立場及國防自主政

策，優先尋求雙邊在軍事作戰互通性、國防產業及後備動員等領域

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新型態威脅與挑戰。

二、戰略溝通促進互信

深耕與美相關政策會談與戰略溝通，針對我國防科研、網路安全、作戰

訓練實務經驗等項目擴展交流合作，協助我提升整體情監偵、遠距精準打擊

及戰場指管等防衛能力，鞏固雙方安全夥伴關係。

深化臺美軍事交流合作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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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鏈結區域強化集體嚇阻

臺灣地緣戰略角色在近年獲國際社會高度重視，中華民國做為區域內負

責任的成員，將善用國際民主社群友我契機，團結區域及全球理念相近國家，

形塑多邊安全網絡，共同應對潛在威脅與風險，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與生活

方式。

一、擴大國際友盟交流

（一）增進與友盟在情報分享、科研合作、資安防護、反制灰色地帶行動

與認知戰威脅等領域的安全交流互動，共同建構區域防衛機制。

（二）國防部及國防安全研究院透過與國外智庫交流互訪，及參與國際論

壇等方式，拓展與各國學術及政策對話。藉增進與國際社會的戰略

溝通與互動連結，爭取持續關注與支持臺海安全。

二、建構友我安全力量

推動與共享戰略利益的理念相近國家密切合作，透過人員互訪、議題研

討、技術交流及軍事援助等各類方式，維繫國防軍事合作，尋求建立國際聯

防，發揮集體安全與嚇阻功效。

拓展友盟安全夥伴關係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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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引進創新科技、提高產能及建立多元化供應管道，降低依賴單一生產

來源的關鍵零組件，建立國防產業自主性。持續深化與友盟及戰略夥伴的產

業鏈連結，打造更穩固且具彈性的國防供應體系，應對複雜多變的安全挑戰。

一、鞏固國防供應安全

（一） 建立國防產業廠商之分級評鑑與安全查核規範，並依列管軍品等級

實施國防安全管控。針對列管軍品合格廠商進行安全查核，排除陸

資廠商及人員，確保廠房設備安全及避免機敏資訊外洩。

（二） 建立友盟供應鏈合作基礎，俾利優先交付關鍵軍備及國防物資，以

加速軍購獲裝。

二、推動國際軍備合作

（一） 依《國防產業發展條例》，鼓勵國內廠商獲得國外原廠授權及技術

移轉，驅動國防產業成長動能，俾利國內技術量能提升；積極參與

國際間國防產業供應鏈，藉以彰顯我國戰略價值，同時爭取並強化

友盟國家交流合作，建立區域夥伴關係。

（二） 協助國防產業與國際連結，爭取與友盟合作擴大工業基礎能力與產

能，促進國防創新及資訊共享，減少合作障礙。參與國際合作，與

民主夥伴國家共同建構更安全、韌性的非紅供應鏈。

接軌供應鏈安全體系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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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觀當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我國將持續面對整體戰略環境帶來的多

樣化挑戰及來自中共與日俱增的安全威脅。唯有秉持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

信念，持續強化建軍備戰，提升國防實力，並與理念相近友盟合作，才能發

揮嚇阻力量，將危機化為轉機。

國防部將積極擘劃國防施政革新，穩定調增國防預算，並持續推動戰力

整建、強化訓練及落實全民防衛整備等工作。

前瞻未來，我國防工作重點，將依建軍備戰整體規劃，著眼於提升部隊

作戰韌性、精實後備戰力與善用創新科技增進我防衛優勢，同時完善軍民整

合機制，以有效應處灰色地帶行動威脅，並嚇阻敵人進犯。

隨著國防挑戰與戰爭型態快速變化，全民的支持與共同努力，是維繫國

防安全不可或缺的關鍵，透過軍民攜手合作，進行全方位的整備，建構具高

應變能力的全社會防衛韌性，體現「守護國家，人人有責」的精神，為臺海

及區域的永續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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