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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有人類以來，即有戰爭。戰爭的工具，由拳頭、石頭、刀箭衍生到今日以

資訊為主的高科技戰爭；戰爭的對象，也由氏族、城邦衍生到國與國，或集團

間的戰爭；戰爭的範圍，更由村落衍生到地區或全球；戰爭的空間，由陸地、

海洋延伸到水下或太空。戰爭的時間，由數年、數月縮減到數日。戰爭的動機，

則由掠奪財物、土地衍生到國家權力擴張，或能源爭奪與環保議題；戰爭人力

的徴集，亦由貴族、僱傭衍生到全體國民。在在顯示出戰爭的演進歷程，於人

類經驗傳承與科技發展下，對戰爭標的之時、空、力掌控已達無遠弗屆及透明

化的境界。 

惟國家徵用民力，從事武裝行為的兵役法律，雖然最早可追溯至古巴比倫

的漢摩拉比法典。法典的第 26～41條，明確的規定以土地換兵役的民兵，必須

承擔隨時聽候徵召參軍打戰的義務；1相較而言，我國的夏朝時期也有類似的規

定。但就徵集人力的屬性而言，也僅限於當時有產的貴族與農民成年男子，擔

負保國衛民的責任。至於，以國家名義全面性徵集國人參與戰爭的兵役法律，

則為近代法國革命，為了驅逐以英國為首的反法聯軍於 1793 年 8月 23日公布

「全國總動員法令」的 5 年後（1798 年）法國始推出人類第一部「徵兵法」，

規定不分種族，不分貴賤，凡 20～25歲得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服役期

限 6 年，役滿轉服預備役的普遍義務兵役制。接續此一法令由於法國成功的擊

退反法聯軍，遂為歐洲各國紛紛競相模仿採用而影響至今。 

不過，各國由於國際關係的合縱連橫、戰爭型態的演變、國家安全的需要、

國家利益的追求、國家資源的有限與人民權利的伸張，兵役制度經歷了前一章

節所述的徵兵制、徵兵制與募兵制併用及朝著職業化的募兵制發展的三個階

段。然而，徵兵制與募兵制究竟何者為優？何者為劣？從古至今尚無定論。但

對於當前我國兵役制度由義務兵、志願兵與替代役併用制到民國 102 年實施單

                                                 
1張羽，《戰爭動員發展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 年 1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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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兵制的發展，2本研究依據前面各章節的論述，有以下的發現與心得，提供

相關單位參考。 

壹、研究發現與心得 

一、財政收支惡化 

    近年來政府為了經濟發展，積極推動各項重大公共建設，吸引民間投資，

帶動總體經濟成長，但在景氣低迷及各項賦稅減免政策影響下，政府財政債務

負擔日趨沉重。依據財政部資料顯示，91 年度赤字占歲出之比重增加為 18.3％

占 GDP之比率亦達 3％，92 年度赤字占歲出及 GDP之比率略降為 17.4％及 2.8

％，中央政府債務累計未償餘額 91 年及 92 年底分別升高至 2 兆 8,984 億及 3

兆 1,445 億元各占 GDP 之 29.77％及 31.38％。3另立法委員蘇盈貴先生引用行

政院主計處公佈資料指出，今年僅中央政府債務部份就高達 3兆 6千億元，94

年則高達 3兆 9千億元，若含潛在債務今年約為 12兆元，平均每人負擔債務為

52萬元。4顯見政府預算赤字之嚴重，已面臨著未來財政收支可能惡化的危機。 

    基此，我國國防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及國民生產毛額比率也逐年的降低

（如圖 4-1 與表 4-5 所示）。國防預算歷年之編列，含括軍事投資、作業維持

與人員維持等三類（如表 7-1）。5 

 
 
 
 
 
 
 

                                                 
2聯合報，民國 93 年 11月 15日，A2版。  
3張秀蓮，（當前我國財政分析與財政改革展望），《當代會計》，第 4卷，第 1期，民國 92 年 5
月，頁 103。  

4聯合報，民國 93 年 10月 9日，A15版。 
5韋端，《國家資源與國防資源分配與運用》，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國政研究報告，

民國 90年 12 月 7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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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國軍歷年國防主管預算〈主管機關別〉內容結構 

 

資料來源：韋端，《國家資源與國防資源分配與運用》，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國政研究報告，民國 90 年 12月 7日，頁 6。 

    依據韋端先生前述資料顯示，國軍人員維持費的比率從民國 80 年起至

民國 91 年（34.9％～54％），已成逐年上升趨勢，且嚴重壓縮、排擠軍事投資

（45.8％～21.5％）與作業維持（19.4％～20.7％）費的需求，不利國軍先進軍

備採購與武器、裝備、設施保修，維持基本戰力的建軍備戰工作。因此，國防

部有鑑於此，考量中共對我威脅與未來戰爭型態需要，乃針對國軍組織、編裝

進行改造工程，以裁撤無效兵力作為首要工作。是以，從精實案到精進案，國

軍兵力由 45萬人精簡至 27萬人，其主要目的在於降低人員維持費，提升軍事

投資與作業維持費，做好增長戰力的建軍備戰工作，而非推展募兵制所設計。

因為四年後雖然精減了 10 萬兵力，但實施徵、募兵制低比率 55％：45％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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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又要增加人員維持費新台幣 1百餘億元（不含爾後退撫費用）。6所以，

在國家財政收支及國防預算合理分配改進前，募兵制將賡續是國防政策推展的

理想與目標。 

二、民意的「不願意」 

台灣地狹人稠，自然資源有限，政府於民國 50 年代即開始正視人口問題的

嚴重性，並積極推展人口政策各項措施。然而，目前又面臨獨子漸多、性別失

衡、人口老化、人口分布不均、勞力缺乏與家庭功能等問題。但也產生時下用

以指稱 30歲以下的新世代的『新人類』族群，進入軍中服役與社會就職所造成

的衝擊。一般而言，該等人員具有活力、創意與冒險的精神，不過在當今社會

繁榮、家庭經濟富裕之際，則有承壓低、好逸惡勞、不易滿足，好高騖遠、現

實與功利主義的傾向。 

因此，該等役齡人員進入軍中服役，在被動不願意、絕對服從、缺乏個人

隱私、團體優先、任務導向、作息固定與異性感情生變及生涯規劃等因素衝擊

下而適應不良。7不但造成軍方管教及訓練困擾與人力、物力資源浪費問題，同

也導致軍民的對立與不信任。是以，家屬常常運用役男發生事故時，透過廣播

媒體、報章雜誌、人民團體與各級民代等方式，反映對軍方處理事件的不滿與

改進兵役的建議。職是之故，國防部在資訊發達、處理透明化、維護人民權益、

世界各國兵役發展趨勢與確保戰力無損考量下，配合內政部從民國 70 年起，首

先針對義務役役期由原先的 3 年逐步減縮至目前的 1 年 10 個月，未來並朝向

10個月目標實施。其次，針對心生理狀態與宗教信仰，不適合服行義務役的役

男實施替代役與國防役，以符兵役的公平性。再次，規劃未來實施單一的募兵

制，以完成兵役制度的改革。 

由前述顯示，民意的反映確實是驅動兵役制度改革的主因。然而，不容諱

言的是在兩國論之前，海峽兩岸的關係雖有敵意，但交往熱絡，尚稱良好。因

                                                 
6聯合報，民國 93年 11 月 15 日，A2 版。  
7孫敏華、許如亨，《軍事心理學》（台北：心理，民國 91年 11 月），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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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府在此基礎及役齡男子超出入伍員額前提下，逐漸精簡兵力，減縮役期，

以反應對民意的重視。惟當前海峽兩岸關係互信不足，爭議不斷，加以中共近

來軍費不斷增加及軍備更新之際，日本新版防衛報告書中特別提及：「未來不能

否定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8另新加坡總理李顯龍先生於 11 月 20 日亞

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領袖會議演說時指出：亞洲可能的三個可能衝突點

為北韓、喀什米爾、台灣海峽，其中又以台海局勢「最危險」。9因此，目前推

展三階段的募兵制與役期縮短，似乎與國家生存發展目標相互衝突矛盾。 

三、組織改造工程 

後冷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國家，藉著入侵科威特與反恐事由，

以強大、有效率的軍力，分別針對伊拉克及阿富汗用兵，並在極短時間內摧毀

該等國家有形戰力獲至輝煌的成果。10尤其是波灣戰爭後，各國國防事務與軍

事專家凜於美國軍方在越戰陰霾下進行軍事事務革命，成功的改造美軍組織編

裝、作戰準則與精密武器研發、製造，為下一場戰爭型態而建軍備戰，才得以

雷霆萬鈞之勢，擊潰號稱擁有 100萬兵力的伊拉克軍隊。是以，各國有鑑於此，

紛紛著手於本國軍事事務的改革工作，以因應未來戰爭需要。 

基此，國軍也於民國 81 年提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略取向，

積極精簡人力，調整兵力結構，建立一支以防禦為主的「量小、質精、戰力強」

新一代兵力。復於精實案後，新一代兵力及武器裝備逐步獲得更新，已具

有「主動」戰略條件，遂行反制作戰能力，乃將「防衛固守、有效嚇阻」

之戰略構想，調整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期建立一支適當的有效嚇

阻（攻勢）武力，殲敵於境外。因此，國防部根據軍事戰略目標的更迭、國

                                                 
8中國時報，民國 93 年 10月 5日，A12版。  
9聯合報，民國 93 年 11月 21日，A3版。  
10波灣戰爭，作戰全程：1991.1.17～1991.2.28共 41天；美阿戰爭，作戰全程：2001.10.7～2001.12. 
中旬，共 2個月；美伊戰爭，作戰全程：2003.3.20～2003.4.15共 27天。參閱國防部史政編譯

室譯，（兩次波灣戰爭比較），《國防譯粹》（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年 4 月）第 30

卷，第 4期，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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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預算的緊縮、國家經濟發展與民意輿論的反映，大幅修訂國防組織，縮減

指揮層級，裁減無效兵力，期透過採購高精密武器裝備，建立一支機動、彈

性、反應快、戦力強且能遂行聯合作戰或聯盟作戰，殲敵於境外的勁旅。 

由前顯示，國軍組織改造工程雖然已依進度次第實施，亦似乎是朝向精兵

主義的募兵制發展，並深受國人肯定。惟長期備戰的思維引領下，目前的作為

似乎是只是準備打上一場戰爭的建軍備戰工作，無法確保台澎金馬的安全。因

此，美國華盛頓郵報於 2001 年 4月 25日報導，美軍評估小組在台灣嘉義空軍

基地考察後，普遍認為軍中士氣不高、訓練不足、軍紀渙散，原以為會在台看

到以色列式軍隊，沒想到卻是巴拿馬式軍隊，加以武器採購弊端叢生、領導無

方、陸軍影響力超過海空軍、整合世界各地武器問題等等，在在都是台灣軍隊

的困境。11同時近年來美國主管國防事務官員，也一再質疑國人防衛國家的作

戰意志與決心。深究其因，國軍組織改造工程雖然符合未來戰爭趨勢，但仍然

陷於裁員優先～量的思維，忽略了精神戰力～質的培養，因而在訓練上，以人

性為導向，過於重視民意及輿論帶給國軍有形、無形的傷害，以致降低訓練

條件，影響國軍基本戰力的維持；另兵役制度方面也欠缺徵募轉型期間相關配

套措施，導致幹部「訓練疲乏、無所適從」，役男「心不在營，渾渾噩噩」，不

利凝聚國軍應有戰力的發揮。 

四、是徵兵或募兵 

    中國的兵役制度從漢代、唐代即實施全民皆兵的兵農合一制。依照現代的

說法就是社會經濟與國防武裝的相結合，但兩者之間仍有其差異性，漢代實施

的是兵農合一，寓兵於農的制度；唐代實施兵農合一，寓農於兵的制度。服兵

役者均為有土地，志願當兵，且經政府挑選許可者。因此，當兵在當時而言，

是有地位且榮譽之事。惟宋朝國力衰弱，在防禦性軍事戰略目標運作下，逆勢

操作採取募兵制，服役期限至 60歲除役，然此一舉措卻使的當兵者不思進取，

                                                 
11呂昭隆，美專家考察我國軍觀感：以為像以色列 ，結果像巴拿馬。中國時報，民國 90年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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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逸惡勞，老的不退，再招新的，因而養成兵驕卒悍、紀律渙散，部隊越養越

多，政府財力吃緊，為了防範政變，採取提高文官地位、壓抑武官地位的尚文

輕武政策，至此「好鐵不打釘，好男不當兵」與「秀才遇到兵有理說不清」的

俗語流傳至今，而影響後世男子當兵的意願。由此可見中國人於宋代以後普遍

認為軍人是沒有地位、沒有素質的代名詞。12因此，綜前所言，唐朝實施寓兵

於農的徵兵制，建立了雄厚的軍事力量，惟開元年間，由於昇平日久，武備廢

馳，改以募兵制代替，而給予安祿山可乘之機，加速唐朝之衰亡13；另宋代採

取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國策，實施募兵制，不過素質低劣，冗官充斥，兵將

分離，地方力弱，使得邊疆不保，終為外族所滅。14 

    基此等等歷史殷鑑，我國未來兵役制度是徵兵？是募兵？還是徵募混合？

本研究依據前述財政收支惡化、民意的不願意及組織改造工程等心得發現，再

加上前一章節有關兵役制度對政治、經濟、軍事發展影響等因素，與我國當前

國家認同分歧，美國一再宣示兩岸不得片面改變現狀及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前提，將各類型兵役制度優劣評量分析，區分為兩岸關係穩定良好與兩岸關係

持續惡化兩種選項（如表 7-2，7-3）。 

 

 

 

 

 

 

                                                 
12錢穆，《中國政治歷代得失》（台北，東大，民國 82年 9 月），頁 25-92。 
13唐代兵制，http://chist.yy2.edu.hk/cert-B-tongso.htm 
14宋代兵制，http://chist.yy2.edu.hk/cert-B-sungs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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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各類型兵役制度優劣評量分析（兩岸關係穩定良好） 

            類  型 
項     目  

徵 兵 制 募 兵 制 徵 募 混 合 制 

正 當 性 支 配 ＋ ＋＋＋ ＋＋ 

流 通 性 管 道 ＋ ＋＋＋ ＋＋ 

兵 役 法 適 法 性 ＋ ＋＋＋ ＋＋ 

國 家 認 同 ＋＋＋ ＋＋＋ ＋＋＋ 

作 戰 意 志 ＋＋＋ ＋＋＋ ＋＋＋ 

失 業 率 ＋ ＋＋＋ ＋＋ 

成 本 效 益 ＋ ＋＋＋ ＋＋ 

財 政 支 出 ＋＋＋ ＋ ＋＋ 

軍 隊 屬 性 

（※攻勢或＊守勢） 

※＋ 

＊＋＋＋ 

※＋＋＋ 

＊＋ 

※＋＋ 

＊＋＋ 

動 員 能 力 ＋＋＋ ＋ ＋＋ 

作 戰 能 力 ＋＋＋ ＋＋＋ ＋＋＋ 

兵 力 需 求 

（※傳統或＊高科技） 

※＋＋＋ 

＊＋ 

※＋ 

＊＋＋＋ 

※＋＋ 

＊＋＋ 

兵 員 素 質 

（高技術、多專長） 
＋ ＋＋＋ ＋＋ 

社 會 工 程 

（ 公 民 素 養 ） 
＋＋＋ ＋ ＋＋ 

文 人 統 制 

（ 軍 文 關 係 ） 
＋＋＋ ＋ ＋＋ 

軍 方 籓 籬 

（特殊階級、文化） 
＋＋＋ ＋ ＋＋ 

附 記 ＋＋＋：優       ＋＋：中          ＋：劣 

小 結 此一選項以募兵制為優，徵募混合次之，徵兵制再次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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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各類型兵役制度優劣評量分析（兩岸關係持續惡化） 

            類  型 
項     目  

徵 兵 制 募 兵 制 徵 募 混 合 制

正 當 性 支 配 ＋ ＋＋＋ ＋＋ 
流 通 性 管 道 ＋ ＋＋＋ ＋＋ 
兵 役 法 適 法 性 ＋ ＋＋＋ ＋＋ 
國 家 認 同 ＋ ＋＋＋ ＋＋ 
作 戰 意 志 ＋ ＋ ＋ 
失 業 率 ＋ ＋＋＋ ＋＋ 
成 本 效 益 ＋ ＋＋＋ ＋＋ 
財 政 支 出 ＋＋＋ ＋ ＋＋ 
軍 隊 屬 性 
（※攻勢或＊守勢） 

※＋ 
＊＋＋＋ 

※＋＋＋ 
＊＋ 

※＋＋ 
＊＋＋ 

動 員 能 力 ＋＋＋ ＋ ＋＋ 
作 戰 能 力 ＋ ＋＋＋ ＋＋ 
兵 力 需 求 
（※傳統或＊高科技） 

※＋＋＋ 
＊＋ 

※＋ 
＊＋＋＋ 

※＋＋ 
＊＋＋ 

兵 員 素 質 
（高技術、多專長） 

＋ ＋＋＋ ＋＋ 

社 會 工 程 
（ 公 民 素 養 ） 

＋＋＋ ＋ ＋＋ 

文 人 統 制 
（ 軍 文 關 係 ） 

＋＋＋ ＋ ＋＋ 

軍 方 籓 籬 
（特殊階級、文化） 

＋＋＋ ＋ ＋＋ 

備 考 ＋＋＋：優       ＋＋：中          ＋：劣 

小 結 此一選項以徵兵制為優，徵募混合次之，募兵制再次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繪製 

依據表 7-2、7-3小結顯示，我國募兵制與徵兵制的採用，主要取決於國家
政治目標的確定與否，也就是維持現狀或獨立建國。同時本研究第二章，表 2-4
～2-5 也顯示，當前世界各國實施募兵制者均為國家定位明確，政治安定，且
敵國外患威脅低者，而沒有一個國家在認同分岐，敵人威脅立即又明顯之際，

實施募兵制。因此，目前我國推展募兵制，就理論與國家發展而言，是符合世

界和平發展趨勢與未來戰爭型態需求，但實際上是否已考量到中共立即又明顯

的威脅？美、日兩國是否願意協防？國家定位、認同是否分歧？政治是否清明

和諧？人民是否具有捍衛國家的意願？以及軍隊是否勤訓精練樂於犧牲等等主

客觀因素；反之，募兵制的配套措施即使周延可行，但在政治戰略與軍事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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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矛盾衝突下，國軍戰力則將無以為戰，確保國家主權與領土安全。 

貳、政策建議與後續研究 

一、政策建議 

（一）募兵制的部隊具有精兵、攻勢、機動、火力強、高認同、高效益、高技

術及高專長等特性與優點。因此，為後冷戰時期世界各主要國家所採用的

兵役制度。不過對我國當前情勢而言，為了國家生存發展與安全，在國家

認同尚未形成共識，或中共不放棄武力犯台（兩岸建立互信機制除外），

或國人未將服役視為主要職業選項前（由國軍試辦募兵制三個營招募數據

觀之），單一募兵制的實施勢將造成兵力來源不足與戰力空隙，不利國家

安全之確保。因此，暫時不宜實施，而應維持防衛作戰應有的基本兵力需

求。 

（二）依據當前軍事戰略本著「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構想，「於戰爭

伊始，即以海空優勢作為，選擇有利海、空域，逐次阻殲來犯敵軍，

確保國土安全。」內涵與合理調整、分配、運用國防預算（軍事投資、

作業維持與人員維持費用）精神，我國當前兵役應該採取「徵兵為主，募

兵為輔」之制度為宜。但為了國家經濟發展與確保人民權益，可以在不影

響基本戰力維持與國家安全前提下適度調降低徵兵人數與縮短役期，修改

單一徵兵制朝向徵募混合制發展。簡言之，就是積極運用豐沛的後備人力

資源，蓄養戰爭潛力，協力災害救援，遂行非戰鬥任務，以減輕野戰部隊

平時非戰鬥任務的遂行，專責戰備與訓練工作，提升國軍嚇阻戰力。但募

兵對象僅限於軍官、士官與高技術、高專長部隊士兵（如飛行、飛彈、防

砲、裝甲、砲兵、空降、兩棲、海面艦與潛艦等）；其餘部隊之徵兵役男

在熟練基本戰力前提，縮短役期為 1 年，退役後依法列管，以為戰時動員

之需。 

貳、後續研究： 

    本論文研究係以國家安全前提，探討政治戰略、軍事戰略與社會現象三者

之間互動為重點。惟篇幅有限，對於單一徵兵制進入徵募混合制，及徵募混合

制進入單一募兵制，衍生的問題（如軍隊屬性、任務、動員…等）與相關配套
措施，尚待繼續蒐集國內外理論與實務資料後，賡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