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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戰車是地面作戰的主戰決勝兵種之一，即使處在核武時代，戰車仍可憑藉其優良的防護力、快速的機動力、與強大的火力

所構建而成的震憾力，對敵形成無與倫比的壓力；所以常能迫使對手國打消發動戰爭的念頭。 今日，由於反裝甲武器的威

力突飛猛進，對戰車造成嚴重的危害，因此戰車在外殼上亦改良為更為堅固的複合與反應式裝甲而使防護力更為強化。共

軍近幾年來在國防科技上急起直追，不讓歐美先進國家專美於前，其最新型坦克均採複合式裝甲，並配備火力更強大

的125公釐火砲，與國軍主力戰車相比較實佔有相當的優勢。但國軍是否因此而顯得全無機會呢？事實並非如此，因共軍

犯台必先橫渡寬闊的台灣海峽，在其正規運輸船具有限的狀況下，初期只能以性能較差的輕型與水陸坦克突擊登陸佔領灘

頭陣地，爾後再掩護主戰新型坦克上岸，故此為國軍能否扭轉不利態勢之契機；其關鍵因素即在戰車戰力是否得以充份發

揮。 與共軍兵員學歷對比，國軍具有顯著的優勢，其意涵為本軍在技術學習上較共軍快且有效，是國軍所能創造戰場優勢

的重大機會。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技術學習理論為基礎，藉對裝甲兵幹部的訪談，從內部與外部學習的探究，分別就

技術學習的廣度與深度採全面與受限型學習者的產出，與技術能力的實體系統、成員的知識與技巧、管理系統、價值觀四

個構面來進行命題推導，結果導出以下命題： 1、技術學習廣度採內外兼顧之全面學習型者（Mx）優於單採內或外部受限

學習型者（My）。 2、技術學習深度採雙圈學習（Nx）之部隊，較採單圈學習（Ny）之部隊的戰車戰力顯著為佳。 3、

技術學習的廣度採全面學習型（Mx），深度採雙圈學習型（Nx）的部隊且能相互配合者，則其戰車戰力較廣度採受限學

習（My）、深度採單圈學習型（Ny）者為佳。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軍在技術學習上並未採全面學習型，因此其效果有限

，雖然部份幹部仍不斷費心尋求建立卓越戰車戰力的途徑，但因學術理論的鮮少提出，故難有突破。綜觀訪談結果分析後

之結論，國軍戰車戰力實有待大力提升，技術能力亦亟需強化，而這些都有賴於技術學習的革新；如其不然後果實極堪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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