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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化高科技武器不斷的推陳出新，以及新的戰術與戰法的革新運籌，已經導致戰爭與戰場環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無

戰不聯」是現代化武裝力量建設的必然趨勢，亦是解除威脅，克敵制勝的鐵律。聯合作戰有賴確保資電優勢戰力、強化聯

合截擊戰力、更新重要武器裝備、組建飛彈防禦體系等相關作為，方能於戰時發揮強大的整體戰力，殲滅進犯敵軍，確保

國家安全，提升國土防衛能力。 近幾年，政府機關及企業採「專案」的型態執行重大任務，顯示出專案確能因應環境變化

提出解決方案，各項事實，明確說明了專案管理在現代化組織中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嘗試以社會學家Blaine Lee

（1997)在「The power principle:Influence with Honor」（中譯「與影響力有約」）的影響力類型－掌控力原則，套用於某

軍重大專案，並運用專案特性、專案績效等理論，進行相關文獻探討，發展專案負責人影響力與專案績效的理論架構。 本

研究結果國軍專案負責人服役年資、階級及學歷均應列為考量因素，個案中服役年資較長，階級及學歷較高者，能掌握專

案各項作業進度，依管制期程執行；再依影響力型態問項中得知，渠等善待別人，言行一致，能以討論的方式來進行問題

研討，並經不斷的學習，以求自我成長，其影響力屬原則型掌控力。 本研究個案中發現，專案負責人以採原則型掌握力最

佳，能獲得正面的內在控制、產生自制力、建立互賴關係、促進主動積極的行為、得到信賴、獲得雙贏的解決之道、達成

合作協議及產生令雙方滿意的長期關係，再加強專業知識、能力、學歷及經歷等，整合建立個人威望，進而影響專案團隊

之行為；而非一昧運用組織所賦予之權力。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法，以某軍重大專案中修（維）護技能提昇、工程及購案

為研究對象，經研究結果推導出以下的命題： 一、原則型掌控力專案負責人，專案整體績效，優於強制型及功利型掌握力

專案負責人。 二、國軍專案特性，傾向經慎密週延計畫及管制，不輕易改變專案特性之要求，較能提昇專案整體績效。 

三、原則型掌控力專案負責人，不受專案特性影響，整體績效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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