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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政府提出民營化施政方針，軍工廠「國有民營」構思於1999年由當時的國防部長唐飛提出，國軍研發、生產、維修機

構轉型為「國有民營」的構想相繼成熟。接著，國防部將此項工作區分為四個階段推動：1.研究階段2.規劃試行階段3.局部

轉型階段4.政策檢討階段等。當時，國防部選定評估國軍軍工廠民營對象：包括中科院、陸、海、空軍、聯勤總部共計34

個單位，其中評定出17個軍工廠，擬在幾年內移轉民營，以配合民間產業的經濟發展。最後以聯勤000廠及空軍第X後勤指

揮部優先試行。而後，經航太小組建議：X指部軍工廠「國有民營」移轉標的僅選擇所轄之：飛機修理廠等五個單位，委

託民間經營，期跨出軍機及系統附件廠級專業修護能量移轉民營、根植民間、建立自主國防之目標。 軍職受委任用制度設

計是全案推展順遂主要關鍵，本研究係以三個面向進行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工作權益保障研究，以訪談大綱為主軸，選擇關

鍵的專家學者、軍方幕僚、廠商經理以及五個移轉單位63位選擇軍職受委任用人員，進行深度及焦點團體訪談，經收集資

料、彙整逐字稿、研究分析後發現88項重要事項，再經合併歸納以4個構面提出8項結論：（1）軍職受委任用制度設計之

獨特；（2）軍職受委任用制度設計之良善美意；（3）配套法令不足，致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工作權益未獲保障；（4）「

管理辦法」之立意與執行出現落差；（5）高階與基層對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工作權益認知不一；（6）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對

工作權益保障之疑慮續存；（7）選擇軍職受委任用人員之心態調整；（8）得標廠商對軍職受委任用人員應作整備。 依據

結論提出17項建議，分別為15項具體改善、2項後續研究建議供軍方參考，以保障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工作權益。 一、具體

改善建議： 1.增修訂「管理辦法」第33條第3款，明訂軍職借調三年任期，結合軍士官任職條列第29條借調規定。 2.建議

「管理辦法」第33條中增訂規定，使軍職與非軍職人員享有公平一致之工作權益保障，退伍移轉獲得廠商依法僱用保障。

3.人員編制列計空軍維持員額，造成的工作權益損失，增修訂條文規範，以符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工作權益不受損失之立法

原意。 4.建議訂定指職軍士官人員留營延役特許條款，授權軍種：「配合採購案進度，彈性進行指職軍士官人員之留營及

延任」。 5.建議訂定獎勵及回軍安置優惠辦法，針對經管委外人員獎勵其授命經管期間執行任務之達成。 6.建議於購案規

劃之初期，即延聘法律及財務顧問，全般掌握委外單位的財務及人員權益等相關問題。 7.設置專責機構，落實民營化後履

約督導、成效稽核、營運指標分析與評估，及對軍職受委任用人員之運用成效提出報告。 8.重新規劃人力需求，尊重個人

意願，以自願委外人力支援合約商，不足人力由合約商自行招募，避免軍方派員經管委外。 9.針對軍職自願受委任用人員

，因其具備軍職身份，仍應享有軍職該有的權益及福利，建議取消自願委外者不經管規定。 10.建立完善資訊機制及宣導

溝通管道，不斷宣導及溝通，穩定人心、降低風險、消弭不滿、解決怨懟，確保人員工作權益。 11.以正面思考，建立自

信及對軍方的信任，相信軍方絕對會以確保軍職受委任用人員之最大權益保障而努力。 12.充份的運用資訊獲得管道、溝

通管道及申訴管道，關心個人權益、整體利益，爭取軍職人員之最大權益。 13.持續觀察及爭取，建請軍方在進行第11次

意願調查前，將上述待澄清事項及問題，一一解決底定，且經得標廠商認可無誤。 14.建議廠商勿視短利、應以中長期利

益發展為考量，明確的訂定及告知軍職受委任用人員之任期及將來的發展，有助其安心工作、穩定發展及職涯規劃。 15.

針對研究結論所提列得標廠商將面對的6項管理問題，廠商應積極規劃，先期擬定相關因應方案。 二、後續研究建議： 1.

軍工廠國有民營軍職受委任用制度設計之研究探討。 2.軍職受委任用人員對制度施行之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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