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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各警察機關建制警力有限，且須負責轄區內一般治安事故之防處，若轄內發生重大聚眾活動或緊急、突發事故時，均申

請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支援，故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能否有效發揮其功能，將直接影響治安工作之推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

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人力資源運用之情形，除探討其制度、人力運用及管理的現況暨瞭解建制常任機動保安警力與警察役

機動保安警力的差異情形外，並分析目前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所遭遇的困境、發生原因及因應措施，以作為未來研修警察

役機動保安警力制度之參考。 本研究係以需用機關、服勤單位、使用單位之主官（管）及業務相關人員暨現役役男等四類

人員為研究對象，並以檔案文件分析及深入訪談為工具進行研究，茲將其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長

期進用人數不足，影響警力之調派、運用。 二、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役男素質低落，不符警察役之優先甄選標準，無法勝

任警察工作。 三、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役男未具司法警察人員身分，依法僅得擔任輔助性工作，人力運用受限制。 四、

使用單位、管理幹部、役男家長及役男等均有認知上的差距，以致造成其執勤時不能發揮預期效果。 五、警察役機動保安

警力役男經驗不足，缺乏專業智能，且役期太短無法累積經驗，致無法充分發揮協助警察功能。 六、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

役男與建制常任機動保安警力在團體認同感、教育訓練、生活管理及勤務紀律等各個構面，均有顯著的差異。 研究者嗣依

上述研究結論，對警察役機動保安警力需用機關等提出相關建議，將有助於達到增進政府公共行政能力、提高人力資源有

效運用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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