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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為彈藥需求量大增，當時軍工廠產能受限無法滿足需求 ，因此美國政府投資建立彈藥工廠，

並將土地、機具、設備及有關設施，委由民間具備管 理經驗的合約商經營，軍方負責監督及合約管制；此為彈藥廠國有民

營化的起源。 國防部推展軍工廠國有民營化的目的，係基於結合民間企業管理觀念、引進技術能量 、降低國防預算、提

昇產能績效，落實國軍軍工廠管理與業界發展的雙贏目標。 本研究對象係國軍廢彈處理中心（A.D.C），研究的主要目的

，係探討該中心推行國 有民營化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及其最適化的類型與方式；經過成本分析、資料蒐集、非計量因素權重

配比、意見調查訪談及SWOT矩陣分析後，發現廢彈處理中心推行國有民營化確有其必要性，並可採用美軍所謂的「委託

管理GOCO」類型執行，將可使國軍廢彈處理的工作轉變為一個高效能組織的現代化技術工廠，以往的管理思維亦可拓展

成績極進取的高效率理念，因此，在推展廢彈處理中心國有民營化的可行性作業與落實執行的過程之間，可有效吸取民間

經營經驗與技術資源，提供新型態的廢彈處理願景，並網羅具彈藥專業之退役軍士官，以延續國軍彈藥管理專業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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