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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隊國家化」、「國防法制化」為現代化民主國家軍隊必具之要素。因此，在民主法治時代，我國軍部隊在「軍隊國家

化」及「國防法制化」之國防目標政策下，國軍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要具備民主素養及「依法行政」之法治觀念。 然國軍各

級幹部對於「依法行政」法治觀念的重視，宥於國我國軍事院校之國軍幹部養成教育、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尚無法落實

相關法治教育課程；各級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之法治觀念和對於法治教育的重視可能並未明顯落實，許多上級交付任務

，只求目的，過程則不擇手段，也可能歸因於此，導致違法犯紀情事時有所聞。因此，藉由「依法行政」法治觀念的建立

與法治教育的推展，將「依法行政」法治觀念導入國軍幹部領導行為之運用中，培養法治管理能力，使組織管理符合法制

要求，妥善運用在國防組織之領導統御上，方能有效提昇領導幹部依法行政能力。 研究顯示，法治教育為預防犯罪及提昇

領導幹部依法行政能力之主要方法，具備法治能力，以強化國軍領導幹部權威，必須從個人法治觀念之建立著手，領導幹

部以身作則，服從法律，實際將法治能力導入於領導統御合法化之運作中，使官兵知法、守法、崇法，讓法治的認知與實

踐保障日常生活和權益，使依法行政、公款法用真正落實於國軍單位內部。。 領導幹部，時時刻刻要體會領導統御的技巧

與方式，在行使職權、溝通協調、決策判斷及行政作為上，能多加考量合法、合理、合情，莫因一味地想達成任務而放棄

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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