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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因與中共交戰而戒嚴，民國七十六年因敵對情勢緩和而解嚴、開放，已經有四十七年兩

岸未曾再發生任何大規模戰役。朝野與百姓逐漸滋生祈求經濟發展及謀求生活安逸的心態，應有憂患的心裡，也逐漸鬆弛

，更遑論危機管理！ 本研究以國軍經費支用的財務管理作業違失個案為例，其所引起非議的危機情勢，造成國防預算難獲

支持的重大影響。探討造成財務管理作業違失因素，以危機管理的理論機礎為觀點，蒐集多方面資料來源與質化的深度訪

談，深入探究造成危機的因素，供國軍各級單位支用經費時財務管理作業的管制與有效核銷的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國軍居

於軍事行動養成的危機管理的作為，分工於各業務責任單位，所發現的缺失，卻未必納為業務負責單位審核的敏感重點；

主要原因在於受命任務時，干擾因素的複雜與多樣，使得執行單位的主官為求工作單純化，誤將規避當成常態，所造成的

自以為是的不當發展。一旦遭遇嚴格審察，就產生嚴重後遺。常造成各種不良風波，形成危機事件。這種問題的消除與危

急情勢的降低，除了從根本面的依法行政的宣導，專業職能的提升，尚需培養守法的行政作為；應急面的作為，要能將探

究出來的原因，納入危機管理的管制範圍及危機處理的對策方向。 至於自我發現缺失，自行處理在先的有效作為，則需靠

與國軍有相關互動人員的訊息提供與研判的議題管理來獲得；以構成完整的危機管理循環，方能掌握主動，達成有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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