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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事補給管理屬任務導向，任何補給管理作為以支援部隊遂行任務為主要目標，相較企業供應鏈管理著重於顧客導向，兩

者內涵是一致的，均為提供顧客滿意的最適服務水準。國軍主件裝備補給整備成效之良窳，直接影響有形戰力建立。隨著

精實案的推動，組織、作業流程，正面臨大幅度調整。因此，透過績效評估制度與合理指標建立，各級主管部門可藉由績

效評估結果，瞭解國防資源運用之效率與效能，才能推動組織變革，適切修正或調整相關後勤決策。本研究從供應鏈觀點

、國軍後勤政策及主件管理要件整合相關績效評估準據，以專家訪談蒐集資料加以整理，確立主件裝備補給管理績效評估

構面及指標，並將各指標權重配比予以分析及說明。 本研究發現，在主要指標項目中，品質管理與時間管理的權重明顯高

於成本管理及彈性，具體反映出當前作業要求重點，在確保達成軍事整備目標之要求下，應致力滿足部隊補給支援服務之

需求；依實例檢視得知，所建立之績效評估架構及指標內容具實用性外，更為完整、嚴謹，就整體性與涵蓋面優於現行評

比制度。此外，國軍後勤補給績效評鑑方式，應建立一套整合性績效評估系統，評估對象包含督導、管制、作業層級，以

強化各部門間縱向與橫向作業協同及一致性，提升整體補給支援效能和精準度。同時，面對當前國軍精實案展開之際，藉

由補給管理績效評估標準、績效評估制度之建立，提供一公正客觀之評量準據，俾使組織、人員減縮調整過程中，降低爭

議性。 關鍵字:主件裝備、供應鏈管理、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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