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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近年來國軍每有油料與氣體儲運之重大危安事件發生，對國軍形象皆造成重大負面影響。油料與氣體非但易燃且具有

毒性，故其作業中，安全是無法取代的，如何以最小成本獲致最佳之效果，將危險降至最低，防止意外發生，是值得研究

的議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油料與氣體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分析，利用實證方法，由次級資料及文獻中探討安全管理成功之

基本要件，並結合部隊運作實務歸納出影響安全管理的關鍵因素，透過AHP層級分析法，再以問卷委請專家補充及確認後

含括關鍵因素有：1.政策因素2.組織因素3.規劃因素4.執行因素5.績效因素6.文化因素。其中在政策因素方面佔整體權重指

標最高；規劃因素則次之，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在政策因素方面：明訂安全政策，規範行動的原則和要求；在規劃因素

方面：制定作業標準書、訂定設備品保及預防保養方案；在執行因素方面：主管以身作則，確保員工經過良好訓練並有正

確執行工作的勝任力；在組織因素方面：明確訂定組織職掌，俾有所遵循；績效因素方面：配置自動感應，電子監視系統

；在文化因素方面：員工積極投入，暢通溝通管道。 針對上述結論，期望提供油料作業參考與後續研究一個思考的空間，

使國軍油料與氣體儲運之管理，朝達到「人員零災害、設備零故障」的高標準目標邁進。

關鍵詞 :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災害防治(disaste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 油氣災害(fuel and gas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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