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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已成為國際重要應用發展趨勢，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相當大，可應用在航空行李監控、倉儲管理、

運輸監控、保全管制、圖書管理及醫療管理等等，甚至在美伊戰爭中的後勤補給支援，都可應用RFID技術獲得良好的監

控及追蹤。國軍後勤補給是軍方最重要單位之一，在各種軍種中皆必須接受後勤單位的協助，給予完善的準備及補給用品

，使前線官兵無後顧之憂，可專心的保家衛國，因此RFID的導入過程已成為後勤作業流程及人員的管控之重要關鍵。 目

前國軍後勤補給系統仍需利用大量人員進行管理及盤點程序，除了耗費時間外，對於資料的更新速度或是安全性皆存有問

題。因此，本研究希望導入RFID的安全管理，來解決現有人員進出，貨品數量、位置、作業流程以及資訊安全等問題。

本研究經由文獻蒐集探討後，利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藉以瞭解國軍後勤相關作業人員導入安全的RFID管理以節省

人力成本、提高作業精準度、加快處理速度等等，來加強國軍後勤補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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