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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英國進修比較戰略與安全研究博士班，期程自民國 98 年 9 月 20 日起至 102

年 11 月 19 日止，進修學校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

主題為我國及瑞典之國防轉型之比較。進修流程概略可分為修課階段、博士候選

人資格考、資料蒐集、論文撰寫與口試階段，進修課程主要集中於研究方法、國

防政策及軍事社會學等與本人論文主題相關之課程。指導教授扮演關鍵的角色，

因此定期與指導教授會面研討論文進度極為重要。就讀期間除校內修課外，亦經

常參加戰略智庫如英國皇家三軍研究院(RUSI)所等舉辦之講座及論壇，更數次參

加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不但訓練了表達能力，也增進了國際學術合作

與軍事交流。 

 

進修期間，除與英國及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學及同儕進行學術交流、研討及建立良

好友誼外，並數次受邀參加英國海軍軍演，獲益良多。另藉由從事我國及瑞典二

國之國防轉型及推動募兵制之比較研究，更能充分了解他國國情及國防概況、教

學理念及研究專業，從而得以吸收所見所聞，進一步於返國後應用於學校教學與

研究，是本次博士進修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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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與概況 

 

此次赴英國之目的為攻讀博士。本人就讀學校為倫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創立於西元 1829 年，是英國第四古老的大學，也是英國金三

角名校和羅素大學集團的成員。位於倫敦市中心的 5 個校區，有來自 140 個國

家超過 25,000 名學生（包括超過 10,000 名研究生）。倫敦大學國王學院於

2013-2014 年度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名

列第 38 名。就讀之系所為戰爭研究學系(War Studies)，創系迄今已逾 50 年，為

世界上少數針對國防、軍事及戰爭議題進行研究之教育機構。 

 

修課及資格考 

第一年修業期間以修課並與指導教授研討論文主題、大綱及研究方法為主。修業

一年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即可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分為資格考文章撰寫以

及口試 2 大部分。文章撰寫須包括論文之緒論及第一章，包含論文章節架構、研

究問題或假設、理論基礎、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等，文章長度不得超過 2 萬字。

撰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修正及同意後，即進行下一階段口試。口試委員是由論文

第二指導教授及系上指派具有與考生論文相關專長之教授擔任。口試內容乃根據

論文章節之內容、文獻探討及論文之主要論點(arguments)等，資格考試結果於口

試結束經口委討論後即向考生公布，通過者即成為博士候選人(candidate)並可著

手進行資料蒐集及後續章節撰寫，本系規定全時博士生需於修業的 1 年半內完成

資格考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貳、 論文撰寫過程 

 

由於我國及瑞典目前均正進行由徵兵朝向募兵之國防轉型，因此經與指導教授討

論後，決定採取比較研究，分析「中華民國與瑞典之軍事轉型」。1990 年冷戰結

束後，因為前蘇聯的瓦解，軍事威脅大幅降低，因此許多西方國家紛紛開始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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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凍結徵兵制，轉而建立一支以全募兵為來源的專業化軍隊。然而，由於近二、

三十年來軍事社會學家對大規模徵兵制軍隊衰退之研究大多只著重在西方國家，

對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著墨甚少，更遑論東西方國家在大規模徵兵制軍隊之比較

研究，因此本文藉由我國及瑞典募兵制轉型之比較研究，填補這方面知識的罅隙，

為本研究對文獻上之貢獻。 

 

就地緣政治學而言，中華民國與瑞典在戰略背景上具相似之處，第一：二國均曾

遭受強大的軍事威脅(瑞典面對蘇聯及當今的俄羅斯)，中共則自 1949 年至今從未

放棄以武力犯台；第二：二國從未加入國際的防衛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瑞典於冷戰期間採取政治中立及軍事不結盟政策，而我國則因中共在國

際上的阻撓致使無法加入國際組織。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國均在 2009 年宣

布凍結徵兵制(並未完全廢除)，由於二國均在同時間進行募兵轉型，可方便研究

者了解兩國設定何項目標與採取何種措施來達成募兵制。本文即置重點於分析二

國如何落實募兵制轉型、比較其差異之處並探究初步轉型成果。 

 

本研究採用之理論基礎為「大規模徵兵制軍隊之衰退理論」 (Theory of Decline of 

Mass Armed Forces)。二次大戰(由其是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各國開始瀰漫一股趨

勢：除逐步減少大規模軍隊的人員數量，並逐漸轉型為以志願役為骨幹的中小型

專業軍隊。瑞士軍事社會學家 Karl Haltiner 發現大規模徵兵制軍隊的時代在西方

世界已逐漸結束，但未必一定會廢除徵兵制。他的論點是以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

為基礎，各國之所以放棄大規模徵兵制軍隊，主要基於三項因素：1，當國家加

入國際防衛體系（例如北約組織）；第 2，當國家沒有立即的軍事威脅；3，當國

家密集參與國際維和任務時。Haltiner 依據各國徵兵的比例將軍隊分成四種類型：

第 0 型為全募兵制國家，如美、英、法等國。第 I 型為徵兵比低於 50%的國家，

第 II 型徵兵比介於 50%-65%，第 III 型為徵兵比高於 65%的國家，見圖 1。 

 

美國學者 James Burk 則從政治現實(political realist) 以及社會主導(social dominance)

二個層面剖析，發現在某種程度上，國內政治及社會的因素，如經濟富足及民眾

教育程度的提升，年輕人自我意識抬頭，價值觀改變等均會導致年輕人不願意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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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進而造成大規模軍隊的衰退。初步審試 Haltiner 及 Burk 二人的論點並檢視

本文之二個案，Haltiner 的 3 個論點可應用於瑞典，因為即便瑞典未正式加入北

約，自 1999 年起其便積極參與北約及聯合國所主導的軍事行動如阿富汗及利比

亞等，瑞典未遭受立即性軍事威脅，且密集參與各種國際維和任務。若套用

Haltiner 之論點於台灣上，則出現矛盾之處，因為台灣暨未加入國際防衛體系，

始終遭遇中共軍事威脅，且未曾參與國際維和任務；因此 Burk 綜合政治現實及

社會主導之觀點較能充分解釋台灣大規模軍隊衰退之原因。 

 

 

 

 

 

 

 

 

 

圖 1. 依徵兵比例區分之軍隊類型 

 

欲成功的轉型為募兵制，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英國及美國

早就分別於 1963 及 1973 年轉型為募兵制。大部分西方國家則是等到 1990 年冷

戰結束後，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大幅降低，因此比利時開始率先宣布廢除徵兵制，

如骨牌效應般，荷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先後跟進廢除徵兵並走

向募兵制。因此，本文之另一理論平台為藉由檢視西方國家募兵轉型的經驗，(美、

英、荷、比、法、義、西等國)，探討及歸納募兵制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使我

國及瑞典可以從中汲取寶貴經驗。美國學者 Cindy Williams 即根據西方國家推動

募兵制的經驗，針對如何成功的進行轉型歸納出幾個結論：如擴大招募對象(尤

其是女性)，注重廣告及宣傳，改善軍人社會形象，提昇士兵待遇及福利，妥善

照顧軍人家庭，暢通晉升發展管道，協助退伍後生涯發展，提供就學機會(如美

軍之 GI Bill)，生活品質提升等，均為我國可以參考實施的作法。本文研究架構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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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及研究背景 

本文以鋪陳二國地緣戰略及歷史脈絡為起始，探討其募兵政策之緣起。中華民國

是冷戰後第一個終止徵兵的東亞國家，自1949年播遷來台，無時無刻均遭受中共

的武力威脅，因此徵兵制在過去60年中扮演了台海安全的重要角色。我國憲法第

二十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的義務。」政府遷台後，參考世界各國兵役

發展、籌備大陸廣大軍事幅員以及鞏固台澎金馬基地之需要，民國43年開始確立

以徵兵為主，實施義務役與志願役併行制，我國因此成為徵募併行制的國家。但

這種以徵兵為主，募兵為輔的制度，沿至近年已出現若干檢討聲浪，主要因為徵

兵比重過高，且因義務役役期逐漸由原本的2年減至1年，致使國防戰力流失以及

訓練成果無法延續，因此募兵成了一條必走的道路。「募兵制」的推行為當前複

雜之軍事改革，也是未來人員素質及戰力堅強與否的重要關鍵。當今高科技武器

裝備日新月異，戰爭型態不同以往，兵員的專業能力要求愈來愈高，軍人勢必走

向專業化與職能化，軍方也需要招募高素質、役期長的志願役士兵以便熟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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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武器裝備。實際上，從已施行募兵制的國家來看，其兵員投入程度高，役期

長，訓練成果容易保持，經驗也得以累積傳承。因此，當前我國的政策規劃由「徵

募並行制」朝向「募兵制」發展，以順應社會民意期待，而近年的國防報告書，

「募兵制」已成為論述主軸。轉型期間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兵役法」、「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修正法案已進行修法，規劃以長役期人力取代服役僅一

年的義務役兵員。募兵制實施後，軍事人力仍採「平募戰徵」方式辦理，役男仍

須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在結訓後納管後備軍人並接受召集訓練，以有效蓄積

後備部隊之動員戰力。 

 

瑞典是極少數未經歷世界大戰的國家，在冷戰時期靠著徵兵制，軍事不結盟與外

交中立，及國防工業自主三大基石，奠定了國家安全的基礎。瑞典亦是北歐第一

個轉型為募兵制的國家，根據其 2009 年國防法案，目的是要打造一支功能性的

軍隊 (A Functional Defense)，其軍事戰略由冷戰時期的國土防衛及軍事不結盟，

轉變為在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提下，積極參與由聯合國、北約或歐盟所

主導之維和及人道救援任務。瑞典成功地在一年之內於 2010 年 7 月終止實施逾

一世紀之徵兵制，伴隨的是大規模裁軍，由 65000 人裁減至 50000 人，其中 27000

人當中有大約 16000 名士兵，其中志願役常備兵 6600 人，志願役後備士兵 9500

人，22000 人為國民兵(Home Guard)，見圖 3。自 2010 年轉型後，志願役常備兵

之招募率連續 2 年均達到 9 成以上(2012 年達 96%)，志願役士兵的素質一般而言

較過去的義務役士兵為佳。目前所遭遇的困難為志願役後備士兵之招募，因相關

立法遲滯，初期招募僅針對前義務役士兵。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是採取滾動式修正

目標，原預劃於 2014 年達成之目標已修正至 2019 年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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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瑞典國防人力趨勢 

 

募兵轉型目標 

二國雖致力於募兵轉型，但轉型內涵及目標均有差異，瑞典之全募兵為其整體國

防轉型之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設置專業技術軍官，作法是將超過半數之現役

9000 餘名軍官改編制成專業技術軍官(specialist officer，等同資深士官，因瑞典於

1980 年代廢除了士官制度)，另一作法為廣徵志願役後備士兵以填補新成立之後

備部隊人力需求。中華民國伴隨募兵轉型的是精粹案，總員額除裁減 6 萬至

215,000 外，最終目標是在民國 103年底終止徵兵並填滿 176,000 志願役常備人力，

見圖 4。目前因招募情況未臻理想，國防部已於民國 102 年 9 月宣布募兵制目標

延後 2 年至 105 年底實施。 

 

圖 4 國軍精粹案員額裁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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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與結果 

 

1. 深度訪談 

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即開始資料之蒐整。本論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首先是質

化的深度訪談，方式採半結構式，輔以文獻檔案資料蒐集，藉此呈現較完整的研

究輪廓。訪談計畫及大綱係經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可進行。本

人於 2011 年 8 月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實施訪談。由於瑞典與我國無正式邦交

及軍事交流，因此訪談對象之協調聯繫是透過瑞典 Gothenburg 大學教授居間協調，

才能順利完成。訪談對象計有瑞典國防部及參謀本部負責募兵轉型相關業務之官

員，包含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及聯參次局長等，國防部局處長，瑞典國會議員(國

防委員會)，媒體軍事記者(瑞典第一大報 SVD)，智庫學者(國防研究院 FOI)，陸

軍戰術中心及防空部隊軍官，以及國防大學教授等。本人隨後於 2011 年 9 月返

台進行訪談，對象包含了國防部及參謀本部負責募兵轉型業務之相關業參，研究

國防事務之民間大學教授，軍事記者，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及志願役士官及士兵等。

由於規劃得宜，訪談進行順利。為求研究之嚴謹，於 2012 年 10 月再度赴瑞典

Gothenburg 大學與該校研究國防轉型之學者就初步之研究結果研討並實施簡報，

並再次赴瑞典參謀本部人事次長室與負責軍事轉型之承參研討最新進程，根據其

意見做為後續章節撰寫之依據。由於訪談的層級涵蓋政策及執行面，所獲資料對

本論文之撰寫有相當大助益。所有訪談資料經繕打成逐字稿並經內容分析後，撰

寫於各相關章節當中。 

 

2. 中華民國與瑞典新訓中心新兵轉服志願役影響因素問卷調查 

由於二國所實施的兵役制度均已朝向募兵制度發展，對志願投身行伍的官士兵而

言，受到社會變遷與軍事專業化的衝擊，他們現在比過去更重視個人的生涯發展

與工作報酬，於是軍隊為留住或招募到優秀人才以提升部隊戰力，遂必需清楚了

解志願役官士兵對投身軍旅生涯的動機、滿意程度與影響因素。因此除了質化研

究外，本文亦採用量化研究方法，範圍係針對我國及瑞典新進入營服役之士兵實

施從軍動機及滿意度問卷調查，選定甫入營接受新兵訓練之官士兵，針對渠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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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服役之心理意向，以及新訓中心之施訓成效進行問卷施作。本研究以新訓中心

志願役及義務役受訓新兵為主要調查樣本，期望以問卷調查探求渠等入營服役前

後認知改變情形及各種影響留營的可能性，據以作為我國後續募兵政策推行的政

策配套措施參考。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近年隨著新一代武器裝備加入戰備任務後，國軍需要更為成

熟且經驗豐的專業士兵，在面臨國家推動兵役制度轉型成募兵制的政策趨勢下，

不論現役的人員以及未來應募入營服役的士官兵，其素質與要求都需要更為嚴格

的甄選與訓練，才能符合現代化國防專業人才的需求。而現階段國軍新兵訓練中

心的軟硬體措施、進訓流程、訓練成效，以及新訓人員及志願役士兵投身軍旅之

意願探析，則可做為近一步掌握未來可能應募人員心理及確保訓練成效的重要關

鍵。藉由比較研究，除可了解我國與瑞典國防轉型之差異之處，亦可作為相互改

進之參考，此為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概述如下：1.瞭解我國及瑞

典的新兵在新訓中心遭遇哪些適應問題。2. 新訓中心新兵入伍前對軍人形象之

觀感。3. 新訓中心教育訓練情形及滿意度，及對於入伍受訓後之新兵內心軍人

觀感之改變。4. 探討影響新訓中心新兵從軍意願之主要因素與動機。5. 單位領

導統御對於新兵轉服態度之研究。6. 探討團隊氛圍對於新兵轉服態度。7. 探討

願意轉服志願役人員，其人口變項與領導統御、團隊精神、人格特質等因素之關

連性。8. 對軍人之自我定位為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問卷調查架構區分文四部份，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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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問卷調查研究架構 

 

此問卷調查之緣起為 2010 年 7 月本人獲瑞典國防大學邀請赴 Gothenburg 參與跨

國新訓中心士兵從軍動機及滿意度之問卷調查研究計畫，此計畫由瑞典國防大學

主導，計有瑞典、法國、比利時、瑞士、波蘭、土耳其、日本及中華民國共 8

個國家參與，參與研究的學者大部分來自該國的軍事院校及國防大學(瑞典、法

國、瑞士、比利時、日本)，因此除提升國際學術合作外，亦有效增進軍事交流。

此計畫與本人之博士論文密切相關，因此摘錄二國之問卷資料於論文中分析。在

樣本方面，瑞典計有 275 名新訓中心志願役士兵參與問卷調查，而我國則有 656

員參加，其中 357 員為志願役士兵，299 員為義務役士兵。問卷之設計經 8 國學

者共同討論後定稿，並由參與國學者自行翻譯成該國語言並執行問卷發放填寫，

結果概述如下： 

從軍動機之高低 

結果顯示，瑞典士兵展現較高的從軍動機(約 85%)，台灣志願役士兵的從軍動機

次之約 6 至 7 成。台灣義務役士兵從軍意願則為最低，見圖 6。 

第一部份 

受訪者背景 

1.志願役或義務役 

2.性別 

3.軍種 

4.年齡 

5.婚姻狀況 

6.成長背景 

7.學歷 

8.是否自願從軍 

9.是否有親友自願

從軍 

第三部份 

環境影響量表 

1.家人以前是否從軍 

2.新訓中心之狀況 

3.從軍之狀況評估 

4.影響從軍意願之主因 

5.對於自我的定位 

6.對軍人素質看法 

7.單位領導統御評量 

8.團隊精神（部隊氛圍） 

 

 

第二部份 

受訪者個人態度量表 

1.對新訓中心所抱期望 

2.從軍的原因 

第四部份 

進階問卷（計畫轉服志願役者） 

1.對軍人形象之態度 

2.續服之原因探究 

3.計畫轉服與不願轉服人員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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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從軍動機 

從軍原因 

二國之志願役士兵在從軍的原因呈現顯著的差別。有高達 96%的瑞典士兵是因個

人生涯發展選擇從軍，並非因為金錢或經濟因素。而金錢則是台灣志願役士兵選

擇從軍的主因。義務役士兵除受同儕友誼影響外，較難受其他因素影響進而從軍。

見圖 7。 

 

圖 7. 從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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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鼓勵年輕人從軍之因素 

瑞典士兵傾向接受具挑戰性的軍事訓練，並追求良好的團隊精神，同上，金錢難

以吸引年輕人從軍。相較之下，台灣的志願役士兵從軍的因素是因為軍中可提供

相對穩定的薪資。而年輕人從軍意願，在人的因素上，來自父母、家人及同儕的

影響力要比軍中的長官為高。而義務役士兵較難受這些因素影響進而轉服志願役。

見圖 8。 

圖 8. 可鼓勵年輕人從軍之因素 

軍人角色的定位 

受近年來戰略改變之影響，大多數瑞典士兵對軍人之角色及主要任務定位為維和，

作戰次之，其次為人道救援。而我國的志願役及義務役士兵皆視軍人之首要任務

為人道救援，作戰與維和次之，顯示八八風災後國軍將救災納入主要任務之一，

官士兵自我角色之定位已將國軍從過去之防衛作戰部隊，逐漸轉變為以救災為主

的部隊，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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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軍人角色之定位 

對新兵訓練之滿意度  

瑞典士兵對於新訓中心之訓練品質及生活狀況頗為滿意，約達 9 成。我國志願役

士兵亦有六成五的滿意度，惟義務役士兵對新訓品質及環境較不滿意，約 4 成，

見圖 10。 

 

圖 10. 對新兵訓練品質及生活情況之滿意度  

 

志願役士兵留營意願 

最後本問卷針對志願役士兵的留營意願實施調查(義務役士兵未作答)。瑞典的志

願役士兵展現很高的留營意願，達 93%。我國的志願役士兵亦有超過半數以上

(55%)願意留營繼續在軍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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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由問卷調查結果得知，二國的志願役士兵在從軍動機、滿意度、對軍人之定位、

及留營意願等均呈現差別。分析二國在募兵轉型的實施現況，不可或缺的是檢視

志願役士兵之招募率、留營率以及士兵的素質。由於國情與歷史文化之不同，瑞

典軍人之社會形象相對而言較理想，自 2010 年 7 月瑞典終止徵兵以來，截至今

日招募的情況及士兵素質均尚能達成目標。我國的募兵制除招募率不甚理想外，

留營狀況亦不如預期，尤其 2013 年 7 月洪案發生後更使得志願役士兵招募雪上

加霜，但危機就是轉機，本研究欲藉由相互比較及汲取彼此的經驗，除研判二國

在未來之人力轉型進程上會遭遇的阻力或助力，並分析造成募兵困難的原因及因

應之道，期能提供相關單位作為參考。 

我國自宣布實施募兵制後，至今已進入第三階段的驗證期，但在志願役士兵的招

募上，遭遇到不小的困難，以致國防部預畫在 103 年底實施之募兵制，宣布延後

2 年至 105 年底實施。由於募兵制為國家之重大國防政策，攸關每年數以萬計青

年學子之生涯規劃，一旦失敗將會對政府施政造成衝擊，民眾將對政府失去信心，

亦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為此國防部已採取多項新的措施，增加多項誘以

提升招募率。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依西方國家募兵制轉型經驗，加薪能增加年輕人從軍之誘因。因此持續爭取

提高志願役士兵薪資及福利，尤其需針對艱苦及偏遠單位。推動募兵並非靠

國防部一己之力可達成，需跨部會間的合作(如內政部、退輔會等)協力完成

此重大的國家政策。實施募兵制之初勢必會增加國防人事支出，然而經國防

部的爭取，行政院已正式核定自 103 年起志願役士兵每月薪資提高 4000 元。

志願役士兵薪資部分，原志願役士兵之二等兵月薪為新台幣 29,625 元（包含

專業加給及志願役加給）。為增加募兵誘因，行政院已核定募兵加薪案，以志

願役二等兵為例，每月薪資調高為 33625 元，若在外島地區服役，加上地域

加給兩萬元，每月薪資最高可達 53625 元。這對提升招募及留營率應有正面

效果，不過成效尚需時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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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洪案對軍人的社會形象之傷害至鉅，加上媒體及名嘴的推波助瀾，致使

軍人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與間接造成年輕人不願從軍。在長久無戰事的

情況下，媒體對軍隊的報導多以負面消息為主，因此改善軍人的社會形象及

與媒體間的互動極為重要。另軍中為社會所詬病之陋習亦應革除，使社會大

眾改變對軍人之傳統刻板印象，展現出由志願役官士兵所組成的國軍是一支

小而精、小而強的專業部隊。 

3. 部隊之管理需揚棄過去徵兵時代之思維，募兵制實施後，每位官士兵皆為國

軍之重要人力資產，國軍需要建立新的人力成本觀念。士兵大多為二十歲左

右的年輕人，皆希望有充分的休閒娛樂時間。在武器裝備日益精進下，過去

國軍要求 24 小時皆需在營待命的作法或許已不符時宜，因此在無重大演訓情

況下，官士兵外宿已為常態，如此可在不必增加人事預算的情況下，有效增

加招募誘因。 

4. 陸軍目前實施之志願役士兵實驗營旨在打破以往志願役及義務役之混合建制，

成員全數為志願役士兵所組成，如此在生活管理及教育訓練上不會產生差別

待遇之情事。此一構想提出後，由志願役士兵接踴躍加入實驗營可看出廣受

好評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