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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由衷感謝國家與海軍提供職此一寶貴之進修機會，職自 107 年 3 月 18 日至

108 年 12 月 20 日於美國海軍研究院就讀作業分析課程，畢業專題以《整體防衛構想》

中不對稱作戰概念之海軍輕快兵力，針對其狼群、機動、突襲及掩蔽等戰術運用，進

行戰場模式模擬，試探其作戰效益。 

 

國軍派員就讀美海軍研究院歷史已久，其中又以作業分析課程為重。而作業分析

又稱為運籌學，係指運用量化、統計、機率、數學模型、隨機理論等工具，針對特定

問題進行分析、優化或預判，以作為決策輔助。美海軍研究院之作業分析課程不同於

一般商業運用，偏重於作戰運用，美軍憑藉其雄厚之國防資源，廣泛於各個領域上運

用作業分析。相較之下，作業分析在國軍內部似乎著墨較少，然而作業分析之精義，

早已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孫子兵法中揭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

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鑒於已有為數眾多之前期學長於報告中介紹美海軍研究院之風氣、課程與體驗，

本報告將著重於介紹職畢業專題之研究及心得，專題程度尤淺，尚祈指教，亦期望日

後仍有機會，無論在此領域或其他職務上，皆能踵武前賢，續為國軍盡己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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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 目的 

作業分析又稱為運籌學，係指運用量化、統計、機率、數學模型、隨機理論等工

具，針對特定問題進行分析、優化或預判，以作為決策者之參考及輔助。當代之作業

分析，起源於二戰時期美軍廣納專才，蒐集數據並運用電腦，將作戰問題套用於數學

模型上，戰後，作業分析逐漸為工商業界所採並發揚。 

 

美海軍研究院之作業分析，為此領域之翹楚之一，其課程不同於一般學校著重於

商業運用，偏重於作戰運用，而美軍自二戰後，憑藉其雄厚之國防資源，廣泛於作戰、

後勤或人事等各個領域上運用作業分析，輔助各階層、各參之指揮官進行決策。 

 

其中，戰場模式模擬即是頗受美軍重視的作業分析工具之一，職畢業專題即運用

課程中所學習之戰場模擬軟體，應用國軍《整體防衛構想》中不對稱作戰概念，於軟

體中設計藍軍派遣海上輕快兵力，針對其狼群、機動、突襲及掩蔽等戰術運用，與紅

軍主作戰艦進行交戰模式模擬，藉此試探藍軍輕快兵力之作戰效益。 

 

貳、 過程 

近年來，國軍在《國防報告書》之「防衛固守、重層嚇阻」及《整體防衛構想》

之「濱海決勝、灘岸殲敵」之概念上，並重發展主作戰與不對稱戰力，而海軍之輕快

兵力於此防衛構想中，可發揚其狼群、機動、突襲及掩蔽等戰術運用特點，期於近海

防衛作戰迎敵痛擊。本專題使用美海軍研究院課堂使用之戰場模式模擬軟體，設定臺

灣海峽中段為地理模擬區域，另於系統中設定紅、藍軍兵力參數，諸如：載臺型式與

作戰能力、武器數量與能力等，並就欲探討之議題，將特定參數設為變數。因每場戰

場模擬皆因系統之隨機特性，致使模擬結果不一致，需重複模擬次數達百次，以求得

較為客觀之模擬結果，再行分析各個場景產生之模擬結果，試探出最佳方案。 

 

 以下介紹職畢業專題，並簡析模擬成果： 

一、 場景介紹 

本專題場景設定為紅軍派遣 50 艘主作戰艦向臺灣海峽以西進犯，藍軍先遣

60 艘輕快兵力應戰，雙方攻擊手段均設定以攻船飛彈為主，因此模式模擬

之條件限制，其他兵力均排除於考量之外，單純以藍軍輕快兵力對應紅軍

進犯之主作戰艦。圖 1 顯示本專題模擬之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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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模擬之地理區域 

   

二、 模擬設計介紹 

本專題欲探討之議題主要為藍軍 60 艘輕快兵力是否能以其狼群、機動及傍

岸掩蔽之特點，抵禦紅軍大規模水面兵力之進犯？因此，於軟體中設定藍

軍輕快兵力 3 條航徑，藉以代表 3 種掩蔽程度由低至高之戰術航線。圖 2.

具體標示 3 種戰術航線，分別為航線 A、B 及 C，航線 A 代表較直接之接

戰方式，航線 B 為掩蔽程度較高之接戰方式，而航線 C 則利用位於海峽中

間之島嶼進行掩蔽，同樣為掩蔽程度較高之接戰方式。 

 

 

圖 2. 戰術航線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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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擬成果介紹 

本專題續以藍軍採取上述 3種戰術航線，並授予不同之目標類型攻擊優序，

產生出 12 種場景設計。每個場景皆重複模擬 100 次，藉以求得較客觀之模

擬結果。以下分別顯示出 12 種場景中藍軍與紅軍之戰損，並以箱型圖表示

出戰損模擬成果。統計學中常以箱型圖進行數據分析，每一圖標由左至右

分別標示出：極低值、低標、平均值、高標、極大值。 

 

 

圖 3. 藍軍各模擬場景中之戰損 

 

首先，圖 3.顯示藍軍在 12 個模擬場景中之戰損情形，上圖明顯地顯示出藍

軍採取航線 C (最上 4 個場景)得以獲致較少之戰損，約為 14 艘。而採取航

線 A 通常導致較高之戰損，約為 42 艘，而採取航線 B，雖然平均戰損為低，

約為 10 艘，然值得注意的是，其低標至高標範圍達 50 艘，表示採取此航

線有較多的不確定性，可能獲致程度不一之戰損。 

 

另外，授予藍軍輕快兵力不同之目標類型攻擊優序，於模擬結果之平均值

與標準差來看，無顯著差異。不同程度之掩蔽戰術航徑經模擬，顯示是有

顯著戰損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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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紅軍各模擬場景中之戰損 

 

圖 4.顯示各模擬場景中紅軍之戰損。總體而言，藍軍 60 艘輕快兵力如採取

航線 B 或 C，在多數模擬場景中均可達成將近 50 艘之紅軍戰損，此顯示於

上圖數個場景數值之平均值均在 50 上，伴隨點狀之例外數值。意即，模擬

顯示 60 艘輕快兵力如妥適利用掩蔽與狼群戰術，可對進犯紅軍主作戰艦造

成極大威脅。 

 

其中，航線 A 之模擬場景之紅軍戰損，顯示出較多不確定性。即便如此，

60 艘輕快兵力仍能對 50 艘主作戰艦造成相當程度戰損。然而，殊值注意此

模擬場景之各項假設，例如，此模擬僅考量單純紅藍軍以主作戰艦對應輕

快兵力，未靠量其他武器載臺或其他戰場環境條件之影響。另外，此地理

場景為近岸，輕快兵力作戰範圍之受限，於此場景並不影響其作戰效益。

因此，在本模擬之假設條件設定下，模擬成果顯示 60 艘輕快兵力可對 50

艘進犯之主作戰艦構成相當之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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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模式模擬僅為作業分析之其中一環，另仍有線性及非線性規劃、網絡規劃、隨機

理論、數據統計及兵棋等各種工具。自美軍因應作戰需求發展作業分析，至現今，工

商業界運用作業分析工具，發展至人工智慧演算法，職對此由衷佩服。縱作業分析此

一領域在國軍仍較少著墨，但從每日所遇到之生活小問題，至建軍備戰之方案分析，

皆是作業分析之運用，也就是進行優劣分析與求取最佳方案之應用。職有幸能由國家

供給此學習機會，入門學習作業分析，深為感激，亦期日後能持續保有作業分析之邏

輯思考。 

 

而在與同學一同學習的過程中，美軍同學極大多數都是將軍中實務問題作為專題

進行研究，例如因前期美海軍第七艦隊海事案件而需檢視艦上官兵睡眠品質，學校即

有專責小組進行相關研究，又或是美海軍艦艇戰備輪值程序優化、艦艇料配件補給程

序優化研究等等，學生如有興趣，即選定相關專題進行研究。美海軍研究院將學生的

學習研究能量，投入於軍中實務問題，相信此一作為的確是值得借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