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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報載︰空軍位於屏東枋山防砲基地訓練中

心，自 96 年 10 月迄今，從未舉行過實彈射

擊訓練，嚴重影響國軍防空戰備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按「訓練乃戰力之泉源，戰勝之憑藉，全體官兵應

本良知血性，自覺自動，從事訓練，期成勁旅。…尤頇

針對敵情，摹擬實戰，以實人、實物、實時、實地、實

情、實作採對抗方式勤訓苦練，而達超敵勝敵之目標。

」國軍教戰總則第 14 條「軍隊訓練」所明定，國軍各級

部隊自應遵守，奉為圭臬，以達為戰而訓及勤訓精練之

目標。惟據報載：空軍位於屏東枋山防砲基地訓練中心

，自 96 年 10 月迄今，從未舉行過實彈射擊訓練，嚴重

影響國軍防空戰備等情，引起社會關注及對國防安全疑慮

。案經本院調查結果，國防部及所屬對本案處置未臻周

延，允宜檢討改進，以策來茲，爰將調查意見臚陳如后

： 

一、國防部應重視我國空防及國軍防砲部隊實彈射擊訓

練，積極統籌運作及指揮各軍防砲火力，發揮聯合防

空作戰機能，以期制敵機先，俾達全軍破敵之目的。 

按欲鞏固國防，必先鞏固空防，如何加強防空戰

力，達到防衛固守、有效嚇阻之戰略目標，乃為現代

國軍防砲部隊備戰之首務。諸如波斯灣戰爭，伊拉克

因失去防空戰力，徒有百萬大軍，時而處於被動遭聯

軍空中攻擊之地位，伊軍終遭致敗亡之命運，殷鑑不

遠，豈能不慎！當前我國防空作戰，乃為臺澎防衛作

戰之緒戰，且貫徹全程，對全般戰局有重大之影響，

尤其航空器、飛彈之迅速發展，隨時都有遭敵空中侵

襲之危險，惟有三軍防砲部隊確實發揚精準打擊火力

，發揮聯合防空作戰機能，才能制敵機先，符合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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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快速決戰需求，達到全軍破敵之目的。基此，國

防部應在三軍武器裝備均已「飛彈化」、「數位化」

、「系統化」之同時，如何統一規畫，密切協調，使

聯合防空作戰之指揮、管制、通信等各方面均能達到

速捷、精準、安全之要求，且能適時、適地將我三軍

兵力、火力等形成之統合戰力發揮至極致，以確保臺

海安全，獲取作戰最大勝利，實為急要之務。 

二、國防部及所屬空軍司令部對本案屏東枋山對空實彈

射擊靶場停止射擊時間長達 2 年，事前並無嚴正積極

之評估與妥善之決策，允宜檢討改進。 

(一)依據「國軍防空砲兵訓練中心作業手冊」第 01001

條開宗明義律定：「基地訓練…是部隊訓練重心，

而基地訓練目的旨在…藉武器組合操作及連、營戰

鬥教練、空地實兵對抗、對空實彈射擊等操練，有

效磨練官兵防空作戰技能、幹部指揮及兵(火)力運

用能力，提昇三軍防空部隊聯合戰力…。」另「空

軍防砲武器射擊訓練教範」例言亦揭示：「射擊為

防空砲兵之唯一手段，深研射擊學理，精鍊射擊技

能，實乃防空砲兵達成任務之基礎。希藉實彈射擊

之訓練，以驗證我防空砲兵之戰力，並驗收官兵各

項戰鬥技能，確保地面防空作戰效能之發揮，火力

之發揚。」同教範第 01001 條復明示：「防空砲兵

部隊為聯合防空重要之一環，射擊為戰鬥之唯一手

段，為遂行防空作戰任務，應…精練射擊技能，實

為防空砲兵部隊達成任務之基礎。」以上規定甚明

，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二)惟查，本案據國防部之說明，屏東枋山對空實彈射

擊靶場，自 96 年 10 月迄今，因當地漁會抗爭，故

基訓部隊未實施實彈射擊云云，核與上開實彈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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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不符。次查該部及所屬空軍司令部於本案

所採停止射擊措施，對於國防戰力及國軍防空戰備

之影響，事前有無經過審慎評估乙節，該部復稱：

「戰力組成係包含人員、武器裝備及訓練等因素，

現行三者兼俱，對防空戰備執勤不影響，未實施實

彈射擊僅影響武器操作人員臨場射擊震撼經驗。…

已強化官兵平時及基訓『空地對抗』、『對空射擊

教練』及『追瞄航路』等專業課程訓練，再配合年

度『聯翔操演』、『戰備測考』等演訓驗證…。」

等語，惟仍無解於本案停止射擊訓練長達 2 年所招

致戰力之負面影響。 

(三)經核，國防部及所屬對本案所採停止實彈射擊措施

，固有其漁民抗爭背景因素考量，及強化追瞄航路

等措施，惟衡事前內部並未召開專案評估會議進行

縝密討論，亦未曾諮請專業機構，就停止實彈射擊

對整體國軍防砲戰力及訓練成效之影響，進行專業

評估及積極因應之決策，致遷延迄今，允宜檢討改

進。 

三、國防部及所屬空軍司令應正視長期以來，漁會抗爭問

題，針對可能發生之抗爭事件先行防範，並建立危機

處理及談判應變機制，儘速完成相關法制作業，以落

實國軍防砲部隊基地實彈射擊訓練。 

(一)關於國軍防空砲兵訓練中心（下稱防訓中心）實施

實彈射擊訓練任務前，有無針對可能發生之抗爭事

件先行防範、作風險評估與因應方案乙節，詢據國

防部及空軍司令部之說明：針對可能之漁民抗爭，

防訓中心除致力支援地方愛民活動，化解抗爭行動

外，另循法律途徑協請地方情治單位告知漁會，抗

爭屬不法行為。另經地方憲警調及輿情得知，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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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實施實彈射擊訓練，可能肇致地方強烈反彈及嚴

重對立；經空軍司令部評估，為確保國軍防空砲兵

訓練中心永續經營，應與當地居民保持和睦關係。

基此，空軍除賡續與地方協調、溝通外，國防部亦

積極協助，瞭解地方之訴求，完成「國軍主要武器

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修訂

，將枋寮鄉納入睦鄰捐助對象，並採納漁會（民）

之建議，將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如建構人工魚礁或

施放魚苗、種鰻等）增訂於睦鄰經費支用項目內，

可實質嘉惠於漁民；經 98 年 8 月 4 日由空軍司令

部向枋寮漁會說明，已獲善意回應。 

(二)又謂：該部未來除積極與地方憲警密切聯繫掌握輿

情，加強睦鄰工作與地方保持良好互動外，並責由

空軍司令部睦鄰審議會詳實審查枋寮鄉公所提報

之專案改善計畫，以確維漁民權益；另賡續依「替

代靶場方案」規劃，將屏東九鵬基地及宜蘭大福兵

詴場納入年度管式武器射擊調節場地，以因應突發

狀況，俾利防空射訓順遂。此外，為使國軍實施演

訓有具體明確之法律依據，國防部已於 98 年 7 月

27 日由法制司研擬國防法增訂國軍實施演訓之權

限，並蒐整國外立法例，制定規範人員、船艦等禁

止進入演訓區域之國軍演訓管制法令，排除人民非

理性之抗爭行為，使國軍射訓正常執行；相關法令

草案，將依法制作業程序儘速辦理。 

(三)綜上，本案依據國防部查復資料顯示，地方漁會抗

爭問題依舊存在，雖經空軍司令部派員赴枋寮區漁

會之說明，已排除漁會及漁民疑慮，惟防訓中心於

10 月間恢復實彈射擊是否再行引起抗爭，因而再度

停止射擊，仍有待觀察。且衡空軍神箭操演實彈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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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驗證人數及效果有限；況查九鵬基地性質為高科

技武器研發詴射場地，以之作為第一替代場地，係

屬權宜之策；至於以模擬器及空中追瞄取代實彈射

擊，仍無法滿足防砲部隊訓練需求，亦非長久之計

。準此，國防部及所屬空軍司令應正視長期地方漁

會抗爭問題，針對可能發生之抗爭事件先行疏導與

防範，尤頇建立危機處理及談判應變機制，儘速完

成相關法制作業，俾徹底排除漁民之抗爭行為，以

落實國軍防砲部隊基地實彈射擊訓練。  

四、國防部針對國軍各類型實彈射擊場地現況及缺失，應

賡續督飭所屬切實檢討改進，以滿足部隊訓練需求。 

(一)依據國防部之說明：針對國軍各類型實彈射擊場地

現況及缺失，已督請各軍司令部納入 5 年兵力整建

計畫及依「軍事投資建案作業規定」辦理，以每年

編列之「訓場維護費」預算修建，並按權責訂定整

（修）建優先順序，以滿足部隊訓練需求。 

(二)關於整（修）建期程規劃：對地射擊場總計 4 處，

所見缺失部分，空軍司令部已納入 5 年兵力整建計

畫，於 104 年完成整（修）建；砲兵實彈射擊場 3

處，所見缺失部分，陸軍司令部均每年編列「訓場

維護費」整（修）建，另虎山射擊場將配合「陸軍

飛彈砲兵學校搬遷案」政策執行；輕兵器射擊場總

計 86 處，所見缺失部分，各軍司令部均每年編列

「訓場維護費」整（修）建及依訓場需求優先順序

納入 5 年兵力整建計畫辦理；迫砲射擊場計 11 處

、戰車次口徑射擊場總計 19 處、戰車實彈射擊場

總計 6 處、對空（海）射擊場計 7 處及三軍聯訓基

地 1 處等，所見缺失部分，由各軍司令部逐年編列

「訓場維護費」整（修）建射擊場隔音牆、RC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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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地地坪等。 

(三)經核，國軍目前各類型實彈射擊場地現況，審諸國

防部函復本院有關整（修）建期程規劃內容，能否

落實執行及有何具體督導、考核辦法，該部及所屬

應如何訂定期程，嚴密管考進度，持續與地方溝通

協調，並藉睦鄰工作之執行，爭取地方居民支持與

認同，確保部隊訓練正常實施及如何逐年編列預算

，整（修）建受損靶場，均待確實推動，國防部及

所屬誠應排除萬難，全力以赴，以滿足部隊訓練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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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四，函請國防部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