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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

指揮部。 

貳、案    由：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執行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不當，辦理心

理輔導工作亦有欠落實；另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

二指揮部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復督導不周，肇致所屬士兵王○○於

哨所自縊身亡之不幸事件，嚴重損及軍譽，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警衛第二營第三連（駐地：台中清泉崗基地）二

兵王○○，於民國（下同）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時二十分，在飛行管制哨所值勤

時，以腰帶自縊身亡。案經本院調查結果，認為相關機關涉有下列違失： 

一、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執行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不當，相關主管復未善盡

管理督導之責，肇致所屬士兵王○○於哨所自縊身亡，核有違失： 

(一)國軍內部管理及基層管教相關法令規定： 

１、按國防部令頒國軍內務教則第○四○○七條對內部人員管理規定：「對新進人員，

各級幹部應予適切輔導，務使其對新環境所遭遇之困難，能獲得即時之瞭解與適

應。」同教則第○四○○八條亦規定：「賦予所屬工作，要量事、量時、量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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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長，避其所短，並視情形給予其所要之支援與鼓勵。」同教則第○四○○九

條對人員考核之規定：「各級主官（管）應從日常生活、工作中不斷與部屬接觸，

藉親自考察及其直屬主官（管）之報告，或藉訪問、聯繫其親友、家屬暨往日長

官等方式，以瞭解官兵之思想、品德、操守、工作能力，並列入紀錄始能據以作

為對所屬匡輔、…之依據，…。各級主官經考核發現所屬官兵心態、行為異常，

而有重大影響軍譽或危及部隊安全之虞時，應及時採取斷然處置，或報告上級處

理，不得以任何藉口循情掩飾。」 

２、次按基層連隊管教、內部管理、查察防範不當管教、管教紀律維護、懲處等事項，

「國軍基層管教作法」均有明文規定。 

(二)經查肇事部隊在內部管理及基層管教方面存有下列缺失： 

１、士兵不當行為部分：  

本案新進士兵於連訓期間，負責清洗全連餐盤，並由資深士兵在旁檢查，發

現餐盤清洗不潔時，將餐盤踢翻或丟擲於草地上，要求拾回重洗；新進士兵於接

受連訓期間，實施衛哨勤務見習，資深衛兵藉故要求渠等從哨所跑回排駐地查詢

幹部姓名並回報；資深士兵在連部集合新兵講解衛哨著裝、值勤要求；禁閉排排

長發現資深士兵集合新兵講話，卻未加制止等情，顯已違反國軍基層管教作法「士

兵之間無管教懲罰、集合操課、公差分配的權力，亦不得要求資淺士兵照料起居、

工作勤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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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相關幹部違失責任部分：  

(１)士官為士兵最基層之輔導、管教幹部，理應善盡愛心、耐心，公平、合理派遣

公差勤務，並適時督導指揮，然該單位士官幹部漠視資深士兵對新進士兵包攬

洗餐盤勤務工作，或以不當言詞責駡新進士兵，已明顯違反「國軍基層管教作

法」之規定。  

(２)該連部分資深士兵於輔導新進士兵時，多以言詞責駡方式要求改正，幹部礙於

部隊編現人員不足，為求各項戰、演訓任務順利推行，似有默許其存在，顯見

領導統御失當。  

３、指揮部及營級主官（管）近期因配合「防警操演」任務繁重，復加以所屬各駐地

分散，致各級赴基層單位實施親考親教及督（輔）導次數減少，無法澈底發掘潛

存問題，有效防杜軍紀案件肇生。  

４、由前述該單位曾發生「資深士兵檢查新兵餐盤清洗狀況，並以餐盤未洗乾淨為

由，予以踢倒要求重洗」、「資深士兵要求新兵跑回駐地查看資深士兵姓名再折返

回報」及「資深士兵在連部集合新兵講解衛哨著裝、值勤要求」等情觀之，顯見

單位已存有「資深違規管教新進」之風氣，復以「禁閉排排長發現資深士兵集合

新兵講話，卻未加制止」，亦見幹部存有認知偏差，而所屬營、連幹部在國防部

調查約談時表示，對單位潛存「違規管教」現象表示並不知情，單位幹部確有未

盡職責之疏失。上開缺失，有國防部及空軍總部檢討事故發生原因查復本院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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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資料在卷可稽；另國防部、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相關

主管人員於接受本院約詢時亦坦承不諱，有本院約詢筆錄附卷足憑。  

(三)綜上，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執行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不當，相關主管

復未善盡管理督導之責，違反首揭各項規定至明，肇致所屬士兵王○○於哨所自縊

身亡，核有違失，應澈底檢討改進。 

二、本案肇事部隊執行心理輔導工作有欠落實，致衍生士兵自裁死亡不幸事件，洵有違失： 

(一)查國防部令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對三級防處之具體作法規定

如下： 

１、初級預防處置：由連、營輔導長擔任，在單位主官指導下，主動掌握心緒不穩官

兵，協助紓解心理問題。 

(１)新進人員輔導：自報到迄三個月內實施。 

<１>各級應指派「輔導人」協助「新進人員」適應單位環境、工作及生活。 

<２>「輔導人」工作內容由連、營輔導長親自指導交付執行情形適時回報，以協

助幹部瞭解、掌握「新進人員」適應狀況。 

<３>「輔導人」之遴選，以與「新進人員」同建制、背景相近、具服務熱忱，同

時學習、適應狀況良好之同僚為優先；輔導人之遴選、任務交付，及執行情

形頇記載於「政戰工作紀要」。 

(２)一般官兵輔導：自報到迄退伍前之官、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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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各級幹部應依部頒「國軍強化常備戰士家屬服務各級作法要點」，主動與官兵

家屬保持連繫，使家屬瞭解子弟在營情形，並掌握官兵營外生活狀況，對輔

導個案，更應經常連繫個案家屬，動員家人發揮支持功能，防止危安事件肇

生。 

<２>基層幹部應落實知官識兵工作，並發揮高度敏感度，藉由個別約談及輔導管

教作為，瞭解所屬心理情緒，若發覺異狀，應主動關懷協助，並適時轉介單

位「心理衛生中心」或各「地區心理衛生中心」接受專業輔導。 

２、二級輔導處置： 

(１)新進人員輔導： 

<１>各級「心理衛生中心」應結合單位特性，訂定「新進人員輔導作法」，納入工

作計畫實施，協助新進官兵適應部隊生活。 

<２>新訓單位於新兵入伍訓期二分之一，及常備部隊於新進人員（含軍、士官）

到部後一至三個月間，應實施「國軍身心狀況評量表」普測，並配合重複檢

核、晤談、資料審查、家屬連繫等方法，過濾、篩選「需高度關懷群」人員，

造冊列管，並擬訂輔導計畫管制輔導。 

(２)一般官兵輔導： 

<１>除依新進人員工作重點實施輔導外，並適切提供生活、教育、就業諮詢與相

關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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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心理衛生中心」應適時對所屬單位以不記名方式實施問卷訪查，俾發掘部

隊實際狀況及潛存問題，提供單位主官參考運用。 

(３)特別個案輔導： 

<１>「心理衛生中心」應將「國軍身心狀況評量表」施測結果及答案紙，以公務

秘密函件函送各級主官（管）保管。 

<２>經隊重複檢核確定為「需高度關懷群」人員，由「心理衛生中心」列管輔導，

「需中度關懷群」及情節輕微者，「心理衛生中心」應指導單位主官（管）持

續觀察注意，並視個案狀況，適時轉介接受輔導。 

<３>對列管個案，「心理衛生中心」應主動提供相關輔導建議及作法，供單位研處

執行，…。 

３、三級醫療處置：由國軍桃園、台中、高雄、花蓮總醫院設立之「地區心理衛生中

心」擔任，金門、馬祖、澎湖等地區由防衛部「心理衛生中心」兼任。 

(二)經查肇事部隊在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存有下列缺失： 

１、王員於新訓中心「國軍身心狀況評量表」施測結果為「尚需關懷群」。經瞭解，該

連輔導長雖依規定藉由「幹部約談」方式進行輔導，惟未進一步加強關懷照顧，並與家屬

保持聯繫，喪失防範危安先機。 

２、依據連輔導長魏○○中尉接受國防部約談紀錄，及該部詢問二兵蔡○○瞭解，王

兵個性內向、容易緊張，常因執勤口令、動作不熟，自覺表現差，而產生適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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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壓力，該連雖已要求值星人員平日應多加注意，惟輔導作為流於形式，危安

敏感度不足，未能掌握異常徵候，妥採積極作為。 

３、安排王員之「輔導人」，律定由同建制排、班長兼任，與部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

工作實施計畫」規定「輔導人」應遴選同建制、背景相近、具服務熱誠，同時學

習、適應狀況良好同僚為優先考量對象，在作法上顯有落差。 

４、本案心理輔導工作方面，「二級防處」已由專業心輔官（員）依部頒「心理衛生（輔

導）工作實施計畫」規定，執行量表篩檢、追蹤管制、心理諮商及心輔教育等工

作；然就此案成因檢討，發現擔任「初級防處」之營、連輔導長雖有輔導作為，

但執行作法未盡周延，工作流於形式，未主動深入瞭解及發掘官兵問題與異常徵

候，顯見基層幹部危安防治敏感度不足，欠缺輔導人員應具備之熱誠、支持、關

懷、與同理心等特質，輔導知能有待檢討加強。 

上開缺失，有國防部及空軍總部查復本院之書面資料附卷足按，此外國防部、

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相關主管人員於接受本院約詢時亦坦

承不諱，有本院約詢筆錄在卷可稽。 

(三)按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可強化國軍自我傷害防治工作，建立預防危安機制，協助

各級發掘、掌握、管制輔導個案，防範官兵自我傷害發生，進而發揮維護部隊安全，

鞏固戰力之功能，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就本事件觀之，肇事部隊執行心理輔導工

作有欠落實，不符國防部令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規定，致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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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士兵自裁死亡不幸事件，洵有違失，應切實檢討改善。 

三、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對所屬內部管理

及心理衛生（輔導）工作督導不周，核有未當：  

(一)內部管理權責及督導規定： 

１、有關空軍內部管理作業，係空軍總部人事署之業務職掌，另該署並負有「督導實

施考核及改進之研究建議」之任務，空軍總部人事署任務與職掌之規定定有明文；

另關於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內部管理作業，係該部人事行政處之業務職掌，另該

處並負有「督導實施考核及改進之研究建議」之任務，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人事

行政處任務與職掌之規定亦定有明文。 

２、按國防部為加強督導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工作，特於「國軍基層管教作法」律定

相關查察防範，其規定如下：「營級以上主官（副主官、政戰主管），應不定期（每

週至少一次）對所屬基層連隊實施督訪，及對偏遠獨立據點（海軍士官兵住艙）

實施駐點共同生活，凡發現涉有不當管教或資深欺侮新進之現象，應立即查明處

理，並逐級反映。對不當管教及資深欺侮新進案情，各級應列為每月情蒐要項，

掌握動態，蒐集查報，即查即報，以有效遏止。各級『主官會報』、『領導統御

座談會』應持恆宣達發揚軍中倫理、健全合理管教、促進部隊團結之政策，及檢

討不當管教及資深欺侮新進現象，研擬對策，做好事前防範。」 

(二)心理衛生工作權責及督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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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空軍心理衛生與輔導工作政策之執行與督考、空軍心理衛生教育巡迴教育之

執行與工作督訪、官兵心理測驗及問卷調查施測與分析、軍隊自我傷害防治方法

之制定、心理衛生與輔導工作專題研究等工作，係空軍總部政治作戰主任室政戰

綜合處之業務職掌，空軍總部政治作戰主任室任務與職掌之規定定有明文；另關

於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心理衛生與輔導工作之策劃、執行與督（輔）導、心理衛

生巡迴宣教之執行、官兵心理測驗及問卷調查施測與分析、軍隊自我傷害防治之

策劃與執行等工作，係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政戰綜合科之業務職掌，空軍防砲警

衛司令部政治作戰主任室任務與職掌之規定亦定有明文。 

２、查國防部為強化國軍自我傷害防治工作，建立預防危安機制，詳列防治工作重點，

協助各級發掘、掌握、管制輔導個案，防範官兵自我傷害發生，特於九十三年一

月十二日勁勉字第○九三○○○○四二一號令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

施計畫」，該計畫針對三級防處（新進人員輔導、一般官兵輔導、特別個案輔導…

等）、教育訓練（落實心輔教育、新兵心理衛生教育、基層幹部研習、心輔人員訓

練…等）、工作督考等項目，均訂有具體預防處置作法及標準作業流程，並責成各

軍總（司令）部、「地區心理衛生中心」、國防部各直屬教育暨勤務單位，應依本

計畫，結合單位特性，擬訂具體作法落實執行。次查國防部為落實心理輔導三級

防處體系，協助官兵適應部隊生活，發展健全心理功能，針對已研發完成軍中常

模之心理評量系統制定具體作法，以促進心輔人員正確運用各項量表，達到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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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先的功效，特訂頒國軍心理評量工具運用作業規定，該作業規定旨在針對適應

障礙及自我傷害傾向人員，妥採心輔作為，預防自我傷害案件肇生。末查國防部

為落實防範官兵自我傷害發生，特訂頒國軍官兵「自我傷害防治」實施規定，該

實施規定針對落實預防輔導、強化教育推廣、健全輔導網絡、貫徹危機防處、加

強安全管制、督導考評等項目，均訂有具體防治作法。據上，國防部對國軍心理

衛生（輔導）工作均訂頒有相關規定及宣教作為。 

(三)依上開規定，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輔導）

工作負有直接督導責任。空軍總部及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負有上級督導責任。查本

案之發生凸顯空軍各級督導單位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輔導）工作督導不

周，歷次督導之執行顯然有欠確實，未能及早針對所屬內部管理不當及心理衛生

（輔導）工作有欠落實等情形預作檢討、糾處，致衍生此一不幸事件，洵有未當。

上開缺失，國防部、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相關主管人員於

接受本院約詢時均坦承屬實，有本院約詢筆錄附卷足按。基此，空軍總部各級督導

單位，未能恪遵國防部訂頒相關規定及宣教精進作為，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

（輔導）工作切實督導，核有未當，亟應檢討改進。 

 

 

綜上論結，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一二指揮部執行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不當，辦理



一 一  

 

心理輔導工作亦有欠落實；另空軍總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九

一二指揮部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復督導不周，肇致所屬士兵王○○

於哨所自縊身亡之不幸事件，嚴重損及軍譽，核有重大違失，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提

案糾正，送請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見復。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