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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下稱聯勤司令部)

、聯勤司令部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下稱聯

勤三支部)。 

貳、案   由：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執行內部管理

及心理輔導工作不當，肇致士兵王○○亡

故，嚴重戕害國軍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聯勤司令部、聯勤三支部對所屬內部管理

及心理輔導工作督導不周，亦有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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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嚴重戕害國軍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一)相關法令規定： 

１、陸海空軍刑法： 

    陸海空軍刑法第 44 條規定：「長官凌虐部屬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上官或資深士兵

藉勢或藉端凌虐軍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長官

明知軍人犯前二項之罪，而包庇、縱容或不為舉

發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 45 條規定：「長官對於

部屬明知依法不應懲罰而懲罰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對部

屬施以法定種類、限度以外之懲罰者，處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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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２、刑法： 

    刑法第 309 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

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３、國軍內部管理及基層管教相關法令規定： 

    按國防部令頒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第

02204 點對官兵休假之離營時間規定：「連續二日

（含）以上假期：本島地區離營時間，由上、中

校級或獨立營區指揮官視單位官兵表現優異或任

務、駐地、交通、季令等因素，得決定於假日（期）

前一日晚餐後實施。」同教範第 08102 點對基層

管教規定：「各級幹部不得以各項訓練驗收不合格

為由，剋扣士官兵休假作為懲罰，……。」同教

範對查察防範亦規定：「幹部應恪遵保持常態、掌

握動態、防止變態原則，察言觀色，以防止不合

理管教（含訓練）、資深欺侮新進、自我傷害等違

常行為。」次按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針對體

罰、凌虐、謾罵釋義軍紀指示內容略以：（1）謾

罵：〈1〉界說：凡高階或高職者，以言詞辱罵損

傷他人人格者，或辱及其親族者。〈2〉方式：惡

言咒罵辱及尊嚴及尊長者。以低等動物影射或辱

罵侵害他人人格者。（2）對違規人員之懲處：〈1〉

如涉法者，當事人一律法辦；未涉法者，軍官、

志願役士官一律記大過乙次處分，志願役官、士

並檢討不適服現役退伍；義務役士官檢束、悔過

三十日。另檢討單位正、副主官（管）失職責任。

〈2〉凡體罰、凌虐部屬者，其主官（管）以未盡

督導之責個案檢討議處。 

(二)事發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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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一兵王○○於 100

年 5 月 12-18 日，參加「核安演習」，於同年月 18

日 1630 時歸建後，未將個人裝備及私人物品放置定

位，遭值星班長古○○下士(下稱古士)要求渠自撰

犯錯事實糾舉單，惟王兵未依古士要求辦理，逕自

施休「外散假」，古士認為王兵未能尊重幹部，再

次要求針對過犯撰寫 2 張糾舉單，王兵復於次(19)

日 1830 時許以簡訊傳送「我不寫糾舉單了，我以後

也沒能力寫」，同日 1840 時單位官兵發現王兵從庫

房衝出，全身起火且手持前述 2 張「糾舉單」，經

滅火後逕送「國軍桃園總醫院」急救，隨後轉送三

軍總醫院「燒燙傷中心」加護病房治療，於同年月

29 日宣告不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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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離營時間未符規定；基層幹部領導統御職能

欠當： 

(１)聯勤三支部於 100 年 5 月 20 日對醫療連士兵

實施問卷調查（現有士兵 39 員，問卷數 36，

受訓 3 員未實施），其中 29.7％（11 份）士兵

問卷提及休假遭拖延，指稱「1800 時休假常拖

延至 19－20 時離營」；另有 54.1％(20 份)士

兵提及幹部情緒管理，並顯示張○○下士、徐

○○中士及蔡○○中士在管教上過於嚴苛，其

中張○○下士於同年月 17日 0710 時於餐廳內

對一兵○○○語出：「裝死、裝笨、裝白痴等

情事」，經該部調查屬實。 

(２)就聯勤司令部調查報告所示，張○○下士曾對

一兵○○○語出：「裝白痴」等言語，疑似涉

及謾罵（以言語辱罵侵害他人人格），已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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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違失。初步查證下士張○○及下士古○○

疑有言行不當情事，全案並已於同年月 26 日

函送北軍檢署偵辦中。另單位幹部對過犯行為

，未即時發現及糾正，顯有督導不週之責。 

２、執行過犯糾舉作法殊有未當： 

(１)聯勤司令部「軍官權限下授士官」實施計畫中

之糾舉表所列舉內容多數為違紀犯法案件，已

逾越國防部頒「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之規

定。 

(２)依「軍官權限下授士官實施計畫」規定，將 30

項「日常實務」糾正權下授各級士官、檢查權

下授班長以上士官幹部、督導權下授副排長以

上士官幹部、輔導權下授連士官督導長，審視

醫療一連實施「日常實務糾舉表」，其中要求

被糾舉人自行填寫其過犯之作法，實與要求作

法不符。 

(３)審視「軍官權限下授士官實施計畫」中，有關

「日常實務糾舉表」實施方式錯誤，且對過犯

人員未召開「士官評議委員會」檢討適懲，均

有違相關規定；另單位主官（管）未能就所屬

幹部領導統御失衡狀況，適時導正與妥處，且

針對已有情緒化管理之幹部，亦未即時發揮管

教互助及糾正制止。 

(４)經國防部派員抽訪該連林○○下士、陳○○下

士及林○○一兵等 3 員，均對糾舉制度不滿，

認為懲處標準不一。 

３、本案依王兵「大兵手記」、「簡訊」及相關人員訪

談、問卷等，該單位連長王○○上尉及相關幹部

確有「領導統御欠周」情事，聯勤司令部已分別

以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8 條第 8 款「領導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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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訓失當」事由，核予「大過乙次」至「申誡貳

次」不等處分。 

４、上開缺失，有國防部及聯勤司令部檢討事故發生

原因查復本院之書面資料在卷可稽；另國防部、

聯勤司令部、聯勤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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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執行基層管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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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

，嚴重戕害國軍形象，核有重大違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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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死亡不幸事件，洵有嚴重違失： 

(一)國軍心理輔導工作係以「三級防處」為主要執行架

構，依有效分工原則，「初級預防」由連、營級輔

導長及基層幹部負責第一線心輔工作，藉由教育推

廣、發掘及轉介等措施主動掌握心緒不穩官兵；「

二級輔導」由各級「心理衛生中心」心輔官(士、

員)擔任，以提供基層幹部教育諮詢及接受個案輔

導與轉介，有效支援基層單位心輔工作；「三級醫

療」由國軍各總醫院設立之「地區心理衛生中心」

擔任，以心理諮商及醫療處置後之輔導作為為主，

對嚴重心理異常者轉介醫療體系，協助部隊落實心

理衛生工作。 

(二)按國防部令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第

02009 點對初級防處工作重點規定：「一、連、營

級主官隨時察覺部隊士氣與動向，以迅速有效掌握

問題，負責單位心輔工作之推行。二、連、營輔導

長運用基本談話技巧、客觀的身心狀況觀察與辨識

，主動掌握心緒不穩官兵，以早期發現，並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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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實施輔導與轉介。」同教則第 02017 點對各級

主官（管）職責規定：「負責單位心理衛生(輔導)

工作成敗之責，督導相關承辦人員推展執行心理衛

生工作。」同教則第 02018 點對基層連、營輔導長

職責規定：「負責單位初級預防工作之推展，配合

心輔人員推動各項預防措施(如瞭解新進人員、建

立基本資料、從大兵手記寫作內容及家屬聯繫等，

主動發掘需要協助之弟兄) ，運用傾聽、關懷、尊

重及初層次同理心等輔導助人技巧，強化初級預防

工作。」次按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肆、具體作法規定：「新進人員分發到部後，輔導

長應主動查閱個人相關資料，掌握渠等家庭背景、

營外交友、大兵手記、身心病史及各項評量篩選工

具施測結果等資訊，以利指導排、班長及幹部(含

比照)落實關懷晤談、家屬聯繫等工作，深入暸解

新進人員身心狀況，強化輔導效能。」 

(三)查據國防部及聯勤司令部復稱： 

１、王兵於 99 年 1 月 25 日到單位後，聯勤三支部衛

生營醫療一連即依聯勤司令部「心理衛生（輔導）

工作實施計畫」由該連副連長林○○中尉執行「新

進人員」相關輔導作為，並於同年 3 月 2 日施測

「國軍身心狀況評量表」，測驗結果屬「適應良好

群」；惟單位幹部欠缺危安敏感度，對王兵心理、

情緒失衡及行為異常等徵兆，未確依三級防處作

法列入「特別個案」輔導管制，相關違失幹部該

部已檢討未盡督導防範之責。 

２、經查該連未編設輔導長，由副連長職司政戰工

作，單位依規定執行官兵輔導及家屬聯繫等作

為，惟近期王員屢藉家屬聯繫及大兵手記等管

道，反映單位內部管理問題、無心軍旅及企圖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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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他人等內容，單位獲悉後，未落實關懷晤談、

家屬聯繫等工作，深入瞭解「新進人員」身心狀

況，亦未轉介心衛中心輔導協助，該連初級防處

作為未符合「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

畫」要求；該單位未深入持續瞭解及掌握官兵身

心狀況，運用三級防處機制，轉介心衛中心輔導，

防處作為欠落實，相關違失幹部已由該部以「未

能做好三級防處作為，致肇生營內自我傷害事件」

事由，核予「大過乙次」至「記過貳次」不等處

分懲處在案。 

(四)上開缺失，有國防部及聯勤司令部查復本院之書面

資料附卷足按，此外國防部、聯勤司令部、聯勤三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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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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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部隊執行心理衛生工作

有欠落實，輔導工作流於形式，未主動深入瞭解及

發掘官兵問題與異常徵候，各級幹部危安防治敏感

度顯有不足，不符國防部令頒國軍心理衛生（輔導

）工作教則及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規定，致衍生士兵死亡不幸事件，洵有嚴重違失，

應切實檢討改善。  

三、聯勤司令部、聯勤三支部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衛生

（輔導）工作督導不周，亦有違失：  

(一)內部管理權責及督導規定： 

１、有關聯勤「內部管理作業之督導及執行」，係聯

勤司令部人事軍務處之業務職掌，另該處人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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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並負有「內部管理計畫之策訂與督導執行」

之職掌，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辦事細則第 9 條

及聯勤人事軍務處業務職掌表分別定有明文；另

關於聯勤三支部內部管理作業，係該部綜合組之

業務職掌，另該組並負有「負責本部暨所屬部隊

內部管理執行與督導事宜（含人員管理、……、

官兵休（請）假管理、……等相關事宜）」之職

掌，聯勤三支部業務職掌表亦定有明文。 

２、按國防部為加強督導基層管教及內部管理工

作，特於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律定相關查察防

範，其規定如下：「各級主官（管）應不定期對

所屬單位實施督訪，並對偏遠獨立據點實施駐

點，凡發現涉有不當管教或資深欺侮新進情事，

應立即查明處理，並逐級反映。」次按聯勤司令

部內部管理實施計畫中對權責之規定如下：「各

級單位主官(管)應負單位內部管理之ㄧ切成敗

責任。」、「各級人事部門應負單位內部管理之策

劃與督導。」；同計畫對督導規定如下：「各級部

隊其上一級單位應定期、不定期對所屬部隊實施

內部管理督導，……，協助基層部隊發掘問題、

解決窒礙，……」、「不定期採『無預警、不定點』

方式，對所屬各單位實施不定期突檢，並置重點

於……、休假管制、部隊安全、軍紀維護等安全

防範工作。」、「上級單位對所屬部隊實施督導，

應置重點於……、休假管制、……、部隊安全、

命令貫徹及一級輔導一級等，不得敷衍了事，以

維護部隊安全。」 

(二)心理衛生工作權責及督導規定： 

１、有關聯勤心理衛生、心理輔導工作之執行及督

導、聯勤心理衛生中心規劃與執行、心輔人員

http://law.mnd.gov.tw/scp/newsdetail.asp?no=1A001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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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訓、用規劃與執行、心衛工作督考評比（心

輔人員在職訓練、研習）等工作，係聯勤司令部

政治作戰部之業務職掌，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

辦事細則第 7 條規定及聯勤政治作戰部業務職掌

表均定有明文；另關於聯勤三支部年度心理輔導

計畫策頒、執行與考核、心理衛生工作輔訪暨評

比事宜、排、班級幹部心理衛生工作研習、年度

心理衛生專題講座、軍士官團教育、心理評量工

具施測訓練與重複檢核講習、新進人員輔導暨心

理衛生宣教等工作，係該部政戰綜合組之業務職

掌，聯勤三支部業務職掌表亦定有明文。 

２、按各級主官（管）負責單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

成敗之責，督導相關承辦人員推展執行心理衛生

工作，查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第 02017

點定有明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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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4 月 13 日國政綜和字

第 098000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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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個案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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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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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mnd.gov.tw/scp/newsdetail.asp?no=1A001000014
http://law.mnd.gov.tw/scp/newsdetail.asp?no=1A001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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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人員正確運用各項量表，達到預防機先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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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據國防部函復本院說明資料載明： 

１、輔導功能逐級減弱，命令難以貫徹： 

(１)依聯勤司令部內部管理實施計畫，群級每月、

營(連)級每週應對所屬內部管理實施督(輔)

導 1 次，惟查聯勤三支部 10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輔導資料，僅夜間督導實施 22 次，其

餘各項輔導作為群級僅實施 1 次，營(連)級僅

實施 3 次，輔導週期未依司令部頒計畫實施。 

(２)審查聯勤三支部懲處名冊，……，惟聯勤三支

部輔導密度不足，確未見幕僚群之處分，請聯

勤司令部妥處。 

(３)聯勤司令部雖於 100年上半年執行人事業務督

導檢查工作並置重點於內部管理檢查，惟一級

輔導一級工作未納入輔導檢查，致輔導功能逐

級減弱，命令難以深入末端細節，且衛生群於

100 年 4 月 1 日裁撤，組織變革期間未見上級

輔導作為，易產生管理缺口。 

(４)檢視聯勤司令部督導紀錄，並未將各單位一級

輔導一級狀況納為督導重點項目，有命令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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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至末端細節之虞，司令部對各級輔導深度

應再加強。 

(５)國防部各聯參自 99 年 1 月 1 日迄今，依職權

對聯勤司令部及其轄屬實施督訪，均有紀錄可

稽，惟聯勤三支部 100 年上半年對所屬「內部

管理」督導，頻率、深度及廣度確有檢討之處

。 

(６)聯勤司令部在輔導深度部分，仍有加強之必要

，聯勤司令部仍應負內部管理督導驗證不力之

責任。 

(７)聯勤司令部及第三支部對「三級防處」作法、

個案管制、轉介及回報機制宣教不足，致基層

營、連級幹部在輔導個案時，無法做好「三級

防處」之「初級發掘預防」工作，顯見聯勤司

令部未能落實督導所屬貫徹執行個案轉介、逐

級回報及追蹤管制等工作，應負督導不周之責

。 

２、「軍中人權促進會」陳○○女士（黃媽媽）於 99

年 12 月 1 日及 100 年 3 月 23 日接獲家屬反映，

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內部管理問題」等

情事，並向該指揮部指揮官楊○○少將反映後，

僅以書面澄復，迄聯勤司令部派員調查及令飭檢

討改進，亦未見明確指導作為，喪失預處先機，

且事後處理亦過於輕率，應負督導不周責任，聯

勤司令部檢討核予「不良事蹟存記」處分。 

３、就本案聯勤三支部指揮官楊○○少將、政戰主任

王○○上校、營長林○○中校、副營長顏○○少

校、營輔導長李○○少校等人，對單位「士官領

導統御及內部管理」等問題，處置欠妥，衍生重

大案件，應負督導不周責任，已分別依「身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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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官(管)，未盡督導防範之責」及「未能做好

三級防處作為」等事由懲處在案。 

４、另本案聯勤三支部營長林○○中校、營輔導長李

○○少校、前任連長張○○上尉、王○○上尉及

政戰主任王○○上校等人，分別以「擔任營長、

營輔導長及連長期間，抽閱大兵日記發現士兵情

緒失衡問題，未能即時回報，做好三級防處作為，

致肇生營內自我傷害案件」、「知悉單位士兵情緒

失衡問題未盡輔導防範之責」、「100 年 5 月 19 日

所屬肇生營內自我傷害案件，身為政戰主管未盡

督導防範之責」等事由懲處在案。 

(四)綜上，依首揭規定，聯勤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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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勤司

令部負有上級督導責任至明。查本案之發生凸顯

聯勤各級幹部之心輔工作效能不彰，聯勤各級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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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防部及聯勤司令

部查復本院之書面資料在卷足憑，另國防部、聯勤

司令部、聯勤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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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勤司令部各級督導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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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違失，亟應檢討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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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聯勤三支部衛生營醫療一連執行內部管

理及心理輔導工作不當，肇致士兵王○○亡故，嚴重戕

害國軍形象，核有重大違失；聯勤司令部、聯勤三支部

對所屬內部管理及心理輔導工作督導不周，亦有違失，

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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