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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多次進行軍事活動、戰機擾台和訓練，對台海情勢日趨嚴峻。當國家面臨戰爭威

脅的存續性時，動員召集之後備軍人戰力是守護國土家園最後一道防線。本研究的目的在

於構建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及其關係之系統動態模型，用以教育召集訓練相關政策的

演化趨勢與互動關係。本研究依據相關關係的結構關係，推演出：（1）申請國軍志願留營、

入營管道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2）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

人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3）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

果回饋環路。通過對政策的解讀與模擬分析，本研究發現，入營管道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

因果回饋環路、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會受到國

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遞減環路影響。另外，

在平均動員可獲得人數比率成長時，國軍現員總人數、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

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雖

無明顯成長情況。本研究所建構系統動態模型有助於了解教育召集訓練基於對後備戰力所

形成的循環迴路關係。本研究建議，此模型可作為政府在國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以及招

募志願人力與教育召集訓練評估的參考。進一步，此一系統動態模型也可作為其他國家制

定相關政策的參考。 

 
關鍵字: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後備軍人、動員召集、系統動態學、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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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0年 5月 29日中國於人民大會堂舉行《反分裂國家法》15週年座談會，說明捍衛

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性，不允許任何勢力藉用任何名義、方式，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主張堅持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願景（新華社，2020）。中國採取軍事威懾形式，多

次對台灣進行軍事活動和訓練，造成台海情勢日趨嚴峻。台灣政府鑑於敵情威脅與情勢，

國防部於 2020年 9月 17日於設置軍事動態專區（國防部，2020），即時掌握中國共軍侵擾

台灣東南空域與西南防空識別區情況。2019年國防部國防白皮書（國防部，2019）說明：

面對軍事威脅與日俱增，以「精進戰力防護，優先發展不對稱戰力、網電戰力，強化基本

戰力」原則，籌獲武器裝備，遏阻中共對台軍事行動。 

在中共一直不放棄武力犯台情況下，國防部於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軍提升後

備戰力專案報告」說明（立法院，2020），當國家面對戰爭威脅時刻，後備戰力是構成「戰

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整體防衛關鍵力量。進一步，在列管 231萬後備軍人中，

召集退伍未逾 8年內役男 76萬人、每年召訓 26萬人，每人 8年內最多召訓 4次，重新編

管後備軍人戰力，支援常備軍隊防衛作戰。考量作戰軍事需求與兵役政策（彭正中，2006），

我國《兵役法》規定，退伍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均接受召集（動員召集、臨時召集、教育召

集、勤務召集及點閱召集）；受召集對象若有相關情況（患病不堪行動、家庭發生重大事故、

中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民意代表正值開會期中、因事赴國外、航行國外航行之船員、

犯罪在羈押與徒刑中、其他因特殊事由等），可申請免除召集。另外，凡是工作中勞工與學

校學生，接獲教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集等召集令時，依法令給予公假。 

本研究的目的是運用系統動態學來建構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關係之系統因果回饋

模型。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關係更包含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國軍現員

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等，形成一個共同運作系統。上

述關係彼此相互影響。除了具有時間滯延特性，由於系統運作的複雜性，此間關係多為非

線性，非常適合以系統動態學進行動態模擬與觀察。除了理論模型的建構，本研究第一階

段先以《兵役法》、《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召集規則》與國防部施政績效報告

等，進行系統模擬，並對相關動態趨勢進行一致性檢驗。第二階段進行系統模型檢驗、包

含結構、模敏感度與行為等相關信效度驗證。最後，本研究在第三階段進行政策模擬分析。 

 

2. 理論背景與基礎 

2.1 兵役制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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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是以人民從事保家衛國的一種制度；所謂「兵者：戰士」與「役者：戍邊勞

役」等。進一步，以簡單武器對抗敵人，形成全民共同保衛家園體制。兵役制度建立基礎

是依據國防需要，律定官士兵召集時間、服役型態與召進方式等，象徵國防軍事力量成敗

（王傳照，2006；丁華等，2012；郭添漢，2013）。兵役制度。我國《憲法》第 20條：人

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1949 年起適齡男子服役，採取常備兵徵兵服役 2~3 年政策。

1996年常備兵服役屆滿 1年 10個月退伍，至 40歲始得除役；2000年《替代役實施條例》

考量國防需求專長，補充政府機關及研發單位人力；2004年常備兵服役年限縮短為 1年 8

個月，開始招募志願士兵，以「募兵為主、徵兵為輔」為目標（2007年常備兵服役年限縮

短為 1年 2月、2009年為 1年（1993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適齡人員）；2013年常備兵服

役採取 4個月軍事訓練役（常備兵前 5週為基本訓練、6~16週為專業專長訓練）；2014年

兵役制度徵兵以後備軍隊義務役為主、募兵軍官與士官以常備軍隊為主徵募並行制（盧守

謙，2020）。在兵役制度發展上，伴隨國家時空背景與國防政策組織架構有密切連結（彭正

中，2006），結合國家目標、國防科技、軍事戰略及人力規劃等，以保衛國家安全（褚漢生，

2009；洪錦成、施奕暉，2013；詹中一，2015；桂家慶，2016；洪匡生，2020）。根據前國

防部長嚴德發先生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中說

明：現行國軍編制人數為 18.8萬、2019年志願役兵力將達九成目標，招募人力成長情況良

好（立法院，2018）。 

依據《兵役法》第 1條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招募

適齡女子可志願入營服志願軍官、士官與士兵役。凡適齡服役人員應建立兵籍，除役、免

役或禁役等，即辦理註銷。常備兵經徵兵檢查合格，以出生年徵集入營接受軍事訓練。兵

役制度包含軍官、士官、士兵、替代役等，構成彼此相互影響、發揮效能運作體系。本研

究參考《兵役法》與《兵役法施行法》，將兵役制度體系綜合並區分為下列幾個類型： 

l 軍官役：軍官區分常備軍官役、預備軍官役。適齡男子、後備役士官兵，志願考

取軍官基礎教育，訓練合格入營服常備軍官役；預備軍官需常備士官 2年以上、

優秀士官、士兵考入軍事校院或軍官訓練班結業者 

l 士官役：士官區分常備士官役、預備士官役。適齡人員及現役或後備役士兵，志

願考取常備士官基礎教育，訓練合格入營服常備士官役；志願士兵考取受 8個月

以內之預備士官基礎教育，分發軍事機關軍隊見習，訓練合格入營服預備士官

役。 

l 士兵役：士兵區分志願士兵、常備兵。具高中學歷 18~32歲社會青年，志願考

取接受 8週基礎訓練，完訓起役任職；現行常備兵出生於 1993後適齡人員，僅

需服 4個月軍事訓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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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替代役：在國防軍事無妨礙與不影響兵員補充情況下，考量役齡男子學歷、家

庭、宗教等因素，符合申請資格者。經由申請在機關擔任政府公共事務、社會服

務、教育機構與技術研發等輔助性工作。替代役區分為一般替代役、研發替代役

及產業服務替代役。 

 

2.2 後備軍人召集訓練 
台灣現行軍官役、士官役與士兵役人員，屆滿役期或因故申請退伍者。依據《兵役法》

第 27條均納為後備軍人，接受後備指揮部管理。爰同法第 38條：後備軍人應受召集訓練，

訓練期間等同於現役軍人給予待遇。後備軍官、士官人員，依軍事所需專長、階級與年齡

排序接受召集；後備士兵以符合作戰需求之戰時補充專長依序分批接受召集。本研究參考

《兵役法》、《兵役施行法》、《召集規則》，將後備軍人召集訓練權責與體系綜合區分為下列

幾個類型： 

l 動員召集：面臨戰爭或事件時，依作戰需求主以年次與專長依序召集。依據總統

頒布動員命令訂定召集日期與編成軍隊實施。國防部訂定動員召集計畫，後備指

揮部完成人員資料準備。採書面動員、電話動員召集令方式，由警察局開設召集

事務所局協助辦理。 

l 臨時召集：平時為現役補缺、停役與回役人員，戰時為人員補充。國防部依軍事

所需訂定召集範圍、人數與日期等，召集入營服役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1年。後備

指揮部按召集軍隊申請人數、專長與地點等，進行選員召集。 

l 教育召集：演習或軍事訓練等，以專長教育實施召集。國防部依年度計畫，召集

退伍 8年內後備軍人，召集以 4次為限，每次不超過 20日。屬作戰演訓召集於

14日前、災害防救召集於 6日前，將召集令送交有關警察分局及召訓軍隊辦

理。 

l 勤務召集：平日依後備士兵順序召集、作戰時依輔助戰時勤務與自衛防空召集。

同教育召集訓練召集退伍 8年內後備軍人，召集以 4次為限，每次不超過 20

日。勤務召集服勤範圍如機場、港口、軍事基地、廠連等搶修與協助防空勤務均

屬之。 

l 點閱召集：國防部依後備軍人離營時間與動員需要訂定順序，召集退伍 8年內後

備軍人，召集以每年 1次 1日為限。後備指揮部訂定後備軍隊點閱與三軍動員軍

隊點閱召集時程。地區警察分局協助將召集令交付應召人進行召集作業。 

l 召集解除由國防部傳達召集機關，並通報警政、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鄉

（鎮、市、區）公所等單位。動員、臨時與教育召集解除，召集軍隊發給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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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勤務與點閱召集解除，依需要召集軍隊或使用單位發給證明書。 

 

2.3 系統動態學 
1960 年 Jay W. Forrester 提出系統動態學理論、1968 年提出工業動力學，透過系統間

互相關係，建構模型模擬真實情況，提供決策者運作工具。1980年提出世界動力學模型，

模型代表世界系統運用，模擬社會結構、自然環境等子系統，藉由信息流方式傳遞訊息。

並且定義相關彼此連結的元件、構件、組件與次系統等，透過互動過程，發展成為具層次

性與自組織結構之特性系統。當系統受到外部的力量所衝擊時，將會改變動態運作情況，

隨後將會回復大穩定趨勢（Forrester，1968、2003、2007；鍾永光等，2015、2016；邱昭良

譯，2016）。 

系統運行時因果關係，產生反饋概念形成回饋環路。搭配個人對世界的心理形象、概

念建構心智模型。因果回饋環路，可以加以轉換為積量、率量、輔助變數、關係符號。進

一步，輔以機器語言與電腦模擬繪製動態流程圖，協助處理長期性、週期性與非線性動態

性複雜的問題（謝長宏，2009；陶在樸，2016）。而且電腦模擬中的軟性變數使得系統運作

可以預測與模擬各決策情境發生運作情況（謝長宏，1999；韓釗，2009；屠益民 & 張良

政，2010；Forrester，2016）。 

 

3. 研究方法 

3.1 模型建構與模擬設計 
本研究藉由相關政策法規文獻來建構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系統動態模型（圖 1）。

整體因果回饋環路圖包含：（1）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

饋環路；（2）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3）國

軍人才招募中心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前 2項關係環路為正向因果關係環路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 marked as “R”）；後 1 項關係環路負向因果關係環路圖

（Balancing feedback loop, market as “B”）（圖 1）。另外，本研究利用 Vensim DSS（模

擬軟體）來模擬因果回饋環路圖。系統節點的變量設計與定義，以及相關文獻出處，請參

考表 1。 
《表 1》系統節點（變量）定義 

編號 變量與定義說明 定義出處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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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軍現員總人數：國軍軍官、士官與志願士兵總人

數。 

1、劉培林等，2016 
2、宋秉献，2020 
3、國防報告書，2019 

2 
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退伍未逾 5 年內
人員，可至後備指揮部登記入營服務。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
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

規則 
2、後備指揮部，2021 

3 
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國軍志願役軍官、

士官與士兵平均服役退伍人數。 

1、洪錦成、施奕暉，2013 
2、羅惠玉，2016 
3、劉培林等，2016 

4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國防部核定

每年招募軍官、士官、士兵總數。 

1、國防部，2021 
2、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2021 
3、郭添漢，2013 

5 
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退伍 8年內，可進行後
備動員之後備軍人轉換後備戰力，提升國防實

力。 

1、彭正中，2006 
2、劉培林等，2016 
3、盧守謙，2020 

6 
後備軍人總人數：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與士

兵，因故離職或停役、退伍或解除召集為後備役

者。 

1、兵役法第 27條 
2、立法院，2020 

 

 

《圖 1》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因果回饋環路圖。 

 

3.2 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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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志願留營入營甄選服役規則》，於軍隊服現役之預備軍官、士

官與志願士兵屆滿法定役期前 3個月提出志願留營申請。後備軍人志願入營服役，當事人

向地區後備指揮部提出申請；惟入營備役上尉年齡不得逾 40歲、中（少）尉不得逾 35歲

與士官不得逾 40歲等限制。志願留營與入營申請之體格、考績考核、學歷、智力測驗與懲

罰等條件，經核准符合人員，均以 1至 3年為一期至軍隊服役。 

現役之預備軍官、士官與志願士兵屆滿法定役期人員，若無志願留營意願。依據《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士兵退伍除役及退除給與審定作業規定》於服役屆滿 6個月前，檢附相關

退伍資料提出申請。若應退伍人員拒填或未檢附資料，將由服役單位主動辦理退伍，進一

步，衍生如退除給與權益損失與延宕等情況，概由當事人自行負責。常備軍官役與士官則

依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6條服現役最大年限：常備軍官少（中）尉 12年、

上尉 15年、少校 22年、中校 26年、上校 30年、少將 57歲、中將 60歲及上將 64歲；常

備士官服現役最大年齡：下士、中士、上士均 50歲、士官長 58歲。 

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人數會隨時間遞增(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國軍

現員總人數(具時間滯延特性))；進而國軍現員總人數增加，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也會

增加(國軍現員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具時間滯延特性))：進一步，平均屆

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對「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人數成長會有提升的效益(平均

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形成「申請國軍志願留營、

入營管道之國軍現員總人數遞增」所形成的正向回饋環路圖。 

 

3.3 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2） 

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 2017~2020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年度志願留營服役人

員 70%。代表軍官、士官與士兵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為 30%，依據《兵役法》第

27條：納為後備軍人管理。國防部考量國際情勢、敵情威脅與作戰需求等，依據《全民防

衛動員準備實施辦法》實施軍隊人力動員與後備軍隊訓練。人力動員包含「編實動員」補

充軍隊編現差額與專業技術人員；「擴編動員」補充軍隊編現差額（後備軍人於退伍後 8年

內、合計召集 4次，每 2年 1訓 5~7日為限；「戰耗補充」以補充常備、後備軍隊作戰損耗

人員。現行列管屆滿除役之後備軍人約 230萬人，退伍 8年內列管後備軍人約 77萬（宋秉

献，2020）。依依據《兵役法》第 38條：後備軍人應召在營期間，均為現役。進一步，後

備軍人召集除專長訓練外，落實全民防衛動員作為，提升國軍現員總人數（王傳照，2006；

劉培林等，2016）。 

後備軍人的總人數會隨時間遞增(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後備軍人總人數)；

後備軍人總人數增加，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也會增加(後備軍人總人數→國軍後備戰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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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總數(具時間滯延特性))；進而國軍現員總人數增加，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也會

增加(後備軍人總人數→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具時間滯延特性))：進一步，平均屆滿服役

年限退伍總人數對「後備軍人總人數」成長會有提升的效益(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

→「後備軍人總人數)。形成「後備軍人之總人數遞增」所形成的正向回饋環路圖。 

 
3.4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招募總人數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B1） 
推動募兵制成功的關鍵，取決能否招募到高素質人力，維持國家整體戰力（彭正中，

2006；紀永添，詹中一，2012；詹中一，2015）。國防部 1999年成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下轄「地區招募中心」、「地區服務站」等，執行國軍人才招募與協助民眾索取招募簡章之

服務（郭添漢，2013）。每年以達成招募適量軍官、士官、士兵及質精的志願役人力政策為

目標（王傳照，2006；桂家慶，2016；盧守謙，2020）。依據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政府府資訊

公開 2014~2020年年度施政績效報告招募成效：2014年志願軍官招募率（軍校正期班、飛

行常備軍官班、空軍二技班與專業軍官班）由 78%上升至 115%、志願役士官招募率（士官

二專班與專業士官班等）由 81%上升至 109%、志願士兵招募率（社會青年與新訓轉服）維

持 110%，顯示現階段國軍人才招募成效斐然。 

藉由招募管道入營服役人員，訓練成績合格分發至軍隊服務。經服役屆滿法定年限得

依個人意願申請志願留營或辦理退伍。退伍人員形成空缺與現役人員所產生差額，由國防

部考量人力補充以每年逐次分批招募方式，逐年提升編現。進一步，以退補平衡方式實施

招募補充現員人力。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會隨時間遞增(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

→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具時間滯延特性))；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增加，

國防部人力補充以逐次分批適時調整退補平衡方式(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國軍

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進一步，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對「國軍人才招募

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衡退補上會有平衡的效益(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國軍

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形成「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之遞減」所形成的

負向回饋環路圖。 

 

4. 模型模擬與分析 

4.1 模型結構測試 
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系統主要對象，以年度招募人數比率、每年度總平均退伍率

及平均動員可獲得人數比率為流入項；招募管道、軍隊服役人數、退伍人數及國軍後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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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部列管後備軍人人數為率量；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國軍現員總人數、平

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及後備軍人總人數為存量；補充國軍現員、申請退伍人數、納

入後備役人數及年度後備動員總人數為流出項；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及國軍後備

戰力人員總數為輔助變數建構模型（圖 2），經驗證結果與真實系統所蒐集的數值來源相符。 

 
《圖 2》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動態流程圖 

 
模型結構經相關文獻探討，檢視結構符合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系統運作，本研究

以 Vensim DSS軟體執行模型檢查（圖 3）；進一步，檢驗模型在參數變化時穩定性。本研
究進行 200次敏感度測試（圖 4），均具有一定模擬效度。 

《圖 3》Vensim DSS軟體模型結構測試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每年招募總人數

國軍現員
總人數

平均屆滿服役
年限退伍總人

數

後備軍人總
人數

國軍後備
戰力人員
總數

申請國軍
志願留營
、入營管
道

+

補充國軍現員 招募管道

年度招募
人數比率

部隊服役
人數

申請退伍
人數

每年度總平
均退伍率

退伍人數 納入後備
役人數+

國軍後備
指揮部列
管後備軍
人人數

+

-

年度後備動
員總人數

平均動員
可獲得人
數比率

+

+

+

B

R1

R2



Journal of Systems Thinking and Management 

 

11 

  

  
 

《圖 4》Vensim DSS軟體模型結構敏感度測試 

 

4.2 政策模擬 
本研究模擬數據參考國防部全球資訊網公開資訊 2014~2020年年度施政績效報告，軍

官、士官與志願士兵年度招募目標數、招募數、留營率（退伍率）、立法院議題研析與相關

文獻資料，作為分析的數據。 

立法院第十屆第三會期 2020年 9月 14日議題研析顯示（立法院，2020）：國防部規劃

以循序漸進方式，調整教召訓練頻次與天數。後備軍隊以教召補充為主，守部軍隊以志願

役身份後備軍人編成、次要守備軍隊以義務役身份後備軍人編成，強化常備軍隊戰力與後

備軍隊作戰效能。同時，依據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2017~2019年顯示：2017年選充退伍後 8

年內教召後備軍人（選充教召總數為 91萬 4,886人），目標召訓 14萬 7,840人，實際召訓

10萬 7,033人；2018年（選充教召總數為 91萬 7,623人）目標召訓 14萬 7,275人，實際

召訓 9萬 6,812人；2019年（選充教召總數為 90萬 8，455人）目標召訓 15萬 7,503人，

召訓人數估自為 1萬 8,900人，平均動員可獲得比率為 12%。依此幅度，本研究執行模擬

分析是以 2021年平均動員可獲得比率為 13%、14%、15%，提出「政策一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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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全球資訊網公開資訊 2014~2020年年度施政績效報告顯示，軍官、士官與志願

士兵每年度總平均退伍率約為 30%。依此幅度，本研究執行模擬分析是以 2021 年降低每

年度總平均退伍率 25%、20%、15%，提出「政策二模擬」分析。 

 

政策一模擬分析 

政策一模擬在 2021 年招募比率維持不變下，假設平均動員可獲得人數比率為+15%、

+14%與+13%，國軍現員總人數、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

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模擬結果顯示除後

備軍人總人數變化外，其他均無人數明顯差異。另外，國軍現員總人數、國軍人才招募中

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國軍

後備戰力人員總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均因訓練時間、法定役期與後備軍人動員時程而產

生時間遞延效果（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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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政策一模擬 

政策二模擬分析 

政策二模擬在 2021 年招募比率維持不變下，假設每年度總平均退伍率下降為 25%、

20%、15%，國軍現員總人數、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

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後備軍人總數、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情況。模

擬結果顯示除國軍現員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變化外，其他均無人數明顯差異。國軍現

員總人數、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

志願留營、入營管道、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均因訓練時間、法定役

期與後備軍人動員時程而產生時間遞延效果（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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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政策二模擬 

 

5. 結論與建議 

系統基礎模型強調系統在運作時，藉由彼此連結、互動運作時產生關係。本研究透過

相關文獻探討建立國軍志願役教育召集訓練因果回饋環路圖，了解動態系統運作變化趨勢，

提出支援決策方法（屠益民、張良政，2010）。模擬模型包含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營管道

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1）、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

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2）、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

饋環路（B1）。理論模型建構經結構驗證、敏感度驗證，符合 Forrester（1980）、Barlas（1996）、

Sterman（2000）模型信度與效度驗證。模型運作時可提供決策參考，進一步，提出政策模

擬分析。 

研究發現 1：入營管道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1）、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

伍總人數與後備軍人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R2）會受到國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

數與國軍現員總人數之因果回饋環路（B1）遞減環路限制。這是因為國軍在編制與現員所

形成的差額，國防部所採取逐次分批招募、退補平衡補充等方式，提升整體志願役人力 90%

目標（國防部，2021）。 

研究發現 2：政策一模擬：在平均動員可獲得人數比率成長時，國軍現員總人數、國

軍人才招募中心每年招募總人數、平均屆滿服役年限退伍總人數、申請國軍志願留營、入

營管道、國軍後備戰力人員總數雖無明顯成長情況。但後備軍總人數仍維持 50萬戰力，符

合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國防部於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備改革情況，前部長

嚴德發先生說明：若動員令一下，國軍第一時間防衛作戰兵力約 45萬人。 

研究限制上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2020年公開資訊，對於教育訓

練召集訓練有所停訓及調整。影響 2020年選充教召目標與實際值達成率不明，較難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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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處理：另國防部 2022 年時，將退伍 8年內之符合後備動員年限資格，延長至 12

年，並且對專長實施評估，專長推估部份更礙於資料機敏性成為本研究限制。本研究建議，

此模型可作為政府在國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以及招募志願人力與教育召集訓練評估的參

考。進一步，此一系統動態模型也可作為其他國家制定相關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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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aluation Model for Active Duty for 

Training of Armed Forces Volunteers 
 

Jyun-tai Wang1, Tung-shan Liao2, Tung-Yueh Pai3, Shou-ling Guo4, Min Su5 

Abstract 
China has launched many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its fighter planes have been trained to disrupt 

Taiwan, which poses increasing threats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When the country is 

fac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threat of war, mobilizing and convening reserve soldiers i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to protect the homel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system dynamic 

model of active duty for training of armed forces volunteers and its relationships, which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evolution trend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active duty for training-related 

policie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the relevant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deduced: (1) 

The causal loo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military personnel applying for voluntary stay in the 

military camp, the military entry channel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urrent military personnel; (2) 

the causal loo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veterans at the average expir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reserve soldiers; (3) the causal loo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recruits 

per year by the Recruitment Center of National Armed Forces and total number of current military 

personnel.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ausal loop between military entry channels and total number of current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 causal loo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veterans at the average expir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reserve soldiers are affected by the decrement causal loo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recruits per year by the Recruitment Center of National Armed Forces and total 

number of current military personnel. In addition, when the average number of reserve soldiers 

mobilized increase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total number of current military 

personnel, the total number of recruits per year by the Recruitment Center of National Armed 

Forces, total number of veterans at the average expir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total number of 

military personnel applying for voluntary stay in the military camp, military entry channels, and 

total number of reserve soldiers. The system dynamic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ausal loop relationship formed by active duty for training based on the reserve 

forc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model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national defense policies, as well as to recruit volunteer manpower and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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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duty for training. Furthermore, this system dynamic model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to develop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Recruitment Center of National Armed Forces, Reserve Soldiers, Mobilization,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