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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兵部隊戰時負有戰鬥與勤務支援之任

務，平時則負有災害防救整備之任務，然而

不管是戰時或平時，為有效率的在最短時間

完成工兵任務，多數工兵任務皆需仰賴工兵

機械，故工兵機械操作及修護人員之素質優

劣，將影響工兵部隊遂行任務之效能。 

本文乃藉由 106 年度部隊輔訪報告資料

及訓後成績，分析機械職類課程規劃及教學成

效，檢討機械職類課程規劃，以精進教學成效，

訓練優秀之工兵機械操作手及機電修護人員，

進而提昇工兵部隊遂行任務之效能。 

 

機械職類班隊課程規劃分析 

一、工兵機械職類班隊 

為培養我工兵部隊之工兵機械操作及修

護作業專長人員，本中心機械組各分別於專

長教育及專業教育規劃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

官班(推土、平路機)等 23 個班隊。其詳細區

分如下： 

(一)專長教育 

專長教育之教育重點為培養工兵專業、專技

之「專才」為主，著重軍事工程計畫與工兵

專業技能、裝備操作保養為目標，以建立兵 

 

 

 

科專業權威 1，針對工兵機械職類班隊共計工

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推土、平路機)、工兵

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挖土機)、工兵機械作業

督導士官班(裝土、壓路、空壓機)、工兵機械

作業督導士官班(多功能工兵車)、工兵機電修

護督導士官班(充電士)、志願役工兵班、志願

役工兵機械作業兵班、工兵機械作業兵班(推土、

平路機)、工兵機械作業兵班(挖土機)、工兵機

械作業兵班(裝土、壓路、空壓機)、工兵機械

作業兵班(多功能工兵車)、工兵機電修護兵班

等 12 個班隊，以培養各型工兵機械操作人員

及修護人員，其召訓對象及目的如表 1。 

(二)專業教育 

專業教育則規劃複訓教育及證照推廣

班，複訓教育為使工兵部隊工兵志願役士官、

兵每 4 年返部接受工兵機械複訓教育，熟習挖

土機、推土機、平路機、裝土機、多功能工兵

車與小型機械等6項編制工兵機械操作與保養

技能，建立部隊工兵機械操作專業種能 2。 

證照推廣班則為使中心教育與國家專

業證照制度接軌，結合證照輔導教學，培養

專業人員取得合格證照，另配合勞動部律定

技能檢定時間及地點，協助完訓人員考取證

照，以強化工兵部隊專業技能 3。 

106 年機械職類課程規劃分析暨教學成效之檢討 
--王貴鈴少校-- 

提要 
一、工兵部隊於防衛作戰之任務為戰鬥與勤務支援，平時則負有災害防救整備之任務，然

而不管是戰時或平時，工兵任務遂行多數皆需仰賴工兵機械，才能使任務有效率的在

最短時間完成，故工兵機械操作手之本職學能，將影響任務遂行之效能。 

二、工兵機械操作及修護人員乃是本中心機械組機械職類班隊，即是操作及維護工兵機械

妥善狀況之第一線作業人員，故工兵機械操作及修護專長人員之素質，將影響工兵機

械之妥善狀況，故工兵機械操作及修護專長人員之教學成效，顯然為一重要之課題。 

 

關鍵字：工兵機械、工兵機電、工兵機械操作、課程規劃 

 

1
《陸軍工兵訓練中心 106 年教育計畫》(西元 2017 年)，頁 13。 

2
同註 1，頁 14。 

3
同註 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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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育共計 25 噸傾卸車專業班、推

土機複訓班、平路機複訓班、挖土機複訓班、

裝土機複訓班、多能工兵車複訓班、挖土機證照

推廣班、推土機證照推廣班、裝土機證照推廣班

、小型裝土機證照推廣班、M3 浮門橋專業保養

班等 11 個班隊，以培養各型工兵機械操作人員

及修護人員，其召訓對象及目的如表 2。 

二、機械職類班隊課程規劃 

課程設計原則秉持「為用而訓」、「訓用

配合」之理念採「分段、分類」培養，置重

點於「專精化」、「專業化」、「職能化」要求，

俾利於結訓後能勝任本職工作，朝「課程專

業化」、「教案單純化」方向縝密規劃，並遵

司令部及工兵處指導，參酌「工兵學用會報」

、「司令部兵科訓練指揮部(中心)教育評鑑」、

「中心教育檢討會」、「學員生問卷調查」、「

部隊輔訪」及「災害救援評鑑」等資料，不

斷研討課程基準之適用性，以促進教育更新

與進步，達到「專、精、實、簡」之要求。 

班隊課程規劃依據工兵部隊官士兵之編

制專長、業務職能、「通中有專、專中有通」

之精神及「實作為主、理論為輔、班隊層級

越低、實作愈多」之原則，針對班隊性質規

劃，以加強其本職學能，課程設計力求「完

整性」、「週延性」、「啣接性」、及「層次性」，

課程時數配當考量「適當性」、課程名稱具備

「明確性」、課程內容符合「班隊特性」4。

其機械職類班隊課程規劃如下： 

(一)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共計工兵機

械作業督導士官班(推土、平路機)等 4 個班

隊，訓期為 6 週，其課程規劃除士官班隊之

共同通識課程外，另規劃單位段維保作業實

務等 3 門裝備維保之基礎課程，以建立學生

維保之正確觀念；規劃各型工兵機械操作與

保養課程各 154 小時，以訓練學生成為裝備

合格之操作手，其課程規劃如表 3。 

(二)工兵機械兵班 

工兵機械兵班共計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表 1 工兵機械專長教育召訓對象及目的表 

工 兵 機 械 專 長 教 育 召 訓 對 象 及 目 的 表 

區 分 班 隊 名 稱 召 訓 目 的 召 訓 對 象 

義
務
役(

志
願
役)

士
官
班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推土、平路機） 
培訓推土、平路機操作專長士官 

1.欲取得第二專長之志願役士
官。 

2.欲晉升士官之義務役士兵(結
訓後晉升士官)。 

3.工兵部隊中、高級專長轉換訓
練之志願役士官。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挖土機） 
培訓挖土機操作專長士官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培訓裝土、壓路、空壓機操作專長士官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多功能工兵車） 
培訓多功能工兵車操作專長士官 

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官班 

(充電士) 
培訓工兵機電修護士官 

志願役 

志 願 役 工 兵 班 培訓工兵主要專長及乙項工兵機械次要專長 1.國防部招募社會青年 

2.新訓中心轉服志願役士兵 志願役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培訓工兵機械主要專長及戰鬥工兵次要專長 

新
兵
二
階
段
專
長
班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班 

（推土、平路機） 
培訓推土、平路機操作專長士兵 

1.完成入伍訓練之義務役士兵。 

2.工兵部隊未具二階段專長之
士兵。 

3.工兵部隊中、高級專長轉換訓
練之志願役士兵。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班 

（挖土機） 
培訓挖土機操作專長士兵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培訓裝土、壓路、空壓機操作專長士兵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班 

（多功能工兵車） 
培訓多功能工兵車操作專長士兵 

工 兵 機 電 修 護 兵 班 

(充電兵) 
培訓工兵機電修護士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4
同註 1，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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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兵機械專業教育召訓對象及目的表 

工 兵 機 械 專 業 教 育 召 訓 對 象 及 目 的 表 

區分 班 隊 名 稱 召 訓 目 的 召 訓 對 象 備 考 

專業技
術班 

25 噸傾卸車專業班 
培訓 25 噸傾卸車操作保
養專業人員 

工兵部隊25噸傾
卸車操作駕駛 

1.以志願役士官、兵為主 

2.須具備軍用大貨車駕照 

工
兵
機
械
複
訓
班 

推土機複訓班 
複訓工兵官、士、兵推土
機操作與保養職能 

本軍工兵志願役
軍官、士官、士兵 

需具以下資格之一滿三年以上即可： 

1.推土機作業專長證書 

2.重機械操作-推土機單一級技術士 

平路機複訓班 
複訓工兵官、士、兵平路
機操作與保養職能 

需具平路機 

作業專長證書滿三年以上 

挖土機複訓班 
複訓工兵官、士、兵挖土
機操作與保養職能 

需具以下資格之一滿三年以上即可： 

1.挖土機作業專長證書 

2.重機械操作-挖掘機單一級技術士 

裝土機複訓班 
複訓工兵官、士、兵裝土
機操作與保養職能 

需具以下資格之一滿三年以上即可： 

1.裝土機作業專長證書 

2.重機械操作-裝土機單一級技術士 

3.重機械操作-鏟裝機單一級技術士 

多功能工兵車複訓
班 

複訓工兵官、士、兵多功
能工兵車操作與保養職能 

需具多功能工兵車作業 

專長證書滿三年以上 

證
照
推
廣
班 

挖土機證照推廣班 

培訓人員熟悉技能
檢定挖掘機之測考
項目及要領 

 

推土機證照推廣班 

培訓人員熟悉技能
檢定推土機之測考
項目及要領 

本軍工兵志願役
軍官、士官、士兵 

 
裝土機證照推廣班 

培訓人員熟悉技能
檢定裝土機之測考
項目及要領 

小 型 裝 土 機 

培訓人員熟悉技能
檢定鏟裝機之測考
項目及要領 

保
養
專
業
班 

M3浮門橋保養專業
班 

培訓 M3 浮門橋裝備
保養人員 

53工兵群橋樑營
及工訓中心教勤
營二級廠編制之
工兵機電修護士
（兵） 

須完成工兵機電修護士（兵）專長訓
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表 3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各型工兵機械)課程規劃表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1 0 6 年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督 導 士 官 班 ( 各 型 工 兵 機 械 ) 課 程 規 劃 表 

區 分 機 械 種 類 班 隊 週 數 課 目 時 數 

礎
課
程 

維
保
基 

1.推土、平路機 

2.挖土機 

3.裝土、壓路、空壓機 

4.多功能工兵車 6 週 

(210 小時) 

單位段維保作業實務 1 

隨裝配賦件暨技術書刊(含 MR 卡)管理
與運用 

3 

工兵編制裝備一級保養執行要領 4 

作
課
程 

機
械
操 

推土、平路機 推土、平路機操作與保養 154 

挖土機 挖土機操作與保養 154 

裝土、壓路、空壓機 裝土、壓路、空壓機操作與保養 154 

多功能工兵車 多功能工兵車操作與保養 1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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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平路機)等 4 個班隊，訓期為 5 週，其

課程規劃除士兵班隊之共同通識課程外，另

規劃單位段維保作業實務等 3 門裝備維保之

基礎課程，以建立學生維保之正確觀念；規

劃各型工兵機械操作與保養課程各 147 小時，

以訓練學生成為裝備合格之操作手，其課程

規劃如表 4。 

(三)志願役工兵(機械)班 

志願役工兵(機械)班共區分工兵班及工

兵機械班等 2 個班隊，訓期為 10 週，其皆規

劃各型工兵機械操作保養課程 147 小時，使工

兵之志願役士兵皆能取得工兵機械專長。 

(四)工兵機電修護士官(兵)班 

工兵機電修護士官(兵)班共區分工兵

表 4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各型工兵機械)課程規劃表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1 0 6 年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班 ( 各 型 工 兵 機 械 ) 課 程 規 劃 表 

區 分 機 械 種 類 班 隊 週 數 課 目 時 數 

礎
課
程 

維
保
基 

1.推土、平路機 

2.挖土機 

3.裝土、壓路、空壓機 

4.多功能工兵車 5 週 

(175 小時) 

單位段維保作業實務 1 

隨裝配賦件暨技術書刊(含 MR 卡)管理
與運用 

3 

工兵編制裝備一級保養執行要領 4 

作
課
程 

機
械
操 

推土、平路機 推土、平路機操作與保養 147 

挖土機 挖土機操作與保養 147 

裝土、壓路、空壓機 裝土、壓路、空壓機操作與保養 147 

多功能工兵車 多功能工兵車操作與保養 14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表 5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各型工兵機械)課程規劃表 

陸軍工兵訓練中心 1 0 6 年工 兵 機 電 修 護 督 導 士 官 ( 兵 ) 班 ( 含 充 電 ) 課程時數配當表( 8 週 ) 

區 分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小 計 百 分 比 

共
同
性
一
般
課
程 

後 勤 

國軍現行保修體制暨單位段保養 2 

12 5% 

二級廠編組及作業流程 4 

技術書刊暨潤滑令運用 2 

機工具區分及使用要領 2 

二級廠作業安全(含廠區環保) 2 

兵
科
專
業
專
長 

工 兵 

裝 備 

消防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245 95% 

阻絕尾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打氣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3 

發電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4 

給水裝備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挖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推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平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工兵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空壓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4 

傾卸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牽引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爆破鑽孔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照明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橋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油壓工具組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3 

裝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壓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舟艇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履帶機動橋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裝備預防保養勤務實作 28 

電瓶充電與保養 14 

主官裝備檢查暨妥善率鑑定 14 

資料來源：《陸軍工兵訓練中心106年教育計畫》(西元2017年)，頁117-118及頁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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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修護士官班及工兵機電修護士兵班等 2

個班隊，訓期為 8 週，其課程規劃除司令部

律定之後勤班隊共同通識課程外，另規劃裝

備預防保養勤務實作課程 28 小時，使其對裝

備之各系統有基本之概念，再規劃各型工兵

機械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等 20 門

課程，使學生能對各型工兵機械二級預防保

養勤務熟稔，並規劃電瓶充電與保養課程，

使學生能具備電瓶充電與保養之專長，其課

程規劃如表 5。 

(五) 25 噸傾卸車專業班 

25 噸傾卸車專業班，訓期為 2 週，受

訓人員須具備軍用大貨車駕照，課程規劃 25

噸傾卸車操作與保養課程 70 小時，使學生熟

稔 25 噸傾卸車之駕駛操作方式。 

(六)工兵機械複訓班 

工兵機械複訓班共計推土機複訓班等

4 個班隊，訓期為 2 週，其課程皆規劃各型

工兵機械作業與保養 70 小時，使工兵部隊取

得相關專長之官、士、兵，可熟習各型工兵

機械操作。 

(七)證照推廣班 

證照推廣班共計挖土機證照推廣班等 4

個班隊，訓期為3週，其課程皆規劃各型工兵機

械作業與保養 105 小時，依照勞動部技能檢定-

重機械操作(單一級技術士)考照模式實施訓練，

使學生熟稔各型工兵機械操作，進而考取單一

級技術士。 

(八)保養專業班 

保養專業班僅M3浮門橋保養專業班，

訓期為 1 週，其課程規劃 M3 浮門橋預防保

養勤務實作 35 小時，僅訓工兵訓練中心教勤

營及53工兵群橋樑營之工兵機電修護人員，

訓練 M3 浮門橋專業保養人員。 

 

教學成效分析 

一、訓後成績統計 

針對機械職類專長，本中心 106 年度共

計召訓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推土、平

路機）23 個班隊 41 梯次 913 人次，訓員成

績(如表 6)均達 70 分以上，顯示各班隊學員

受訓成績均能達標準，尤以複訓班學生成績，

統計其有 60％以上均達 80 分，可見複訓班

訓練成績成效較佳。 

二、訓後單位人員運用概況 

經由 106 年度部隊輔訪，查詢 106 年度

工兵機械專長職類班隊訓後單位人員運用概

況(如表 7)，經查 106 年度結訓共計 913 人

次，佔相關職缺人員僅 232 員(25.4％)，而

實際有從事相關工作或任務人員僅 137 員

(15％)。 

由統計表顯示，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官

班、工兵機電修護兵班及 M3 浮門橋保養專

業班等 3 個班隊，訓後佔相關職缺人員達 70

％以上，實際從事相關工作人員亦達 50％，

雖皆未達 100％，但相較其他班隊，其訓用

合一之比例較高。 

三、機具操作驗證 

同時運用 106 年度部隊輔訪時機，驗證

工兵機械專長班隊訓後工兵機械操作情形(

如表 8)，僅以各工兵群各營各驗證 1 員，故

共計驗證 7 員，惟因志願役士兵人數較多，

各驗證 2 員，合計 14 員。 

驗證結果，從機具操作驗證統計表可顯

示，雖皆僅驗證 106 年結訓之學員，但其驗

證成效非達 100％，均有對機具各部諸元辦

別、機具保養檢查及機具操作不熟悉人員，

惟各型工兵機械複訓班及證照推廣班驗證成

效較為良好。 

四、維保成效驗證 

106 年運用部隊輔訪時機，針對二級廠

之工兵機電修護人員實施維保成效驗證(如

表 9)，僅以各工兵群各營各驗證 3 員，合計

21 員，惟 M3 浮門橋為 53 工兵群橋樑營之

專屬裝備，故僅驗證 3 員；另驗證時，部隊

反映近年未獨立招收志願役工兵機電修護人

員(須具備汽修或機械專長)，然各單位為補實

工兵機械修護人員之缺員，派遣未具汽修或

機械專長人員受訓，使部隊工兵機電修護人

員職能有普遍弱化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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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結果，從維保成效驗證統計表可顯

示，其驗證結果僅 M3 浮門橋保養專業班 100

％合格，餘亦未達 100％合格，但總成效較

機具驗證結果佳。 

五、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106 年機械職類班隊由

訓後成績可顯示其訓練成效良好，但由訓後

單位人員運用概況探討，大部分人員於訓後

皆未依專長派職或擔任執行相關任務，僅工

兵機電人員依專長派職比例較高，再由成效

驗證結果，可推論以下幾點： 

(一)目前就機械職類之課程規劃可訓練學

生成為工兵機械合格之操作手，故機械職類

課程規劃無顯見之問題。 

另因應全志願役政策，目前工兵部隊普

遍編現比皆不滿 80％，但部隊之訓練及任務

仍需持續執行，而單位可能因應未來任務執

行層面，故需各種機械操作專長人員，仍有

專長訓之需求，顯示未來志願役人員普遍均

須具備一人多專之現象，以符合部隊任務需

求。 

(二)因應部隊編現比偏低，現行部隊平日除

訓練外，仍須執行任務，故對駐地訓練皆未

能落實執行，造成工兵機械操作訓練未能落

實。 

(三)在未能落實執行駐地訓練之狀況下，目

前工兵部隊已無河川疏濬之任務，故工兵機

械操作手對工兵機械聯合作業並無實作之概

念，亦無實際操作訓練之機會。 

(四)因人員編現比低，故二級之工兵機電修

表 6 工兵機械專長班隊訓後成績統計表 

1 0 6 年 度 工 兵 機 械 專 長 班 隊 訓 後 成 績 統 計 表 

區分 班 隊 名 稱 梯 數 
召 訓 
人 數 

受 訓 
人 數 

8 0 分 
以 上 

8 0 - 7 0 
分 

7 0 分 
以 下 

義務役(志願
役)士官班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推土、平路機） 

1 24 9 3 6 0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挖土機） 

1 24 22 13 9 0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1 24 20 6 14 0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多功能工兵車） 

1 24 10 5 5 0 

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官班 
(充電士) 

3 72 36 32 4 0 

新兵二階段 
專長班 

志願役工兵班 4 120 102 88 14 0 
志願役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4 90 214 5 199 0 

新兵二階段專
長班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推土、平路機） 

2 48 22 6 16 0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挖土機） 

2 48 46 10 36 0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2 48 54 18 36 0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多功能工兵車） 

2 48 40 16 24 0 

工兵機電修護兵班 
(充電兵) 

3 72 66 60 6 0 

專業技術班 25噸傾卸車專業班 1 15 12 8 4 0 

工兵機械 
複訓班 

推土機複訓班 1 24 22 16 6 0 
平路機複訓班 1 24 18 15 3 0 
挖土機複訓班 1 24 24 24 0 0 
裝土機複訓班 1 24 24 22 2 0 

工兵機械 
複訓班 

多功能工兵車複訓班 1 24 12 9 3 0 

證照推廣班 

挖土機證照推廣班 2 40 40 22 18 0 
推土機證照推廣班 2 40 36 20 16 0 
裝土機證照推廣班 2 40 40 23 17 0 

小型裝土機 2 40 40 26 14 0 
保養專業班 M3浮門橋保養專業班 1 5 4 4 0 0 

合計 41 942 913 451 452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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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員亦未滿 100％，因工兵部隊之工兵機

械屬項多量少之特性，故工兵機電修護人員

要能對工兵機械全數熟悉，需六個月至一年

的時間，經由探討工兵機電修護班隊之課程，

其訓期雖長達 8 週，但其課程皆為緊湊之各

型工兵機械二級預防及檢修作業實作，對於

無汽車修護之基礎人員，其對燃油、引擎、

電氣、液壓、傳動等五大系統並不瞭解，於

訓期結束後，在對機械性能未能熟悉的狀況

之下，仍需要大約一年的在職訓練，才能使

工兵機電修護人員進入狀況，故建議應檢討

工兵機電修護班隊之課程，使工兵機電修護

人員能具備裝備系統基礎概念，進而靈活運

用於工兵機械上。 

 

策進作為 

一、推廣一人多專政策 

因應全志願役政策，部隊普遍編現比低，故

志願役人員若能一人具備多項專長，可增加 

 

表 7 工兵機械專長班隊訓後單位人員運用概況統計表 

1 0 6 年 度 工 兵 機 械 專 長 班 隊 訓 後 單 位 人 員 運 用 概 況 統 計 表 

區分 班 隊 名 稱 
召 訓 

人 數 

受 訓 

人 數 

佔 相 關 

職 缺 人 員 

從 事 相 關 

工 作 人 員 

義務役(志
願役)士官

班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推土、平路機） 
24 9 2 1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挖土機） 
24 22 3 1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24 20 5 2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多功能工兵車） 
24 10 2 1 

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官班 

(充電士) 
72 36 25 20 

新兵二階
段專長班 

志願役工兵班 120 102 8 1 

志願役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90 214 12 2 

新兵二階
段專長班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推土、平路機） 
48 22 5 2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挖土機） 
48 46 12 4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48 54 13 3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多功能工兵車） 
48 40 2 1 

工兵機電修護兵班 

(充電兵) 
72 66 58 56 

專業技術
班 

25噸傾卸車專業班 15 12 2 2 

工兵機械
複訓班 

推土機複訓班 24 22 10 5 

平路機複訓班 24 18 8 6 

挖土機複訓班 24 24 16 10 

裝土機複訓班 24 24 10 6 

工兵機械
複訓班 

多功能工兵車複訓班 24 12 6 4 

證照推廣
班 

挖土機證照推廣班 40 40 10 2 

推土機證照推廣班 40 36 5 1 

裝土機證照推廣班 40 40 8 1 

小型裝土機 40 40 6 2 

保養專業
班 

M3浮門橋保養專業班 5 4 4 4 

合計 942 913 232 13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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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工兵機械專長班隊訓後機具操作驗證統計表 

1 0 6 年 度 工 兵 機 械 專 長 班 隊 訓 後 機 具 操 作 驗 證 統 計 表 

區分 班 隊 名 稱 
驗 證 

人 數 

機 具 各 部 

諸 元 辦 別 

機 具 保 養 

檢 查 
機 具 操 作 

V O X V O X V O X 

義務役 

(志願役) 

士官班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推土、平路機） 
7 2 2 3 3 2 2 2 2 3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挖土機） 
7 3 2 2 3 2 2 2 2 3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7 2 2 3 3 2 2 2 2 3 

工兵機械作業督導士官班 

（多功能工兵車） 
7 3 1 3 3 2 2 2 1 4 

新兵二階段專
長班 

志願役工兵班 14 2 5 3 2 5 3 1 5 4 

志願役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14 2 5 3 2 1 7 2 2 6 

新兵二階段專
長班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推土、平路機） 
7 3 1 3 3 1 3 3 1 3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挖土機） 
7 4 1 2 4 2 1 3 2 2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裝土、壓路、空壓機） 
7 3 3 1 2 3 2 2 3 2 

工兵機械作業兵班 

（多功能工兵車） 
7 3 2 2 3 2 2 2 2 3 

專業技術班 25噸傾卸車專業班 7 5 2 0 5 2 0 5 2 0 

工兵機械複訓
班 

推土機複訓班 7 7 0 0 7 0 0 7 0 0 

平路機複訓班 7 6 1 0 6 1 0 6 1 0 

挖土機複訓班 7 7 0 0 7 0 0 7 0 0 

裝土機複訓班 7 7 0 0 7 0 0 7 0 0 

多功能工兵車複訓班 7 6 1 0 6 1 0 6 1 0 

證照推廣班 

挖土機證照推廣班 7 5 1 1 5 1 1 5 1 1 

推土機證照推廣班 7 4 2 1 4 2 1 4 2 1 

裝土機證照推廣班 7 5 2 0 5 2 0 5 2 0 

小型裝土機 7 5 2 0 5 2 0 5 2 0 

合格： V             不合格：O              嚴重不合格：X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8 工兵機械專長班隊訓後維保成效驗證統計表 

1 0 6 年 度 工 兵 機 械 專 長 班 隊 訓 後 維 保 成 效 驗 證 統 計 表 

區分 班 隊 名 稱 
驗 證 

人 數 

機具零附件 

辦 別 
機工具含檢測儀具使用 

全 裝 維 保 

實 作 

V O X V O X V O X 

義務役(志願
役)士官班 

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官班 

(充電士) 
21 10 5 6 12 4 5 9 6 6 

新兵二階段
專長班 

工兵機電修護兵班 

(充電兵) 
21 11 5 5 10 5 6 10 5 6 

保養專業班 M3浮門橋保養專業班 3 3 0 0 3 0 0 3 0 0 

合格： V             不合格：O              嚴重不合格：X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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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人員運用彈性，亦可符合部隊任務需求，

故建議推廣一人多專政策，在機械職類班隊

課程規劃方面，建議依照勞動部『技術士技

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二章申請檢定資格-第

十六條「政府機關設立之職業訓練機關-丙級

檢定訓練八十小時以上」』，故建議修定「工兵

機械操作與保養」課程時數由 147 小時修訂為

84 小時，於訓期內規劃 2 個工兵機械操作專

長課程，共計 168 小時，較原課程增加 21 小

時，且多取得一項機械操作專長，使志願役在

二階段專長訓練期間可取得 2 個工兵機械操

作專長，其課程規劃差異性如表 9。 

另在「工兵機械操作與保養」課程數修

訂為 84 小時狀況下，建議人員與工兵裝備比

例為 6：1 之條件下，每梯訓額限制為 18 員

，以維訓練成效。 

二、進修教育結合證照 

因應部隊編現比偏低，現行部隊平日除

訓練外，仍須執行任務，故對駐地訓練皆未

能落實執行，造成工兵機械操作訓練未能落

實，建議持續召開複訓班，使原取得專長或

取得證照之人員有熟裝練習之時機，除此之

外，並藉由進修教育，安排工兵機械操作與

保養課程，培養工兵幹部機械操作職能，並

依訓練成績排序，擇優安排規劃訓員考取重

型機械單一級操作證照，增加部隊取得專長

之比例。 

三、工兵機械聯合實作 

藉由複訓班之召開，調整複訓班各梯次

流路，安排挖土機及裝土機複訓班同時開班，

推土、平路機及多功能工兵車複訓班同時開

班，並設定道路搶修、便引道開設、機場跑、

滑道搶修作業等作業項目，使複訓班學生能運

用各型工兵機械操作，完成工兵機械聯合作業

項目，強化工兵機械聯合作業實作訓練。 

另建議於政策允許狀況下，國軍能配合

國家災害防救於每年汛期前，由各作戰區之

工兵部隊協助河川疏濬或水庫清淤作業，以

增加工兵機械聯合作業實作機會。 

四、工兵機電回流教育 

經由探討工兵機電修護班隊之課程及維

保成效驗證可得知，工兵機電修護人員對機

具零附件辦別、機工具含檢測儀具使用及全

裝維保實作僅 50％人員達合格標準，另檢討

工兵機電修護班隊之課程規劃，大部分課程

為各型工兵機械二級預防及檢修作業實作課

程，裝備系統課程僅規劃 28 小時課程時數，

建議增加裝備系統課程時數，加強學生燃油、

引擎、電氣、液壓、傳動等五大系統基礎概

念，並增開工兵機電回流教育規劃各型工兵

機械二級維保課程，訓練工兵機電修護人員

各型工兵機械裝備預防保養及檢修實作職能，

以強化工兵機電修護人員二級維保概念及工

兵委商裝備檢定能力。 

 

結語 

工兵裝備為工兵部隊遂行任務之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惟有正確的使用

裝備、合格的操作手及良好的工兵機電修護

人員做好裝備保養，才能維持裝備妥善，才

能使工兵部隊隨時具備遂行任務之能力。 

 

表 9 志願役工兵班(工兵機械作業兵)課程規劃差異性比較表 

志 願 役 工 兵 班 ( 工 兵 機 械 作 業 兵 ) 課 程 規 劃 差 異 性 比 較 表 

區分 機械職類課程 時數 授課輪流方式 差異性 

106 

年度 

挖土機操作與保養 

147 

採輪帶式開班授
課，每次輪流一個
專長。 

1.結訓後取得一個工兵機械專長 

2.機械操作時數 147 小時。 

推土、平路機操作與保養 

裝土、壓路機操作與保養 

多功能工兵車操作與保養 

108 

年度 

挖土機、多功能工兵車操作與保
養 

84 

採輪帶式開班授
課，每次輪流二個
專長。 

1.結訓後取得二個工兵機械專
長。 

2.機械操作時數 168 小時，較 106

年度增加 21 小時。 

推土、平路機操作與保養 

裝土、壓路機操作與保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