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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齊力固國防永保國家享太平 

在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都知道全民國防是全民參與國家安全事務，展現堅強

防衛意志的方式，不僅是國家總體戰力的表現，亦是攸關每位國民與家庭安危存

亡的大事。全民國防絕非宣傳或口號，而是真正與每一位百姓息息相關的重要事 

務。當代國家安全的觀念，已跳脫以軍隊為唯一保障的思維，軍隊戰力固然重要，

但若能以「全民國防」為基礎，必能蓄積更多全民總力，確保國家安全。德國兵

學家魯登道夫在所著《總體戰爭》中，直指現代戰爭是全面的總體戰，因為人民

的力量，決定 軍隊在戰爭中的勝負。因此，全民國防的實踐必須持續性、一貫

性地落實，方能克盡全功。「全民國防」是當今世界各國國防施政的主軸，軍隊

戰力固然重要，然若沒有國人的支持，再堅強的戰力也禁不起戰火的摧折。唯有 

透過全民國防教育，有效凝聚民眾關注國防，鼓勵民眾參與國防之共識，使全體

國人從潛移默化中，理解國家建軍備戰的重要性，進而強化全民國防的共信共識，

方能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國家安全防線。 

《全民國防教育法》施行迄今，每年透過學校及社會教育等方式，強化國人國

防知識。其次，為推廣募兵制，國防部每年也透過暑期戰鬥營、走入校園等活動，

使國人體驗各項軍事事務，見證國軍堅實戰力與官兵活力，並透過詳盡介紹，將

軍事知識傳達給民眾，讓有意願從軍的青年學子，對於未來的軍旅生活有更完整

的認知，提升從軍意願。國家安全不可能單憑軍事武力就能確保，唯有強化全民



國防教育，提升國人愛國情操，才能增進全民對國防的認知及重視。全民國防教

育活動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透過軍民的互動，提升對國防安全正確的認知，進而

爭取國人支持及參與國防建設。每年藉由演訓驗證整合國家人力、物 力，以達

到「平時支援災害防救，戰時支援軍事作戰」之目標，進而有效構築我國土安全

防衛網。 

事實上，近年極端氣候造成的災損愈見劇烈，相較傳統軍事衝突造成的破壞，

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時局變化與軍事科技日新月異，戰爭形態已不若以往，戰

場無前後方之分，戰事初起，烽火即可能遍及全國，無人得以倖免。鑑此，世界

各先進國家，除積極提升部隊戰力、籌購高性能武器裝備外，同時建立嚴密全民

防衛動員機制，並置重點於複合式災害演練，方能有效因應傳統與非傳統、軍事

與非軍事之威脅與挑戰，為國家帶來安全保障。另外，透過徵集後備軍人，進行

戰災搶救與跑（滑）道搶修作業，從執行搶救與搶修的訓練到真正在演訓中驗證，

不僅能增強國軍戰力，也能讓應召員重溫軍事技能，體認戰爭發生時，每個人都

不能置身事外，無形中加深對國家的認同。綜觀古今中外，世界各國除建立精銳

戰力外，更積極落實動員工作，期在必要時刻發揮全國總體力量，確保國家安全。

我國自民國 93 年起確立「常、後分立」政策後，戮力提升後備戰力。現由後

備指揮部排定流路、執行教育召集訓練工作，配合年度重大演訓，驗證戰備訓練

成效，凝聚愛國意識，遂行「保鄉、保家、保產」 的國土防衛作戰任務。畢竟，

現代的戰爭與國防，已不是單純軍事行為，而是牽動整個國力、軍 力、民力與



精神力的綜合行為。未來期盼全民持續保持憂患意識，以具體行動支持國防理念，

使全民防衛動員體制更臻完備，進而成為國家整體安全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國軍多年來針對不同族群，透過各種管道散播全民國防的種子已漸收成果，若能

持續耕耘，必能逐步生根、發芽，終至成長為保國衛民的大樹。未來國軍也將更

積極結合各方力量，達到戰力相加、相乘的效果，成為國家安全與社會永續發展

的堅實屏障。 

時值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回顧抗戰期間的「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

分男女老幼」，全國上下一心共禦外侮，當時雖無「全民國防」之名，但「全民

國防」之理念早已澈底實踐。另外，民國 38 年 10 月和 11 月，中共渡海進

犯古寧頭和登步島相繼慘敗之後，再於 39 年 7 月攻打大、二膽島，值此風雨

飄搖之際，我全體軍民並未灰心喪志，國軍秉持以一當百精神，英勇擊退來敵。

民國 47 年，中共發動八二三戰役欲一舉奪下金門，全島軍民齊心抗敵，再次

粉碎中共的妄念。每一次重大戰役，都是臺澎金馬危急存亡的關頭，任何一次的

失敗，都會導致國家萬劫不復，所幸全體國軍和國人同心協力，終能化險為夷，

也因為國軍執干戈以衛社稷，不讓共軍越雷池一步，終能確保臺海數十年的和平。

就此而言，我國之所以能夠享有今日的繁榮富庶，國人之所以能夠安枕無憂，不

能不歸功於堅守崗位、枕戈待旦的國軍，而國軍之所以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全心

全力投入建軍備戰，亦緣自國人持續的支持。然而，在兩岸近半世紀無烽火的承

平歲月中，時下青年對當年國軍浴血奮戰捍衛國土之歷史日益淡忘，因此我們更



應透過多元務實方式，深耕全民國防教育，將其內化於百姓日常生活中，才能奠

定國家安全厚實基礎。並盼爾後能持續深化軍民關係，激發國人熱愛國家、凝聚

支持國防的共識。 

摘自 104 年 11 月清流月刊 

●機關安全小叮嚀 

資料不亂放，處處勤上鎖，隨時謹言行，機密不外洩。 

隨時傳謠，會引發社會動盪；任意洩密，會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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