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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文 摘 要 

 

我國在 2000 年政黨第一次輪替之後，原本是被國民黨認為

的三合一敵人竟然成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使得許多軍人在思想

上無法接受，雖是如此國軍還是遵守憲法之規定，服從於當時的

新科總統的領導統帥權，充分顯示出軍隊國家化的成效。到了

2008 年時我國又經歷了二次的政黨輪替，這次是由國民黨推出

的候選人獲選為總統、副總統，國軍的意識型態雖然與國民黨的

意識型態較為相近，卻也是遵守行政中立的原則，不去參予任何

的政治活動。因為軍隊不是為了效忠某個政黨或是黨派而存在的

而是為保護所有黎民百姓的生活福祉而存在的。 

軍人在社會上就是一群合法擁有武器的團體，但是當此一團

體沒有受到約制時，許多亂源也就因此出現。但是當政府重視此

一專業團體，並由健全的文官制度來統一調度，充分的授權給軍

人，讓其在專業領域上有足夠的空間去發揮軍事專業的能力，那

麼軍隊就是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社會人心的一股重要的力量。軍

隊就好比是兩面刃，可以攻擊別人也能傷及自己，就看為政者的

智慧，切莫將軍隊扯入政治的漩渦之中，本篇論文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敘述政黨輪替之後軍人角色的調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