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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

附件：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

　一、目的及依據：

　　　為積極發展國防工業，有效運用人才，結合民間力量，提昇我國國防工業及其相關科

　　　技產業之研發能力與國家整體競爭力，落實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依據國防法第二十

　　　二條及兵役法第十一條授權之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訂定

　　　本甄選作業要點。

　二、甄選對象：

　　　參加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甄選之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錄取資格。

　　（二）志願在與國防工業或國防科技有關之研發單位服務四年。

　　（三）具備各大學校院或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查證之國外大學、獨立學

　　　　　院之研究所畢業，獲有碩士（含）以上學位。

　三、國防工業甄選相關單位：

　　（一）國防部所屬機關或軍需生產機構。

　　（二）與國防有關之科技發展、研究計畫或軍需生產計畫之大學校院、研究單位或公、

　　　　　民營機關（構）。

　　（三）國防工業範圍優先項目，由國防部視需要於每年修訂公告之。

　四、員額申請作業流程：

　　　國防部年度公告員額申請作業規定，用人單位於作業時程內向國防部完成申請，其審

　　　查方式包括下列三階段

　　（一）資格查驗暨書面審查：依員額申請資格要項進行資格查驗，獲核准單位，再由審

　　　　　查委員針對用人單位研究計畫進行書面審查評量，並擬定審查原則，檢討計畫管

　　　　　理制度之週延性、前瞻性、適切性及優缺點，予以評等與成績，核駁者網路通知

　　　　　。

　　（二）簡報暨研發成果審查：通過上述審查之用人單位，以簡報方式報告其研發現況與

　　　　　未來布局、研發能量與運用、員額需求與管理及整體規劃，由審查委員予以評等

　　　　　與成績，核駁者網路通知；並依公告之研發成果發表方式進行發表，未依規定執

　　　　　行網路發表者，一律取消該申請員額年度之員額核配資格。審查期間審查委員並

　　　　　對其目前制度運作之管理現況與成效深入剖析，視需要赴各用人單位進行實地瞭

　　　　　解（人員訪談、場地觀察、檢視制度之執行與運作）。

　　（三）員額核配審查：審查委員將以各用人單位於上述二項審查階段結果、政府核定重

　　　　　點政策及國防回饋與貢獻，為員額申請加分評估考量，員額核算後，由審查委員

　　　　　進行員額核配複審會議，決定核給員額之合理性並公告確認。

　五、員額申請要件及審查：

　　（一）員額申請要件：用人單位申請訓儲員額需求，必須提出完整之研發計畫，並明確

　　　　　定義研發工作範圍，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已與國防單位簽定委託、合作契約者。

　　　　　2.經國防單位辦理選擇性招標資格審查合格者或納入合格廠商名單之廠商。

　　　　　3.所提國防科技工業有關研究計畫後，經審查與本部所屬單位可合作研發者。

　　　　　4.過去研發成果可直接轉換為國防運用，具未來合作潛力或對國防有貢獻者。

　　　　　5.研究計畫具有創新導向，成果可顯著提升國家經濟力、競爭力及國防工業能量

　　　　　　。

　　（二）審查：

　　　　　1.專業審查委員會初審：依用人單位所提研究計畫、單位整體運作成效與未來發

　　　　　　展及訓儲制度運作管理，按前項申請要件完成初審，並將審查書面意見及排定

　　　　　　申請單位優先順序，經由跨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委員會審查。

　　　　　2.國防部複審：國防部邀請各提出申請部會之代表及專業單位、人員，組成審查

　　　　　　委員會，完成複審。

　　　　　　前項第一款所稱完整研發計畫，期程應為四年，未達四年之計畫必須訂定子計

　　　　　　畫或備用計畫；所稱工作範圍，區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先進技術發展及

　　　　　　產品系統的開發等部份。

　六、員額分配及宣導：

　　（一）國防部每年依年度作業計畫時程公告合格申請單位及員額分配。

　　（二）各用人單位應於國防部規定期限前上網公告具體資料（包括核定員額之研究計畫

　　　　　名稱、經費來源、工作性質、專長職務、待遇、福利、工作環境及整體研發人力

　　　　　、能量），得編印宣導資料，送各校院協助宣導及辦理接洽報名、申請、甄選、

　　　　　錄用、審查等事宜。

　　（三）宣導工作，由國防部會同相關部會，組成宣導組實施說明會。

　七、報名及甄選程序：

　　（一）凡合於甄選對象資格之未役役男，採網路報名，填具志願，經學校（院）（軍訓

　　　　　室）確認後申請報名。

　　（二）各用人單位對已完成報名手續學生實施甄選考（面、口、筆）試，完成網路甄選

　　　　　系統勾選後以正式函文將建議錄用名冊函送國防部辦理，經由跨部會代表及專家

　　　　　學者委員會審查。

　　（三）國防部應召集審查委員完成審查後，核定錄取人員並公告。

　　（四）前二項所定日期以國防部每年公告為準。

　八、預備軍（士）官教育：

　　（一）經核定錄用人員，依國防部通知指定時間、地點入營接受十二週預備軍（士）官

　　　　　基礎教育，並繳驗研究所畢業證書正本，未按時入營者，註銷其錄用資格。

　　（二）入營教育期間因事故未能完成基礎教育者，由施訓單位辦理退訓，報國防部核定

　　　　　取消預備軍（士）官及註銷訓儲錄用資格，並通知用人單位及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予以徵集，補足其應服之義務役期。

　　（三）教育期滿合格，發給預備軍（士）官適任證書，並且由預備軍（士）官教育單位

　　　　　按後備軍人管理規則規定，辦理離營通知及資料轉移，分送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後備司令部，以預備軍（士）官後備役辦理報到列管。

　　（四）前項人員於接受預備軍（士）官教育期間，如被退訓、開除或成績不合格者，註

　　　　　銷其錄用資格，並依其原有身分，處理其服役事項。九、服務時間身分：

　　　　　到服務單位任職日起服務四年，期間無論在國軍、研究單位、大學校院或公、民

　　　　　營機關（構）服務，均無現役軍人身分，其服務起迄日以國防部核定為準。



　十、工作調整：

　　（一）相關部會如因任務需要徵調訓儲預備軍（士）官時，徵調單位需檢附原用人單位

　　　　　同意函，報國防部核定改分配。

　　（二）用人單位因計畫變更或裁撤，無法容納現有訓儲預備軍（士）官時，由各用人單

　　　　　位向國防部申請調整，經由跨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委員會審查同意後核定改分配

　　　　　。

　　（三）調整之人員不列計當年申請員額，其原有服務年資併予列計。

　　（四）各用人單位應按申請時之職位專長任職，以從事特定之科技研究發展。因組織變

　　　　　革或計畫變更，改分配之訓儲預備軍（士）官申請調整服務單位，列入爾後年度

　　　　　員額申請審查評鑑事項。

　　（五）作業程序另訂之。

　十一、進修及訓練：

　　　（一）各用人單位應由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負責輔導教育，培訓其專業學能

　　　　　　，並得依工作需要派往國內外接受專業訓練或進修，進修及訓練時間經累計達

　　　　　　二個月以上者，均不計入服務年限，並由用人單位報國防部列管。

　　　（二）進修及訓練後延長服務期限，依各用人單位之規定辦理，並應報國防部備查。

　　　（三）進修及訓練與所任職務無關或未經核准者，註銷其錄用資格。

　十二、人事管理、待遇及出境：

　　　（一）在服務期間，人事管理及待遇，悉依用人單位有關規定辦理，惟不得兼研究計

　　　　　　畫以外職務。

　　　（二）凡出國公務、會議及休假等均應由用人單位事前報國防部核備列管。公務及會

　　　　　　議均應限於從事研發計畫相關工作；出國如逾　10天（含）以上者，請於 2　

　　　　　　個月前由用人單位按附件格式填列申請表後，報由國防部組成之專業審查委員

　　　　　　會辦理。

　　　（三）服務期滿後，當事人志願繼續服務，得依用人單位人事管理規定檢討議約辦理

　　　　　　。

　十三、相關兵役規定：

　　　（一）服務期間，因個人事故未能履行約定，提前脫離職務或績效低劣經免職或解聘

　　　　　　者，由各用人單位報國防部核定註銷，並由國防部函後備司令部，予以臨時召

　　　　　　集，除大專集訓及預備軍（士）官教育時間應折抵役期外，補足其應服之義務

　　　　　　役期。

　　　（二）服務期間，因病申辦體位變更，由戶籍地縣（市）後備指揮部實施體檢判等體

　　　　　　位，並層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於每月底前會同相關單位審查，屬替代役體位

　　　　　　者函請內政部依法轉服替代役，並由各用人單位報國防部核定註銷其資格；免

　　　　　　役體位者辦理免役作業。

　　　（三）服務期滿，由各用人單位函報國防部解除其管制，並由國防部函後備司令部，

　　　　　　依有關兵役法規規定辦理解除其管制。

　十四、預算編列：

　　　　本規定所需各項作業經費由國防部向行政院編列預算中申請支應。十五、績效考評

　　　　：

　　　　為考評依本規定錄用人員分發到職後之工作效益，除由各用人單位確實考核外，國

　　　　防部並由下列方式考評：

　　　（一）至用人單位實施預警或不預警方式訪查。



　　　（二）參加國防部科技研討會、定期表報及網路線上作業研發進度、成果。

　　　　　　前項考評經評鑑後排定支持之優先順序，做為爾後年度再申請核給員額多寡、

　　　　　　刪除或列入觀察之重要參考依據。考評計畫另訂之。

　　　　　　附件：國防工業範圍優先項目

　一、航太工業技術：

　　　航空引擎關鍵及維修檢測技術、航太級零組件製造技術、航太精密鑄件與模具開發技

　　　術、先進通訊導航技術。

　二、生化防護技術：

　　　防毒面具（含濾毒罐）技術、毒性化學物質偵檢、辨識、消除技術、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應變技術、防潮、防蝕及表面改質技術、電子及光電特用化學品、高密度電子封裝

　　　材料、長效型抗靜電樹脂、微生物及免疫疫苗的開發。

　三、電子技術：

　　　電子材料開發、電子設備防護技術、防電磁干擾技術、微波技術、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技術、微電子系統技術、平面顯示器技術、電子品保技術、智慧型天線技術、軟體無

　　　線電技術、雷達技術、系統晶片技術、混合信號處理單元技術、介面技術、微機電、

　　　航電、半導體製程設備、車輛智慧型系統。

　四、感應器及光電技術：

　　　聲音感應器（大氣及水中）技術、光電感應器技術、化學感應器技術、夜視與熱像技

　　　術、雷射掃描技術、雷射量測技術、雷射加工技術、高能雷射技術、重力量測技術。

　五、資訊與通訊技術：

　　　網路攻防與攻擊源追蹤、網路安全技術、電子化技術、電腦病毒攻擊與防護、軟體工

　　　程與構型管理、開放式作業系統、無線網路通訊安全、共通作業環境、資料探勘技術

　　　、前瞻性電腦網路架構與應用、電腦網路服務品質、數位資料傳輸與交換、全球定位

　　　衛星與地理資訊系統、公鑰基礎架構建設、數位視訊技術、無線通訊協定軟體、高速

　　　傳輸系統、光纖通訊技術、智慧型訊號辨識系統、網路末端接取技術、展頻通訊技術

　　　、超高頻與超高頻寬通訊技術、長距離通訊技術、水下通訊技術。

　六、能源技術：

　　　太陽能電池技術、太陽能發電開發技術、海洋發電開發技術、高性能電池技術、微型

　　　電池技術、燃料電池技術、高能燃料技術、移動式電源供應技術、高效能電力傳輸系

　　　統、高效率電源供應器、節能技術、發、輸配電技術、其它替代能源技術。

　七、材料技術：

　　　奈米技術、隱形塗料技術、超合金材料、電子金屬材料、高強度鋼材、高能鈍性材料

　　　、輕質高強度複合材料（輕金屬、高分子、多次元纖維；裝甲、頭盔、防彈衣、航空

　　　等材料）、光學材料（夜視鏡、攜帶式顯示器、光纖等材料）、輕金屬材料研發、陶

　　　瓷材料、磁性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耐高溫材料、難燃材料、記憶型材料、高性

　　　能塑橡膠、高級纖維材料、機能性紡織。

　八、機械、製造與自動化技術：

　　　微型技術、系統整合自動化技術、生產製造自動化技術、產品設計自動化技術、物料

　　　儲運自動化技術、各類（含水中、地面）引擎技術、伺服馬達及驅動器技術、軸承技

　　　術、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精密製造技術、精密加工技術（微型加工技術、微機械製造

　　　、微拋光技術）、精密量測技術、車輛設計與製造相關技術、船舶設計與製造相關技

　　　術。九、軍事工程技術：

　　　控制爆炸技術、抗炸工程技術、防爆工程技術、工程結構安全分析技術、耐震工程技



　　　術、工程地下化技術、工程偽裝與探測辨識技術、工程緊急快速搶修技術。

　十、生物及醫學研發

　　　艦艇醫療及潛水醫學、航空醫學、高山航空醫學、燒傷及外傷非臨床有關之研究、選

　　　兵醫學及藥物濫用、生物防護及預防醫學、生物資訊與基因醫學、醫學工程、新藥研

　　　發。

　十一、其他：

　　　　淨水技術（分為生化、吸附、反應、物理處理技術）、海水淡化技術、系統整合技

　　　　術、系統工程技術、科技政策規劃研究、國防科技理工相關領域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