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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在知識經濟的今天，員工為「企業」最珍貴之資產已是不爭的事

實；企業如何使員工在從事工作中獲得滿足，是不可忽視的課題，所

以Robbins(1978)說：人力資源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產。這句話的確

是真知灼見。 

國防部所從事之工作（任務）攸關國家安全，有別於一般行政機

關與民間企業，其管理運作的良窳對於國家安全整體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而人力則是影響組織整體運作的主要因素；現代民主國家對於國

防人力之運用，除以軍職人員為骨幹外，已多進用具有「公務人員」

身份之文職人員，以協助國防事務之推行。 

我國立法院於民國89年起分別三讀增修訂通過「國防部組織

法」、「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條例」及「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條例」，並

規定：文職人員之任用，不得少於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使國防部在人

力運用與組織結構產生重大的變革，面臨空前的挑戰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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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國防部相關組織法（條例）修訂通過前，國防部相關組織的成員

均以軍職人員為主，由於渠等養成教育、歷練、成長環境類同，故其

思維、觀念乃至於行事作風與應變方式多已定型，「文職人員」之加

入或可注入一些新的觀念、思維與作法，有助於國防事務之精進。 

國防部「文職人員」目前在相關機關雖然只佔編制員額的三分之

一，但由於職務編設能「跨職等」，無「任期」與「回軍」等限制，

可長留久任，且基於「文人領軍」之趨勢，比例勢將逐漸提高，可預

見，渠等將逐漸取代軍職人員，在國防事務上成為「決策意見主要的

提供者」、「政策之規劃、評估與推動者」、「經驗的傳承者」與「軍

種爭議的仲裁者」。 

國防之組織生態變革已逾三年，今檢視並探討國防部「文職人員」

對不同於一般行政機關與民營企業在主管領導風格、人格特質、工作

特性等與渠在工作滿足上之相關性，應可做為國防部在人力資源運用

上之參考。 

三、研究目的： 

國防部在組織生態上因「文職人員」的加入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在軍職人員之任職受軍中發展需要及經歷管理限制，難以久任於某一



 3

個職務上，「文職人員」則因職務編設可跨職等及任職期程不受限制，

相較而言，似較軍職人員更適合擔任需時甚長之國防政策釐定與延續

性之工作。 

在「文人領軍」之趨勢下，國防部「文職人員」對日後「國防事

務」之參與和影響，將日益加深，因此，渠等工作能否得到滿足，將

攸關日後國防政策釐訂與決策品質之良窳。探討渠等工作滿足程度是

不容忽視且值得研究的課題。 

本研究將「主管領導風格」、「員工（國防部文職人員）人格特

質」、「工作特性」等作為相關主要因素來研訂本研究假設，再以問

卷調查及統計分析來探討，以深入了解下列事項： 

（一）主管的領導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是否有顯著相關。 

（二）員工人格特質（內外控傾向）與工作滿足是否有顯著相關。 

（三）員工個人背景（人口統計變項）與工作滿足是否有顯著相關。 

（四）員工從事的工作之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是否有顯著相關。 

（五）主管領導風格、人格特質、工作特性等，對員工工作滿足是否

有顯著相關。 

（六）不同來源之員工及服務時間長短與其之工作滿足是否有顯著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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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國防部為個案，由於我國國防體系中，依法（規定） 

需進用文職人員，目前僅有國防部本部及軍備局、軍醫局等三個機

關，故本研究以三機關為研究範圍，以其所屬文職人員為研究對象，

來探討在組織型態不同下，主管的領導風格、員工個人人格特質及工

作特性之差異，是否影響員工的工作滿足程度。 

二、國防部文職人員現況： 

（一）國防部本部編制 202 個職務（不含部長、副部長），現有 144

員。 

（二）軍備局編制 51 個職務，現有 27 員。 

（三）軍醫局編制 27 個職務，現有 25 員。 

三、目前國防部文職人員之來源： 

（一）經國家所舉辦之高、普、初等考試與各項特種考試等及格分發

之人員。 

（二）實施公開甄選，向中央各部會或地方政府商調之人員。 

（三）請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分發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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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防部文職人員工作事項： 

（一）國防部本部︰ 

１、國防部掌理下列事項︰ 

（１）關於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行事項。 

（２）關於軍事戰略之規劃、核議及執行事項。 

（３）關於國防預算之編列及執行事項。 

（４）關於軍隊之建立及發展事項。 

（５）關於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６）關於兵工生產與國防設施建造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７）關於國防人力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８）關於人員任免、遷調之審議及執行事項。 

（９）關於國防資源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10）關於國防法規之管理及執行事項。 

（11）關於軍法業務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12）關於政治作戰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13）關於後備事務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14）關於建軍整合及評估事項。 

（15）關於國軍史政編譯業務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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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關於國防教育之規劃、管理及執行事項。 

（17）其他有關國防事務之規劃、執行及監督事項。 

２、除（２）、（４）、（５）、（６）、（12）等事項目前暫

無文職人員從事外，餘均依文職人員之官職等、專長及工作

經驗與能力賦予相關工作。 

（二）軍備局： 

１、軍備局掌理下列事項： 

（１）軍備整備計畫、技術規格與標準及特種基金之規劃、審定、

管理事項。 

（２）推動國防科技產業、軍民通用科技發展與軍品生產、行銷、

服務及委託經營之規劃、管理、督導事項。 

（３）採購政策、制度、計畫之規劃、督導及管理事項。 

（４）武器裝備獲得與整體後勤之規劃及管理事項。 

（５）國防工程、設施與經管不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理

事項。 

（６）軍備整備管理資訊整體發展之規劃、運用及督導事項。 

（７）人才經管培育與一般行政業務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８）其他軍備整備事項。 

２、除（３）、（４）等事項目前暫無文職人員從事外，餘均依

文職人員之官職等、專長及工作經驗與能力賦予相關工作。 

（三）軍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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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軍醫局掌理事項： 

（１）軍醫政策、制度之規劃事項。 

（２）軍醫人員之訓練、考核及經歷管理事項。 

（３）國軍醫院診療作業、人力、獎助之規劃及經營、管理事項。 

（４）國軍醫療保健及研究發展之規劃、督導及管制事項。 

（５）國軍衛生勤務與衛材補給之規劃、督導及管制事項。 

（６）其他軍醫事項。 

２、除（２）之軍醫人員之訓練及（４）之國軍醫療保健等部分

事項目前暫無文職人員從事外，餘均依文職人員之官職等、

專長及工作經驗與能力賦予相關工作。 

五、外國軍中文職人員工作事項： 

（一）英國 

英國國防部文職人員工作特性，區分普通行政與專門技術二大 

類，工作內容包括行政類、經濟類、新聞類、圖書管理類、專 

門技術類、秘書類、科學與統計類等工作。 

（二）美國 

美國軍中文職人員的工作領域區分行政文書、技術專長、特 

業專長及高級幕僚等四類。工作內容主要在教育研發、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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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計畫評估、後勤維修及適度政策研究等方面，人員散 

佈於行政、研究、學校、後勤等單位。 

（三）德國 

德國軍中文職人員主要在從事非純軍事性的任務，工作內容涵 

蓋範圍很廣，如資源分配、裝備維護、計畫策定、教學、艦機 

修護、軍火製造、武器研發、採購、軍法、醫療、消防營產、 

公共事務及一般行政工作。 

（四）法國 

      法國軍中文職人員專注軍備、科技、研發及其他專業性領域工

作。 

（五）新加坡 

新國文官從事之國防事務涵蓋各層面，並無特定工作職掌。 

綜合以上英、美、德、法等國軍中文職人員之工作內容，可知 

專業性工作大部分由文職人員擔任，此外，和建軍有關的系統分析、 

武器研發、採購、資訊、資源分配、法制等工作，多由文職人員擔 

任，該等國家人力之所以如此運用，旨在注重長期規劃，運用專業 

及嫻熟的人力資源，以提昇工作效率與效能，避免任用軍官因輪調 

制度或專業不足，影響業務之穩定與專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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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能適切得知文職人員在從事國防事務工作中所獲得之「滿足」

程度為何？本研究以採用量化為主、質化為輔；量化與質化並用之研

究方法，藉文字和資料分析結果，探討文職人員在從事國防事務工作

上「滿足」情形，以為國防部在進用文職人員及相關事項之參考。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的方式可分為研究的回顧與理論的回顧，「研究的回顧」

是綜合整理曾經進行過與此一主題相關的研究，就既有的研究成果和

以往研究沒有解決的「重要議題」中，提供（選擇）未來研究方向的

參考；「理論的回顧」旨在呈現或解釋某一現象的理論，並比較這一

「理論」的一致性和其預測（解釋）能力，指引提供進行中「研究」

的方向。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文獻分析法，係針對研究主題，蒐集國內外與

「工作滿足」相關書籍、論文及期刊等相關出版品、資料，經過整理、

分析與比較後，予以有系統的歸納，提供研究方向並作為「問卷（訪

談）」選擇（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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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國防部文職人員為對象，問卷直接送請相關人員作答。

為使問卷據實反映，採不記名方式填答。 

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與假說，針對所蒐集的資料依研究的需要與

分析目的進行統計分析，使用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行因素萃取與信度

分析，以衡量問卷之一致性與代表性，再以敘述性統計分析、平均數

檢定與變異數分析、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來分析（了解）受

測者在各變項之一般反應及各變項間之相關情形與顯著變項之解釋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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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決定研究方向，再進行相關文獻探討，並根據文獻所得資料來

建立本研究觀念性的研究架構；而後確定研究對象，並依照本研究

架構選擇問卷（進行問卷發展）及進行實地的問卷調查，將所獲得

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加以探討，最後提出結論（發現）與建議。 

研究流程如圖1-4-1所示：  

 

 

 

 

 

 

 

 

 

 

 

 

 

 

 

圖 1－4－1 研究流程圖 

決定研究方向 

相關文獻探討 

選擇（發展）問卷 

確定研究對象 

建立研究架構 

問卷彙整與分析 

問卷調查與回收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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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國防部文職人員之定義： 

本研究所稱之文職人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和公務人員保 

障法及中央機關總員額法所定義之公務員，具體而言，即指政務人

員、機要人員以及依法銓敘有案之簡、薦、委任官等之事務官」，亦

即一般所稱之「公務人員（文官）」（不包括軍中自行聘用之各類『聘

雇人員』或文職教師）。 

二、跨職等： 

一個職務其職等以跨二個職等以上來編設（公務人員現行職等 

區分 1-14 職等）。 

三、任期： 

依陸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例第六條所定：軍官各種職務之任 

期；重要軍職二至三年、一般軍職一至三年、專業軍官職二至四年。 

四、回軍： 

任職國防部之中央單位（部本部、參謀本部、總政戰局、軍醫局、 

軍備局、主計局）之人員，於服務一段時間後，為應任務或經歷管理

需要，必須調回各軍種至所屬相關單位（部隊）任職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