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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在人才招募方面正由徵兵制度上一步步依著計畫往募兵制度前進，最終的目標在實施全面的募兵政策，達到量小、質

精、戰力強的國防戰力，因此，國軍人才招募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新加坡與我國陸軍為對象實施問卷調查，探

討志願役軍人招募行銷活動與招募成效之間的關係。有鑑於過去研究僅證明前者對於招募成效有顯著的影響，並未深究兩

者之因果關係，本文由招募行銷活動出發，透過招募資訊管道為中介因子，以組織社會化指標為招募成效衡量指標來深入

研究。 本研究提出三項假設，H1：招募行銷活動與招募資訊管道具有正相關、H2：招募資訊管道與招募成效具有正相關

、H3：招募行銷活動與招募成效具有正相關。實證結果顯示不論是新加坡或我國這三項假說皆成立，並且驗證出招募資

訊管道在招募行銷活動與招募成效之間確實扮演著中介角色。 研究主要發現，招募行銷活動透過招募資訊管道的三大系統

，能為招募成效帶來不錯的效果。對於我國而言，目前的招募作為是走在正確方向的，本文建議國軍招募單位持續按此要

領，深入針對不同的招募管道對象持續舉辦各種招募行銷活動，並於活動中能針對有意願參與國軍行列人員實施家庭訪問

，以深入其家庭，並同時運用學校軍訓教官先期加以輔導，如此可使招募成效不斷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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