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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世界各國的軍事組織從追逐「軍力極大」演變到「軍事現代化」，到1991年1月波灣戰爭中，由美軍主導的聯軍獲致

了輝煌戰果，之後美國軍方大力推動「軍事革命」議題並進而落實於軍隊發展計畫中，促使世界許多國家均積極研究「軍

事革命」並發展各自的變革內容。我國國防組織近年來因應此一世界趨勢及現階段兩岸軍事情勢，確保國家安全，並建構

「權責相符」、「分層專業」之國防體制，並於九十年度完成第一階段的精實案，將國軍總員額降低至三十八萬人。 組織

變革的推動會使得原本熟悉的環境改變，其中包括組織結構、角色的模糊、角色負荷、角色衝突、事業前程發展等關係的

變化，並造成對組織成員個體不同的知覺反應，而知覺反應將影響到組織成員個人組織公民行為。為此提出「組織變革知

覺與國際化知覺對軍官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研究-以後備司令部為例」；以釐清軍事機關實施「組織變革」後對軍官幹部

知覺反應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聯性的影響，以提供軍事機關訂定「組織變革」續行方案的參考，藉以降低人員之反彈阻力

，落實變革政策之進行，並可有效提昇單位工作績效及任務目標之達成，具體之研究成果如下： 一、就受測的軍官同仁而

言，對近來國軍推動之組織變革（精實案）成效認同不足，研究結果國軍組織中勞逸不均的情事仍舊存再，國防部應加以

重視改善，以維國軍部隊之士氣。 二、國軍推動之組織變革，應結合我國的國際局勢是軍官同仁的一致共視。 三、國軍

軍官同仁對組織均願意額外付出心力，故有很高的組織公民行為，其對組織的忠誠相對就高。 四、國軍軍官不同階級對組

織變革認知不同，中校階級的得分明顯高於上尉階級軍官，尤其是「前程管理知覺」居最高的程度，顯示軍官可得到更公

平晉升的機會，因此對精實案變革之成效，有較高之肯定。 五、國軍軍官不同學歷對組織公民行為付出不同，尤其是人員

學歷納入人力資源運用的重要考評依據後，故自精實案以後在國防組織中職級越高或對於組織的決策影響力較大的人，往

往其學歷就可能較高，故產生研究所以上的受測者之「組織公民行為」發生，較學歷低者為高之現象。 六、國軍軍官之組

織變革知覺會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而軍中是一個科層式組織，其人事編缺本來就呈上尖下寬之型態，因此當人事管理透明

化後，個人很容易就可知自已的未來發展，因此較有發展的人期對組織的付出可能就高，而較無發展可能的人就會減少對

組織的付出，。 七、變革國際化知覺的高低會影響組織公民行為之付出，我國戰略環境一直受到美國與中國大陸互動以及

國際局勢的影響，而國軍軍官同仁皆願意在組織變革符合國際化的前提下，對組織額外的付出更多的心力，以促進我國國

防的競爭力，確保國家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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