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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80年起大量招收女性專業軍士官進入軍中服務，使得女性軍職人員的角色，得以跳脫長久以來侷限於文宣與護理兩方

面的工作。然而，軍隊數千年來累積的管理經驗，均是以男性觀點為基礎所設計的。是以，女性軍士官在面對軍中的規則

及制度時是否會造成不便？以及女性的看法究竟為何？此為本研究的動機。 　　自1980年代起西方興起一股對「性別研究

」的風潮，而性別研究對傳統性別角色、意識型態產生強烈的質疑，正好可以用來檢視女性軍士官所遭遇的問題及其處境

。 本研究主要是以女性的觀點，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來探討女性軍士官在軍旅生涯當中，究竟遭遇到那些與性別相關的問題

類型，以及對這些問題類型的改善方式，來做為增進軍中推動兩性平權工作的參考依據。本研究初步的結論有下列三點： 

一、國軍確實存在性別上的差異。 二、女性軍士官所遭遇到性別差異類型，如就業機會不平等、升遷機會不平等⋯等十三

種性別差異類型。 三、針對上述的問題類型改善方式如取消不合理之性別限制、落實公平原則⋯等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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