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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廿九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 」，將軍政、軍令整合為一元化之體制，依「國防

組織法」之規定，本法實施三年後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的三分之一，因此，國防部之員工結構，也由以往

悉數為軍職漸次地變為目前軍文比為2：1之結構 ，國防部的生態已面臨極大的轉型，而在此組織生態變革後，國防部內員

工同仁其工作能否得到滿足，攸關國防建軍政策訂定與決策品質之良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防部員工對其主管管理方

式及領導風格、員工人格特質、工作特性等「組織情境因素」與渠等在工作滿足上之相關性，並在相同的組織情境下，比

較國防部內軍、文同僚之差異性，以作為國防部人力資源運用之參考。 本研根據相關文獻探討，設定研究假設，並以問卷

調查及ＳＰＳＳ套裝軟體統計分析探討獲致以下結論： 1.國防部主管管理及領導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相關。 2.國防

部員工本身內外控傾向與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相關。 3.國防部員工人口統計變項與工作滿足部分有顯著差異。 4.國防部員

工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有顯著相關。 5.國防部主管管理及領導風格、員工內外控傾向、員工工作特性等，對 員工工作滿足

部分有顯著的影響。 6.國防部軍、文職人員在相同組織情境因素中並無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與假設驗證獲致相關

結論，本研究並分別就學理上、實務上提出建議供國防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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