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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民國80年起國軍擴大招募女性軍職人員開始，女性軍官人數便逐年增加，女性除原先多擔任政工或護理的職務外，也漸

漸走向各專業領域及領導職務。然部隊向來是以男性為主的生態，因此女性領導便成為一項值得研究的議題。鑒於國內目

前針對軍中女性領導行為之相關研究並不多見，遂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女性軍官的領導行為及其可能遭遇

的問題，希望透過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訪，來針對陸階女性軍官進行訪談，而後分析整理出其領導行為及其問題，並針

對問題研擬可能的改善方式，做為未來女性軍官在領導上之參考。 訪談結果經整理後共歸納出十二項女性軍官領導行為，

以及三大類共十項領導上所遭遇的問題，除此之外，研究結果也發現： 一、女性軍官領導行為偏向家長式領導，但在威權

領導的部分並不明顯，而是趨向仁慈領導的部分，因此本研究將此種具有女性特質的家長式領導定名為「柔性家長式領導

」，而有別於一般的家長式領導。 二、女性軍官領導所遭遇的問題仍是以性別相關問題為主，顯示部隊當中對於女性領導

仍存在有一些刻板印象。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也提出下列四項研究建議，包括：（一）由軍官養成教育著手（二

）重視女性軍官管理問題（三）加強女性軍官領導技能及本職學能（四）建立女性軍官完整的職涯規劃，做為未來女性軍

官在領導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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