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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組織係一動態而非靜止不動的系統，它不斷接受內、外在環境刺激而進行變化。就管理工作而言，如果組織沒有

改變，管理者的工作將變得相當簡單而容易，因為其所面對的環境中沒有所謂的不確定性，所有的明天都將和今天一樣，

所有的方案結果，也都可以相當準確的預測和估算，所以決策也將會是相當的容易。但是盱衡任一組織的發展，似乎沒有

任何組織能夠保持一成不變而僥倖存活下來的，即使是一個原來極成功、有效能的機構，都可能由於外界環境的改變，使

得原來的組織及管理方式，變得不再合適。然而組織推行變革活動，除了決心之外，變革活動的推動技巧，更是維繫組織

能否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焦點，而在變革過程中探取趨吉避凶的變革之道，則是確保變革成功的重要關鍵。因此本研究主要

目的，即在對組織變革相關理論進行系統化探討與回顧，俾能掌握組織成功變革的要素，以提供國軍變革活動的參考，力

求國防組織變革能順利成功。 為因應兩岸與世界局勢的變遷，國軍正積極展開國防組織變革活動。本文透過近代組織變革

理論回顧，發現無論是探討組織變革緣由、變革程序、變革方式及變革的影響等文獻議題，均提示國軍在推行變革過程中

，為確保變革的成功，應深切體認與執行確保變革核心資源、取得變革競爭優勢；構建國防變革願景、貫徹執行變革工程

；考量多元情境因素、謹慎變革推行方式以及重視個體行為反應、澈底革新組織文化。 國軍目前政戰體制下轄的監察系統

，在組織架構、法令規範下，監察官的角色定位、職權、監辦功能是否發揮肅貪防弊機制，引起筆者研究興趣，盼藉此研

究能提供國軍在提昇監察組織功能上有所助益。 研究顯示，不同個人變項對於組織變革的認知是有差異的。 變革對組織

勢必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當成員個人權益受到威脅時，縱使能夠體認組織實施變革的正當性，卻仍然會有抗拒的情緒和

行為反應。如果這種壓力沒有獲得適當的處理解決，將產生排斥、抗拒、破壞等不利變革活動推展的行為。實施組織變革

若得到組織的賦權控制、資訊分享及溝通理念等因素的支持，將可加速組織變革的可行性。因此，就國防組織而言，除了

要瞭解在變化無常的環境中求新求變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與作法上澈底革新，構建國防變革願景。 關鍵詞：組織

變革、監察官、變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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