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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當今急遽變遷的時代裏，所有的「組織」，唯有不斷調整自身的結構與機制以提昇自我競爭力，方足以因應時代變遷所

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本論文之研究旨在探討軍事院校整併之組織變革對組織文化組織承諾之衝擊及整併意願與整併後教學

提昇之影響，本研究利用統計分析檢定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 校友認同程度。 二、 各軍事院校成員對自我院校認同程度

。 三、 各軍事院校師生對整併之意願。 四、 整併後教師之任教意願。 五、 整併後學生之就讀意願。 本研究以軍事院校

計畫整併之六所軍事院校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以進行實證研究，共發出300份學生問卷，回收300

份，實際有效問卷300份，其有效問卷率為100%；教師方面共發出120份問卷，問卷回收共120份，經檢視後剔除漏答或不

完整者，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11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2.5%。經過分析之後，歸納出以結論： 一、歷史傳承： (一)畢業

校友對原母校認同程度高。 (二)畢業校友對新編軍官大學認同程度尚待建立。 (三)整併後軍官大學能有效提升校譽之目標

仍有待努力。 (四)各學校之現有成員無論學生、教師都認同現有學校。 (五)認同整併後之軍官大學能保有各校文化傳承者

師、生均有 待加強。 二、整併意願： (一)整併後之軍官大學學生較認同能提升經營成效，而教師認 同度較低。 (二)就產生

經濟規模者，學生認同程度較高，教師認同度較低。 (三)就提升競爭力而言，學生及教師認同度均較低。 三、教學提升： 

就教學提升而言，學生及教師均不認同整併後能有效提升教學效能，足見教學效能之提升並非僅靠整併、擴大教師、學生

總數即能達成，如何提升教師教學及研究能力，學生學習之情緒，乃為提升教學效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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