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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國軍女性軍士官在現行全民健康保險的體制下，對於醫療服務的利用情形，以及就醫滿意度的相關因素，並

進而分析其就醫行為的各種決定影響，以期能讓軍醫體系得到充分完整的資訊，並進而改善，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其

中以敘述性統計、t檢定及變異數分析等方法，並進而分析其就醫行為的各種決定之影響，獲得結果如下： 一、個人變項

對醫療院所選擇及就診經驗 多數受測者對軍方之醫學中心的偏好較高，而當求診於民間醫療院所時多數會選擇民間診所。

就診經驗中結果得出，大多數的女性軍士官就診科別為一般的內科及五官科為看診率較高。 二、傾向因素對軍方及民間醫

療院所就醫滿意度 「年齡」、「軍階」及「駐地」均對軍方醫療院所之就醫滿意度表現出顯著差異。而在民間醫療院所方

面則是在「年齡」及「駐地」發現出顯著差異。 三、國軍女性軍士官至軍方醫療所就醫滿意度及其影響 使能因素對國軍

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後，女性軍士官對軍方醫療院所之就醫滿意度有顯著差異。需要因素對國軍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後，女性

軍士官對軍方醫療院所之就醫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四、國軍女性軍士官至民間醫療所就醫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 使能因素

對國軍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後，女性軍士官對民間醫療院所之就醫滿意度無顯著差異。需要因素對國軍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後

，女性軍士官對民間醫療院所之就醫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五、國軍女性軍士官就醫滿意度與就醫行為之影響 女性軍士官

對於軍方就醫之滿意度高於民間之醫療院所。但在就醫行為上卻顯示女性軍士官在各科就醫行為上會選擇民間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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