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軍主財人員在組織變革下對終身學習集生涯規劃之研究

劉正中、劉原超、謝雅惠

E-mail: 9403692@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以國軍主計、財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依其對終身學 習、生涯規劃與組織變革等認知量表，進行資料蒐集，並利用變

異數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探討，以瞭解國軍主財 人員對終身學習、生涯規劃與組織變革認知情況。 國軍

近來積極推動組織變革，然而所牽動的就是國軍人員的 終身學習及生涯規劃問題，在本研究共計發出350 份問卷，有效 問

卷213 份，並經由調查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國軍主財人員認為 在組織變革下，唯有透過終身學習加強個人的本質學能，始

能廣 泛的擬訂個人或組織的生涯規劃方向。並得到具體之研究成果如 下： 1.研究發現性別、階級、年齡、婚姻與各構面

間均呈現正向關係 的影響。 2.研究發現性別與階級與組織變革之工作量、變革效益呈正向關 係。 3.研究發現年齡與組織

變革之變革效益、前程管理呈正向關係。 4.研究發現婚姻與終身學習、生涯規劃各向度及組織變革之變革 效益、前程管理

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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