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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女性軍官與士官的服役經驗與她們對於軍中的感受。 經由九位國軍女性軍官與士官進行深度訪談

後分析結果，顯示國軍現職女性軍官與士官在投入以男性為主的軍隊發展時，環境所給予的不確定性是相當高的。她們除

了要扮演軍人的角色及履行隨之而來的責任與義務外；另一方面她們在無法自外於社會文化的期待與規範之下，更需扮演

好傳統女性應有的角色，也就是「身負母職與照顧者」的神聖工作。 她們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努力求取一個平衡點，就是希

望能兼顧「國家」與「家庭」兩方面的責任，因此她們必需付出程度不同的代價。 軍事組織對女性軍官與士官也有雙重的

期待與標準，女性在軍中服役，經驗到玻璃天花板的限制，這種升遷的障礙多是以細微不易察覺的方式呈現，它的癥結不

在於制度或政策本身，而是在於制度的運作機制，使得軍中女性軍官與士官不易規劃自己的經歷管制，對軍中的發展多認

為是無心插柳的結果。 身為一位劃時代的新女性，在面對女人和軍人這兩個屬性截然不同的角色時，她們調適的方法是清

楚地劃分公與私的領域，在公領域呈現出現代化軍人果敢堅毅的形象，在私領域保持溫柔賢淑的傳統女人形象，在服役期

間他們發展出多重的認同，以便調適公私生活上不同的角色。 對於女性軍官與士官服役期間的各種經歷管制的現象，本研

究提出制度面與實務面對此情況應有的思考與服務內容，希望藉本研究分析結果能對政策的發展與制定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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