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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基於「精實戰備，廣儲後備」建軍目標，積極調整國軍各 級部隊組織架搆與功能。軍醫體系在面臨國軍組織重大的變

革，應 主動檢討現行各級衛勤作業之功能，配合國軍「有效嚇阻、防衛固 守」之戰略原則，探討組織再造影響之因素與

工作態度之影響，以 維策進。 本研究目的探討國軍推動衛勤部隊組織再造影響之因素參與 度越多、組織公平越好時其對

成員工作壓力是否減輕而本研究之工 作壓力經整理為工作負荷、技術低度使用、角色衝突及角色模糊等 構面;並與本研究

整理工作態度以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工作投入 的影響及其關係。本研究採問卷調查共發出353份。所得資料以敘 述性統

計分析、信度分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統 計方法進行檢驗，研究結果發現。 一、本研究所討論分配公

平和程序公平未受到性別、婚姻狀況及役 別不同影響。高年齡、高教育程度、年資較久及高職務較有機會參 與決策;另個

人屬性對工作壓力整體雖無統計顯著意義但對各構面 確呈現顯著的差異性。個人屬性對工作態度及各構面則呈現顯著現 

象。 二、組織再造影響之因素與其工作壓力研究結果: (一) 當成員參與度越多時工作負荷減輕、受尊重感覺會增加、 角色

較適當、不會有模糊的感覺。 (二) 組織再造能有程序公平及過程公平，工作壓力會減輕。 三、工作壓力與其工作態度之研

究結果分析 (三) 工作壓力太大時會影響其工作滿足。 (四) 工作負荷加重、角色衝突增加、技術被低度使用時會有較 差的工

作投入。 (五) 工作壓力較輕對單位願意付出更多並且會較認同與執著並 願意繼續留在單位內。 最後，本研究根據實證研

究之結論提出建議，以資作為後續研 究者斟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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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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