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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已退役常備軍官選擇退役的影響因素、常備軍官退役後所面臨的困境與其身份轉換後

的心理狀態，並藉以探知已退役常備軍官生涯規劃的影響因素與提供實際輔導建議。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於研究

期間深度訪談三位已退役的常備軍官針對退役後的生涯規劃與實際生活作一深入描述與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

大綱進行半結構式深入訪談，經資料分析所得研究發現如下： 一、影響常備軍官退役動機因素有： （一）環境因素：包

括升遷制度、兵科限制、終身俸制度及其與外界的互動關係。（二）個人認知：這包括個體體察到工作環境過於安逸與軍

中整體環境的改變。 二、已退役常備軍官角色轉變之心理狀態： （一）在個人認知上通常較能產生正向意念。（二）在

情緒反應上通常能理性的去分析檢討。（三）在行為反應上較無法與社會充分融合。 三、影響已退役常備軍官生涯規劃因

素有： （一）個人特質。（二）自我概念。（三）人格動力。（四）核心價值。（五）受周遭親友的影響。（六）生涯目

標與規劃模式。 四、已退役常備軍官生涯轉變適應因素： （一）常備軍官退役後所面臨的困境包括：外界對軍人的刻板

印象、專業技能不足、年齡偏高與人脈關係薄弱。（二）退役後常備軍官面臨的困境的調整策略：通常是由壓抑、沈澱、

對外尋求外援到正向思考的一個歷程。 五、已退役常備軍官生涯規劃需求因素： （一）對職訓之需求。（二）成立專責

機構之需求。（三）提供就業管道之需求。（四）就業之訓之需求。（五）生涯規劃知識之需求。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發

現，也提供對有關單位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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