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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基於當前主、客觀情勢及未來發展需要，自民國八十一年起擴大招募女性軍職人員，復於八十四年度開放招考三軍官

校正期女性軍人，並配合「國軍軍事組織及兵力調整規劃」，檢討擴大女性軍官任職範圍，以充分運用人力提昇國軍整體

戰力。 國防部近年來也一再表示，善用女性軍人人力有助提昇整體戰力，但是為什麼女性軍人在軍隊組織中所應歷練的職

務，似乎不像男性軍人有一個清晰的脈絡可循？女性軍人在軍事組織的生涯規劃與發展似乎被不成文的體制的價值觀和認

知理念所淹沒，無法跳出既有的框架？ 軍隊是科層式官僚組織，以金字塔型呈現，以軍隊的特性之一而言─特定的權利與

義務：上級有依法發布命令的權利；下級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軍中女性人力的進入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且女性進入軍事

組織人數日增，對向來是以男性為主的軍事組織生態環境，勢必造成不小的衝擊。屬於少數族群的女性軍人在面臨升遷時

，尤以中、高階的升遷，是否會因性別因素而有所影響？ 透過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邀約中、高階女性軍人以其自身或

他人經驗進行訪談，綜整分析女性軍人中、高階升遷可能遭遇的問題及造成影響的因素為何？ 整體而言：軍中成員對女性

軍人抱持正向積極的態度，認為這是目前及未來時勢所趨，女性軍人的工作表現並不比男性遜色；雖然認為男女應平等，

但現況並非如此，且未來仍不可能。因此研究者認為未來要做到真正男女平等，在入伍及訓練方面較為容易，但在經管及

中、高階升遷方面則較為困難。其中原因除了傳統性別觀念影響之外，女性本身的意願及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望也是影響

因素。

關鍵詞 : 女性軍人 ; 升遷 ; 性別角色 ;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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