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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由於政府推動國軍的精實案，使得多數的退伍軍士官面臨提早退休，必須再度就業的困境，而已領取月退休俸且

二度就業的榮民，影響其再就業的因素為何?又其工作價值觀的內涵又是什麼?本研究僅以領有月退休俸且二度就業的榮民

為對象，深度探討其工作價值觀的內涵。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的訪談法進行，計訪問十二位已退役榮民，六位退役軍官及六

位退役士官，退伍時的軍種涵蓋陸、海、空軍，年齡介於三十八至五十七歲間，經敘述分析後，主要研究發現計有： 一、

二度就業榮民的工作價值觀與一般大專學生的工作價值觀有明顯差異： （一）在工作價值之目的價值方面以自我成長、自

我實現及重視尊嚴為主要。 （二）在工作價值之工具價值方面以社會互動、組織安全與經濟、安定與免於焦慮、休閒健康

與交通為主要。 二、至於二度就業榮民之基本特徵與工作價值觀之關聯性方面： （一）退伍前職務方面，退役軍官以「

目的價值」的工作價值觀佔多數；退役士官則傾向於「工具價值」為主的工作價值觀。 （二）工作超過三年以上的二度就

業榮民，對組織安全感的重視程度高於其它人。 （三）年齡方面，青壯年之退役士官對於工作的選擇傾向以提升家庭生活

品質及交通為考量。中高齡軍官則以健康及人際關係為主要考量。 （四）軍種、官階及學歷與工作價值觀之關聯性並不明

顯。 本研究分別就政策上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一、政策上建議 建議國防部針對每年屆退之軍士官，提供工作價值觀量

表之施測，以減少榮民在尋職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退輔會應積極輔導榮民就業，使退役榮民儘早投入就業市場。 二、後

續研究建議 針對中部地區所有二度就業的榮民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各縣市領取月退休俸且二度就業榮民的工作價值觀在

地區別的差異性。亦即建議退輔會針對領取月退休俸且二度就業之榮民做一全面性普查，以提供現役軍人對於未來退役後

二度就業的重要參據。 關鍵字：月退休俸、二度就業、榮民、工作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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