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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事組織以達成軍事任務，有效發揮國防整體戰力為目的。 以平等、互惠、分享的態度合作，使軍事組織與民眾有共生共

享 的關係，發揮形象塑建的效果，為國軍現代化、法制化的發展奠 基。採用方式為描述性統計、信度、效度、Pearson相

關係數分析 進行相關分析驗證，茲將所獲得實證結果分述如下： 一.社區關係與軍事組織形象之關係，檢定結果不成立，

顯示認同 感與組織形象間關連性是非正向關係的，媒體關係檢定結果是 成立的，故其社區關係與軍事組織形象檢定結果

為部份成立。 二.社區關係與軍民信任之關係，檢定結果成立，因此社區關係與 軍民信任關係是成立，亦是正向關係。 三.

軍事組織形象與軍民信任之關係，檢定結果成立。因此軍事組 織形象與軍民信任關係是成立，亦是正向關係。 四.社區關

係、軍事組織形象與軍民信任之關係，檢定結果軍事組 織形象、社區關係與軍民信任三變項檢定為兩項成立一項部份 成

立，其結果評定為社區關係、軍事組織形象與軍民信任關係 成立。此結果與對信任對管理與人際關係有重要的影響，儘管

信任不被列於組織管理的要求之中，但實則為影響組織內決策 效率與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 軍民關係的建立與維護，是

全面性的工作，建立正確觀念， 摒棄本位主義，狹隘觀念，積極主動任事，協力平時的點滴經營， 以爭取民眾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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