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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藉由立基Robert Kaplan與David Norton所發展之「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觀點，應用於國軍考績制度各項

指標對評估志願役軍官績效之適切性及公平性。亦即本論文將探討國軍組織在應用平衡計分卡於志願役軍官績效評估中，

如何透過衡量指標的詮釋，建立目標共識，以追求組織願景，並達成任務和使命。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將紮根於國軍組

織之脈絡，以單一個案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最後，本論文企圖建立一個具有平衡性之國軍志願役軍官之績效評估模式，藉

以作為日後國軍組織衡量志願役軍官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 :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國軍組織(armed forc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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