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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將自2015年起實施全面募兵制，因此在招募單位全力推動募兵制前，有效掌握及提升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之留職意圖，便成為首先面臨之重要議題。本研究將以Ajzen（1991）所提之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再利用Taylor and 

Todd (1995)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探討影響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的因素。 

本研究以陸軍志願役士官、兵為抽樣架構，經566份有效問卷樣本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態度、主觀規範與

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有正向影響 (2)主觀規範對知覺行為控制有正向影響(3)主觀規範對態度有正向影響(4)知

覺行為控制對態度有正向影響(5)主觀規範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有間接影響(6)主觀規範透過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

圖有間接影響(7)知覺行為控制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有間接影響。 

關鍵字：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  Key words: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TPB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國防報告白皮書（2009）指出我國之國防政策由於時空環境的變遷，歷史發展的演變，為可以有效節省人力資

源，2015年起國家將採「全面募兵制」，規劃於2011年至2014年逐步完成兵力結構調整，將現行陸軍、海軍、空軍、

聯勤、後備、憲兵等六個司令部，整併為陸、海、空三個司令部，將規劃針對不從軍的役男實施為期四個月的軍事

訓練及教、點召後，即可全力投入就業市場，依據國防報告白皮書（2008）指出2005至2008年招募志願士兵，合計

已達4萬5561員，完成募徵兵比為「60：40」及官士兵配比「1：2：2」之政策目標，另參考2009年專業志願役士兵

暨儲備士官甄選簡章內容指出：2009年將招募員額計1萬4707員，因此推估2009年志願役士官、兵約計6萬人。 

黃衍貴（2008）探討志願役士兵退訓因素之研究指出，義務役士兵服役役期較短，經入伍及專長訓練後分發單

位從事各項戰備任務幾乎已瀕臨退伍，故多數具備高等學歷及技術之人才進入軍中服役後，往往因為役期太短不能

真正達到提昇軍隊戰力，因此仍有賴於中長役期的志願役人力之注入。徐金銘（2008）探討影響志願士兵轉服士官

因素之研究指出，國防部自2003年起開始招募志願士兵，陸軍卻將近有60%以上的志願士兵，不願轉服士官，導致

陸軍士官人力嚴重不足。儘管國防部不斷的提出改進方案，仍無法有效提升轉服意願。李景聖（2008）以國防現實

需求觀點論我國兵役發展之研究發現，現階段志願役士兵續服留職之意願不高，因此探討現志願役士官、兵之留職

意圖有其必要性，其原因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以往相關研究對於募兵制之探討大多著重於制度面之研究（岳瑞鳴，2004；林黎珠，2004；王興國，2005；秦

振國，2006；蘇云貞，2007；劉孝堂，2008；徐中慶2008）、政策行銷（黃進福，2004；林忠和，2005）、成本效

益（蔡鴻池，2003；張立良，2004；黃仁廣，2005；王增義，2006；劉陶堃，2006；陳美玲，2007；劉光耀，2008；

李景聖，2008）等，較少對於行為意圖面實施探討，針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及相關之研究尚不多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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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探討有哪些因素影響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之意圖。 

基於2015年全募兵制是國家之主要政策，除克服政府財源（負擔高薪資）、敵人威脅程度（隨時準備戰爭可能）、

社會人力需求（人力市場供需狀況）、廣儲後備動員能量等問題外，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與留任，因此透過「計

畫行為理論」與「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對留職意圖的驗證，探討現役志願役士官、士兵有留職意願者存在哪些特

色？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Ajzen（1991）之計畫行為理論認為個人對該行為意圖的態度愈正向，所感受到周遭的社會壓力愈大，以及對

該行為實際控制愈多時，採行該行為的意向程度亦將愈強，而其個人在完成行為前，所知覺到的難易程度亦有可能

直接影響行為意圖。所以個人之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三者之間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並可適用於預測及

解釋人類之行為。綜觀國內研究，目前尚少學者以「計畫行為理論」來探討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留職意圖，本研

究將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探討三者對留職意圖之影響，另為克服「計畫行為理論」之信念結構將龐大信念

合併成單一構面，將會產生缺乏一制性、降低解釋力及實務上難以操控模型等限制，並再引用Taylor and Todd (1995)

「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來驗證其適用性。 

Taylor and Todd (1995) 認為行為意願：是指個人從事某項特定行為的主觀機率或可能性，個人對某項特定行

為的行為意願越強時，代表越有可能去從事該行為，而行為意願與實際行為之間存在著高度的相關性(Ajzen,1991)，

其研究結果亦指出，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三者均對行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並將計畫行為理論單一因

素之信念架構，解構成若干項變數，以獲得完整了解的解釋能力，自Taylor and Todd (1995)提出「解構式計畫行為

理論」後，陸續受到一些實證研究支持（劉德芳、黃義俊，2007；張玉佩2007；林重志2007；翁誌誼，2007；葉美

春、阮明淑，2007；呂宛蓁、鄭志富，2008；詹淑清、俞佩君，2008；楊敏里、曾祥龍，2009；張鐸瀚、蔡漢忠，

2009；洪大翔、盧龍泉、何雍慶，2010）。 

本研究期待利用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來探討情感對態度的影響；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的影響；便利條件對知覺

控制的影響，及考慮留職意願的特徵為何，從現役志願役士官、士兵需求的角度切入，提出「志願役士官、士兵決

策行為意向模式」整合理論模型，從「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等面向，分析志願役士官、士兵

留職意願及行為的特徵因素。其目的有： 

（一）以計畫行為理論（TPB）探討，「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於 

      現職志願士官、兵「留職意圖」之影響。 

（二）以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DTPB）進一步探討其對「態度」、「主觀規範」、「知 

      覺行為控制」之影響程度。 

貮、文獻探討 
一、 理論探討 

（一）留職意圖 

Taunton et.（1989）認為留職意願（intent to stay）為：個人繼續在組織的可能性，大部分的研究都認為留職意

願可以預測離職率；因此以留職意願作為組織目前在職者的意向指標，則不必以已經離職者的意向與行為來預測在

職者的意向與行為。吳盛、林杏子（2006）亦認為留職傾向屬於積極正面說明個人願意或希望留在組織內工作，為

組織效力意願的傾向強度。並指出國外有些研究人員認為留職傾向是留職行為真正發生最主要的前兆，員工留職傾

向最能解釋其離職發生之可能性（Michaels & Spector,1982；Steel & Ovalle,1984；Carsten & Spector,1987；Lee & 

Mowday,1987；Tett & Meyer,1993），因此本研究將「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留職意圖」之操作性定義為：「現職

志願役士官、兵未來會選擇留職的主觀機率」。 

（二）計畫行為理論 

Ajzen（1991）認為行為決定於行為意圖與知覺行為控制，而行為意圖受到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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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預測變項的影響，也就是說，行為意圖直接影響行為的出現並間接受到態度（源自個人本身，對採取某項行為

的態度）、主觀意識（源自外在，影響個人採行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源自於個人可以控制行為

執行的程度）的影響，主張行為意圖是指個人從事某項特定行為的主觀機率或可能性，它表示個人對某項特定行為

的行為意願越強時，代表越有可能去從事該行為，而行為意圖與實際行為之間存在著高度的相關性。後來有學者經

研究實證發現其「計畫行為理論」之信念結構將龐大信念合併成單一構面，將會產生缺乏一制性（Bagozzi,1981,1982; 

Miniard & Cohen,1979,1981,1983; Shimp & Kavas ,1984）、降低解釋力（Bagozzi,1981,1982,1983）及實務上難以操

控模型（Taylor & Todd,1995c）等限制。 

（三）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 

Taylor and Todd (1995)「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是將計畫行為理論的單一因素之信念架構，解構成若干項變數，

以改善在計畫行為理論中單一信念無法對信念的形成，獲得完整了解的解釋能力。另研究將科技接受模式、計畫行

為理論、創新擴散理論等三種理論，將原始計畫行為理論當中的行為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加以拆解，並

以某管理學院電腦資源中心786位使用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不管在預測行為

意向或是對行為解釋的能力，都略高於科技接受模式與計畫行為理論。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三者均對

行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而使行為也顯著的受到行為意圖的影響。 

二、假說推論 

（一）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意圖之態度 

Hoyer & Maclinnis（2007）指出「態度」指引著個人的想法，並影響其感覺及其行為，Brug, de Vet, de Nooijer, 

& Verplanken（2006）、Lu（2007）、Johnansso & Hammaren（2007）、楊喻婷、盧鴻毅、侯心雅(2009)相關實證

研究亦指出，個人所產生的各種不同行為願意深受到態度的影響。 

Ajzen and Fishbein（1980）、Sears, Peplaus, and Taylor（1991）和Weber（1992）將態度分為認知、情感與行為

等三層面之看法，期望對態度有更完整的解釋；其中，認知是指對人、事、物的瞭解或看法，情感是指對人、事、

物的正負評價，而行為則是指對人、事、物所採取的行為。在此三層面中，Neulinger （1981）認為，情感層面的

形成偏重於個人內在的經驗，因此，認為此層面是最為重要的，本研究參考Hagger, M.S. , & Chatzisarantis, N.L.D.

（2005）、翁誌誼（2007）研究行為意圖相關因素中指出：態度與情感呈顯著正相闕，張鐸瀚，蔡漢忠（2009）以

計畫行爲理論探討自行車環台之行爲意圖，研究亦指出模式中，情感會直接影響態度。 

故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

所把持的正面或反面評價」；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情感」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的喜

惡、愛恨之感覺」。綜合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能正向影響其留職意圖，基於此，本

研究提出假說H1、H1a：  

H1 ：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會正向影響「留職意圖」。 

H1a：志願役士官、兵之「情感」會正向影響「態度」。 

（二）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意圖之主觀規範 

Fishbein & Ajzen（1975）「理性行為理論」架構中的「主觀性規範」是表示個人在從事某特定行為中受到社

會壓力影響的程度。「主觀規範」代表個人認知到對自己很重要的他人對其是否選擇執行特定行為的期待。Engel et 

al.,1995指出所謂的參考群體，是指提供規範與價值觀來影響他人行為的群體，參考群體的成員以本身的資訊、規

範、價值觀來影響他人的行為。個人的行為除了受到內在因素（如態度、動機、學習、情緒）的影響外，亦會受到

外在因素的影響（如道德規範、他人期待、群體價值觀），主觀規範便是行為受到來自於群體的影響。故綜合上述

文獻探討，本研究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在思考留職之決策

過程中受到影響的程度」。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社會規範」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在思考留

職決策過程中受到媒體報導、社會價值觀影響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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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 歐雙磐， 謝政勳（2009）在研究社區居民參與城鄉風貌計畫中，結果亦顯示主觀

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傾向具有直接與間接之效果。綜合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

規範」，能正向影響其留職意圖，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說H2、H2a： 

H2 ：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留職意圖」。 

H2a：志願役士官、兵之「社會規範」會正向影響「主觀規範」。 

（三）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意圖之知覺行為控制 

Ajzen & Fishbein（1980）針對「計畫行為理論」中個人無法控制的部份加以延伸，於是加入了知覺行為控制

的構面。表示個人知覺到完成某一行為的容易或困難程度；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亦將行為控制認知解構為自我評估

和便利條件兩項變數，Bhattacherjee（2000）則認為便利條件包含了完成行為的資源及技術等，故綜合上述文獻探

討，本研究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知覺到完成留職行為

的容易或困難程度」。；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便利條件」操作性定義為：「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個人評估留

職行為可受內外在支援的程度」。 

張鐸瀚，蔡漢忠（2009）以計畫行爲理論探討自行車環台之行爲意圖，研究指出模式中，便利性會直接影響知

覺行為控制。綜合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能正向影響其留職意圖，基於此，

本研究提出假說H3、H3a： 

H3 ：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會正向影響「留職意圖」。 

H3a：志願役士官、兵之「便利條件」正向影響「知覺行為控制」。  

（四）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間對留職意圖之影響程度 

Shimp and Kavas,1984；Ryu,et al.,2003；Rhodes,et al.,2004相關研究指出主觀規範會透過態度來間接影響行為傾

向。Ajzen & Driver (1992)；Chang (1998)相關研究指出主觀規範會透過態度的中介作用，進而間接影響行為意圖。

吳盛(2003) 探討資訊人員的知識分享行為，研究發現主觀規範會直接影響態度。Hsu & Chiu (2004) 研究指出在線

上服務採用行為意圖模式中顯示主觀規範會正向直接影響態度。 

朱文禎，陳哲賢（2007）以線上遊戲社群為例探討虛擬社群之知識分享行為，研究指出模式中，其主要及次要

群體會直接影響主觀規範；資源有利性條件會直接影響知覺行為控制；另外生變數皆分別會透過行為態度、主觀規

範與知覺行為控制的中介作用，進而間接正向影響知識分享行為。 

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歐雙磐，謝政勳（2009）在研究社區居民參與城鄉風貌計畫中，結果亦顯示主觀規

範對參與的態度有影響；行為控制知覺對參與態度有影響；並將態度視為中介變項，其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

行為傾向具有直接與間接之效果。 

趙清遠、黃義俊、陳穎峰、張玉佩（2009）以企業人事主管的觀點研究勞退企業年金保險購買意圖，結果亦顯

示主觀規範會透過態度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購買年金的意圖；重要關係人會透過有利條件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

購買年金的意圖；社會規範會透過有利條件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購買年金的意圖；主觀規範會透過知覺行為控制

的中介效果，影響購買年金的意圖。 

黃義俊、楊敏里、劉德芳（2010）以計畫性行為理論實證研究女性創業意向，研究結果亦指出其主觀規範對態

度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覺行為控制對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並將態度視為共同之中介變項，其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

控制對行為傾向具有直接與間接之顯著正向影響。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說H4、H5、H6、H7、H8、H9： 

H4：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態度」。 

H5：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知覺行為控制」。 

H6：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會正向影響「態度」。 

H7：「主觀規範」會透過「態度」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留職意圖」。 

H8：「主觀規範」會透過「知覺行為控制」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留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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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知覺行為控制」會透過「態度」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留職意圖」。 

 
參、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引用Ajzen（1991）之計畫行為理論，認為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會顯著正向影響留職意

圖，在利用Taylor and Todd (1995)提出「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認為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有顯著正向影響、情感

對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便利條件對知覺行為控制有顯著正向影響，另回顧以往相關研究林重志（2007）、蔡漢忠

（2008）、張鐸瀚，蔡漢忠（2009）、趙清源、黃義俊、陳穎峰、張玉佩（2009）等之實證研究亦有不錯之適用性，

進而建構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如圖1： 

 

 

 

 

 

 

 

 

 

 

 

 

 

 

 

 

 

 

 

 

 

 

 

  

 

 

 

圖1 研究架構 

二、操作性變數定義 

本研究對象將以陸軍司令部所屬志願役士官、兵為主，期望能得到最佳解釋力及預測力。本研究各構面之問項

係參考相關構面之操作性定義，再考慮現職志願役士官、兵之情境，並參考周佳儀（2004）、朱斌妤、韓婷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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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佩（2007）、蔡漢忠（2008）、賴文泰、呂錦隆（2008）之研究問卷題項修訂，編製本研究的問項，共29題，

除人口統計變項外均採用Likert七點尺度，要求受測者在「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稍微不同意」、「普通」、

「稍微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中勾選一項，本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如下表1： 

表1 本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項次 變數 變數定義 參考文獻 

1 留職意圖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未來會選擇留職的主 

觀機率 

Taylor ＆ Todd（1955） 

Hsu ＆ Chiu（2004） 

Kim ＆ KIm（2005） 

2 態度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對留職所把持的正面 

或反面評價 

Ajzen & Fishbein（1980） 

Taylor,Peplaus ＆ Sears（1994） 

蔡漢忠（2008） 

2.1 情感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對留職的喜惡、愛恨 

之感覺 

Ajzen & Fishbein（1980） 

蔡漢忠（2008） 

3 主觀規範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在思考留職之決策過 

程中受到影響的程度 

Taylor ＆ Todd（1955） 

張玉珮（2007） 

3.1 社會規範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在思考留職決策過程 

中受到媒體報導、社 

會價值觀影響的程度 

Hsu ＆ Chiu（2004） 

張玉珮（2007） 

4 知覺行為控制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知覺到完成留職行為 

的容易或困難程度 

Taylor ＆ Todd（1955） 

Bandura（1982） 

Ajzen（1991） 

蔡漢忠（2008） 

4.2 便利條件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個人評估留職行為可 

受內外在支援的程度 

Taylor ＆ Todd（1955） 

蔡漢忠（2008）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便利抽樣法進行正式問卷調查，並針對測量問項的量表做編碼計分統計，其問卷發放日期為2010年2

月，共計發放1000份問卷，經統計刪除作答不完整、明顯偏誤、及基本資料不完整者，餘均輸入電腦進行統計分析，

有效問卷共計566份，回收問卷有效率為56.6 %。 

一、信度與效度分析 

在信度方面，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來衡量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結果發現各變數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

上，表示本研究量表具有一定的內部一致性（Nunnally, 1978）。在效度方面，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進行測量模型的適合度檢定，CFA是計算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又稱建構信度（construct reliability）以檢

驗問項之信度，Hair et al. (2006)認為其值大於0.5即具有一致性，而本研究之各構面的組合信度皆高於0.8以上，故

本研究問卷具有不錯的信度。其分析結果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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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數 題項 CR AVE Cronbach’s α 

留職意圖 留在軍中對未來生活是有幫助的 0.834 0.715 0.851  

 我有留在軍中服務的可能性    

態度 留在軍中對我來說是重要的       

 留在軍中對我來說是有意義的 0.950 0.781 0.929  

  留在軍中對我來說是有值得的       

情感 工作的認同感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工作的成就感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0.940 0.838 0.938  

  工作的責任感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主觀規範 他人對我做的決策會表示認同       

 我會依照他人的意見做決策 0.806 0.581 0.804  

  我認識的人都希望我可以繼續留營       

社會規範 政府單位的宣導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報章媒體的報導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0.908 0.767 0.905  

  招募單位的宣導會影響我留職的意願       

知覺行為控制 留在軍中我可以適應的很好。       

 留在軍中對我而言是有利的。 0.862 0.679 0.867  

  在軍中我可以掌握未來的規劃。       

便利條件 薪資所得會影響我留在軍中的意願。       

 工作地點會影響我留在軍中的意願。 0.887 0.724 0.887  

  福利措施會影響我留在軍中的意願。       

 

從收斂效度結果得知，本研究量表皆有達到收斂效度之標準。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進行區別效度分析。區別

效度是將不相同之兩概念進行量測，將結果進行量測，將結果進行相關分析，而其相關程度很低，代表兩個概念之

間具有區別效度（吳萬益、林清和，2002）。兩個不同概念間的相關係數應小於每一個概念平方解釋變異量(AVE)

之平方根（Hairs et al., 2006），整理如下表3。由表3可知，本研究所有成對變項的相關係數均小於該概念的平均解

釋變異量之平方根（陰影處），因此，本研究之變項具有良好的區別效度。 

表 3 區別效度 

變數 (1)  (2) (3) (4) (5) (6) (7) 

(1)留職意圖 0.846        

(2)態度 0.795***   0.884       

(3)情感 0.646***  0.623*** 0.916      

(4)主觀規範 0.684***  0.722*** 0.613*** 0.762     

(5)社會規範 0.455***  0.507*** 0.474*** 0.593*** 0.876    

(6)知覺行為控制 0.727***  0.775*** 0.596*** 0.692*** 0.513*** 0.824   

(7)便利條件 0.365***  0.351*** 0.516*** 0.396*** 0.312*** 0.426***  0.851  

註：1. 陰影處表示為平均解釋變異量之平方根。 

    2. *** P＜0.01。 



 281

二、線性結構模式分析 

（一）整體模式適合度分析 

由表4可知，所有指標均達可接受之建議值。由此可見本研究模型之契合度是在可以接受之範圍內。 

 

               表4 SEM整體模式配適度的評鑑指標及其評鑑標準  

統計檢定量 適配的標準或臨界值 結果 符合標準 

GFI值 ＞0.9以上 0.891 接近 

AGFI值 ＞0.9以上 0.856 接近 

RMSEA值 ＜0.1(普通適配) 0.084 接近 

NFI值 ＞0.9以上 0.919 是 

RFI值 ＞0.9以上 0.904 是 

IFI值 ＞0.9以上 0.934 是 

TLI值(NNFI值) ＞0.9以上 0.922 是 

CFI值 ＞0.9以上 0.934 是 

PGFI值 ＞0.5以上 0.679 是 

PNFI值 ＞0.5以上 0.774 是 

CN值 ＞200 566 是 

卡方自由度比值 ＞5表示模式需要修正 4.954 是 

（二）各潛在變數之影響結果與研究假說驗證 

本研究主要探討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關係，由線

性結構方程式分析各變數間的因果關係，驗證本研究假說。由下表五本研究模式驗證結果，可以看出各構面之關係，

以下針對實證結果加以討論。 

1. 在直接效果方面： 

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對留職意圖之直接效果為0.630***，因此假說H1成立，態度對留職意圖有顯著正向之影

響。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之直接效果為0.128*，因此假說H2成立，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有顯著正

向之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直接效果為0.185**，因此假說H3成立，知覺行為控制對

留職意圖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態度之直接效果為0.342***，因此假說H4成立，主觀規

範對態度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知覺行為控制之直接效果為0.789***，因此假說H5成立，

主觀規範對知覺行為控制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對態度之直接效果為0.528***，因此

假說H6成立，知覺行為控制對態度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2. 在間接效果方面： 

在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有直接效果為0.128，主觀規範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所產生的間接效

果為（0.342*0.630），總效果為0.343因此，這表示之間達到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假說H7成立。在志願役士官、

兵之知覺行為控制中介效果上，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有直接效果為0.128，而其主觀規範透過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

意圖所產生的間接效果則為（0.789*0.185），總效果為0.274因此，這表示之間達到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假說H8

成立。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有直接效果為0.185，而知覺行為控制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所產

生的間接效果為（0.528*0.630），總效果為0.518因此，這表示之間達到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假說H9成立。 

3. 在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之直接效果方面： 

志願役士官、兵之情感對態度之直接效果為0.176***，因此假說H1a成立，情感對態度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志

願役士官、兵之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之直接效果為0.668***，因此假說H2a成立，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有顯著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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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  志願役士官、兵之便利條件對知覺行為控制之直接效果為0.187***，因此假說H3a成立，便利條件對知

覺行為控制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其中以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之影響最高（0.668***），其次為社會規範對主觀規範

之影響（0.187***），而影響程度最低的則是便利條件對知覺行為控制之影響（0.176***）。 

表5 本研究模式驗證結果 

變數間關係之驗證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H1 ：態度 留職意圖 0.630 - 0.630 

H1a：情感 態度 0.176 - 0.176 

H2 ：主觀規範 留職意圖 0.128 - 0.128 

H2a：社會規範 主觀規範 0.668 - 0.668 

H3 ：知覺行為控制 留職意圖 0.185 - 0.185 

H3a：便利條件 知覺行為控制 0.187 - 0.187 

H4 ：主觀規範 態度 0.342 - 0.342 

H5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 0.789 - 0.789 

H6 ：知覺行為控制 態度 0.528 - 0.528 

H7 ：主觀規範 態度 留職意圖 0.128 0.125 0.343 

H8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 留職意圖 0.128 0.146 0.274 

H9 ：知覺行為控制 態度 留職意圖 0.185 0.333 0.518 

 
伍、結論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現職志願役士官、兵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

圖」之關係，本研究結果大致上與原先研究假設符合，其中以態度對留職意圖之影響最高（0.630），其次為知覺

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影響（0.185），而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之影響最低（0.128）。 

（一）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對留職意圖之影響 

由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對留職意圖之探討中，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當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對留職的喜惡、

愛恨之感覺越正向，則對留職所把持的正面或反面評價越正向，其未來會選擇留職的主觀機率越高。經實證後結果

發現，當態度越正向其留職意圖則越高，研究結論與學者楊喻婷、盧鴻毅、侯心雅(2009)、張鐸瀚，蔡漢忠（2009）

之相關研究相符。 

（二）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之影響 

由志願役士官、兵之主觀規範對留職意圖之探討中，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當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在思考留職

決策過程中受到媒體報導、社會價值觀影響的程度越正面，則對在思考留職之決策過程中受到影響的程度評價越正

向，其未來會選擇留職的主觀機率越高。經實證後結果發現，當主觀規範越正向其留職意圖則越高，研究結論與學

者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 歐雙磐，謝政勳（2009）之相關研究相符。 

（三）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影響 

由志願役士官、兵之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探討中，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當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個人評

估留職行為可受內外在支援的程度越高，則知覺到完成留職行為的容易或困難程度評價越正向，其未來會選擇留職

的主觀機率越高。經實證後結果發現，當知覺行為控制越正向其留職意圖則越高，研究結論與學者張鐸瀚，蔡漢忠

（2009）之相關研究相符。 

（四）志願役士官、兵之態度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之中介效果 

從研究結果可知，主觀規範對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0.342），主觀規範對知覺行為控制有顯著正向影響（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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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行為控制對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0.528），主觀規範透過態度會對留職意圖產生間接的效果，知覺行為控制

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產生間接的效果，主觀規範透過知覺行為控制對留職意圖產生間接的效果，因此，本研究經驗

證支持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歐雙磐，謝政勳（2009）、趙清源、黃義俊、陳穎峰、張玉佩（2009）、黃義俊、

楊敏里、劉德芳（2010）等相關研究。 

二、 管理意涵 

（一）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主觀規範對知覺行為控制之影響，為直接效果中最高的，其代表現職志願役士官、

兵在思考留職之決策過程中受到影響的程度越正向，其知覺到完成留職行為也將會越高。 

（二）而知覺行為控制透過態度對留職意圖之影響，為三個間接效果之中最高的，其代表現職志願役士官、兵

知覺到完成留職行為越容易，則其會對留職所把持越正面之評價，進而產生留職之行為。 

（三）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可以就其影響現職志願役士官、兵在思考留職之決策過程中之各項潛在變數，實施探

討及評估相信應該會有不錯之研究發現，亦可以透過宣導相關留職之便利性及容易度提高其留職意願。 

三、研究貢獻 

（一）學術方面 

1. 相較於國外在募兵制研究之發展，臺灣有關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研究的起步較晚且發展緩慢，落

後於先進國家，故亟需增加理論建構之廣度與深度，本研究成果可作為後續相關理論發展之參考。 

2. 本研究以現職志願役士官、兵為基礎，探討留職意圖的議題，實證的結果將有助於留職意圖之理論建構，

使得整體研究的理論更為完整。 

3. 本研究所針對的留職意圖，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多採用制度面探討募兵制之可行性，實證上的研究亦相當

稀少，因此本研究採實證研究的方法，研究成果可增加留職意圖議題實證上研究之參考，也能對留職意圖有更具體

的定義及區分。 

（二）實務方面 

2005年後政府將全面推動全募兵制，因此探討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對於政府與相關招募單位而言更

為重要，若能有效地掌握及了解影響留職意圖之相關變數及成因，將可避免或減低招募困境的衝擊，將可有效提高

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成功率、降低國家教育訓練成本所造成之財政損失。因此，冀望藉由本研究之實證分析可

讓相關輔導單位更加知悉現況預作因應。 

（三）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問卷題目經由填答者本身所感受的實際情況加以勾選，受訪者的實際情況，極可能受個人主觀看法

或填答時的環境情境所影響。另外，對於問卷內容的解釋與瞭解亦可能會有所偏差，此項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2. 影響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的因素甚多，為避免調查問卷內容過多而影響填答者的填答意願，故本

研究僅以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等構面，探討對留職意圖之關係，若能同時探討其他影響留職意圖之因素，

則可能會得到更多不同的分析結果，並可提高對現職志願役士官、兵留職意圖之預測能力，此項為本研究限制之二。 

（四）未來研究建議方向 

1. 本研究僅探討部份變數對留職意圖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再加入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家庭因素、

相關經驗、環境因素…等），將使研究的整體模式更為完整。 

2.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對象乃針對陸軍司令部所屬各單位之志願役士官、兵採便利抽樣方式方式，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以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其他軍種，除了能使樣本更具代表性外，也能夠了解不同軍種之間的差異性，其研究

結果推論將更具可信度。   

3. 本研究發現計畫行為理論中之態度及知覺行為控制等構面皆具中介效果，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依據不同

議題持續驗證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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