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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或招募：美軍廣告策略與線索使

用對軍隊態度和入伍意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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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檢視了軍事廣告策略(形象／形象＋招募)和線索(外在／內在)等兩
項因子對受測者態度和行為意圖之影響。在2 × 2 × 3的混合實驗設計中，研
究參與者隨機分派到四種情境之一，並在該情境中觀看三則軍事廣告。研究

結果顯示，受測者對廣告和軍隊的評估通常是由外在(如薪資、福利、待遇)
而非內在線索(如國家、責任、榮譽)所驅動的，但此線索效應並不會影響接
收者的入伍意圖。此外，軍隊廣告策略並不會對受試者美軍評價和入伍意圖

產生影響。以上研究結果透過軍事廣告及其影響的背景進行論述。

關鍵字：廣告策略、線索利用、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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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r Recruitment: The Effects of 
the US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y 

and Cue Utilization on Military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to Enlist

Sun, Fu-W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Glenn Leshner
Professor, Gaylord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SA

Abstract

This study tested the effects of two factors, the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image and image + recruitment) and cues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on participant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a 2 × 2 × 3 mixed design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four conditions while viewing 
three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participants’ 
evaluations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military are generally driven by extrinsic 
cues (e.g., salaries, benefits, treatments) rather than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e.g., 
duty, honor, country). However, cue effects do not influence receivers’ enlistment 
intentions. Further,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the strategies on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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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s of the military and their enlistment intentions.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 advertising and its impact.

Keywords: advertising strategy, cue utilization, US military.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Fu-Wei; E-mail: fuweisun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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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has increased the 
funding for its advertising programs to meet DoD’s recruiting goals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2003). A key fact for advertising planning 
in support of military recruiting is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in meeting recruiting 
goals. Several reasons cause this situation: a strong national economy during the 
1990s gave youth access to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for jobs, a dramatic increase 
in college enrollment, a continuing decline in youth interest in military service, an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 direction of youth attitudes toward 
military service dropped off precipitousl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04; Scott-Skillern & Singer, 2023). As a result, corresponding trends in youth 
behavioral beliefs (e.g., working in teams) and outcome evaluations (e.g., duty to 
country) related to military service declined. Take the U.S. Army as an example. 
It is reported that it was 25% short of its goal of recruiting 60,000 new soldiers in 
2022 (Barno & Bensahel, 2023; Lynn, 2023) and would have a shortfall of nearly 
20,000 from the projected 485,000 in 2023 (Scott-Skillern & Singer, 2023). It’s not 
only the Army, almost all military branches have encountered the same recruiting 
difficulties (Baldor, 2023). Thus, developing effective advertising messages 
strategies and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campaigns are major concerns for the DoD.

Advertising is a useful tool to increase high quality enlistments. The marketing 
field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sales and it may affect various important outcomes in 
the short and longer terms (Dertouzos & Garber, 2003; NRC, 2004). Regarding the 
military, advertising may not only enhance recruiting in the short run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opportunities for job, training, and college benefits, but it 
can als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cruiting by cultivating positive images 
and perceptions about military service (Dertouzos & Garber, 2003).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tudies related to the military and advertising, most 
of them explore advertising effects and recruitment outcomes (e.g., Brockett, 
Cooper, Kumbhakar, Kwinn Jr, & McCarthy, 2004; Brown, 2012; Drevs & M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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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Warner, Simon, & Payne, 2001). A few studies measu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dvertising and military image, but concentrate only on war time (e.g., Ghilani, 
2012; Standlee, 2010). No research has examined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nd 
the different cue effects of the contents together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factors. Hence, this study can be seen as exploratory research tha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on messages for the military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ich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y, one 
that focuses on the military’s image or one that focuses on image + recruitment, 
is more attractive? What kind of cue, one that suggests intrinsic attributes of the 
military (e.g., duty, honor, country) or one that indicates extrinsic characteristics 
(e.g., salaries, benefits, treatments), is better used in military advertising? Could the 
DoD use these strategies to promote itself and further enhance military enlist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nd cue effects. Additionally, it hopes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motion 
schemes in military advertising.

Literature Review

Advertising, Recruitment, and Brand Image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is a controlled communication effort. The message 
delivered to the consumer is carefully craf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organization 
so that its content consists of only informat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wishes the 
consumer to receive (Pitts & Stotlar, 1996, p.224). Hiebeing and Cooper (1990) 
define it as a message which informs and persuades consumers through paid 
media. The core of advertising i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ven if it is critical for 
advertising to attract new consumers, a mature organization can usually obtain a 
much better return by giving incentives to existing customers to purchase more of 
the product or to promote the product to their friends (Mullin et al., 1993,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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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C (2003) investigated American youth attitudes, aptitudes, and aspiration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primary role of advertising in the military is to support 
recruitment by influencing youth attitudes about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military, 
the purpose of advertising is twofold: to increase propensity to choose military 
service and to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an individual choosing to join one service 
over another (NRC, 2004). Furthermore, military advertising message strategies 
have generally focused more on “brand choice”; that is, the selection of a specific 
service. Therefore, it seems necessary to simultaneously illustrate the factors of 
recruitment and brand image in detail.

Recruitment. Based on Merriam-Webster’s (2011) definition, recruitment 
is the process of adding new individuals to a population or subpopulation. To the 
military, it means the action of enlisting new volunteers in the armed forces (New 
Oxford, 2010). 

Brand Image. Brand image is defined as perceptions about a brand as 
reflected by the brand relations held in consumers’ memory. That is, brand image 
is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consumers’ response t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oreover, it also clusters attributes and associations that consumers connect 
to the brand (Biel, 1993; Keller, 1993; Kotler, 1984). Poor communication 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may result in unfavorable perceptions of the image, but if 
these drawbacks can be overcome, a positive brand image will increas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Richardson, Dick, & Jain, 1994). Jacoby, Olson, and 
Haddock (1971) identified that price and brand imag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have both been found to be determiners of product quality perception. They 
further stress that brand image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quality perception than price, 
particularly for strong, positive brand images. 

For the military, brand image could be viewed as the military generally or 
as any one of the individual services, and it can be built by advertising. In fact,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advertising on enlistments could come through building 
brand equity (Dertouzos & Garber, 2003). Jaffe’s (2000) report also supports this 
viewpoint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advertisements must provide young people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U.S. military. The armed services concentrat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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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istinct “brand identities” is aimed at giving potential recruits a 
clearer sense of what each branch does and how they do it.

Sever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prob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military 
advertising and recruitment. For example, Brockett et al. (2004) compared joint 
and service specific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joint advertising 
is useful to generally enhance the America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military, it 
is less efficient for Army recruiting and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Army recruitment 
more than service specific advertising. Brown (2012) evaluated the imag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recruitment advertisements and concluded that military recruiting 
materials restate the masculinity of the military and strengthen a gender margin. 
Drevs and Muller (2015)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friends and family on making 
decisions to apply for jobs in the German military and indicated that military 
recruiting advertisements fo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should be able to intensify 
positive image perceptions among family and friends. When family and friends 
have high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s, they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support the 
action and help improve military enlistment. Warner et al. (2001) used rich data on 
advertising and concluded that advertis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listment. 
In sum, advertising can b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enlistments.

With regard to advertising and brand image, Reynolds and Gutman (1984) 
pointed out that the function of advertising is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duct imagery. Furthermore, they advocated that brand image should be the 
basic factor for developing advertising strategies. Biel (1993) also indicated that 
media advertising is a manifest source of image. Additionally, two main goals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revelation) and action-oriented behavior need to be 
evaluated to better assess brand image. Reid and Buchanan’s (1979)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on brand images revealed that image distinctions are 
influenced by advertising, and their results also supported the point that the main 
function of advertising is enhancing the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particular brands. 
Meenaghan (1995) further interpreted the functions of advertising which not only 
positions the brand attributes against consumer expectations, but also values the 
brand symbolically so that it is attractive to the target market. Overall,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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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support the belief that advertising is indeed helpful to develop brand imag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only few researchers who have considered advertising 

and military image, and most of them have little relevance to this study. Ghilani 
(2012) explored a commercial strategy used by DeBeers, a diamond company, 
called “Fighting Diamond”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connected diamonds to 
military image and civic duties with consumers’ buying decisions. Standlee (2010) 
reviewed the U.S. government’s propaganda strateg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study, female images were promoted to help the war effort at home by sharing 
images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The concept of home included the “home front” 
in the war, and public sphere was expand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of military 
action to encourage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labor force. 

Although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messag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military recruitment commercials (e.g., Park et al., 2017; Fransen, 2019; Speck, 
2020), most of them put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ast and/or current advertising 
content instead of exploring the optimal message strategies. In detail, Park et al. 
(2017) investigated 125 military TV advertisements and concluded that 63.2% of 
military commercials were categorized as transformational ads (i.e., emotional 
approach) containing the meaning of self-definition, self-actualization, and so on 
rather than informational ad (i.e., rational approach) including enlistment bonuses, 
benefits, etc. Similarly, Fransen (2019) mainly compared the U.S. soldiers’ 
enlistment motivation with the themes presented in recruitment commercial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institutional values and norms such as duty 
to country, honor, and commitment are still the prevalent motivator in the U.S. 
military. How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d content/strategies 
and soldiers’ enlistment motivations. Speck (2020), on the other hand, discussed 
the framing of gender in military advertising produced between 2008 and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re than ninety-five percent of combat roles depicted in 
commercial were males, and fe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llustrated as civilian 
spouses and medical aids. In addition, males also held a prevailing position in 
regard to the commercial narrator.

Despite the difficulty of estim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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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image, previous research of advertising, recruitment, and brand image 
could still lea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RQ1: Which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y (image or image + recruitment) will be 

better evaluated?

Cue Utilization Theory

Easterbrook (1959) first generalized cue utilization theory. The range of cues 
is the total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cues in any situation that people observe, 
respond to, or maintain an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reduction in range of cue 
utilization serves to organize or disorganize action depending on the behavior 
concerned. According to Richardson et al. (1994), cue utilization theory could 
provide an attractive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o assess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tore brand quality. Cues and products are related. On one hand, products 
and brands are conceived to consist of an array of cues (e.g., price, brand name, 
packaging, etc); these cues, on the other hand, serve as surrogate indicators of 
quality to shopper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developing various impressions of the 
products and brands (Olson & Jacoby, 1972).

Cu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trinsic cues and extrinsic cues 
to the product (Olson & Jacoby, 1972). This distinction is useful as a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relative order in which individual cues from a set will enter the 
judgment process. Intrinsic cue represents substantial attributes of the product such 
as ingredients, taste, machine component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texture. 
Conversely, extrinsic cues are product-related attributes which can be altered 
without changing the product itself; for instance, price, brand name, and warranty 
(Olson & Jacoby, 1972). The cue utilization process is involved in virtually all 
behavioral phenomena. That is, nearly any behavior would requir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al cues selected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verall, consumers 
tend to use cues systematically to make their own beneficial decisions (Dudycha & 
Naylor, 1966).

A massive body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es cue utilization theory.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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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 and Mark’s (2007)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reputation cu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reputation of a company is necessary for the increasing perceptions of other cues, 
such as advertising and bonding instruments (e.g., guarantees). Besides, experience 
and credence cues are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extent for innovative products. 
Jacoby et al. (1971)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price cue, 
composition differences, and brand image cues on the perception of beer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ice cue serves as an indicant of product quality when 
it was the only cue available, and brand image cue has a stronger effect upon 
quality perception, especially for brands with strong positive images. Olson’s 
(1978)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inference processe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cue 
utilization process which may create beliefs about concepts not present in the task 
environment.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concept of memory schemata is proposed 
as a basis for a viab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inference process. Rao and 
Monroe (1989)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price, brand name, and store name on 
buyers’ evaluations of product quality, and stated that for consumer products, both 
price cue and brand name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perceived quality. On the whole, price and brand are among the most researched 
extrinsic quality cues (Bredahl, 2003).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position that cue 
utilization can be applied to behavioral phenomena and extrinsic cu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n evaluating pro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further sustains cue utilization by examining the precise 
types of cues (e.g., Nakhate & Kuo, 2014; Richardson et al., 1994; Teas & Agrawal, 
2000). In Nakhate and Kuo’s (2014) study of social coupon (SC) purchasing 
decision, they concluded that when consumers can only search and purchase 
SCs online and are required to prepay for the service, variety-seekers will utilize 
the extrinsic cues as clues to make decisions. Richardson et al. (1994) measured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cue effects on perception of store brand quality by using one 
national brand and two store brands and discovered that consumers’ evaluations of 
store brand quality are largely assessed by the products’ extrinsic cues than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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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the above studies exhibit similar results, some scholars have 
found the opposite. For instance, earlier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for most products, 
consumers generally believe intrinsic cues are more accurate indicators of product 
quality than are extrinsic cues, and they forecasted that intrinsic cues are used more 
often and have greater predictive value than extrinsic cues (Olson & Jacoby, 1972; 
Szybillo & Jacoby, 1974). Karaatli and Veryzer (2012)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lectronic decision aids on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s and found that these 
tools can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intrinsic cues on their evaluations. To explain, 
consumers are mor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product alternatives with 
respect to intrinsic cues and have more insight about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differences, thus resulting in better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a product.

To deal with this discrepancy, Zeithaml (1988) proposed that when the 
intrinsic cues are not available for initial purchase situations, or whe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difficult to be evaluated by consumers, consu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employ extrinsic cues. Vice versa, if intrinsic cues ar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situ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easy to evaluate, consumers 
are agreeable to examining intrinsic cues. Rao and Monroe (1988) confirmed 
Zeithaml’s proposition. In their research, they found that when customers’ product 
familiarity increases, the use of intrinsic cues for products quality assessments tends 
to become stronger. This relationship reveals that whether the usage of intrinsic or 
extrinsic quality cues may depend on the confidence value of the cues, as this is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product experience (Bredahl, 2003).

Though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exist, it is rational to propose that if intrinsic 
cues are available for consumers to evaluate the product,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the brand is strong,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 or the overall quality is 
not difficult to assess, intrinsic cues would be better evaluated than extrinsic cues. 
Following this, the current study proposes that though the military is a “national 
brand” in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it is challenging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ilitary in whole.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study direct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and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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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 Wha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e effects and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H1: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ill be evaluated more positively 

than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intrinsic cues.
H2: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ill lead to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than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intrinsic cues.
H3: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ill lead to more enlistment 

intention than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intrinsic cues.

Methods

As indicated by NRC (2004),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should be used 
to develop a range of message strategy. The NRC also suggests that advertising 
message strategies can be evaluated in terms if their effects on targeted belief and 
values.

Design

This study employed a 2 advertising strategies (image and image + 
recruitment) × 2 advertising cues (extrinsic cue and intrinsic cue) × 3 (message) 
mixed model repeated measures experiment. Cue and strategy were run between-
subjects, and messages were run within-subjects. Each participant reviewed 
three prin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in one strategy × cue condition. Exposures to 
military image ads or image + recruitment ads in intrinsic cue or extrinsic cu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Based on Rao and Monroe (1989), numerous cues affect quality perceptions, 
and the use of multipl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necessary for valid empirical tests.

Price and brand are among the most researched extrinsic quality c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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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insic cues constitute attributes that are product related but external to the 
product itself. Nonetheless, the military is a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brand. Hence, 
price and brand will be the extrinsic cues manipulated by showing each subject a 
commercial from different strategies (image or image + recruitment) with value of 
the military’s outer values (e.g., the salary, treatment, and benefits). Conversely, 
derived from the definition, intrinsic cues are the product’s attributes that cannot 
be modified without changing the substantial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Therefore, 
intrinsic cue level is manipulated by giving each participan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from two different strategies (image or image + recruitment) with attributes of the 
military’s core values (e.g., duty, honor, country, and freedom prote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age and image + recruitment advertising is with or 
without recruiting messages (e.g., join the team, join us, and join the military). For 
instance, the message of the image strategy with extrinsic cues is like: “Military 
compensation is more than just a salary. It includes health care, retirement pay, 
childcare, and free or subsidized food, housing and education.,” and the message of 
the image + recruitment advertisement with intrinsic cues is like: “Core Values: The 
strength comes from their dedication to duty, honor, and country. Join the team.” 
Three commercials for each cue and strategy condition will b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dependent measures were collected by completing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on attention (Att), attitude toward ad (Aad),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Ami), enlistment intention (Ei), and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Er) 
using a seven-point Likert scale (i.e. strongly disagree to strongly agree). The 
attention (Att) scale was adopted from Muehling, Stoltman, and Grossbart (1990). 
It consisted of three bipolar items (i.e., how much attention did you pay to the 
written message in the ad? How much did you notice the written message in the ad? 
How much did you concentrate on the written message in the ad? α=.94). Attitude 
toward ad (Aad),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Ami), enlistment intention (E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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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Er) were measured using previously developed scales 
(Beard, 2015; Yi, 1990). Aad consisted of eight bipolar items (good, interesting, 
like, irritating, worth remembering, powerful, informative, and convincing, α=.97); 
Ami consisted of five bipolar items (good, favorable, positive, valuable, and phony, 
α=.97); Ei consisted of three bipolar items (likely, possible, and probable,α=.98), 
and the same item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Er, 
α=.98). 

Procedure

Participants (N = 137, 79 male, 57 female, 1 did not answer) were recruited 
from Amazon Mechanical Turk (MTurk) online panels using the Qualtrics online 
survey portal. Because every branch of the military lists minimum age qualification 
for serving in the U.S. Armed Forces (e.g., both Army and Navy: the ages of 17-34, 
Air Force: the ages of 17-27, Coast Guard: the ages of 17- 39, Marines: the ages of 
17-29), participants were workers who meet the age requirement.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before each participant starting the online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four strategy × cue conditions, and then they 
were asked to review three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in the given condition. After 
reviewing each advertisement, they completed the questions. Each subject was 
compensated 50 cents for participation. No time limitation included. The average 
response time was 8 minutes 39 seconds.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total sample was 29.8 years (SD = 5.09).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education level was “4-year college degree” (N = 60, 43.8%), 
followed by “some college” (N = 28, 20.4%), “high school” (N = 16, 11.7%), and 
“2-year college degree” (N = 16, 11.7%).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N = 77, 56.2%) reported that their marital status was single and that they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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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been married and more than seventy percent of the subjects (N = 103, 75.2%) 
indicated that their race to be “white/Caucasian.” The demographics are reported in 
Table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emographics

Variable N (%)

Gender
Male 79 (57.7%)

Female 57 (41.6%)
Did not answer 1 (0.7%)

Education Level

High school / GED 16 (11.7%)
Some college 28 (20.4%)

2-year college degree 16 (11.7%)
4-year college degree 60 (43.8%)

Master’s degree 14 (10.2%)
Doctoral degree 2 (1.5%)

Professional degree 1 (0.7%)

Marital Status

Married 54 (39.4%)
Separated 1 (0.7%)

Single and have never been married 77 (56.2%)
Others 5 (3.6%)

Race

White/Caucasian 103 (75.2%)
African American 14 (10.2%)

Hispanic 5 (3.6%)
Asian 12 (8.8%)

Native American 2 (1.5%)
Others 1 (0.7%)

Note. Mage = 29.8 (SD =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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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test for effective randomization to experimental groups (cues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on the variable of gender;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ue: χ2(l) = 0.27, p > .05; strategy: χ2(l) 
= 0.22, p > .05. An univariate ANOVA test also showed that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military and the service before the messages did not differentiate 
statistically by age (attitudes toward the military: F(116) = 1.06, p > .05; attitudes 
toward the military service: F(116) = 0.99, p > .05). Furthermore, the lack of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ponses for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before showing participants the messages and cues, F(133) = 2.65, p > .05, and the 
responses for the prev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before showing participants 
the messages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F(133) = 1.58, p > .05, also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randomiz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Overall, the 
outcomes supported the equivalency of the groups.

Manipulation Check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F(1, 92) = 2.98, p < .05). Briefly, participants who viewed the image 
+ recruitment military ad indicated that the message contained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M = 5.93) more than those viewing the image commercial (M = 5.66). 
Similarly,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the cue manipulation was also obtained on 
participants’ cue perceptions (F(1, 92) = 3.09, p < .05). Those who viewed extrinsic 
cue advertising reported that the message was about the military’s outer values such 
as benefits, treatment, insurance, and so on (M = 5.80) more than those viewing the 
intrinsic cue (e.g., duty, honor, country, and so on) message (M = 5.47).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manipulations.

Hypothesis 1

H1 predicted tha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ould be 
evaluated more positively than those with intrinsic cues. This hypothesis was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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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unning separate mixed ANOVAs with cue (2) and strategy (2) between-subjects 
factors and message (3) a within-subjects factor on Att and Aad. As a resul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cue on participants’ Att, F(1, 133) = 7.18, p < .01, 
η2 part = .05, such that the mean Att level of extrinsic cue ads (M = 6.33) was higher 
than the attention level of intrinsic cue ads (M = 5.9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Att (F(1, 133) = 0.07, p = .80, η2 part = .001), nor was 
the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on attention (F(1, 133) = 0.60, p = .44, η2 part = .004). 
Moreover,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cue on participants’ Aad, F(1, 
133) = 4.21, p < .05, η2 part = .03, such that the mean Aad of extrinsic cue ads was 
more positive (M = 5.03) than the mean Aad of intrinsic cue ads (M = 4.58). As 
was the case for att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Aad 
(F(1, 133) = 0.00, p = .99, η2 part = .000) nor was there a significant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on Aad (F(1,133) = 1.12, p = .29, η2 part = .008). These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Table 2. H1 was supported.

Table 2
Atten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Att Aad Ami
Condition

Cue
Extrinsic 6.33(0.75) 5.03 (1.21) 5.43 (1.23)

Intrinsic 5.90(1.08) 4.58 (1.30) 4.95 (1.30)

Strategy
Image 6.14 (0.83) 4.80 (1.33) 5.05 (1.36)

Image + Recruitment 6.10 (1.06) 4.80 (1.23) 5.33 (1.20)

Note. Standard deviations are given in parentheses.

Hypothesis 2

H2 predicted tha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ould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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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than with intrinsic cues. This was tested 
by running a mixed ANOVAs with cue (2) and strategy (2) as between-subjects 
factors and message (3) as a within-subjects factor on Ami. As expected, result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cue on participants’ Ami, F(1, 133) = 4.86, 
p < .05, η2 part = .04, such that Ami was more positive for extrinsic ads (M = 5.43) 
than intrinsic ads (M = 4.9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Ami (F(1, 133) = 1.60, p = .21, η2 part = .01) nor was the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significant ( (F(1,133) = 1.24, p = .27, η2 part = .009). These results are also reported 
in Table 2. H2 was supported.

Hypothesis 3

H3 predicted tha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would lead to 
more enlistment intention than with intrinsic cues. This was tested by running 
separate mixed ANOVAs with cue (2) and strategy (2) as between-subjects factors 
and message (3) as a within-subjects factor on participants’ enlistment intention 
and on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cue 
on enlistment intension, F(1, 133) = 0.66, p = .42, η2 part = .005,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enlistment intention F(1, 133) = 0.23, p  = .63, η2 part 

= .002, and no significant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on enlistment intention (F1, 
133) = 0.52, p = .47, η2 part = .004. Similar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cue on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F(1, 133) = 0.001, p = .97, η2 part = .000,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F(1, 133) = 
1.74, p = .19, η2 part = .01, and no significant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on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F(1, 133) = 0.15, p = .70, η2 part = .001. H3 was not supported.

As noted abov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for strategy on 
respondents’ Att, Aad, Ami, and either intention (to enlist or to recommend). 
Therefore, RQ1 was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Further, because no strategy × 
cue interaction was significant on any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RQ2 was also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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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Prior research on cue utilization has demonstrated that cues have been, 
and continue to b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umers’ 
evaluations of persuasive messages. For the military, part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advertisements is to appeal to people’s attention, and increase the potential 
enlistment rate instead of selling products or services. Although numer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advertising on enlistments, not much research exists 
that investigates the attractive components of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or examines 
helpful advertis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utilized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nd 
cue utilization theory to conduct an online experiment while attempting to measure 
relativ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neither image nor image + recruitment 
military advertising strateg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tching audiences’ 
attention or having the capacity to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Nonetheless, extrinsic cues do have the potential of doing that.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with extrinsic cues could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receivers’ 
attention and attitudes more than with intrinsic cues. Generally, it appears that 
extrinsic cue message increased attention, attitude toward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military. H3 test results, however, did not support the 
prediction that extrinsic cues would lead to the increase enlistment intention or 
enlistment recommendation. That is, participants’ enlistment intention or propensity 
to recommend the service did not depend on the cues to which these messages 
have in this study. A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all messages in this study were 
print advertisement. Based on Dertouzos and Garber’s (2003)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print advertisements are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to video messages in the 
beginning, but may increase over the following two months. That may be the 
reason why H3 was not supported because print messages require more cognitive 
effort than broadcast messages, and they need more time to process.

To sum up, advertisements could be an advantageous promoting tool if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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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reated using proper design employing attractive and effective content. Since 
the DoD invests many resources per year on advertising programs in support of 
recruiting, how to plan the operative commercial is the big concern. This study 
presented a measure of the effects of the military advertisings by applying cue 
utilization theory and identified extrinsic cue as a means of appealing to audiences. 
Although the results did not clarify the immed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e and 
intention or recommendation, they could still be viewed as preliminary findings.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Although this study included two main cues in military advertisement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advertisements with various features is needed to 
provide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For example,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nvolves 
more emotional responses; therefore, it may be possible to have more immediate 
effects on enlistments than when using print advertisements (Dertouzos & Garber, 
2003). In addition, focusing on people who are within enlistment age requirements 
is not the only interest. Some researchers also point out that social circles, such as 
parents and frien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youth enlistment decision making 
(Drevs & Muller, 2015; Gibson, Griepentrog, & Marsh, 2007; Legree et al., 2000). 
Besides, 2002 DoD Youth Poll also finds that 39 percent of youth ages from 15 to 
21 indicate that family is the main source which forms impressions of the military 
and 39 percent of youth exhibit tha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re the major sources 
(Bailey et al., 2002). Consequently, it’s necessary to deliberate the advertising 
effects on those people who may influence younger generations. Lastly, the current 
study evaluated the U.S. military advertisement mainly. Therefore, the findings may 
not be able to apply to different states and/or countries directly. Future studies may 
selec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e whether there will be any generalized principles 
regarding military message strategies. These perspectives remain as important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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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部隊)的任務相當多元，其角色定位與
領導關係時常在改變與調整。1982年，武警部隊正式組建並確立由中央軍委
與國務院「雙重領導」體制，但任務角色與指揮體系仍相當複雜。在習近平

於十八大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後，2013年起開始全面推動「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革」，最終將武警部隊改由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管理，使共軍的

兵力部署與運用更具彈性。然而建軍之基在人才，武警部隊院校要培養「軍

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和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能執行「多樣化」

任務的高素質「現代化」武警人才。這必須從院校的改革起步，朝向將院校

實戰化教育訓練成為戰鬥力生成中心，才能達成建設現代化武警部隊為最終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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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ssions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PAP) are quite diverse, 
and its roles and leadership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adjusting. In 1982, 
it was officially formed and established a dual leadership system under the 
control of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and State Council, but its task 
roles and command system were still complicated. Since Jinping Xi became the 
general sec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he bega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reform” and 
eventually transferred the PAP to the unifie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the 
CMC, making the deploy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PC’s military force more 
flexible.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establishing armed forces lies in talented 
personnel, and the PAP academies should cultivate “the trinity of military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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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s, force training practices, and military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s,” and 
high quality “modern” personnel who can perform “diversified” missions. It 
must start with the reform of academies and move toward turning the practical 
combat educations and trainings in academies into centers for generat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modern PAP.

Keyword: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PAP), academies of PAP, 
Jinping Xi, practical combat educations and trai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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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1949年8月，中共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歷經改組而於1982
年6月19日成立「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部隊)主要負責中共內部與
安全相關的任務，而解放軍則是負責對外國際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謝游
麟，2019)。然而隨著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武警開始分擔原屬解放軍
對外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2009年8月，中共首次通過《中國人民武
裝警察法》，對武裝警察的內衛任務職責等，以法規範。中共《國防法》、

《兵役法》，與2013年4月，中共在《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均一再強
調建國以來「人民武裝警察部」和人民解放軍、民兵同列為中國武裝力量。

這顯示中共在崛起為大國後，更加凸顯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核心或主要

利益，不能只有軍隊而更需要善用武警部隊。尤其和平崛起的中共，在許多

場合中，例如反恐作戰，更可充分運用武警部隊。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要

求「優化武裝警察部隊力量結構和指揮管理體制」，亦提出「深化軍隊院校

改革，健全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

事人才培養體系」為未來的部隊培養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2013)，是以承平時期應使用相對應的「武力」制止危害國家主權、安全、領
土完整的挑釁，維護國家利益。這些可能有關於維護海洋權益、海外利益、

國際海上通道安全等，涉及跨域情報訊息的獲得、境外執法權力、司法警察

權等多樣化的武力表現形式，而武警作為中共國家武力的一環，更適合執行

此一範圍的任務。2020年6月，中共將武警部隊劃歸中共中央、中央軍事委員
會統一領導，完成「黨指揮軍」的最後一塊拼圖。

 武警部隊是中國大陸武裝力量的一環，院校發展是武警部隊建設和發
展的基石，擔負著為部隊培養人才的重要職責，院校建設的水準高低，直接

影響著部隊戰鬥力生成(李海波，2018：238)。因此，中共武警院校是負責培
育武警幹部的搖籃，與武警部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中共武警院校亦必

須「深化改革」，現已有十年(2013-2022)進展而殊值研究。首先論述中共的
武警部隊創建、發展與改革，以理解其部隊的深化改革過程及主要內容；其

次，論述中共武警院校的改革與現況，以理解其院校的其部隊的深化改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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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主要內容；再其次，論述中共武警院校教育改革的方向，以理解其主體

目標、實戰教學訓練、師資教員激勵機制、任職教育內容經費運用效益等改

革方向；最後，綜合上述各項論述，總結中共武警院校教育改革追求現代化

與實戰化武警人才的目標。

貳、中共的武警部隊創建、發展與改革

中共武警的任務相當多元，其角色定位與領導關係時常在改變與調整，

例如習近平與周永康、王立軍及薄熙來間的領導關係，帶動習近平改革武

警體制。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武警經歷1982年武警部隊組建(鄧小平時
期)，與2016年武警部隊改革(習近平時期)兩次關鍵變革(黃恩浩，2022)。
1982年，武警正式組建並確立由中央軍委與國務院「雙重領導」體制，但任
務角色與指揮體系仍相當複雜，這個階段為武警部隊的創建與發展。在十八

大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後(2012年11月)，尤其在2013年開
始全面推動「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武警部隊主要組織變革，武警部隊

便包括其中。

一、武警部隊的創建與發展

早自中共建黨開始，就建立負責治安保衛任務的部隊，擔負保衛首長、

警衛機關、肅清特務漢奸，看押罪犯和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部隊在不

同時期有著不同名稱，例如警衛營、警備團、保安團、保安大隊、保衛大

隊、保衛隊、警衛隊、政治保衛隊、除奸團等(編輯部，2004：105)。
1980年1月，實行義務兵役制和地方職業制的邊防武裝警察，改為人民邊

防武裝警察部隊。1982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擔負內衛執勤
任務的部隊移交公安機關，同公安部門原來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武裝、邊防、

消防警察統一組建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1983年1月25日，國務院任
命武警部隊領導人，武警總部機關在北京開始辦公。1985年1月1日，原屬基
建工程兵的水電、交通、黃金部隊列入警部隊序列，在武警總部設立水電、

交通、黃金指揮部。1988年2月4日，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的武裝森林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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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也列入武警部隊序列，在林業部設立森林警察辦公室。1985年8月，公安
部先後發出《關於改善和調整邊防體制的通知》和《關於改進和加強消防部

隊領導管理的幾項規定》的通知，分別將全大陸邊防武裝警察和消防武裝警

察從武警總部規劃出，歸各級公安部門領導(法務部調查局，2013：145)。
1988年12月中共決定在武警部隊實行軍銜制度，武警部隊實行義務兵和

志願兵相結合的制度。武警部隊轉業納入中共解放軍軍官轉業計畫，按部隊

轉業規定安排地方工作，中共武警部隊歸中共中央軍委統一領導，執行中共

兵役法，執行中共解放軍的條令條例。武警部隊設「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總部」。總部歸公安部直接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站、所。各級公

安廳、局長擔任各級武警部隊的第一政委(楊洪山，2004：103)。
1995年3月，國務院、中央軍委再次對武警部隊領導管理體製作了重大調

整，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實施由國務院、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統

一管理與各級公安機關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公安部部長是武警部隊第一

政委，部隊及各級領導機關、幹部實行現役制，戰士實行義務兵與志願兵相

結合的制度；享受共軍的同等待遇與軍銜。1996年12月，根據武警部隊編制
人數較多、地理位置特殊、任務較重等特點，中央軍委決定將武警部隊總部

由副大軍區級升格為正大軍區級，並於1995年至1999年先後將全大陸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總隊升格為副軍級(法務部調查局，2013：145)。2009年8月
27日，中共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武裝警察法》，
法律中明訂「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由國務院、中

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實行統一領導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09)。這是首次對武裝警察的內衛任務，職責等，通過
法律予以明確和規範，自此武警部在部隊建設和任務執行「用兵動槍」上有

「法」可依據且有明確規範。2012年10月，中共為展現武警部隊的地位作用
和軍事化特點，將武警總隊總隊長職稱改稱為司令員；副導隊長職稱改稱為

副司令員(法務部調查局，2013：145)，為2013年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
運用》報告，將武警部隊列入中國的武裝力量預留伏筆。

武警部隊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中負責國內安全保衛任務的武裝組織，

其基本使命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維護社會治安，保衛共黨和國家的主要

目標，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經過多年的調整擴充，除原有的內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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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警種部隊．也將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等編制納入了武警組織內(葉
茂之等，2013：240)。

表1　中共武警部隊的發展

時間 發展狀況

1982年6月
解放軍擔負內衛執勤任務的部隊移至公安機關，原公安

部門原來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武裝、邊防、消防警察統一

組建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1985年1月
原屬中共基建工程兵的水電、交通、黃金部隊列入警部

隊序列，在武警總部設立水電、交通、黃金指揮部。

1985年8月
中共公安部，分別將全中國大陸邊防武裝警察和消防武

裝警察從武警總部規劃出，歸各級公安部門領導。

1988年2月
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的武裝森林警察部隊也列入武警

部隊序列，在林業部設立森林警察辦公室。

1988年12月

中共決定在武警部隊實行軍銜制度，警官在警銜前冠以

「武警」，專業技術警官在警銜前冠以「武警專業技

術」，武警部隊實行義務兵和志願兵相結合的制度。武

警部隊轉業納入中共解放軍軍官轉業計畫，按部隊轉業

規定安排地方工作。

1995年3月

國務院、中央軍委再次對武警部隊領導管理體製作了重

大調整，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實施由國務

院、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統一管理與各級公安機關分級

指揮相結合的體制。公安部部長是武警部隊第一政委。

1996年12月
將武警部隊總部由副大軍區級升格為正大軍區級，並於

1995年至1999年先後將全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總
隊升格為副軍級。

2012年10月
將武警總隊總隊長職稱，改稱為司令員；副導隊長職

稱，改稱為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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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
武警總部由之前的「三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後勤
部)改為 「四部委」(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部、紀
律檢查委員會)，2017年增設「裝備部」。

2017年10月
武警領導指揮體制劃歸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集 中統一
領導，與國務院無關。

2017年12月

中共中央公布《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

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將原由
中共政法委領導的武警部隊納入中央軍委管理，並由黨 
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2018年3月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指出，武警部隊的公安

邊防、消防、警衛部隊全部退出現役，改列公安機關和

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門的行政人員。武警黃金、森林、

水電部隊全部退出現役，官兵集體轉業改編為非現役

專業隊伍，黃金部隊併入自然資源部，現役編制轉為財

政補助事業編制，原有的部分企業職能劃轉中國黃金總

公司；森林部隊現役編制轉為行政編制，併入應急管理

部；水電部隊轉為非現役專業隊伍後可繼續使用中國安

能建設總公司名稱，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管理；國家海洋局(中國海警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轉
隸武警部隊；武警不再承擔海關執勤任務。

2020年6月
修改《中國人民武裝警察法》明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黨中

央、中央軍事委員會集中統一領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武警部隊的主要組織變革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成為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後，開始對武警部
隊實施改革，其間不免是受到周永康、王立軍及薄熙來事件的影響而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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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削弱武警體制的權力(黃恩浩，2022)。2013年4月16日，中共發表《中
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顯示出中國在安全觀念上的改變和對軍事行

動必須符合國際法的重視。在本篇報告中認為，要適應安全威脅新變化，和

平時期武裝力量的運用，就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著眼維護和

平、遏制危機和打贏戰爭，保衛邊防、海防、空防安全，加強戰備工作和實

戰化演習演練，隨時應對和堅決制止一切危害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

挑釁行為，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報告中提及中國武裝力量是由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民兵(是
群眾武裝組織，分為基幹民兵組織和普通民兵組織，屬後備力量)組成。武警
部隊平時主要擔負執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參加和支援國家經濟建設

等任務，戰時配合人民解放軍進行防衛作戰。武警部隊由內衛部隊和警種部

隊組成，內衛部隊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總隊和機動師，警種部隊包括黃
金、森林、水電、交通部隊，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列入武警序列(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3)。如何在和平時期妥善合法的運用武裝力
量？「解放軍」作為國家對外的象徵性，負責對外的防衛，必要時會與他國

交戰，若是國家內部有突發事件，或是國家建設有需要時，武警就成為重中

之重。

2013年11月舉行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3)對解放軍提出
包括軍隊的指揮和領導結構的改革，同時將武警部隊整合成為中國武裝力量

的一部分。2014年12月，習近平為確保改革進行，他將原武警部隊的司令員
及政委都調離，任命與其長期共事過同事、前解放軍陸軍軍官王寧為武警部

隊指揮官。(目前武警部隊的的司令員為王春寧(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政治
委員為張紅兵上將，兩員年輕的「60後」上將，都是習近平親自晉升)。

2015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指出，武警部隊應將重點
放在以執勤處突和反恐維穩為主體的力量體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網，2015)，這與之前白皮書(《2010年中國的國防》、《2013年中國武裝
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強調武警部隊是在參加和支援國家經濟建設等任務、
處置公共突發事件的力量形成鮮明對比。2015年11月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在「深化跨軍地改革」中，提及要以「軍是軍，警是警，民

是民」的原則調整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而且多次強調「黨」對軍隊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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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在「黨指揮槍」的領導體制上(人民網，2018)，減少了武警部隊的責
任。在此期間，習近平還訪問了一些武警部隊，親自為改革爭取支持。 

2016年1月1日，中央軍委發布了一份軍隊五年改革計劃的詳細綱要，
重申將改革武警部隊的指揮管理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隨後在
2017、2018年宣佈了一系列組織結構的重大改革，產生了新的權力機構(見圖
1)。首先是2017年10月完成的武警部隊總部改革(澎湃新聞網，2017)。12月27
日印發《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

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武警部隊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人民
網，2017)。另外，為賦予反貪檢查人員更多自主權，武警部隊紀律檢查委員
會從武警部隊政治部下屬單位提升為一級部門。武警裝備部也提升為一級單

位，使武警部隊在獲得先進武器裝備與解放軍的標準結構一致，以利將武警

部隊轉變為一支更有效武力。

2020年6月21日，將《中國人民武裝警察法》第2條「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實行統一領

導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修正為「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黨中央、中央軍事委員會集中統一領導。」(人
民網，2020)國務院將對武警部隊的預算、規模和組成無權管理，公安部主任
也不再兼任武警部隊第一政治委員。武警部隊由中共黨中央、中央軍事委員

會統一領導，實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網，2017)，成為中共武裝力量的一環。意即武警部隊完全成為
軍事指揮鏈的一部分，地方官員將無法再單方面部署武警部隊。

此外，武警部隊也進行重組。相當於解放軍陸軍團級的14個武警機動
師被解散，更名為機動總隊(馬浩亮，2018)。其中一些支隊被分配到省級特
遣隊，為地方當局提供快速反應能力，可以通過新的協調機制在發生恐怖主

義、自然災害或內亂時部署調度(Guo，233)。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調整後，
武警部隊組建新的第一、第二機動總隊。第一機動總隊駐紮在北京以南數百

公里的石家莊，其下屬部隊分佈在河北和中國中北部的其他省市。推測考量

應該是在政權發生威脅時可以增援北京。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周永康事件應
是這種部署的考慮。第二機動分隊以福州為基地，集中部署在福建及東南沿

海周邊省份(王俊，2018)，關鍵作用應是支援解放軍為台海衝突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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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公佈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其中概述了武警六支部隊的改制(新華網，2018)。公安邊防部隊和公安警衛
部隊重編至公安部，不再作為現役的武警部隊。消防部隊和林業部隊被安置

在國務院應急管理部下，負責內部防災和救災。黃金部隊和水電部隊在國務

院有關部委的監督下重組為國有企業，屬於非現役專業隊伍。2018年7月1
日，海警部隊則從國家海洋局劃入武警部隊，更名為武裝警察部海警總隊，

它透過軍事指揮系統進行報告，與海軍建立了更密切的業務關係(新京報，
2018)。武警整編的用意是讓其回歸到維護中共國安、維穩、海上維權執法
和防衛作戰等核心職能(主要任務)，且武警直接隸屬中共中央軍委，成為解
放軍外的另一支由黨領導的有效武力。2018年7月1日，海警隊伍整體劃歸武
警部隊領導指揮；森林、黃金、水電部隊於2018年底分別整體移交應急管理
部、自然資源部、國務院國資委。因此，武警部隊改革完成後，主要由內

衛總隊、機動總隊、海警總隊、院校和科研機構等組成，主要擔負執勤、處

理衝突、反恐怖、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以及防衛作戰等任務(新華網，
2018)。
總結2017年至2018年的習近平任內，中共對人民武裝警察進行改革的主

要變化包括(Wuthnow, 2019, 4)：

■ 重組人民武裝警察總部。
■ 人民武裝警察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指揮，限制地方政府指揮管轄權

力。

■ 建立新的機動應急隊，為國家領導人提供額外的快速反應能力。
■ 去除人民武裝警察部分執法和經濟責任，例如邊境檢查和金礦開採。
■ 將邊防警察併入人民武裝警察，令其進入軍事指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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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改革後武警組織圖
資料來源：Wuthnow(2019, 10)。

至於武警的規模到底如何？在2019年中共公佈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
(新華網，2019)白皮書中並未提及中共武警的員額總數，但據英國國際戰略
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出版的《2022 軍事
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年鑑統計，目前中共武警的規模約有50萬名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21,263)，其可謂是一支相當龐
大的部隊，更是中共賴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武裝力量。

參、中共武警院校的改革與現況

自2012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會議當選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
軍委主席後，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中國夢

和強軍夢，必須要從頭打造強有力的後盾，因此，對軍隊和武警展開「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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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改革。在完成上層的樑柱建設後，2017年起展開「脖子以下」武警
院校培訓機構的改革，總的目標在加快建立「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

和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體系。

此外，一體化聯合作戰已成為現代戰爭的作戰的基本形式，故而聯合作

戰能力是戰鬥力標準的充分體現。習近平強調，在國防和軍隊建設要「牢固

確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人才是打贏聯合戰爭關鍵，軍事院校

應培養具有聯合作戰、符合未來崗位和未來戰爭的需要人才，以達到習近平

「建構以聯合作戰院校為核心」的強軍指導。

一、中共武警院校教育體制改革

中共武警院校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院校」的簡稱，是專門為中共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培養各類人才的學院和學校。武警院校是隨著中共武警部

隊的建設發展起來的，區分為指揮院校和專業技術院校兩大類，是培養師以

下各級各類警官、文職幹部和士官的主要途徑。在1983年4月，武警部隊重新
組建，該校由公安部序列轉隸武警序列，更名為中共武警部隊專科學校。

2003年中共第15次全軍院校會議決定要將軍隊院校教育由學歷教育轉變
為任職教育，將軍隊院校的教育回歸到培養稱職軍人/武警幹部的軌道上(潘
肖肖，2013，77)。2011年7月中共第16次全軍院校會議，把軍隊院校中的任
職教育院校整合成了四種類型：聯合指揮院校、軍種指揮院校、兵種院校和

士官學校，提高任職教育集中培訓力度，壓縮學歷教育院校數量，使學歷

教育任務集中化。(胡天，2017，12)武警黨委也全面啟動經中央軍委批準的
《武警院校和訓練機構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方案》，以減少數量、擴大規模、

優化結構、完善領導管理體制的原則，調整改革武警院校。調整後將27所院
校將調整為14所(張東波、劉昕，2011)。保持原編制名稱的7所院校為武警指
揮學院、武警特警學院、北京、瀋陽、福州、廣州、烏魯木齊等5所指揮學
院。7所更名院校是：

■ 武警工程大學(武警西安指揮學院併入工程學院)、武警警官學院(武警

成都指揮學院)，編制等級均由正師級升格為副軍級，為學歷教育合訓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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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政治學院(武警上海政治學院)培(輪)訓武警部隊各級政治幹部、預

任教導員、院校政治教員的任職教育院校。

■ 武警後勤學院，在武警醫學院基礎上改建，負責財務、軍需、軍械、營

房、運輸、醫療衛生等後勤類生長幹部學歷教育的綜合性後勤院校。

■ 武警警種學院，負責黃金、森林、水電、交通部隊指揮生長幹部培訓

的任職教育院校。

■ 武警石家莊士官學校、武警杭州士官學校(指揮學院改制)，是專門培

養武警部隊各類士官的專業士官學校。

武警院校全部由武警總部集中領導管理，參照軍隊院校模式，實行科學

分類、提升辦學規模和編制等級、理順訓練任務分工等(博客主頁，2012)1。

調整後的武警院校教育提升了辦學規模和編制等級，完成訓練任務分工，實

現以任職教育為主、學歷教育與任職教育相分離的教育體系(張東波、劉昕，
2011)。

■ 學歷教育(又稱生長幹部學歷教育)：招收高考生和部隊考生，培養本

科4年制學歷的初級幹部；以擔負學歷教育為主的為武警工程大學(原

工程學院)、武警警官學院(原成都指揮學院)、武警後勤學院(原醫學

院)和武警特警學院。
■ 任職教育：針對現役士官、初、中級軍官實施進修、輪訓，培養有潛

力向上晉升的中級幹部。調整後除前揭院校外，其餘10所院校為任職

教育院校，其中2所院校為在原總隊指揮學院基礎上改建的士官學校。

由於武警按照本科(生長幹部)教育模式和評價體系培訓，可能會出現培
養和需要脫節的現象，出現畢業學生不符部隊需求的情況。2012年，中共總

1 同時將3所初級指揮院校和一個總隊訓練基地改建為4個區域訓練基地，將撤銷的初級指揮
院校整合為訓練基地，由所在地總隊領導管理，以滿足部隊跨區遂行任務和訓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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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部、總政治部聯合制定下發《關於軍隊院校指揮生長幹部「合訓分流」

實施意見》，要求人才培養要以強軍為，將院校教育聚焦實戰、向部隊靠

攏。基此要求，武警院校普遍建立了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緊密銜接的「4＋
1」(4年本科學歷教育加1年任職培訓)人才培養模式(杜元斌，2018，93)。

2013年1月29日，其習近平視察武警部隊，強調「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
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現代化武裝警察部隊」(人民網，2017)。同年11
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3)，將武警部隊整合成為中國武裝力
量的一部分，並提出「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健全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

踐、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央人民政府網，2013)即然武警部隊是中國武裝力量的一環，是反恐維穩、應
急處突人才培養的搖籃，應當按照三位一體的要求「深化改革」。

2014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會成立「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中共軍改開始進入實質性推展階段。在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改革任務目

標是強軍，要以強軍作為目標引導改革、推進改革，建立軍隊能打仗，打勝

仗為焦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同年6月又下發《關於加快發展軍事
職業教育的實施意見》，其中對武警院校的職業教育功能定位、運行機制、

組教模式、條件建設、管理體制、考評辦法、激勵制度等作出了明確規定，

要各校院儘快建構教育內容、遠端平臺和管理制度三個體系(杜元斌，2018，
94)。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在北京閱兵典禮中宣佈裁軍30萬(申孟哲、劉少
華，2015)，中共軍改同時同步實施共軍軍事院校改革。2015年11月，習近
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強調，「要著眼於貫徹新形勢下政治建軍的

要求，推進領導掌握部隊和高效指揮部隊有機統一，形成『軍委管總、戰區

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強化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

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ETtoday新聞雲，2015)。依「軍委管總、戰
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以往軍事院校分別隸屬於四大總部與軍區體制

下，改由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院校局及各軍種統籌。2016年，中共提出《中
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大幅度調整軍隊的組織結構，在

院校方面則提出「軍委、軍種」兩級領導管理體制，作為共軍軍事院校規模

結構調整的方向(解放軍報，2016，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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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2016年中共軍隊「脖子以上」的改革的樑柱已搭建完成(見前段
「武警部隊的主要組織變革」)，2017年起展開「脖子以下」的改革，武警
院校培訓機構的改革展開序幕，總的目標加快建立「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

練實踐和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體系。2017年兩會期間，習近
平強調為應付未來的軍事鬥爭，培養人才的管道、模式要更新，提出了「要

建構以聯合作戰院校為核心、以兵種專業院校為基礎、以軍民融合培養為補

充的院校格局」，並且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加強對軍民融合發展

集中統一領導，構建完備的科技軍民融合政策制度體系，支援國防和軍隊建

設改革，為強軍事業提供堅強支援(新華網，2017)。2016年3月，中共中央軍
委聯合參謀部作戰局更成立海外行動處，負責解放軍和武警海外「非戰爭軍

事行動」的籌畫、準備與實施(人民網，2016)。武警在中國社會內部維持穩
定、鞏固權威與掃蕩異己的角色，亦隨其國際化的角色延伸至海外的國際社

會，改革後武警部隊可能執行的多樣化任務如下表。

表2　武警部隊可能執行之多樣化任務

武警部隊 多樣化任務

內衛部隊
協力軍事動員及人員、物資運輸、確保機場、港口等重要

目標安全。

機動部隊 協助對台特攻作戰，擔任戰略預備隊

海警部隊
協助海軍及物資運輸及裝備搶修、提供海上情資，進行灰

色地帶作戰

資料來源：中共「軍改」後武警之變革與發展(謝游麟，2022，35)。

總結這段期間武警院校的改革包括：

■ 武警部隊是中國武裝力量的一部分，由中共中央軍委會領導。
■ 武警總部為下隸的院校屬於「軍種」體制，由武警總部集中領導管

理，參照軍隊院校模式辦學。

■ 武警院校教育區分為學歷教育、任職教育兩大類。
■ 武警院校的教育模式和評價體系，要達到「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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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

■ 為達強軍目的，「建構以聯合作戰院校為核心、以兵種專業院校為基

礎、以軍民融合培養為補充」的院校格局為改革目標。

如本文前述，2017年起中共大力推動進行武警部隊改革，除將武警規模
減半、且將武警部隊指揮管理權收歸「中央」軍委，2018年1月1日起，武警
部隊歸「中央」軍委建制，武警院校武警院校也由原來的14所院校(武警部隊
學院改列公安部為中國人民警察大學、，開始向下裁併至7所，分別是武警
部隊指揮學院、武警部隊工程大學、武警部隊警官學院、武警部隊特種警察

學校、武警部隊後勤學院、武警部隊士官學院武警部隊海警學院(李亞明，
2022，128)。武警部隊目前暫無高級指揮院校，高級指揮官培訓由中共的國
防大學負責，但在2017年12月31日，成立武警部隊研究院，是武警部隊唯一
的軍事科研機構，專業人才儲備基地，亦屬於院校改革的一部分。

表3　當前共軍武警院校一覽表

序 院校 成立時間 駐地

1 武警部隊指揮學院 1980 天津

2 武警部隊後勤學院 1980 天津

3 武警部隊特種警察學校 1982 北京

4 武警部隊工程大學 1983 陝西西安

5
武警部隊海警學院

(原公安海警學院，2018年改列)
1983 浙江寧波市

6 武警部隊警官學院 1984 四川成都

7 武警部隊士官學校 1984 河北石家莊

8
武警部隊研究院

(科研機構、專業人才儲備基地)
2017 北京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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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武警院校現況

(一)武警部隊指揮學院

該校是武警部隊組建時間最早、辦學時間最長的院校，為正軍級建制(人
民網，2011)。是武警部隊指揮類高等教育院校，該院是初級指揮警官培養基
地、戰法訓法創新研究中心、藏區處突維穩支援力量，先進軍事文化傳承的

院校。主要培養中共武警部隊軍事、政治、後勤師團指揮幹部及部分部隊機

關和院校領導管理幹部。學院位於天津市津南區。其前身為1980年由公安部
在山西省夏縣創建的武警專科學校。1998年遷至天津更名為武警指揮學院。
現開設16個培訓專業。有2個武警部隊重點建設學科(董會瑜，2011：484)。
與中共國防大學聯合培養作戰指揮學、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研究生(張廣平
編，2005：319)。學院有4項科研成果獲國家專利，定期出版《武警教育》、
《武警學術》、《武警學報》等學術刊物。

(二)武警工程大學

負責培養武警部隊人才及研究生教育及繼續學歷教育；設有裝甲兵、

砲兵、工兵、船艇指揮、通信、機要等學科(軍報紀者，2022)。該校是武
警部隊唯一集指揮與技術、工程與管理的綜合性大學(人民網，2011)。軍隊
「2110工程」重點建設院校。主要培養武警部隊後勤、通信、機要等專業技
術幹部，學院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前身是1982年由公安部創建的武警部隊技
術學院2，1998年11月12日更名為武警工程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院校教
育發展史-武警卷，2005：319)，也是武警部隊中唯一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
軍事院校(中國軍網，2014)。現有200餘名教授、副教授，300餘名博士後、
博士和碩士教員，79名研究生導師(中國軍網，2019)。
該校投資建成中共首座集武器性能檢測、虛擬拆裝、爆炸物探測、非

致命武器虛擬模擬試驗等22項功能於一體的實驗中心。該校為部隊培養了
一批非致命武器研究專業人才，研製成功的有關裝備達4大類47種(張錦星，

2 武警技術學院是在原軍委工程兵建築第54師，師部機關的基礎上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
事院校教育發展史(武警卷)，200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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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版2)。2012年開始把1000多名「合訓」新學員直接送到位於六盤山下
某部營區，接受入學軍政強化訓練，並挑選基層優秀班長骨幹擔任教官，用

部隊訓練標準訓練新學員(張錦星與史朝剛，2012)。

(三)武警警官學院

是新型的綜合性學歷教育合訓院校，其前身為「武警成都指揮學院」，

始建於1984年。該學院為武警部隊培養了大批基層指揮員，是中共「全軍軍
事體育訓練達標單位」。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趕
赴綿竹等地抗震救災，完成多起急難險重任務，獲得「抗震救災先進單位」

榮譽及「抗震救災模範集體」。2011年軍隊院校體制編制調整，學院由初級
指揮院校轉型為學歷教育合訓院校，更名為武警警官學院，升格為副軍級(中
國軍網，2022)，該院升格更名後，除主要負責長江以南16個省、市、自治區
招收武警部隊現役士兵外，還招收地方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涵蓋哲學、軍事

法學、心理學、電腦科學與技術、電子科學與技術、指揮資訊系統工程、管

理科學與工程等10個學科專業，學員畢業頒發文、理、工及軍事學雙學士學
位。

(四)武警特警學院

武警特警學院始建於1982年7月22日，2000年該校改名為武警特種警察
學院，院長由正師級或軍團副職指揮層級的官員擔任。採取「隊校合一」編

制，既為武警部隊培養特種作戰骨幹，又直接擔負特種作戰任務，是培養特

殊人才、進行特殊訓練，執行特殊任務的院校。該院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其

前身是公安部於1982年組建的反劫機特種警察大隊，1983年交由武警總部領
導並更名為武警特種警察大隊。1988年西藏事件時，特警學校組成的戰鬥小
分隊隨公安部、武警總部指揮組赴藏，順利完成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院
校教育發展史-武警卷，2005：180)。
該院現為副軍級，主要擔負5大類、13個專業班次培訓任務，包括培養

幹部大學學歷教育、大專學歷教育、現職幹部輪訓、士官職業技術教育、士

官資格培訓和援外培訓。作為擔負反恐作戰任務的「國家隊」，學院常年擔

負處置北京地區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援疆維穩、重大活動安保、北京地區搶

險救災等備勤任務(中國軍網，2019)。因武警定位原為中共維安的重要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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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然而隨著改革後海警部隊併入武警部隊指揮體系，武警的任務因此從

反恐、維穩與防衛作戰，再增加海上執法與維權這一項。為了因應跨國的恐

怖暴力行動，中共近年相當重視武警部隊參與國際反恐聯合演習的經驗(黃恩
浩，2022，115)。

(五)武警後勤學院

武警後勤學院前身是「武警醫學院」，主要培養武警部隊醫療、護理、

藥劑、檢驗、放射等專業醫務幹部。學院位於天津市區。其前身是1984年創
建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衛生學校，1988年9月，該校與天津醫科大
學聯合培養內科學、人體解剖學碩士研究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院校教育發
展史-武警卷，2005：319)。

1993年更名為武警醫學院。開設18個專業。有5個武警部隊重點建設學
科(董會瑜，2011：485)。1998年9月22日武警醫學院與天津醫科大學聯合培
養內科學、人體解剖學碩士究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院校教育發展史-武警
卷，2005：319)。該院是武警部隊專業類初級任職教育院校,主要負責現職警
官初級任職培訓、研究生教育、警士職業技術教育及警士、文職人員培訓等

任務。學院現擁有1個「後裝保障」軍隊重點建設學科，12個院級重點特色學
科專業，1個軍事後勤學學術學位碩士授權點和軍事後勤、軍事裝備、應用心
理、交通運輸4個專業學位碩士授權點，是共軍院校中學科專業最為齊全的綜
合型後勤院校(中國軍網，2022)。

(六)武警士官學校

該院前身為武警石家莊指揮學校，於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正式組建，建
院30年來，培訓層次經歷了從中專到大專到本科學歷教育的發展過程。2006
年9月更名為武警石家莊指揮學院。2011年經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改建為武警
石家莊士官學校，負責為武警部隊培養基層資訊化建設士官人才，改建後的

士官學校升為正師級(百度百科，2022)。改建後的武警石家莊士官學校，是
武警部隊唯一的士官學校，學校獨立承擔基層資訊化士官人才的培養任務(石
家莊新聞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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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警海警學院

為前公安海警學院，2018年8月移編。武警海警學院前身是創建於1983年
的武警水面船艇學校，1999年3月經教育部批准改建為公安海警高等專科學
校，2010年6月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並更名為公安海警學院、隸屬公安部。
而伴隨著《武警部隊改革實施方案》，以及「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

改革方針的部署落實，2018年7月1日，原公安海警學院整體轉隸武警部隊
領導管理，從而更名為武警海警學院(網易，2022)。武警海警學院設有軍事
學、法學、工學、管理學等學科門類，構建了「以維權執法、船艇指揮為重

點」、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融合發展、海警特色鮮明的學科專業體系，相繼

開設了維權執法(作戰指揮、法學)、船艇指揮(作戰指揮、航海技術)、武警偵
察指揮(偵察情報)、艦艇航海技術與管理等40餘個培訓專業(網易，2022)。

(八)武警研究學院

不同於上述七所武警院校，武警部隊總部為配合《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

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武裝部隊於2018年1月1日零時
歸中央軍委建制，不再列國務院序列，遂於2017年12月31日組建武裝部隊研
究院作為黨委首長決策的諮詢智庫，理論研究的主要陣地，科技研究的孵化

中心理技合一的軍事科學研究機構。直接招募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

究生為軍官或文職人員(澎湃新聞，2018；華圖教育，2022)。

肆、中共武警院校教育改革的方向

在武警院校改革中，中共亦發現到「武警院校人才工程不僅總量嚴重不

足，而且隊伍結構也不盡合理，在人才工程建設中缺乏中長遠和系統的規劃

設計，缺少從長遠發展，著眼來培養和造就高端人才」等問題(林輝，2018，
26)。尤其在武警院校任職教育課程體系存在課程內容未能貼近人才培育的需
要，以及課程設置未能解決課程結構性矛盾、課程教學模式未能實現多樣化

(魏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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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中共武警院校的改革與習近平的各項指導內容來看，武警院校全面

建設的方向就是培養「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和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

體」的人才，這是以武警院校的學歷教育為基礎，以未來任務為導向，以任

職教育為應用，從設定人才培養方案、創新教學內容體系、改革教學管理模

式、完善評核標準體系，以及加強經費運用效益的改變著手，朝向將院校教

育轉變成為戰鬥力生成模式為中心，以期能遂行多樣化任務、達成建設現代

化武警為最終目標。因此中共學者亦認為：「武警院校立足現代社會的需

要。資訊化教學已經成為一種教學的趨勢，武警院校不能夠回避這種趨勢」

(徐靖，2018，249)，甚至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亦必須藉由網絡信息技術
對現有存在問題，例如教育內容空洞、教學方法缺乏靈動性，以及隊伍建設

不夠健全，提出對策和建議(陸威克，2017)。但目前武警院校仍存在諸多問
題，例如，教學內容與工作崗位需求不相容：可能是培訓的層級不同，教學

內容無明顯區別，甚至有重複的現象；也可能是任職教育專業內容的定位不

明，實用性不強。再者是教學內容不充實，未能更新知識理論；還有的是教

學內容安排缺乏系統或邏輯性，以致難以消化吸收等，以下提出武警院校的

相關改革方向。

一、明確武警院校教育主體目標，改革創新教學體系

構建三位一體人才培養體系，首先要確定不同教育階段的人才培養目

標，明確不同教育主體人才培養職能任務。「軍隊院校教育」是實施人才培

養的主管道，是建構軍事人才基本知識結構和基本崗位能力素質所進行的教

育活動，對部隊訓練實踐與軍事職業教育有支撐作用。「部隊訓練實踐」通

過部隊實習、重大演練和遂行重大任務等實踐活動，開展人才培養的教學活

動，是理論知識向實戰能力轉化的重要過程。「軍事職業教育」是以提升軍

事人才任職能力為核心所實施的各種學習，藉以發展成為職業的核心能力(杜
元斌，2018，94)，這三種教育實踐構成了人才培養的完整鏈條，而(武警)兵
種專業院校則是三位一體的根基，是武警部隊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的孵

化場。

因此，明確教育主體目標即是在是確認武警人才培養建設的總體目標。

例如2003年，中共中央軍委制定《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的軍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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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工程，要在2020年前規劃強化解放軍的「五支隊伍」，即「指揮軍官隊
伍」、「參謀軍官隊伍」、「科學家隊伍」、「技術專家隊伍」，以及一支

具備專業技術基礎，能夠熟練掌握手中武器裝備的「士官隊伍」。2004年10
月，四個總部召開「全軍士官隊伍建設座談會」，下發《關於加強士官人才

隊伍建設的意見》。2009年底，中央軍委決策全面實施深化士官制度改革。
2011年，頒發了《2020年前軍隊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對未來10年人才建設
總體目標，提出8個重大專項實施的主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2011)，都是描繪清晰的規劃路線圖。
武警總部應在規劃的人才培養藍圖上，會同上級主管部門和有關院校，

規劃綱要及實施辦法，構建在三位一體原則下，針對不同教育階段的人才培

養目標，各部門、單位、人員的明確任務。教育類型不同，其價值功能必然

有所區別。初級院校著重培養軍事指揮人才的聯合作戰意識，打牢資訊化素

養和能力。中級院校著力提升軍事指揮人才的聯合作戰素質，提升資訊系統

的操作和指揮能力。高級院校重在培養學員的謀略水準，努力拓展戰略視野

(陳榮華、樊偉偉，2016，100)部隊建設需要什麼人才，院校就應當培養什
麼人才，依部隊任務需要創新教學體系，以賦予學員未來崗位任職的相應能

力。

二、創新武警院校本科培養模式、推進實戰教學訓練

隨著院校和專業設置的優化，在軍隊院校改革中，要建立一套具有軍隊

特色和符合軍隊實際情況的高等院校建設、管理和評價標準。要按照部隊人

才能力的需要，兼顧學員的專業能力、任職能力和職業發展的思路對院校進

行設置和評核，同時對於本科生培養制度進行改革調整。試行以4年時間完成
學員第一任職需要的培養，減少「4＋1」中的「＋1」這一年的時間成本和
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李嫻、康哲、毛志文，2017)。另外，根據武警人才
職業培訓需求，實施輔修學位和第二學位制度，建立「4＋1」「4＋2」等學
歷教育與職業培訓緊密結合的學位授予制度體系，或者探索國際合作培養和

聯合授予學位元的模式。軍民融合是武警院校人才隊伍建設的大平台、優質

人才矩陣的湧泉地、高層次人才的蓄水池(藺熙民、聶廷普，2020)，武警院
校亦可深度發展軍民融合辦學，加強與相關部委及企事業單位簽約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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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優勢互補，建立區域性綜合執行機構、專家諮詢委員會、高校的辦事機

構，以構建綜合協調、經費保障、監控督導等機制，擴展教育資源思路、範

圍與層次(關俊杰、張立杰，2016)。
武警部隊平時主要擔負執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參加和支援國家

經濟建設等任務，戰時配合人民解放軍進行防衛作戰。由此可見，武警院校

任務是要培育能完成「多樣化」任務能力的武警幹部。針對多樣化的任務，

武警院校在教學上更要以學以致用為課程設計，把最新理論、技術、戰法、

裝備融入教學，把授課內容往一線的部隊、崗位及未來可能遭遇的場地延

伸，讓教育向部隊靠攏、訓練向實戰靠攏。亦可利用部隊現有訓練基地，建

聯合訓練平臺的形式，採取模擬模擬近似實戰行動的作戰環境，參訓學員具

有身臨其境的感受體驗；或者透過現地見學，擔任參演部隊相應職務、參與

演習的檢討交流研討、撰寫參演經驗體會等方式，建立集院校教育、基地訓

練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培訓體系，深化學員實習機制改革，將部隊訓練實踐

作為提升人才實戰能力的管道，提升核心任職能力(杜元斌，2018，95；陳榮
華、樊偉偉，2016，100)。即是武警院校教育必須向部隊靠攏，與部隊接軌
對接編制，為戰教戰、服務部隊(袁文莉、何慶，2016)，尤其是缺乏部隊經
歷、政治素養不齊、軍隊認同偏低及軍事素質不足的新聘文職教員亦必須以

提升政治素養、聚焦部隊實踐及完善培育機制強化其實戰化教學的組訓能力

(周渝、刑玉鳳、宋志斌，2022)。

三、推進武警院校師資成長模式，健全教員激勵機制

武警院校教學有其特殊性，因而任職教師培養也有其複雜性。教師是實

施教學任務的主體，是院校人才培養的關鍵，但在任職教育教師中仍缺乏具

有豐富理論知識、實戰經歷和綜合能力的複合型教師。(胡天，2017，13-15)
而相，任職教育又比學歷教育更強調要符合部隊建設的需求，以任職崗位所

需能力為核心，強調實踐應用型的學科作為課程設置中的重點環節。若教師

教學能力不強、師生配比的結構不合理、教師再培訓比例低，或者選調交流

管道有問題等，都導致院校任職教育教師的現狀無法勝任培養武警相應崗位

所需人才。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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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豐富教員部隊實踐經驗，提高教學能力。不少教師缺少部隊工作

經歷，對部隊實際現況不瞭解，或者有部隊任職經驗但也長期脫離，缺乏最

新情況的掌握。教師也無法滿足學來自一線部隊，有著豐富實踐經驗學員的

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是完善幹部政策制度，實施院校、部隊、機關

之間交流，讓教師在一段時間到部隊任職、代職，打破院校教師管道封閉的

格局，或者從部隊優秀軍官中培養和選調教師，使教師組成有多元的來源。

其次，可以組織教師到部隊參觀見學和參加重大訓練活動，例如，參加總部

「衛士」系列重大演習和內衛總隊、機動師、警種部隊專題演習，參與演習

籌畫導調、擬制任務想定、進行演習效果評估和理論指導工作，以此校驗任

職教育教學和科研成果，在實踐中積累經驗閱歷(胡天，2017，13-15。潘肖
肖，2013，78)。
最後，要健全激勵機制，增強教員隊伍的內在動力。例如建立薪酬激勵

機制，包括給與和部隊相同級職頪別的教師相同薪資，依研究績效給予額外

獎金、獎勵優秀退役幹部留任；規範文職教師的社會保險繳納標準，建立養

老保險法規；解決隨軍家屬住房、子女教育問題等(雷一波，2018，24-25)，
完備有效的激勵機制能激發教師潛力，增強教師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最後要

健全獎懲制度，完善工作量制度和授課內容的評核辦法，讓激勵與獎懲明確

並行。

四、推進繼續武警院校教育改革，精進任職教育內容

武警院校任職教育與繼續教育都是針對職業發展需求與任職崗位元需要

而來，任職教育的內涵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軍隊院校任職教育是建立在

學歷教育的基礎上，以崗位任職需求為引導的職業教育；崗位任職教育(即本
文的繼續教育)的實施原則是以實踐操作為基礎、以服務部隊為宗旨來提高
軍官/士官職業道德和職業技能的形成(胡天，2017，9-10)。二者名稱不同，
但其所產生的問題不外乎課程內容有結構性矛盾，未能符合所欲培養人才需

要，或是太過學術性，無法實際應用在工作崗位。

繼續教育是終身學習體系的組成部分，從武警院校教學體系來說，是滿

足部隊官兵學歷提升、職業發展需求的重要教育形式，應該在三位一體新型

軍事人才培養的總要求下作出轉型。轉型發展路徑可以由以院校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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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資源出發，選定現在或未來崗位元所需要的通用專業(執勤執法)領
域，作為爾後任職教育、晉升培訓和專業培訓的繼續教育類型，把培養職業

專業技能作為發展方向，走向職業教育轉型之路。二是依照任職崗位需求來

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將教學計畫、課程標準的焦點置於提升學員任職能力，

或許可就課程內容的不同，試以「訂單式課程」、「專題式學習」、「深碗

課程」等教學方式，跳脫原課程講習形式的框架，增加學員主動探索、議題

式討論、案例分析、實務操作等非講授類的學習方式，真正讓學員學以致

用。三是共用院校教育資訊化成果，充份運用網路遠端線上教育，以新興學

習載體作為平臺，破除授課上時空的限制，多元化學員學習方式。四是做好

與上級機關的溝通協調，共同設計繼續教育的發展走向和培養模式，真正使

繼續教育成為軍隊院教育與軍事職業教育的最佳融合方式(杜元斌，2018，
95)。
此外還可以借助地方的人才資源，建立院校與部隊、院校與地方高等院

校、各院校之間的合作教育機制，把部隊、社會、軍地院校、科研院所等多

種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教育資源，納入到任職教育系統中，實現各教學資源之

間的優勢互補。更要藉由網絡基礎設施發展現代遠程任職教育模式，優化教

學資源，建立學習支持服務系統、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構建教育質量保證體

系(楊超，2013)。

五、完善武警院校評核標準體系，加強經費運用效益

教育品質的聯合督導是建立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構的主要

關鍵。首先可以在主管機關、武警部隊和武警之間建立工作會報機制，或者

成立聯合督導諮詢委員會，共同負責制定人才培育方案，並聯教、聯訓、聯

考。二是以戰訓一體為原則，以不同培養階段的標準，建立各階段或各層次

的評量標準，包括課業、專業、考核等標準。三是建立聯合督導制度。邀請

部隊專家定期聯合開展學科專業、課程內容、教學品質評核，加大未達評核

標準的學員的淘汰比例，匡正學員學習態度。四是建構院校與部隊互聯互通

的線上課程或訓練管理平臺，即時共用院校、部隊以及軍事職業教育優質資

源。在校學員可以透過網路自主學習來源於部隊的任職能力、實戰化訓練等

視頻課程資源，也可以透過線上交流與其他學習者，或與專家教授之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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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促進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的內化。五是建立常態性聯合追蹤回饋機制。

以定期的院校部隊聯席會，或者線上平臺方式開展人才培養的狀況調查，建

立部隊幹部任用通報制度，將學員在校學習情況和畢業考評通報部隊，部隊

也能使院校及時瞭解畢業生在部隊情況以及部隊人才的需求和教學建議，確

保院校教學改革和人才培養工作有效銜接(杜元斌，2018，95)。
中共武警院校在過去受到預算投入不足、配置不合理、管理方法方式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因素制約，整體的武警院校教育經費保障效益偏低(呂海
峰，2017，181)。因經費是保障正常開展教學訓練所需，和武警院校教育事
業發展及人才培訓同樣重要。經費是培養三位一體的人才的後盾，然而確存

在必須改善的問題。一是很多院校下屬部分黨委對武警院校教育經費保障效

益不重視，未將經費用在培養高素質人才，提高教學訓練上，也未採取有效

措施緩解經供需的矛盾。而且很多院校的財務部門存有應付思想，未嚴格對

已撥付的教育經費監督和管理。其次，經費配置缺乏合理規劃。對於學科專

業規模現狀及未來發展未能調查分析，因應規模大小和發展前景分配相應的

經費；另外也有專業重覆設置，以致經費重覆編配，影響教學訓練品質的提

升。再者，因為執行者可能法規不熟悉、按經驗往例編核、執行單位未依項

目開支結報等，都影響武警院校的經費保障效益。因此，確定以服務為中心

的理念，遵循「圍繞中心、合理保障、立足現有、重點保障、科學管理、集

約保障、精打細算、注重效益」的原則，確保經費運用要層次分明、強調

重點。最後還要明確教育經費的配置，院校各部門預算的款項來源、最低需

求，支出配置是否妥善等；審批權限應由武警院校黨委集體研究決定，餘零

星開支由訓練部門審批，再由各相關部門執行，把握不借款、不超支，結報

核銷時檢查考核，對存在問題及時糾正(呂海峰，2017，181-182)。 

伍、結論

中共政權認識到，如果輕易出動軍隊解決國內治安問題，可能造成不利

政權的後果。因此之後中共當局對解放軍和武警進行了明確分工：解放軍執

行戰爭任務和處理與外國之間的糾紛；而維護社會治安或需要戒嚴時，則由

武警部隊執行。武警官兵與中共軍隊的官兵一樣，都是現役軍人，由義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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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制度保證其兵員。但同其它軍種的作用(對外作戰)的作用不同，中共武警
部隊是一個對內「維穩」的武裝力量，也是維護中共統治的主要工具之一。

從中共武警院校近年的大幅度的改革，朝向現代化的訓練及近期的部署行動

等，顯示出中共武警院校不斷在摸索前行，朝向能執行「多樣化」任務及實

戰化發展的現代化武警部隊。

尤其自2012年，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後，「強軍夢」「也不斷的出現在相關的會議中。從文中的疏理，我們可以

看出武警指揮體系的變革與其職能的轉變，透露出中共在這支作為解放軍後

備力量的武警部隊著力之深。根據中共2019年的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
指出，現代化武警部隊應「按照多能一體、有效維穩的戰略要求，加強執

勤、處突、反恐、海上維權和行政執法、搶險救援等能力建設」(中國國防部
網，2022)。執行「多樣化」任務要依靠高素質人才才滿足武警部隊的需要，
培養高素質武警人才是武警院校的主要責任(岳威，2019)，故中共武警院校
教育需要在教育觀念、教學內容、優化教員隊伍持續改革與創新發展(唐偉、
李玉強，2015)。 
當前，武警部隊已由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管理，使共軍的兵力部署與運用

更具彈性，中共武警院校改革無論是集中或是分散，都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院校亦通過發達的網路資訊技術來實現教學的資訊化，並在建設資訊化過程

中引用最新技各個武警院校之間實現了資源共用，資訊化使得武警院校的教

育方式取得新的變化(徐靖，2018)。中共武警院校已向實戰接近，以中共武
警指揮院校為例，已開始立足實戰，形成理論學習、對抗演練、專題研討、

歸納共識的教學模式；課堂離戰場越來越近，類似學院網上對抗的實踐課程

佔到課程總類的60%(中國武警，2015：7)。武警後勤學院每年4、5月份組織
畢業學員到深山叢林進行為期10天的野營綜合演練，提高畢業學員「走、
打、吃、住、藏」的綜合素質能力」(中國武警，2014：47)。而武警士官學
校亦編審12個部隊急需專業的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方案，海警學院則針對
「實戰化」教學中的船艇通信、報務報話等專業強化實際操作訓練，採行開

發模擬模擬訓練應用系統等實戰化教學作為(人民網，2022)。
綜整上述文獻內容，就「明確教育主體目標，改革創新教學體系」、

「創新本科培養模式、推進實戰教學訓練」、「推進師資成長模式，健全教

員激勵機制」、「推進繼續教育改革，精進任職教育內容」以及「完善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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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體系，加強經費運用效益」淺析武警院校未來發展的改革內容，發現中

共武警院校教育在十年間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持續改進既有的問題與限制，

顯示出其長期發展「現代化武警人才」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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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領導對主管信任的影響－以程序

公平為調節變項

王政文

海軍一四六艦隊心理輔導官

程淑華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摘　要

過去研究將威權領導區分為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來探討，並證實若淘汰

控制人的專權成分，而保留控制事的尚嚴成分，能使威權領導更符合現在的

價值觀，發揮其效能。本研究除了為過去威權領導研究提供多一份證據支

持，更進一步將不確定管理理論的觀點融入領導風格的概念，探討程序公平

在專權(不確定高)與尚嚴領導(不確定低)對主管信任之間的調節效果。本研究
採實驗法設計，以立意取樣後隨機分派方式進行紙本施測，預試階段蒐集軍

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共計150員，用以檢核模擬情境故事及量表的信效度，
正式施測階段蒐集現役陸、海、空軍及海軍陸戰隊新兵共計153員。研究結果
如下：1、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之間呈正相關。2、主管的專權領導行為會使
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負向影響。3、主管的尚嚴領導行為會使部屬對於主
管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4、主管的程序公平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

復興崗學報

民112年12月，123期，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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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5、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部屬對於主管信任的關係間具有調節
效果，且在專權領導下，程序公平組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會高於程序不公平

組。

關鍵詞： 專權領導、尚嚴領導、主管信任、程序公平、不確定管理理論

本文改寫自王政文未發表之碩士論文。

通訊作者為程淑華，電子郵件：hijeng@ms2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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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on Trust in Supervisor ─ 
Procedural Justice as the Moderator

Cheng-Wen Wa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ficer, Flotilla 146, Navy

Shu-Hua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NDU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categoriz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into dominance-
focused and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s, and verified that if 
the dominance-focused authoritarian involving people-controlled behaviors is 
eliminated and the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involving controlling things is 
retained, the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can be more in line with modern values and 
exert its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evidence for previous research o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this study further integrated the perspective of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into the concept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explor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inance-
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high uncertainty) and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low uncertainty). This study employed a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conducted paper-based tests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to collec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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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cadets were collected in the pre-test stage to check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imulated scenario stories and the scales. 153 recruits from the Army, 
Navy, Air Force, and Marine Corps were sampled in the formal testing ph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ominance-
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2. 
Supervisor's dominance-focused authoritarian behaviors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subordinates' trusts in supervisor. 3. Supervisor's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behavior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subordinates' trusts in supervisor. 4. Supervisor's 
procedural justi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subordinates' trusts in supervisor. 5. 
Procedural justice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s' trusts in supervisor; furthermore, under the dominance-
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subordinates in the procedural justisce group 
revealed higher trust in supervisor than that in the procedural injustice group. 

Keywords: dominanc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trust in supervisor, procedural justice,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UMT)

This paper is adapted from Cheng-Wen Wang’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Hua Cheng; E-mail: hijeng@ms2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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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時代的推進與人口組成的更迭，追求自由及平等的意識在各領域也

漸漸崛起，環境與社會氛圍的不同，使得不同世代產生明顯不同的價值觀及

思維模式。時至2023年，企業組織已包含「戰後嬰兒潮」、「X世代」及「Y
世代」等三種不同世代的人，而「Z世代」也逐漸進入職場中。因此，組織
管理者要如何因應時代潮流，領導管理一群不同價值觀的人共同達成目標，

將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Berkup, 2014；陳楷夫，2018)。
在華人組織中，家長式領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是常見的領導方式之

一(鄭伯壎等人，2005)，其中包含了三種領導風格：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仁慈領導(benevolent leadership)及德行領導(moral leadership)。家
長式領導的概念不僅描繪出在華人企業中，主管與部屬間「上尊下卑」的關

係，亦顯現出華人社會高權力距離的特色(樊景立、鄭伯壎，2000)。不過，
隨著世代的更替，華人社會傳統對於服從權威的價值觀已逐漸式微(樊景立、
鄭伯壎，2000)。倘若部屬沒有願意服從階級以及依賴權威的心態，威權領導
則無法發揮其效能(樊景立、鄭伯壎，2000)，甚至會產生負向影響。因此，
威權領導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應有所轉變，以適應現代華人社會的價值觀(周
婉茹等人，2010)。周婉茹(2009)的研究發現威權領導的內涵可以區分為「控
制人的專權領導(Dominanc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及「控制事的尚
嚴領導(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若將有損部屬人格尊嚴
及貶低能力的專權領導行為去除，保留提供指導及要求高績效的尚嚴領導行

為，並將立威的重心從主管身上轉移至組織核心價值及規範，應更能適應當

代的價值觀。因此，本研究亦將威權領導區分為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藉以

探討兩者對於主管信任的影響，期能找回威權領導使部屬產生服從及敬畏反

應的效能。

在領導方式調整的方向，除了從威權領導本身的內涵著手，也可以依

現代工作者較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觀來做領導行為調整(陳楷夫，2018)。
過去研究指出，程序公平對於主管的滿意度具有較直接及重要的預測力

(DeConinck and Stilwell, 2004)。若感受到主管的決策過程是公平的，應能更
信賴主管的決定及言行，對主管產生信任態度。此外，根據不確定管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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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UMT)的觀點，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分別屬
於高不確定性與低不確定性的情境。吳宗祐及廖紘億(2013)的研究指出，領
導行為在不確定性高的情況下，個體會需要透由對程序公平的關注來因應不

確定性。因此，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效果會起作用，但是在不確定低的狀況

下，其作用則不明顯。是以，本研究除了將威權領導區分為專權及尚嚴研究

外，亦納入UMT的觀點，探討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在程序公平的調節下，是
否會產生與先前多數研究所呈現的負向影響有不一樣的結果，亦是本研究想

探討的目的。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 威權領導

威權領導是一種領導者將權力集於一身，透過嚴密的控制及支配來形塑

個人威信，維持其與部屬的權力距離，藉以帶領部屬的領導方式，其手段包

括：專權作風、貶抑部屬能力、形象整飾及教誨訓示等四個方式。不過，威

權領導的效果在學術界一直有所分歧。Silin(1976)認為威權領導是一種阻礙
組織發展的一個障礙，而樊景立及鄭伯壎(2000)則認為主管的威權領導行為
會使部屬產生敬畏順從反應，可以對組織效能帶來正向作用(周婉茹等人，
2014)。然而，現今的研究僅有少數支持威權領導能帶來正向的效果。這些研
究多半以運動團隊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威權領導主管信任(湯慧娟、宋一
夫，2010)、團隊氣氛(曾秋美、王俊明，2011)及同儕互動關係(林子群、高三
福，2012)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多數的研究結果仍顯示出威權領導會帶
來負向效果，其中威權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許金田等人，2004)、部屬對主
管信任(賴又嘉，2008；楊子儀，2012)、部屬工作滿意(吳宗祐，2008)及部屬
效能(林姿葶，2014)等具有負向效果。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威權領導對組織
的影響性似乎具有不一致的結果。

是以，周婉茹(2009)納入法家「法、術、勢」的概念與政治化的儒家思
想，從威權領導的文化根源切入，將其區分為控制人的「專權」(Dominance-
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與控制事的「尚嚴」(Discipline-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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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arian leadership)來探討(周婉茹等人，2010)。「專權」領導人強調個
人權威，透過操控的手段引發部屬完全地服從與順從，其中包含：「支配

專斷」、「貶抑訓斥」及「整飾隱匿」等三個子構念(周婉茹等人，2010)。
「尚嚴」領導者根據標準與原則，嚴格地監控部屬的工作及程序，要求高績

效目標及遵守規範，其目的在於提高工作成效及引發部屬對工作的敬業態

度，其中也包含：「任務監控」、「績效要求」、「規範制度」等三個子構

念(周婉茹等人，2010)。結果發現，專權領導與部屬的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
諾呈現負相關；而尚嚴領導則呈現正相關(周婉茹，2009)。其他研究也得到
上述類似的結果，即專權對部屬工作表現與部屬工作績效(徐御修，2017)及
組織信任(王亞德，2015)呈現負相關；尚嚴則對部屬工作與助人行為(Chen, 
2011)及部屬工作績效(徐御修，2017)呈現正相關。簡言之，主管若採取專權
領導，因為其強調個人權威來控制部屬，會對部屬的心理帶來負面影響；但

若採用維護組織規範及工作要求的尚嚴領導，則會帶來正面影響(周婉茹等
人，2010)。

二、 威權領導對主管信任之影響

主管信任(trust in supervisor)指部屬信任其長官的領導能力及言行，且
對於長官的決策及意圖都抱持正向期待(吳宗祐，2008)，其中，信任的程度
取決於部屬對於長官的能力，可靠性與公平性等程度的評估，以及長官對

於部屬的關心與關注程度(Kanawattanachai & Yoo, 2002; Dirks & Ferrin, 2002; 
McAllister, 1995)。Dirks及Ferrin(2002)指出部屬會因為主管的領導行為，來
推論自己與主管之間的關係，進而產生對於主管的信任。關係若是良好，則

會對其行為抱持正向期待，產生對於主管的信任；相反地，如果關係是不好

的，則難以產生對於主管的信任。因此，本研究認為主管的領導行為是影響

主管信任的重要預測因子。

專權領導透過對於人的控制手段，來使部屬完全地服從(周婉茹等人，
2010)。主管為了彰顯自己的身分，往往會當眾訓斥部屬，且對於表現不佳的
部屬，亦會不留情面地給予斥責。此外，主管因大權獨攬，決策皆由其一人

做決定，且在工作成功後，即使部屬的貢獻較大，主管也會將成功歸因於自

己的領導有方，而工作失敗則是歸咎於部屬的能力不足(樊景立、鄭伯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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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這也會使部屬感受到主管只為其個人利益著想，自己與主管是關係不
好的推論(Dirks & Ferrin, 2002)，因此有損於部屬對於主管行為的正向期待，
進而降低了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感(吳宗祐，2008)。是以，本研究提出研究
假設一：

H1：主管的專權領導行為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尚嚴領導係根據標準與原則，嚴格地監控部屬的工作及程序，要求高績

效目標及遵守規範，其目的在於提高工作成效及引發部屬對工作的敬業態度

(周婉茹等人，2010)。雖然一樣屬於強調上對下的領導模式，但因控制的對
象為制度與規範面，較不涉及傷害部屬的行為，不會使部屬產生與主管關係

不好的推論，以致降低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感的狀況。其次，主管要求高績

效、隨時掌握進度，並按照制度面給予指導的行為(周婉茹，2009；周婉茹等
人，2010)，使部屬可以知道自己的任務時間截點，明確瞭解主管想要的目標
要如何執行與達成，也在此交流過程中感受到主管的能力與責任感等，因此

會對主管的決策與企圖產生正向的期待，故提出研究假設二：

H2：主管的尚嚴領導行為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

三、 程序公平對主管信任之影響

程序公平包含兩個向度，一是制式程序(formal procedure)，係指任何決
策過程中所使用的機制及方法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其中包含正確不偏袒的資

訊、部屬意見及可質疑的程序；二是互動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指在決
策制定的過程中，主管有沒有考慮到員工的需求及人際待遇上的公平，亦即

在工作決定上，部屬有沒有感受到其需求被考慮到，且主管亦能提供充足且

部屬可接受的解釋(Niehoff & Moorman, 1993)。雖然現在學術界較支持程序
公平與互動公平為不同的概念，原因是因為學者們認為程序公平主要是測

量員工對於組織方面的公平感知，而互動公平則是測量員工對於主管方面

的公平感知(Moorman, 1991; Masterson et al., 2000)。不過Folger及Bies(1989)
則認為程序公平是分配過程中的制式(formal)面向，而互動公平是過程中的
社交(social)面向。也就是說兩者都是在說明過程中的公平感知，屬於同一
個結構之下，只是面向不同而已(Greenberg, 1990b)。而Moorman(1991)與
Niehoff及Moorman(1993)的研究雖然區分了程序公平與互動公平，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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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製的量表仍把互動公平納入在程序公平概念下測量(Colquitt & Rodell, 
2015)，即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是由制式程序(formal procedures)與互
動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所組成。因此，本研究考量組織中主管同時具
有「組織代理決策者」及「單位領導者」重疊的角色關係，採用Niehoff及
Moorman(1993)的觀點，即程序公平是由制式程序與互動公平所組成，以此
概念做程序公平的定義。

過去研究顯示，學校單位行政人員決策的公開透明化，可以顯現出行

政人員對於過程的合法及專業性，透過透明化公開的程序，使得公平性提

升，進而增進教師對於行政人員認知成分的信任(邱子豪，2012)。Dirks及
Ferrin(2002)也發現了程序公平對認知信任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儘管經過
公平程序後得到的結果非如自己所想，但因為參與了過程，因此對於過程

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制感，相較沒有公平程序的過程感到更公平(Walker et 
al., 1979；Greenberg, 1990b)。Sholihin等人(2011)以英國財經機構的經理為樣
本，亦發現程序公平對主管信任有正向的影響。國內有許多研究亦指出程序

公平對於主管信任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黃小娉，2002；邱子豪，2012)。因
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三：

H3：主管的程序公平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

四、 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主管信任之間的調節效果

根據UMT的觀點，公平所帶來效果，主要在協助個體處理日常生活中的
不確定性，藉由獲得公平的資訊，可以使個體有效降低對於不確定性所帶來

的焦慮與不可控感(廖紘億等人，2014)。當部屬面對專權領導的風格時，由
於主管一手掌握大權，在訊息的分配上往往獨享訊息，亦不輕易將其意圖透

漏給部屬知道，對於部屬的過錯僅會給予嚴厲的斥責，甚至是貶低部屬的能

力，卻也不給予明確指導，因此部屬所能掌握的訊息有限，這也顯示專權領

導屬於不確定性高的情境。在這樣高不確定的情境下，使得個體會對組織內

的公平訊息變得特別敏感，且對於不公平的訊息會產生較多的負面反應(Van 
den bos & Lind, 2002；吳宗祐、廖宏億，2013)。反之，如果部屬能夠取得
公平訊息，則可以減緩其對於不確定性的焦慮與不安感(Van den bos & Lind, 
2002)。其次，程序的公平也可以使部屬參與決策過程，並瞭解主管決策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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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能減緩其對於專權領導主管以自己利益為出發的感受，且當部屬的聲

音可以傳達出來，也會使其感受到自己受重視(邱子豪，2012)，降低自己與
主管關係不好的推論，進而產生對於主管情感成分上的信任。然而，尚嚴領

導雖然也強調權力在主管手上，但是主管會依照組織目標訂出明確的工作規

範及進度，並嚴密掌握部屬的工作進度。另外在部屬表現不如預期時，也會

檢討分析其原因為何，並給予重新訂定工作目標，嚴格要求執行(周婉茹等
人，2010)，因此尚嚴領導的主管可以給予部屬明確的方向與目標，並根據方
向與目標訂定工作進度，嚴格要求執行成效，是屬於低不確定的情境。根據

UMT的觀點，在低不確定的狀況下，因為個體內心感受到較少的不確定性，
因此個體不需透由尋找公平的訊息來降低對於不確定性的焦慮，公平對於個

體的重要性便會降低(Van den Bos & Lind, 2002)。廖紘億等人(2014)也指出，
當部屬情緒不確定性愈低時，程序公平對主管支持與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中介

效果則較弱。換言之，當處於不確定性較低的狀態時，公平感對於個體的

重要性則隨之減低。是以，在主管尚嚴領導的高指導、高要求行為下，部屬

會有較低的不確定性，不需透由尋求公平的訊息來處理對未來不確定感的焦

慮，因此在感受到主管的公平程序時，其所產生對主管信任的影響效果則較

弱。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及假設四之一：

H4：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部屬對於主管信任的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H4-1：在專權領導情境下，程序公平組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會高於程序

不公平組。

綜合前述，本研究欲探討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對主管信任的關係，並試

圖瞭解程序公平在其中可能具有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架構如圖1。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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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整理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H1：主管的專權領導行為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H2：主管的尚嚴領導行為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
H3：主管的程序公平會使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
H4：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部屬對於主管信任的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H4-1：在專權領導情境下，程序公平組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會高於程序

不公平組。

參、研究設計

一、 研究程序與樣本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抽取國軍新兵訓練中心的新兵作為受試樣本。考量由

民轉軍的新兵為第一次接觸軍事情境管理，尚未帶有對其他領導者的領導風

格認知，因此不會因為現任領導者與前位領導者在領導方式上的比較差別，

而干擾到對於現任領導者的信任。此外，就領導者而言，面對全體均關係陌

生的新兵，其領導較不會因為單位的派系問題或其他人際關係因素導致決策

會偏袒任何一方。研究者先將紙本問卷隨機分配成4份，分別郵寄至國軍部隊
陸、海、空及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心輔官，針對由民轉軍的新兵(含志願
役士兵及軍事訓練役士兵)施測。問卷包含「專權領導－程序公平情境組」、
「專權領導－程序不公平情境組」、「尚嚴領導－程序公平情境組」或「尚

嚴領導－程序不公平情境組」等4組，每組40員，共計160員。由單位心輔官
依指導語進行說明後，受試者會先閱讀專權或尚嚴領導其中一種情境後填寫

專權與尚嚴領導量表，接著再閱讀該領導情境下的程序公平或不公平情境後

填寫程序公平問卷，最後再填寫主管信任問卷。經篩選後獲得有效樣本153
員。其中，專權領導－程序公平情境組有36員有效樣本，專權領導－程序不
公平情境組有39員有效樣本，尚嚴領導－程序公平情境組有38員有效樣本、
尚嚴領導－程序不公平情境組有40員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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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

(一)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情境故事問卷

本研究依據周婉茹(2009)所提出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之定義，編擬「專
權領導情境」與「尚嚴領導情境」故事問卷作為情境操弄工具，並以周婉茹

(2009)所發展的「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量表」進行檢核。該量表區分「專權
領導」8題與「尚嚴領導」10題，共計18題，採Likert六點量尺計分，分數由
低到高依序為「非常不同意」、「部分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

同意」、「部分同意」以及「非常同意」。第1至8題總和為個體感受到主管
專權領導的程度，愈高分代表專權領導的程度愈高，第9至18題總和則為個體
感受到主管尚嚴領導的程度，愈高分代表尚嚴領導的程度愈高。在專權領導

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7至.85，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達.90，尚嚴領導
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3至.81，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達.89。

(二) 程序公平情境故事問卷

本研究依據Niehoff及Moorman(1993)所提出程序公平之定義，編擬「專
權領導下的程序公平情境組」、「專權領導下的程序不公平情境組」、「尚

嚴領導下的程序公平情境組」與「尚嚴領導下的程序不公平情境組」作為

情境操弄工具，並翻譯Niehoff及Moorman(1993)所發展組織公平量表中的程
序公平分量表作為檢核工具。該量表區分為6題「制式程序」與9題「互動
公平」，共計15題。原量尺採Likert七點計分方式，本研究為與其他分量表
使用相同計分方式，所以將該量表量尺改為6點計分，分數由低到高依序為
「非常不同意」、「部分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部

分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分數總和代表個體感受到程序公平的程度，愈

高分代表程序公平感愈高。量表因素負荷量介於.45至.86之間，除第1、第5
及第6題因素負荷量介於為.45至.52之間，其餘題目均高於.72，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達.94。

(三) 主管信任問卷

本研究翻譯McAllister(1995)所發展的包括情感成分與認知成分的信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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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以蒐集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程度。原量尺採Likert七點計分方式，本研
究為避免受試者的驅中反應以及與其他分量表使用相同計分方式，所以將該

量表量尺改為6點計分，分數由低到高依序為「非常不同意」、「部分不同
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部分同意」以及「非常同意」。

分數總和代表個體感受到對於主管的信任程度，愈高分代表對主管愈信任。

量表因素負荷量介於.73至.87之間，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達.94。

肆、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 故事情境操弄檢核

(一)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

由表1所示，專權領導在專權情境組的平均分數為4.3，標準差為0.62，在
尚嚴情境組的平均分數為3.45，標準差為1.10，獨立樣本t檢定t(151) = 5.86，
p < .001，達顯著水準。尚嚴領導在專權情境組的平均分數為3.81，平均數為
0.42，在尚嚴情境組平均分數為4.42，標準差為0.81，獨立樣本t檢定t(151) = 
-5.87，p < .001，達顯著水準。結果表示不論是專權情境組或尚嚴情境組，受
試者感受到的領導模式明顯與另一組不同。

表1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概念區分之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

測量變項

專權領導情境組

(n = 75)
尚嚴領導情境組

(n = 78)

M SD M SD t(151) p

專權領導 4.3 0.62 3.45 1.10 5.86 <.001

尚嚴領導 3.81 0.42 4.42 0.81 -5.87 <.001

為求研究操弄更精確，研究者進一步透過相依樣本t檢定，檢驗專權情境
組內的受試者是否可明確感受該情境為專權領導，而尚嚴情境組的受試者亦



76

威權領導對主管信任的影響－以程序公平為調節變項

可清楚分辨所屬故事情境為尚嚴領導。根據表2顯示，在專權情境組中，專
權領導平均分數為4.3，標準差為0.62，尚嚴領導平均分數為3.81，標準差為
0.42，相依樣本t檢定t(74) = 8.44，p < .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在專權情境組
中受試者所感受到該情境屬專權領導。在尚嚴領導情境組中，專權領導平均

分數為3.45，標準差為1.10，尚嚴領導平均分數為4.42，標準差為0.81，相依
樣本t檢定t(77) = -8.85，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在尚嚴情境組中受試者
亦可以明確分辨出該情境是屬尚嚴領導，因此可證實本研究模擬情境故事具

有操弄效果。

表2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概念區分之相依樣本t檢定摘要表

測量變項
專權分數 尚嚴分數

M SD M SD t p

專權情境組(n = 75)
尚嚴情境組(n = 78)

4.3 0.62 3.81 0.42 8.44 <.001

3.45 1.10 4.42 0.81 -8.85 <.001

(二) 程序公平

根據表3顯示，在不區分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情境，僅探討程序公平與不
公平情境下，程序公平情境組平均分數為4.49，標準差為0.82，程序不公平情
境組平均分數為3.44，標準差為0.95，獨立樣本t檢定t(151) = 7.29，p < .001，
達顯著水準，表示程序公平與不公平的模擬情境具有顯著差異。

表3　正式施測-程序公平與不公平概念區分之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

測量變項

公平情境組

(n = 74)
不公平情境組

(n = 79)

M SD M SD t(151) p

程序公平 4.49 0.82 3.44 0.95 7.2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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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設檢定結果

(一) 威權領導對主管信任之影響效果驗證

各變項描述統計值與相關係數如表4。研究者以迴歸分析測量專權領導
與尚嚴領導對主管信任的影響性。依據表5顯示，ΔR² = .246，F(2, 150) = 
25.47，p < .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能有效提升模型解
釋力。專權領導解釋力β = -.331，t(152) = -4.56，p < .001，達顯著水準，表
示專權領導對主管信任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尚嚴領導解釋力β = .472，
t(152) = 6.50，p < .001，亦達顯著水準，顯示尚嚴領導對主管信任具有正向
影響。由上述結果可得知，當部屬感受到主管的專權領導行為愈強，對主管

的信任就愈低。另一方面，當部屬感受到主管的尚嚴領導行為愈高，則對主

管的信任就愈高。因此，研究H1及H2獲得支持。

表4　專權領導、尚嚴領導與主管信任之描述統計值與相關係數摘要表

測量變項
描述統計值 相關係數矩陣

M SD 專權領導 尚嚴領導 程序公平 主管信任

專權領導 3.86 0.99 -

尚嚴領導 4.12 0.72 .247** -

程序公平 3.95 1.03 -.023 .273** -

主管信任 4.11 1.02 -.214** .391*** .747*** -

*p < .05, **p < .01, ***p < .001; n = 153

表5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對主管信任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測量變項 B SE B β t值 R² ΔR² F VIF

專權領導 -.361 .079 -.331 -4.56***
.256 .246 25.47*** 1.065

尚嚴領導 .715 .110 .472 6.50***

***p < .001, n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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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序公平的調節效果分析

研究者先以迴歸分析檢驗程序公平對主管信任的影響性。表6顯示ΔR² = 
.556，F(1, 151) = 191.16，p < .001，達顯著水準，表示程序公平能有效提升
模型解釋力。程序公平解釋力β = .747，t(152) = 13.83，p < .001，達顯著水
準，表示程序公平對主管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H3獲得支持。

表6　程序公平對主管信任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測量變項 B SE B β t值 R² ΔR² F

程序公平 .787 .057 .747 13.83*** .559 .556 191.16***

***p < .001, n = 153

接著，研究者進一步檢驗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主管信任關係間是否具

有調節作用。因於本章第一節已驗證「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情境故事」以及

「程序公不公平情境故事」均可明確被受試者區分，因此研究者將專權領導

與尚嚴領導以及程序公平做為類別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檢驗程序

公平在威權領導與部屬對主管信任之間可能具有的調節效果。描述統計資料

如表7。

表7　各變項描述統計值

依變項 領導情境分組 程序公平情境分組
描述統計值

n M SD

主

管

信

任

專權領導
程序公平 36 4.49 0.60

程序不公平 39 2.97 0.80

尚嚴領導
程序公平 38 4.60 1.01

程序不公平 40 4.42 0.94

n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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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p η²

專權/尚嚴 23.42 1 23.42 31.94 <.001 .177

公平/不公平 27.45 1 27.45 37.43 <.001 .201

專權/尚嚴x公
平/不公平

17.02 1 17.02 23.21 <.001 .135

Error 109.26 149 0.73

Total 180.283 152

n = 153

依據表8所示，二因子交互作用F(1,149) = 23.21，p < .001，η² = .135，達
顯著水準，屬於中度效果量(Cohen, 1988)，表示部屬感受到主管專權與尚嚴
的領導行為，對於主管信任的影響，會因為主管的程序公平程度而有顯著差

異，亦即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與部屬對於主管信任的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因此研究H4獲得支持。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進一步繪製交互作用圖，並進
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本研究兩個自變項分組均未達三組，因此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分別探討在「程序公平或不公平」的情境下，「專權

領導與尚嚴領導」對主管信任的影響性，以及在「專權領導或尚嚴領導」情

境下，「程序公平與不公平」對主管信任的影響性。交互作用圖如圖2，單純
主要效果之描述統計表如表7，摘要表如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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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2，當部屬感受到主管是公平時，專權或尚嚴領導對於主管信任的
影響不顯著；而當部屬感受到主管是不公平時，專權主管被信任的程度則遠

低於尚嚴主管。也就是說，程序公平在其中扮演著緩衝的作用，能將專權領

導對主管信任的負向影響抵銷。當主管採用專權領導方式時，若能展現程序

公平，則能減緩專權領導所帶來的負向效果；另一方面，當部屬感受到主管

屬於專權領導時，程序公平的主管被信任的程度遠高於程序不公平的主管；

而當部屬感受到主管屬於尚嚴領導時，程序公不公平對於主管信任的影響，

則相較於專權領導組不顯著許多。

圖2　程序公平與威權領導對主管信任之交互作用圖



81

王政文、程淑華

表9　兩變項對主管信任之單純主要效果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²

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

  在程序公平 0.25 1 0.25 0.34 .554 .005

  在程序不公平 41.56 1 41.56 56.93 .000 .413

程序公平不公平

  在專權領導組 42.99 1 42.99 58.89 .000 .534

  在尚嚴領導組 0.63 1 0.63 0.86 .416 .009

Error 109.26 149 0.73

n = 153

根據表7及表9，當部屬感受到的情境是程序公平，且其主管屬於專權領
導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4.49，標準差為0.60；當部屬感受到的情境是
程序公平，且其主管屬於尚嚴領導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4.60，標準
差為1.01，F(1,149) = 0.34，p = .554，η² = .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部屬在
感受到程序公平的情況下，不論其主管屬於專權領導或尚嚴領導，其對於主

管的信任並沒有顯著差異。另一方面，當部屬對於情境感受是程序不公平，

且其主管屬於專權領導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2.97，標準差為0.80；在
同樣屬於程序不公平的情境下，而其主管屬於尚嚴領導時，其對主管的信任

平均數為4.42，標準差為0.94，F(1,149) = 56.93，p < .001，η² = .413，達顯著
水準，表示部屬在感受到程序不公平的情況下，對於尚嚴領導模式的主管信

任會顯著高於專權領導模式的主管。亦即在程序不公平的情況下，主管愈趨

向尚嚴領導模式，部屬對其愈信任。

此外，同樣根據表7及表9，當部屬感受主管採用專權領導模式，且主管
程序屬於公平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4.49，標準差為0.60；當部屬感
受主管同樣採用專權領導模式，且主管程序屬於不公平時，其對主管的信任

平均數為2.97，標準差為0.80，F(1,149) = 58.89，p < .001，η² = .534，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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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著水準，表示部屬感受到主管是屬於專權領導的管理下，部屬對於程序

公平的主管信任會顯著高於程序不公平的主管。也就是說，在專權領導情境

下，部屬感受到主管的程序愈趨向公平，其對主管即愈信任。研究H4-1獲得
支持。

相較之下，當部屬感受主管採用尚嚴領導模式，且主管程序屬於公平

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4.60，標準差為1.01；當部屬感受主管同樣採用
尚嚴領導模式，且主管程序屬於不公平時，其對主管的信任平均數為4.42，
標準差為0.94，F(1,149) = 0.86，p = .416，η² = .009，未達顯著水準，表示部
屬若感受到其主管屬於尚嚴領導，不論在程序公平或不公平的狀況下，對其

主管信任並沒有顯著影響。

伍、結果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與發現

(一) 威權領導內涵的調整及其對主管信任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威權領導在區分為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後，兩者仍具有

顯著的低度相關性，與周婉茹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相同。專權領導屬於人
員取向的威權領導(Dominanc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尚嚴領導則屬
於工作取向的威權領導(Discipline-focus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因為在控
制內涵上的差異，使得兩者對於部屬的反應能產生不同的影響(樊景立、鄭伯
壎，2000)。本研究結果也為此提供一份證據，專權主管強調個人權威，透過
操控的手段引發部屬完全地服從與順從，其中涉及損傷部屬人格或尊嚴的領

導行為，因此部屬對該主管的信任感會降低。相較之下，尚嚴主管則根據標

準與原則，嚴格地監控部屬的工作及程序，要求高績效目標及遵守規範，以

提高工作成效及引發部屬對工作的敬業態度，不僅不涉及傷害部屬的行為，

也因主管高明確性及指導性的領導行為，使部屬對於主管未來的行動抱持正

向期待，進而讓自己放心並倚賴於主管的領導。

此外，信任可以分成認知成分的信任與情感成分的信任來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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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awattanachai & Yoo, 2002；Dirks & Ferrin, 2002；McAllister, 1995)。就認
知成分的信任而言，專權主管強調一手掌握大權以彰顯自己的身分，決策皆

由其一人做決定。在此情況下，部屬缺乏對主管能力、可靠性、公平性等方

面的判斷，也因長期缺乏明確的資訊，無法得知主管內心的企圖為何，便難

以建立起對於主管的認知信任，也無法對其能力及決策抱持正向期待。相較

於專權主管，尚嚴主管則是要求高績效、隨時掌握進度，並適時給予指導，

使部屬可以明確瞭解主管想要的目標要如何執行與達成。在此交流過程中部

屬能感受到主管的能力與責任感等，也因此建立對主管的信任。此外，認知

成分的信任除了對主管能力的評估之外，Burke(2007)的研究也指出，主管若
能設定明確的方向及良好的團體規範等，亦能提升部屬對於主管的信任感。

是以，尚嚴主管的高明確指導性能產生部屬對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情

感成分的信任則建立於主管與部屬間的互動交流中(Kanawattanachai & Yoo, 
2002；Dirks & Ferrin, 2002；McAllister, 1995)。專權主管在工作成功後，即使
部屬的貢獻較大，主管也會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領導有方。當主管表現出凡

事都以自己利益為出發的行為表現時，而對部屬則以有損於其人格或尊嚴的

領導行為時，便會使部屬產生自己與主管關係不好的推論，因而降低了部屬

對於主管情感成分的信任感。而尚嚴領導因其控制的對象為制度與規範面，

較不涉及傷害部屬的行為，沒有破壞主管與部屬間關係的行為，反而還可能

因為主管時時掌握工作進度，而產生主管關心自己工作狀況、積極合作的感

受，進而提升對其情感成分的信任。

綜合前述，顯示在當代更追求自由及平等的價值觀下，威權領導並非全

然不適用。主管若將有損人格尊嚴與貶低部屬能力的行為移除，保留提供指

導與維護組織規範的行為，使權威從主管身上轉移到組織核心上，的確能更

適應現代的價值。

(二) 程序公平可以緩衝專權領導對於主管信任的負向影響

本研究根據不確定管理理論，將主管一手掌握大權，不輕易將其意圖透

漏給部屬知道的專權領導歸類為不確定性高的情境；而將可以給予部屬明確

的方向與目標，並根據方向與目標訂定工作進度，嚴格要求執行成效的尚嚴

領導歸類屬於低不確定的情境，藉以探討程序公平在威權領導對於主管信任

關係間所具有的調節效果。結果顯示，程序公平與程序不公平只有在專權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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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高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具有顯著的差異，即程序公平組部屬對於主管的
信任關係會高於程序不公平組；在尚嚴領導(低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則未達
統計上顯著水準。此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也與過去UMT的研究結果相同。
程序公平在專權領導中能扮演重要影響的原因，是因為其能幫助部屬減

緩不確定感(Van den Bos & Lind, 2002)。當個體感受到不確定性高的情境時，
會期望獲得一些相關的訊息來降低不確定的感受，也因此對於程序公平的需

求較高也較重視(廖紘億等人，2014)。當部屬可以在高不確定性的專權領導
情境中獲得程序公平時，對於主管的信任感自然明顯提升。相較之下，當個

體處在低不確定的狀況下，因為內心感受到較少的不確定性，因此個體不需

透過尋找公平的訊息來降低其對不確定性的焦慮，公平對於個體的重要性則

會降低。由此可知，不論是否可以獲得程序公平，對於低不確定性的尚嚴領

導環境下的部屬，其影響性則較弱。

關於程序公平得以緩衝專權領導負向影響的原因，或許還可以從領導者-
成員交換理論(Leader-member exchange，LMX)探討。過去探討華人組織管理
的研究，認為華人的社會裡存在著有別於西方的關係模式，特別注重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一種「關係取向」的人際互動模式(林姿葶、鄭伯壎，
2012)。根據LMX理論，領導者與部屬間的關係品質將影響著雙方後續的互
動，而關係中公正的互惠行動能提升部屬對於企業、同事及主管的信任感(林
鉦棽，2004)。然而，在強調上對下管理的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中，雖然其與
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的平等關係有極大的不同，但基於互惠原則之下，若主
管能夠提供更多訊息(程序公平)的這種類似施恩的行動，應能喚起部屬感念
之心，使其感受到被信任，繼之回饋對主管對等的信任感，進而提升對主管

的信任程度。周婉茹等人(2010)過去的研究也發現，主管恩威並濟的作風，
可以有效提升部屬效能，是因為仁慈領導的「施恩」行動能弱化專權領導帶

來的負向影響，但強化尚嚴領導所帶來的正向效果。雖然與本研究有些許不

同，該研究施恩的行動是重視照顧部屬的仁慈領導，而本研究則為提供部屬

更多訊息，以獲得對環境的安全感，儘管施恩的行動有所不同，其帶來的效

果確實均能減緩專權領導所帶來的負向影響。

綜合上述結果，專權領導因屬於不確定性高的情境，對比於不確定性低

的尚嚴領導情境來說，對於程序公平的需求較高也較重視。若專權領導情境

下的部屬可以從主管身上獲得程序公平，則能顯著提升部屬對主管的信任。



85

王政文、程淑華

而處在尚嚴環境下的部屬，對於程序公平的需求不高也較不重視，因此其所

帶來的效果則有限。此外，公平為現代社會所追求的的價值觀之一(陳楷夫，
2018)，若主管在組織管理上能提供部屬更多的公平感受，應能有效提升領導
效能。

二、 管理實務意涵

凝聚團隊向心一同完成上及的任務，是每個組織都非常重視的事情。而

要達到團體凝聚，信任則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就如同軍隊常說的「三信

心」，意指信仰長官、信任部屬、並自信其為負責任守紀律之軍人。除了第

三個對自己的自信心之外，前面兩項即涵蓋著主管與部屬的互動關係。在企

業組織中，身為組織代理人的單位主管，則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根據本研究的結果，主管若極端地以發揮個人權威的方式來管理部

屬，將有損於部屬對其的信任感；相對地，若主管能以嚴格監控部屬任務、

要求高績效並維護組織規範等「對事」的角度來管理，則可以既不涉及傷害

部屬，又因為具有指導性的領導行為，使得部屬可以取得明確的訊息，以評

估對於主管未來的行動抱持正向期待，進而放心地將自己倚賴於主管的領

導，提升對於主管的信任感。此外，周婉茹(2010)的研究也指出，主管的領
導方式會直接影響部屬的內在動機。因此，建議單位主管應將注意力放在建

立部屬所重視的核心價值或組織紀律的威信上，而非極端地發揮個人權威。

若能以對事不對人的威權領導方式，亦即以尚嚴領導的方式管理，應能有效

提升部屬的內在動機，並且創造最大效益。

此外，本研究顯示威權領導並非全然都是負向的領導效果，這與過去威

權領導的研究有類似的結果。姜定宇等人(2007)指出，威權領導會使部屬在
價值觀上與主管逐漸趨向相同。因為當部屬在不得不順服權威領導行為的情

形下，為主管付出許多非自願性的努力，而為了合理化這些非自願行為，

於是在態度上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趨向與主管一致，也就是一種合理化的歷

程。錢淑芬及廖帝涵(2009)也提到，在軍事組織中，軍人因為軍事社會化的
經歷，被要求必須接受權威的約束，這也加深了軍事組織成員對於較高階或

具有權威者的制約反應，使部屬產生敬畏之心，以達到去個人化及統一性的

單位特性(錢淑芬，2010)。是以，不論是心理上的合理化歷程，或是軍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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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下的結果，都顯示具有威權的領導模式是有效達成單位統一化的一種模

式。儘管這樣統一化的模式並不符合現代價值觀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但凝聚

團隊一同完成任務仍是組織管理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如能在組織中適當地

運用尚嚴領導行為進行管理，應能為組織帶來效益；而若組織特性屬於高權

力距離，且又無法改變組織專權領導的管理模式時，建議主管能適當地加入

公平的元素，或許可以緩和專權領導行為所帶來的負向影響，提升主管與部

屬關係的穩定性。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蒐集的樣本，因考量受試者盡量不要受前一位主管的印象影響而

干擾實驗操弄，因此採立意取樣方式，僅以第一次由民轉軍的新兵作為研究

樣本。但就實際職場狀況，一定都會遇到人事調動，不管是自己轉換職場或

是上司人事的調整等，勢必會有對於前一任主管的印象。在與現任主管的相

處上，難免會將其與前一位主管做比較。即使現任主管並沒有很專權的領導

模式，但只要與前一任主管相比感覺較靠近專權領導行為，部屬也有可能直

接推定現任主管屬於該專權主管。此外，軍事組織與一般企業組織對於領導

的理念可能有些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是以，本研究雖然在新兵的

樣本上，對於領導模式、程序公平及主管信任之關係提供了新的看法與見

解，但研究結果是否可推論至一般職場實際狀況，尚待未來相關研究蒐集更

多樣本作探討。

另外，就研究對象的部分進行探討。威權領導是依附在部屬的追隨與順

從義務上，只有當部屬願意信服於其主管時，才會產生對應的服從行為(樊景
立、鄭伯壎，2000)。就國軍新進士兵而言，是因為主管管理的合法性，再加
上權力、身分與資源的因素，使得士兵們提升對單位主管的服從及依賴的心

態(徐御修，2017)，讓領導效能得以發生作用。本研究僅以軍人部屬為研究
對象，且國內就軍人樣本與一般民眾樣本比對的文獻研究較少，因此尚無法

釐清究竟是因為軍隊文化的特殊性，才使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發揮影響，亦

或是真的因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兩者控制內涵的不同，而使部屬服從與依賴

主管。未來若能納入多元文化樣本來進行比較，例如不同職業、族群身分或

東西方國家等，將能有更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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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專權領導與尚嚴領導對主管與部屬間的關係可能產生不同的影

響，過去研究從其控制面向的不同來解釋，而本研究則發現兩者的明確程度

不同而能產生不同的結果。另外，本研究提供多一個因素「自由程度」做為

參考，亦即或許是因為兩個領導風格所包含的自由程度不同，因此能產生不

一樣的影響。在主管一手操控「控制人」的專權領導行為下，部屬可能會感

受到其人身自由受限，不管任務是否已經結束，部屬仍有可能受到專權主管

的掌握。相較之下，尚嚴主管的「控制事」領導行為上，主要是以監控事情

為主，只要在任務進度及績效上能達到主管的要求即可，人身自由應較不受

影響。因此，兩個領導風格雖然都屬於高度的掌握，但對於人身自由的感受

程度或許仍有差異，進而能產生不同結果。是以，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專權

領導與尚嚴領導的內涵進行深入的研究，釐清領導風格對主管與部屬間關係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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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是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兩岸

政策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同時也是領導人的思想和看法，更攸關領導人的

歷史定位與評價。本文首先回顧全國代表大會與政治報告發展以及對臺政策

演變，並運用「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十四~二十大政治報告內容，瞭解各領
導人整體政策與涉臺議題有無重大改變，以及檢視政策制定的考量因素。研

究發現，在整體政策方面，中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後，隨著國力增強和全球
地位提升，「經濟發展(建設)」政策的重要性逐漸被「安全」取代；對臺政
策方面，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達成「和平統一」目標的前提下，三位

領導人在以不推翻前人政策的基礎上，都會提出對臺政策新的主張，另中共

透過政治報告帶有敵性用語或實際軍事演習等手段豎立敵對一方，以達成其

滿足國家利益、穩定內部動盪之目的，在對臺政策上確有其考量因素存在。

復興崗學報

民112年12月，123期，9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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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erves as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cross-strait policies. It also reflects the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of CCP lea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may influence 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ing.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reports, and changes in Taiwan policies. It then employs the 
"CORPRO"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14th to 20th Political Reports, 
aiming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were major changes in overall policies and 
Taiwan-related issues and to examine the considerations of policy formul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overall policy,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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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and global status, the focu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policy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security." Regarding Taiwan policy,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the three CCP leaders 
have put forward new propositions on Taiwan polic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their predecessors. The CCP employs tactics such as the use of hostile language 
in political reports or engaging in actual military exercises to establish a potential 
adversary stance, aiming to fulfill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abilize internal unrest. 
There are indeed considerations and factors at play in its Taiwan policy. 

Keywords: National Congress, Taiwan policy, political report, One China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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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2年全球萬眾矚目的世界大事，除了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迄今仍持
續進行外，就屬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
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政治體制下，自1921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
歷經百年，在2022年10月16-22日召開第二十次會議之際，除了習近平繼續第
三任期、在人事獲得壓倒性勝利以及胡錦濤會議中途被迫離開，受到全球關

注外，對東亞地區國家而言，最關切的莫過於政治報告內容將提出什麼樣的

區域安全環境內容，因為這些政策將對周邊國家有所影響(李昊，2023)。然
而，對臺灣而言，最為重要的下一屆最高領導人的對臺政策，因為牽涉到兩

岸關係未來走向，甚至與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所以必須及早掌握和

應對。

據《中央社》2022 年 10月 14日報導，我國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
密切關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20大)政治報告內容，
尤以「習近平是否連任第三任」、「政治局常委成員異動及後續執行政策分

工」與「中共整體政策有無重大改變」等(郭建伸，2022)。另《法國中央廣
播網》2022 年 10 月 16 日報導，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宣讀20大報告，擘畫未
來5年的工作，有關涉及臺灣部分，學者認為有三個部分要密切注意，第一為
「堅決反對臺獨與反對外部勢力」，是北京採取非和平手段的依據；第二為

「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是對臺政策最高指導思想；第三是「解

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任務，也是達成民族

偉大復興的要求(小山，2022)。
再者，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涉及臺灣議題被視為對臺政策的最高指導

原則，會議結束後由各相關部門發展具體行動，龔祥生、劉姝廷(2019)研究
提及中共的政策形成過程絕大多數都是由其意識形態指導政策，然後產生具

體行動，第一個層次「意識形態」指的是「一個中國」原則，自毛澤東時代

起將臺灣視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至今這項原則論述仍具不

可動搖性。其次，屬「戰略層面」的對臺政策，主要是歷任領導人對臺的戰

略思想，每一位領導人的對臺政策都有略有不同(例如，江八點、胡六點、
習五條)，最後再形成具體行動(李銘義、潘啟生，2005、胡瑜君，2006、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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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源，2008、郭瑞華，2012、張訓譯，2019及趙子龍、何明帥，2020)。事
實上，中國多年來，對臺政策已在1979年後定調，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最終目的就是希望促臺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然而，中共政治報告除攸關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歷史地位評價與執政的正

當性外(張五岳，2012)，同時與兩岸互動往來及臺灣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爬
梳以往有關對臺政策相關研究多以內容分析、歷史途徑等方式進行，研究結

果可能因人而異、缺乏標準化或夾雜個人偏見，且未能針對領導人的政策進

行差異比較，甚或未探討政策制定是否有考量其他國家利益因素存在。本研

究以第十四~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14-20大)政治報告內容做為文本分
析資料庫，運用「文字探勘」技術進行分類與歸納，不但能夠探尋潛在於政

治報告內容有價值、先前未被關注的訊息，同時將更客觀地探討江澤民、胡

錦濤和習近平等領導人整體政策發展與涉臺議題的變化，另透由「敵手共生

(adversary symbiosis)」理論之「自群體內在團結(In-group solidarity)」方式檢
證中國對臺政策是否因為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考量，希望透過理解中國

政策的重點與對臺交流及統戰政策的可能走向，期能提供未來臺灣因應中國

對臺政策之具體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與政治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舉行，自 1982 年起改為每
5年舉行一次，大會除對過往5年的政策發展與執行進行總結外，同時發布下
一階段國家未來的政治路線、調整領政方針外，並遴選中央委員會及政治領

導核心，隨後召開第一次中全會，任命新的黨領導人，包括總書記、政治局

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立法權的唯一機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

軍隊選出代表組成，是決定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重要會議，同時也是

承擔世代交替、權力傳承的場域(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2022、徐曉婷、李祐
頤，2023及郭瑞華，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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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代表大會主要職權除決定黨重要政策外，還享有最高審查權、決策

權、監督權及選舉權，職權看似琳瑯滿目，但大會召開並不是為了討論黨的

未來路線，而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機制，因為在會議召開前已先行舉辦黨中央

工作會議，針對會議程序、政治委員人選與經濟等重要問題，做出初步決

議，同時也舉行黨員代表預備會議，藉以規範與會人員思想與行動(趙建民、
賴榮偉，2000、吳國光，2018及中國共產黨員網，2022)，且全國代表大會雖
是最高權力機構，但實際運作完全顛倒，臺前幕後兩套戲碼，所有會議上投

票表決的事項，中共高層極少數人早在事先就已經決定，而每5年的會議可說
是形式上的決議通過，是為完成「法定程序」所進行的形式(中共辭彙編輯委
員會，1986與過子庸、陳文甲，2023)，也就是說，黨中央凌駕於黨和國家政
權之上，黨才是中國大陸掌握實權和真正的決策核心。

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會最高領導人發表的政治報告，除了是一份指明

過去5年政績，以及宣示說明未來5年新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方針的重要官方文
件外(徐濤，2022)，也是中國共產黨面對全世界、面對未來的政治宣言(劉文
斌，2007)，內容概分為內政、外交、國防、兩岸及黨的建設等五大主軸(李
亞明，2008)，且政治報告不僅記錄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內容，也是黨的領導人
對關鍵問題的理念、思想和決心，同時更是中共各國家機關擬定相關政策的

依據(Cha,2017)。
綜上，倘若要深入瞭解中共問題，閱讀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是一

條捷徑也是開啟研究中共大門的「鑰匙」之一，而歷屆政治報告大會主題

更是中國共產黨在統治現實基礎上，接下來要繼續努力的明確方向。楊開

煌(2012)認為中共每屆的大會如同接力賽跑一樣，一棒一棒的傳承下去，因
此，中國才有改革開放多年來的成績，是以，掌握歷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的

內容是瞭解中共戰略作為的主要文件，基此，本研究綜整中共14-20大大會主
題、政治報告主題、對臺政策主題及使用字數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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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共14-20大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統計表

區
分

時
間

領
導
人

大會主題(任務)
政治

報告主題

對臺

政策主題

總字數

(對臺政
策)

14
大

1992
年

10
月

12
|

18
日

江
澤
民

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

指導，認真總結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
經驗，確定今後一個時期

的戰略部署，動員全黨同

志和全國各族人民，進一

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時

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

勝利 

加快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

建設步伐，

奪取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的更

大勝利

堅持和健

全民主集

中制，維

護黨的團

結和統一

2萬2,013
(448)

15
大

1997
年

9
月

12
日

|
18
日

江
澤
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

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

二十一世紀

高舉鄧小平

理論偉大旗

幟，把建設

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

業全面推向

二十一世紀

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

2萬8,336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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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

2002
年

11
月

8
|

14
日

江
澤
民
↓
胡
錦
濤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

幟，全面貫徹「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繼往開

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

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而奮鬥

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開

創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

業新局面

「一國兩

制」和實

現祖國的

完全統一

2萬3,600
(1,251)

17
大

2007
年

10
月

15
|

21
日

胡
錦
濤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

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

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

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

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

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

勝而奮鬥 

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

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

建設小康社

會新勝利而

奮鬥

推進「一

國兩制」

實踐和祖

國和平統

一大業

2萬3,455
(1,227)

18
大

2012
年

11
月

8
|

14
日

胡
錦
濤
↓
習
近
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解放

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

量，攻堅克難，堅定不移

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而奮鬥

堅定不移沿

著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

路前進，為

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而奮

鬥

豐富「一

國兩制」

實踐和推

進祖國統

一

2萬4,576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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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

2017
年

10
月

18
|

24
日

習
近
平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

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不懈奮鬥

決勝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會，奪取新

時代中國特

色 社 會 主 
義偉大勝利

堅持「一

國 兩

制」，推

進祖國統

一

2萬6,830
(1,107)

20
大

2022
年

10
月

16
|

22
日

習
近
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全面貫徹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自信

自強、守正創新，踔厲奮

發、勇毅前行，為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而團結奮鬥

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

偉 大 旗 幟　

為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而

團結奮鬥

堅持和完

善「一國

兩制」，

推進祖國

統一

3萬2,443
(1,131)

資料來源： 參考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開幕報告。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index.html。檢索日
期:2022年 10 月 30 日，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中共對臺政策的發展

對臺政策一直以來在中國大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乃是因為臺灣問題

包括「主權」、「安全」、「統一」甚至是「發展利益」等幾乎都涉及到中

共所有的核心利益(王信賢，2022)，因此，臺灣被視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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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中共長期以來試圖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揭示臺灣問題，強調國家統一的

重要性，就是為了「統一」。所以中國在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緊抓著政治

意識形態不放，企圖使其政治權力合法化(Cha,2017)，因此，始終將「一個中
國」原則視為是對臺政策的意識形態。

1972年2月21至28日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其後，中
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美國提出對臺政
策五項原則，其中一項「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論調(傅建
中，1999、通識中國，2023及侯長坤，2023)，成為日後「一個中國」表述
的關鍵，從那一刻起中國大陸便將「一個中國」解釋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臺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論述(李福鐘，2009與薛佳貝，2023)。另中國大陸在
1993年9月發表「關於臺灣問題和中國統一」白皮書中，提及「一個中國」、
「兩種制度」、「高度自治」和「和平談判」等四項基本原則，表面上雖是

對臺政策聲明，實際上卻是對國際社會表達中國對臺灣拓展外交空間的反對

立場(席來旺，1996與過子庸，2023)，是承襲鄧小平提倡的「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中兩府」，反對一切可

能導致「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中央社，2022)，然而，中國大陸利用在
各種國際場合不斷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正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個中國」

就是對臺政策的核心概念。

中共透過《人民網》在2022年8月13日以「國際社會積極評價《臺灣問題
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為題報導，說明「一個中國」原則是遵守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實現統一是大勢所趨和歷史必然，且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人民日報，2022)。此外，相關文獻
闡述中共對臺策略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發展及印證，例如張祥山(2018)
研究發現，習近平在掌權後一再強調「中國夢」，且不斷強調「九二共識」

的核心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另吳衣菡(2018)的研究亦發現，中共透過對
臺宣傳引導臺灣民眾產生認同兩岸和平發展的行為是推展「一個中國」政策

的手段之一，此外，陳智明(2022)研究發現，中國大陸認為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國政府雖認為中

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始終都受到打壓。



108

從中共第十四~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分析對臺政策走向

揆諸前述，中共對臺政策始終就是自毛澤東時期開始的「一個中國」基

本原則，旨在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與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

國領土與主權完整不容分割」，試圖建構國際社會認同，具體的表現就是透

過外交脅迫、政治打壓、文化促統及拉攏民心等破壞兩岸現狀及區域和平。

本研究即在此基礎上，嘗試探看中共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政策是否一致

性、各領導人對臺方針的異同，以及何種因素影響領導人決定政策走向等問

題。

三、敵手共生理論

本研究旨趣是透過分析中共政治報告內容，探討各領導人整體政策有

無重大改變與政治報告內容是否為穩定國內動盪、凝聚國人共識、爭取各

國認同等考量因素，或有其他戰略思考存在，故依託「敵手共生」理論的

「自群體的內在團結」架構來探討研究議題，以免引喻失義。該理論以溫特

(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翁明賢，2019)，溫特認為國際關係
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競爭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乃是因為國際社會中透過

「自我」與「他人」身分認同來解釋當前安全問題現況，且認為國家之間因

自我需要以他人作為敵對之一方，藉以凸顯或獲取自我存在的利益(黃郁文，
2022)。換言之，兩國之間相互競爭的行為構成彼此存在的必要條件，然其中
一國的成功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而其他國家的競爭又會刺激該國繼續努

力，於是就會產生敵手共生的關係。

敵手共生區分「軍工複合體」、「自群體的內在團結」及「 投射認同」
三種方式，本研究以「自群體內在團結」檢證中共在制定政策的考量因素，

而所謂「自群體內在團結」即是透過控制敵人的角色，增加國家利益，而

其中重要的是關係到敵人的角色在使國家滿足國家利益上起作用(王信力，
2016)，也就是說，透過操控、豎立「敵人角色」，來增加自我國家的利益
(黃郁文，2022)。有關「自群體的內在團結」意涵，溫特認為借用國際關係
研究中坎貝爾(Compbell)和莫塞爾(Mercer)論點解釋最具意義，兩位學者論述
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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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敵手共生」理論「自群體內在團結」的意涵

區分 坎貝爾(Compbell) 莫塞爾(Mercer)

強調 國家的安全需求 國家的自我尊重需求

方式

國家精英透過危險話語造就

「內部」和「外部」區別，

並不斷誇大敵方對我方的威

脅，以建構獨特群體整體概

念，國家團體身分正是依賴

這種觀念而確認。

國民會向任何群體成員一樣，認

為自群體成員優於其他國家的

成員，以此來加強自我尊重，如

此，就預先設定國家以利己的方

式來界定國家利益。

觀點

國家安全的建構是一種區分

「他者」與 「我者」的不斷
進行的過程，所以國家的身

分和利益取決於國家與敵對

的他者共同理解。

國家發現「敵意」本身就具有價

值，國家可以通過調整自群體

與他群體的關係，因而產生的動

力，可以應用來提高群體自我尊

重的意識。

資料來源： 參考Alexander Wendt(1999).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5-276. 本研究自行整
理。

雖然上述兩位學者的解釋略有不同，但為達到國家需要他人存在並扮演

敵對角色，以建構自我身分的目的，「自群體內在團結」操作上可滿足下列

需求，第一「穩定政府的政權提高控制的程度」，第二「為達成某個特定

議題而形成內部共識」，第三「藉形塑共同敵人爭取同盟關係」(王信力，
2016)。董紹明(2022)亦指出「自群體內在團結是穩定政府的政權提高控制程
度、為達成特定議題而形成內部共識，形成共同敵人以爭取同盟關係」。此

外「自群體內在團結」通常是國家為抵禦外來威脅，透過各種身分與標誌的

建構，區分「我者」與「他者」的差異(翁明賢，2019)，黃郁文(2022)研究
發現，習近平利用打造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希望從世
界代工工廠，轉變成為製造大國；另中國積極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則是

為拉攏其他國家，打造中國的領導地位，但是美國認為中國的政策就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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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地位，所以透過貿易戰、科技戰、印太戰略等作為來反制，中國感

受到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希望藉形塑美國為「敵人」，塑造「自我」與「他

我」身分的區隔，鞏固內部團結。

整體來說，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國家的

對外政策是內政問題的延伸，國家有時希望透過政策的強硬態度，豎立敵人

的威脅存在，凝聚內部的團結與共識，有時卻是因為國內政治壓力，主政者

被迫要透過對外強硬來對內表態(王信力，2016)。由此看來，中共自文化大
革命結束後迄今40多年來為推動現代化，亟需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與對外
政策，開始朝向以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的現代化道路的路線，中國領導人為

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避免與其他國家直接發生衝突，以便致力於

國內發展，因此，在對臺方面的手段採取相對緩和的政策(邱延正，2007與
徐濤，2022)，但過去領導人時不時提出「不放棄武力犯臺」言論，或對臺
以軍機、艦武力恫嚇之強硬手段，或許是為透過形塑臺灣為敵人的形象，進

而穩定政府政權、達成內部對某項議題共識或另有其他企圖存在；而習近平

在 2022 年初舉辦北京冬奧，是在仿效胡錦濤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模式，期能
藉舉辦奧運除喚起國內民族意識及凸顯其個人執政正當性外，也是在向國際

展現國力，顯然是「自群體內部團結」的操作手法，然20大之後「習家軍」
獨攬大權，習近平權力極大化的時代隨之來臨，但中共仍面臨內部經濟成長

趨緩，外部以美國為首等強權的對抗，因此，一旦內部政策推動效果未如預

期，或對外競爭處於不利態勢，或許就會利用提升臺海風險議題，做為轉移

中國面對窘境之優先選項(劉志年，2022)，值得持續關注。
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共的內外情勢都發生極大的變化，若要深入瞭解中

共對臺政策，實有必要針對領導人對臺思維與政治談話內容進行分析，因

此，本研究希望從中共最高領導人提出的政治報告中，嘗試釐清政策推動走

向與重點為何，比較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政治報告對臺政策有無延續

性，另試圖提供一個理論框架，透過「敵手共生」理論的「自群體的內在團

結」架構隱喻，檢證中國大陸對臺政策推動的變化是否有基於國家利益考

量，藉以瞭解中共對臺政策的重點，做為分析中國大陸問題的基礎：

RQ1:各領導人整體政策發展重點與走向為何? 
RQ2:比較各領導人對臺政策是有無延續性? 
RQ3:中共對臺政策推動的變化是否有國內、外政治因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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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有關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內容儘管很少會有學者對報告的語言和術語

感興趣，但實際上這些詞彙與中共政策的推動有密切關聯，甚至牽涉到國家

整體意識形態和政治框架，而這樣的框架有助於定義、塑造具體的政治和經

濟等戰略(Pei,2022)。此外，將政治相關文本運用電腦技術分析，除可針對
文獻進行自動化的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並降低整理待分析文件的時間與成

本，同時可以進一步瞭解過去、展望趨勢、辨識隱而未顯且潛在有用之樣態

或是進行新、舊假說的推論等(邵軒磊、曾元顯，2018)。考量「庫博中文語
料庫(以下簡稱Corpro)」是一款特別針對中文使用的特殊語境，以語料庫語言
學(corpus linguistics)為基礎的電腦輔助文本分析軟體工具，除可以針對大量
文字文本資料，進行詞頻統計分析、關鍵詞脈絡索引，詞彙之間的共現關係

及比較常用與低度使用的詞彙等功能外(闕河嘉，2018)，更可以發覺隱藏在
語料庫中詞彙與詞彙的出現頻率等特性，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Corpro探索
文本資料是否存在有過去未曾見過、或被忽視的重要詞彙，進而瞭解未來5年
中國整體政策與對臺政策可能走向。

近期有關中國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相關研究，學者Minxin Pei在2022年
從習近平二十大政治報告解析政策延續性的研究就是透過文字探勘的方式進

行，該研究為瞭解中國領導人任期內的意圖和政策偏好，以習近平20大報告
有關國家安全和臺灣的政策目標制定的內容為文本，並透過探尋文本詞彙頻

率和關鍵詞的方式後，再與18大和19大政治報告相關內容進行比較，以確認
現有政策是否和背離或產生漸進式變化。總之，透過文字探勘方式分析各領

導人政治報告內容，並針對對臺政策進行歷史比較是有意義的，且研究這些

政治報告以尋找一致或不一致的詞語和概念模式是有價值的，可以假設這些

詞語、句子和術語影響中國發展和對臺政策取向，報告內容對臺政策的敘述

和模式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隱含地表明瞭中國對兩岸關係的立場與方針。

基此，本研究以宏觀的視野從《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

彙整1992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22日之14-20大政治報告作為分析的語料
庫，透過Corpro文字探勘技術，挖掘各詞彙在語料庫出現的頻率及分佈狀
況，找出最高的關鍵詞彙，進而瞭解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執政時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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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策重點與走向。考量各領導人總體政策指導方針內容概可分為內政、外

交、國防、兩岸及黨的建設等主軸，都可能牽涉到對臺政策走向，本研究接

續再針對關鍵詞彙爬梳政治報告內容可能對於對臺政策有影響或關聯性進一

步解析各領導人對臺政策的特點和變化。最後，以「敵手共生理論」中「自

群體內在團結」檢證中國對臺政策推動的變化及是否有國內、外政治因素。

肆、分析與研究發現

一、各領導人整體政策重點與走向

本研究運用Corpro語料庫「詞頻分析」找出14-20大政治報告中詞彙出現
的次數和頻率，此方式的優勢在於能確定詞彙在語料庫中被使用的機會、重

要性及其變化趨勢(闕河嘉與陳光華，2016)，藉以探討各領導人政策強調的
國家發展走向與重點，出現頻率越高代表該詞彙是領導人越重視的政策，經

分析發現，前10名關鍵詞彙分別是「發展(1,194)」、「人民(995)」、「中國
(664)」、「建設(659)」、「要(629)」、「改革(612)」、「新(609)」、「社
會主義(531)」、「不(483)」及「社會(475)」(如下圖1)。

圖1　中共14-20大政治報告詞彙出現頻率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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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字探勘會有一些詞彙頻率較高但在文本中沒有意義或貢獻的語助

詞出現，如本研究前10名的詞彙中，「要」在政治報告中出現629次，是表達
命令的助動詞(例如，「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另外「不」出現609次是
很常見的否定詞(例如，千萬「不」可喪失時機⋯)，而「新」則是一個形容
詞出現483次，有「新局面」、「新成就」等用法，所以「要」、「不」和
「新」等3個語助詞出現頻率雖高，但沒有代表的意義，在此不加以探討。
另從語料庫解讀爬梳其餘7個詞彙在文本脈絡中的實際意義分別為，「發

展」乙詞旨在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的進步，從而提高人民

生活水準；而「人民」和「中國」則是全力保障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建

設」乙詞指的是經濟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建設等，是實現發展目標的

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則是指鄧小平為「國家發展」提出的政策，代表中

國政府應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和國際形勢，探索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

式；「社會主義」和「社會」則是中國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建設強調的重點。

(一)「發展」詞頻最高，是三位領導人的重要政策

上述7個詞彙的出現反映中國政府致力推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
各方面建設為重點，其中，「發展」在政治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表示「發

展」這個詞彙是多年來一直被中國政府強調的重要方針，也是三位領導人非

常重視的政策，因此，進一步檢索14-20大政治報告內容有關「發展」乙詞，
包含「經濟『發展』(85次)」、「和平(與)『發展』(60次)」、「社會『發
展』(44次)」、「改革『發展』(23次)」等。其中有關「經濟發展」詞頻最
高，是領導人重視的政策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就是說，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追求「經濟發展」，另前文所提重要詞彙
中「建設」乙詞是指的經濟建設、基礎設施、社會建設等，是實現發展目標

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本研究透過文本資料探尋「經濟發展」和「經濟建

設」在整體政策的趨勢與重要性。

(二)「經濟發展(建設)」的重要性

當年鄧小平為讓中國擺脫貧，以經濟建設為出發點，開始實施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到江澤民任內(1992-2002年)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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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報告主題中明確揭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新局面」，就是要推動市場化改革，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

讓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巨無霸(德國之聲，2022)。緊接著，胡錦濤執政(2002-
2012年)仍以經濟發展為重點，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習近平時期
(2012年至今)在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共同富裕」雖是延續14大「社會主義最
終達到共同富裕」的主張，但在20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逐步實現全體人民
共同富裕，就是希望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逐步達成全中國人民都能

擁有幸福、寬裕、美好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目標。本研究探尋「經濟發展」

在14-20大報告中出現頻率分別為：23、18、12、8、16、4、4(次)；另「經濟
建設」頻率分別為：24、8、7、8、10、3、1(次)(如下表3)。

表3　中共14-20大報告中經濟發展(建設) 詞頻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產製。

從表3可以得知，「經濟發展」與「經濟建設」是江澤民、胡錦濤或習近
平三位領導人關注和強調的政策重點，也代表著他們對於中國的發展、人民

的生活水準和國家的建設的重視，且每一位領導人在任期內推動各種形式的

改革和發展，在在都強調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但是中國經歷過40多年的經濟
改革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經濟增長突飛猛進，國際地位也逐漸提升，隨

之而來的是國際挑戰的增加，有關「經濟發展(建設)」詞頻出現在三位領導
人報告內容的頻次產生變化，似乎出現逐年遞減的現象(江澤民95次、胡錦濤
49次及習近平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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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發展(建設)」逐漸被「安全」取代

探究「經濟發展(建設)」逐年遞減是因為中國經歷過40多年改革開放
後，讓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國力持續提升，中共已逐步具備威嚇周邊鄰

國成為世界軍事大國的條件，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會破壞全球秩序及和平穩

定，進而引發「中國威脅論」一說，雖然從胡錦濤在17大報告中表明「永遠
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習近平也在19大報告中闡述「中國無論發展到甚
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和平發展」理念，藉以消弭其他

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憂心，但中國還是遭受到世界各國對其感到威脅和危險的

對待，因此，中國以外的觀察家注意到「經濟」這個詞在19、20大報告中出
現的次數大致相當，但「安全」乙詞在20大報告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比19大
被提及的次數幾乎增加三倍(Metrix,2022 and Nouwens,2022)。
為驗證上述說法，本研究檢索政治報告中有關「安全」和「國家安全」

這兩個詞彙出現的頻率發現，從各領導人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安

全」出現的次數來看，14-20大出現頻率分別為4、6、14、24、36、55及
91(次)，而針對三位領導人的政治報告進行比較時，在習近平報告中出現了
146次，遠遠超過江澤民(24次)、胡錦濤(60次)的次數。更具體地說，習近平
在19、20大政治報告中，提到「國家安全」47次，這個詞彙在胡錦濤17、18
大的報告中被引用了9次，而江澤民只用7次(如下表4)。

表4　中共14-20大報告中國家安全詞頻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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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上述，無論是「安全」或「國家安全」出現在政治報告中的頻率逐

年增加，為瞭解各領導人安全思想演變，我們從7次的政治報告文本分析發
現，江澤民和胡錦濤提及有關國家安全的部分，都是針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及

加強國內外各種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的防範，而習近平19、20大報告的標
題分別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

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約290字)」及「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
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約730個字元)」，藉此可以瞭解習近
平「國家安全」是由內而外，從政治安全到軍事科技安全的全面新概念，這

2段報告文字(約1,100字)中就有29次提及國家安全，顯見，習近平因為面臨國
家安全的挑戰較江澤民及胡錦濤來得多，而「安全」是他最關注的事務，或

許是因為2022年的中國比起5年前，有新冠疫情、中美科技和經濟戰的競爭等
更多需要擔心的事情。

二、各領導人的對臺政策

(一)從「政治報告對臺內容」頗析對臺政策的重點

「政治報告」是中國對內部講話，也是在向世界各國傳達溝通訊息，內

容除過去5年工作成效檢討和宣布未來5年藍圖外，更包含最高領導人的外
交、國防、兩岸、內政及黨的建設等政策指導方針，與對臺政策走向都有密

切的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在「各領導人整體政策重點與走向」探尋的7個重
要詞彙，勢必與各領導人對臺政策也息息相關，所以針對7個關鍵詞再從對臺
政策內容分析出最常出現的詞彙，即代表是各領導人對臺政策重視的政策，

分析發現「中國」出現頻率最高(如下表5)，表示「中國」這個詞彙與對臺政
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進一步檢索有關「中國」乙詞，包含「一個『中

國』」、「『中國』人民」、「臺灣『中國』不可分割」等。其中「一個中

國」出現24次，且每一次的政治報告內容都會提到，表示「一個中國」是中
共對兩岸關係長期堅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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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政治報告對臺內容關鍵詞統計表

關鍵詞 中國 發展 人民 建設 社會 社會主義 改革

次數 60 13 12 8 7 2 0

(二)從「政治報告主題」探討對臺政策連續性

事實上，從表1「中共14-20大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統計表」中對臺政
策主題即可看出政策有延續性，其中14大雖沒有單獨臚列主題，但所提內容
不外乎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反對臺獨，並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方針，積極促進祖國統一」；另15-20大主題分別為「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堅

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

統一」。由此可知，中共領導人對臺政策強硬手段不外乎是「堅持一個中

國」、「堅決反對臺獨」及「不放棄以軍事手段武力犯臺」等，而柔性部分

則是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把「和平統一」目標寄望於臺灣人民，也就是

說，中國所謂對臺總體方略並非是一個嶄新的政策，而長期以來具有一慣性

和延續性(趙文志，2022)。

(三)從「關鍵詞彙」比較各領導人對臺政策差異

為更客觀、全面的觀察中共對臺政策的特點和變化，楊開煌(2012)認為
分析中共必須以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共的問題所在，持此觀點，本研究

另以王信賢在2022年研究習近平自2006年4月起迄2021年3月涉臺58篇講話分
析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對臺政策中較常使用之關鍵詞頻(詳如下表6)為對照依
據，透過詞彙出現頻次的比較可以發現歷屆中共領導人對臺政策的差異和演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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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共領導人對臺講話關鍵字詞頻

排

序

參照王信賢
江澤民

(14-16大)
胡錦濤

(17-18大)
習近平

(19-20大)

詞彙 次數 詞彙 次數 詞彙 次數 詞彙 次數

1 中華民族 363 利益 52 利益 49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42

2 兩岸同胞 212 中華民族 27 中華民族 21 利益 37

3 和平發展 192 和平統一 20 和平發展 18 中華民族 27

4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154 臺灣同胞 12 和平統一 14 共同體 16

5 臺灣同胞 133 一個中國 6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12 民族復興 9

6 利益 113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5 臺灣同胞 11 和平發展 9

7 孫中山 75 臺獨 3 一個中國 9 臺灣同胞 9

8 九二共識 69 中華兒女 3 兩岸同胞 9 中華兒女 8

9 一個中國 69 孫中山 2 臺獨 7 一個中國 7

10 臺獨 60 民族復興 1 中華兒女 6 兩岸同胞 7

11 中華兒女 53 兩岸同胞 1 福祉 4 臺獨 6

12 福祉 47 福祉 1 共同體 4 福祉 5

13 和平統一 43 九二共識 0 民族復興 1 和平統一 5

14 民族復興 39 和平發展 0 九二共識 1 九二共識 5

15 共同體 38 共同體 0 孫中山 0 孫中山 0

資料來源： 參照王信賢(2022)。鑲嵌在中國兩個大局的兩岸關係：習近平時
期中共對台政策解析。載於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主編)，一
個人過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10週年的檢視(342頁)。臺北：五
南。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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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澤民對臺講話關鍵詞頻

從表6發現江澤民對臺講話詞頻前5名為「利益」、「中華民族」、「和
平統一」、「臺灣同胞」與「一個中國」，可見他的對臺政策多承襲以往以

「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和平統一談判，並著重在社會、政治穩定等，查看

14-16大政治報告內容發現，江澤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承襲鄧小平時
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精神，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希望擱置政

治爭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並促進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恢復兩岸對話和

談判，但卻在15、16大報告中強烈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絕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犯臺」，另在1995 年「江八點」內容更創造出「中國人不打中國
人」的新主張。

2. 胡錦濤對臺講話關鍵詞頻

在胡錦濤對臺講話內容詞頻最高前5名為「利益」、「中華民族」、「和
平發展」、「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知他的兩岸政策乃著

重在和平穩定，從17-18大對臺講話的主題同樣是「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
和平統一大業」看得出他任內推行軟硬兼施兩手策略的端倪，即在「一個中

國」原則下，以柔性的「和平統一」爭取臺灣民眾認同，尤其在17大報告中
特別強調「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中國要真誠為兩岸同胞

謀福祉、為臺海地區謀和平」，企圖拉攏臺灣同胞，另有關「在一個中國原

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開創和平發展新局面」的說法正

是延續江澤民對臺政策理念，可以說胡錦濤與江澤民的對臺政策並沒有太大

改變。

3. 習近平對臺講話關鍵詞頻

習近平對臺講話詞頻前5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利益」、「中
華民族」、「共同體」與「民族復興」，多著重在民族主義議題，分析19、
20大報告中發現，他強調「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並提到與胡錦濤類似的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兩岸命運共同體」等說

詞，更創造出「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的新說法。有關「臺獨」相關

言論，則是堅決「外部勢力干涉，臺獨分裂活動」，並再度強調「不排除使

用武力」及「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由此可見，習近平20大會
政治報告對臺政策延用19大政策，且不但與18大的政策有連續性，同時有其
創新的對臺統戰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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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觀察，中共對臺統戰的政策，從毛澤東執政30年期間的「解放臺
灣」，到鄧小平轉變為「和平統一」，接續江澤民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胡錦濤時期秉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精神，到習近平強調「兩岸同胞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等民族情感訴求，表面上統戰政策雖然由強硬的「解

放」路線轉為彈性的「和平」方式達成統一，但實際上江澤民、胡錦濤與習

近平等領導人所建構的對臺政策思維，不外乎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反對臺獨，並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積極促進祖國統一」，

也是承襲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策理念，就此而言，中共領導人在不推翻前任

的基礎上，都會提出自己的繼承性的創造，如此說法與楊開煌(2012)的研究
結果「歷代中共領導人在不推翻前任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繼承性的創造，

這是中共得以團結全黨持續執政的重要思想武器」相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江澤民、胡錦濤或習近平三位領導人在對臺政

策中都強調「和平統一」，但在習近平政治報告中特別強調「堅決反對和遏

制外部勢力或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行徑」，加上中國內部「武統」聲浪始終

不斷，中共軍機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甚至逾越海峽中線並騷擾我西南及東

部空域，如此挑釁、威脅的舉動無非是蓄意升高緊張情勢，這樣的現象正如

Minxin Pei (2022)研究發現，習近平在政治報中以更加尖銳、更具戰鬥性的用
詞可能是因為他個人獨特的戰鬥性格，也是在他的報告中「(國家)安全」這
個詞彙出現頻率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以「敵手共生」檢證中國對臺政策之考量 

兩岸在政治議題上並非一直處於緊張情勢，也曾在經濟、文化等交流有

過頻密的互動，但隨著國際局勢劇變似乎因為某些特定事件產生變化，因

此，本研究透過「敵手共生」理論之「自群體內在團結」檢證中共各領導人

在執政時期發生的國內、外特殊事件，探究中國大陸在政治報告中以敵性用

語或透過威脅、恫嚇的強硬態度，豎立我國為敵對關係，進而達成穩定國內

政治動盪、凝聚民意共識支持特定議題或形塑共同威脅強化關係等目的，以

下分別就領導人政治報告敵性用語、執政期間局勢變化及分析檢證三位領導

人對臺政策考量因素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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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證江澤民執政(1992-2002年)期間對臺政策考量

1. 政治報告敵性用語

江澤民的14大對臺講話內容談到「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
反對任何形式『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堅決反對製造

臺獨的企圖。」這句話出現2次帶有敵對色彩的「堅決反對」用詞，強烈表達
「統一」的立場，對於臺獨警告意味濃厚。15大則提到「在『一個中國』的
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表明當時兩岸關係處於敵對狀態，而在

16大報告中雖以「和平降服、反獨」為核心，但在「不能承諾放棄武力」加
上「絕」字，不但提出對臺灣的嚴重威脅，並揚言如果臺獨將會發動戰爭，

且無限制的使用武力，這樣的說法也在為當時兩岸仍處於敵對狀況下如果發

生無法預期的危機，提供一個必要的應變手段。

2. 執政期間局勢變化

中國歷經1989年六四事件後進入90年代初期，自1992年江澤民正式執政
成為第三代領導人，中國因六四事件遭逢國際社會不諒解而進行圍堵，且改

革開放才剛開始起步且國內情勢動蕩不安，加上兩岸之間因1995年美國前總
統柯林頓同意我國前總統李登輝訪美，打破中華民國總統首次訪美之先例，

另2000年支持臺獨的陳水扁當選臺灣總統，造成兩岸關係進入僵局。
3. 分析檢證

江澤民執政時期面臨國內、外重大問題，為穩定內部改革開放及順利發

展經濟，必須維持兩岸穩定，從「江八點」的政策即可以窺探中共希望兩岸

和平相處，但李登輝訪美行程讓中國認為已逾越「一個中國」原則底線，江

澤民不得不在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對臺灣海峽周邊發射導彈。根據報導指
出，實彈演習是中國內部鷹派勢力抬頭的象徵，當年北京因無法壓制軍方強

硬立場，加上199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及蘇聯瓦解，是造成中共陷入內、外
交迫的主因(吳瑟致，2022)，因此江澤民發動實彈演習的目的是企圖製造成
臺海緊張對立，或許就是因為當時政權局勢不穩、國內動盪不安，為穩定政

府的政權，撫平鷹派的不滿，以凸顯我國為敵對之一方來轉移國內焦點，而

江澤民透過挑起兩岸爭端刻意操作「自我團體內部團結」的手法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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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證胡錦濤執政(2002-2012年)期間對臺政策考量

1. 政治報告出現敵性用語

胡錦濤在「17大」涉臺講話部分，新增「兩岸同胞要共同反對和遏制
『臺獨』分裂活動」與16大相比用詞顯得更具敵意，「遏制」顯示中共會動
用軍事武力應對「臺獨」但之前從來不會如此強調。另在「18大」除指出
「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圖謀」外，亦提及「解決臺灣問題，必須堅持『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表面上看來對臺政似乎以「和平統一」及「一

國兩制」為主，但實際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提是不會發生臺獨，否則

中共絕不會坐視不理，且不排除武力恫嚇，顯然，這兩次的報告內容足證中

共對臺仍保有動用武力的可能，頗具恐嚇、脅迫之意圖。

2. 執政期間局勢變化

胡錦濤上台以後，面對2003年SARS疫情導致全球金融海嘯造成中國國
內債務、貧富差距過大，進而衍生社會衝突與對立(郭瑞華，2007)，因此，
必須堅定「一個中國」原則與「國家主權」不容協商的強烈態度，此外，在

對外關係上，胡錦濤任內正逢2008年北京奧運，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體
制、人權和貿易問題的批評，以及與周邊國家的領土和經濟爭端等困境與挑

戰。

3. 分析檢證

胡錦濤執政正值中國內部貧富差距不穩定，為消弭人民對立、凝聚內部

共識，且能如期舉辦奧運，在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臺灣同胞書」30 周
年發表的「胡六點」內容即顯示他的對臺政策採取「軟硬兼施」(央廣網，
2008)，除發表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強硬態度外，對臺強軍事威脅不減反
增，並在沿海地區部署大量導彈，且在2005年通過「具有民意基礎、能展現
大陸民眾集體意志」的反分裂國家法(劉性仁，2008)，期望透過這些作為讓
中國人民對政府產生信心。由此可見，胡錦濤執政期間面臨國內貧富差距，

環境破壞，城鄉不平衡的發展，以及經濟惡化使得中國大陸傳統競爭優勢愈

趨衰弱等壓力(Johnson and Bradsher,2012)，加上政權地位不穩定且危及個人
領導權威等帶來不確定性因素，透過「胡六點」及「反分裂國家法」發表對

臺政策的危險話語，造就敵我的區別，建立個人領導權威，穩定政治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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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證習近平執政(2012-2022年)期間對臺政策考量

1.政治報告出現敵性用語

習近平在19大提及「堅定有能力挫敗『臺獨』分裂圖謀，絕不允許中國
領土分裂。」表達的方式和胡錦濤在17、18大一樣對「臺獨」分裂圖謀毫不
妥協，且以帶有一定的敵對用語傳達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臺獨」，

並強調有使用武力的實力；另在20大再度強調「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外，緊接著講到「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句話的心理威嚇性十

足，因為這些措施可能是持續指派軍機、艦以灰色地帶方式襲擾臺灣或採取

在國際間孤立臺灣，也可能是發動戰爭以軍事力量攻擊臺灣等，另又指出

「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被視為是對干涉臺灣事務的美國提出警

告，意指外國勢力介入就會採取武力攻打臺灣。

2.執政期間局勢變化

習近平從2013年正式接任後，旋即宣布「一帶一路」政策主要目的是拉
攏其他國家，開拓中國在全球經濟戰略布局，爭取與世界貿易夥伴國家之間

的合作發展。在此之前，2008年兩岸關係穩定並展開綿密的經貿往來(范世
平，2013)，直到2016年臺灣政黨輪替，新任總統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進入「冷和」狀態，大陸加大了對臺灣的壓力(楊開煌，2016與李
昊，2023)。2018年美、中貿易與戰略競爭，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北京為
維持社會穩定，避免衝擊習近平第三任續任，堅持實施「動態清零」，造成

中國民怨沸騰，加上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率團訪臺進一步加劇臺灣
局勢，中共大動作對臺海周邊海域實施海空實彈演訓，再次造成兩岸危機升

溫。

3. 分析檢證

習近平在20大報告中強調，面臨危險的外部環境和挑戰符合重要的政治
目的，有助於為他個人執政提供強有力的理由(Pei,2022)，這樣的說法顯然
符合「自群體內部團結」透過操控「敵人角色」增加國家的利益，因此，在

20大前中共內部面臨貿易戰及疫情衝擊導致經濟停滯、衰退之窘境，對外須
應對美國將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劉智年，2022)，遂利用裴洛西炫風訪臺事
件，不但發動武力恫嚇的實彈軍演，同時實施一連串對臺經濟制裁，並加大

力道在國際舞台上孤立臺灣，製造美國和臺灣為敵對一方，企圖以製造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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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議題，藉以凝聚內部共識、轉移國內不穩定及強化習近平個人政權之

目的。

承上所述，從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對臺政策中發現，雖然他們在報告中堅

稱不放棄武力犯臺，但是對臺政策似乎採取較為懷柔的手段，除了1995年前
總統李登輝訪美踩到「一個中國」底線外，兩位領導人並沒有主動採取製造

敵對或威脅的實際軍事行動，也因此敵手共生模式並不明顯，反觀習近平不

但感受到外部勢力的介入可能會破壞他期望在任內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外，

也因為內部的不穩定會威脅到他的政權穩固，因此，習近平加強運用敵手共

生模式轉移民眾對內部不穩定的注意力，進而聚焦外部威脅的手法就是讓軍

事訓練活動步步在臺海周邊疊加。

伍、結語與研究限制

一、結語

(一)整體政策的變與不變

本研究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到2022年黨的二十大政治報告，提
取出各領導人在政治報告對大陸內部及全世界看法相關的關鍵詞分析形勢發

現，各領導人的政策走向以「發展」為重點，其中又以「經濟發展(建設)」
詞頻出現85次，與「和平(與)『發展』(60次)」、「社會『發展』(44次)」、
「改革『發展』(23次)」相比為最高，在三位領導人的政治報告中都佔了很
重要的成份，可見無論他們都是延續當年鄧小平為讓中國擺脫貧窮，以經濟

建設為出發點，開始實施一系列的經濟發展改革措施，這是各領導人在整體

政策中持續不變的政策。但隨著經濟發展(建設)逐漸趨於穩定後，世界各國
擔憂中國崛起引發「中國威脅論」，各領導人的政治報告講話內容有關「經

濟發展(建設)」詞頻出現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安全」乙詞的運用頻率逐漸
增加，以習近平在19、20大的報告進行比較時，「安全」和「國家安全」出
現146次，遠遠超過胡錦濤江澤民向中國提交的報告中的次數。上述這樣的結
果並不表示中國大陸不重視經濟發展，探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共自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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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開啟後，美、中兩國的競爭不斷，加上全球歷經2019 年
延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大陸更因為堅持「清零政策」引發民怨四起

與社會不安，面對上述國際情勢對中國的不友善以及其內部的動蕩不安，領

導人為穩定政權不得不更加重視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二)對臺政策的差異與延續

對臺政策方面，則是進一步探索整體政策中發現的關鍵詞單獨在7次對
臺政策內容出現頻率、並從政治報告對臺政策主題，以及比較以往研究發現

之關鍵詞等方式進行；眾所週知中共的政策形成主要是受到「意識形態」的

影響，然後在這個大框架下，各領導人因個人思維或環境而有所變動。對

此，本研究發現對臺政策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個中國」原則，是從毛澤

東開始將臺灣視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後，對臺政策始終沒有

動搖，更是三位領導人始終保持沒有改變的政策之一，其二則是中共的歷史

任務，也是達成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目標「和平統一」。然而，各領導人為

達成「統一」策略的手段有所變化，江澤民時期的對臺政策，基本上是承續

鄧小平時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新主

張，表明解決臺灣問題會先以和平手段解決，如果無法以和平方式解決，才

會採取「不放棄武力犯臺」的手段。胡錦濤時期的對臺政策主要是以「和平

發展」為主，祭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等民族情感訴求，

企圖爭取、拉攏臺灣民眾。習近平時期則是在不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前提下，

採取較緩和且有利爭取民心的政策，例如，運用惠臺措施、發行臺胞居住證

的待遇，逐步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但矛盾的是習近平為了嚇阻臺獨與外部

勢力干涉，又經常採取武力嚇阻的方式派遣機艦在臺灣海域附近，導致兩岸

關係處於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

(三)以「敵手共生」檢證對臺政策

此外，透由「敵手共生」檢證中共領導人政策推動有無其其他考量因

素，發現近幾年中國與臺灣發生幾次緊張的實彈演習，很明顯就是「自群體

內在團結」的操作，兩岸的局勢穩定時，兩岸問題就會趨緩，但是如果中國

內部局勢嚴峻，兩岸問題就會變得很嚴重，這似乎是有意藉兩岸爭端轉移國

內注意。例如，7次報告中僅在15、16和20 大政治報告內容提及「要努力用



126

從中共第十四~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分析對臺政策走向

和平方式實現統一，但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恰巧15大前夕兩岸在1996
年發生第三次臺海危機事件，且中國遭受到六四事件國際社會的圍剿，16大
前夕2001年阿富汗戰爭，20大前夕發生俄烏戰爭及美國眾議院議長訪臺引發
第四次臺海危機。依此觀之，在兩岸問題中共利用強硬的軍事演習手段，提

升對臺灣的敵意，除了強化內部的控制，同時轉移國內的政治壓力，並獲得

政治上的利益。而在對臺政策報告中著墨有關「反獨、反干涉」說詞，例

如，「結束敵對狀態」、「『絕』不承諾放棄武力犯臺」、「堅決反對製造

臺獨」、「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等敵性用語，都是期望透過豎立

敵對一方，藉以達成其製造「敵意」的價值與目的，或豎立「敵對狀態」，

進而滿足國家利益或之手段，此外，近年來習近平感受到外部勢力威脅，包

含美國將中國視為爭奪世界霸權的強敵，甚至透過「印太戰略」等區域聯盟

方式抵抗中國，或許習近平是想藉由對臺政策論述較其他領導人更強烈的方

式穩定政府政權並提高控制程度，因此，合理推斷對臺政策內容確有其他政

治因素考量。

綜觀上述，兩岸關係的發展受到各自內部政治環境發展的牽引及區域安

全因素，甚至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尤其在美、中兩強國的競爭下，臺灣向

來是美、中競合的棋子？籌碼？面對中國採取「軟硬兼施」的對臺政策手

段，臺灣位在第一島鏈有重要地緣戰略位置的優勢，且臺灣半導體(矽盾)產
業更是當今全球競爭下重要產物，所以我們應該發揮「阿基米德槓桿點」

中，所謂支撐桿子關鍵點的功能，成為美、中之間不可或缺的角色，適時利

用「敵手共生」模式的操作，為國家利益樹立敵對一方來獲取自己的利益，

透過「選邊站」的方式在政治、軍事方面與日本、印度、澳洲、美國等民主

國家以協同合作外，在經貿、文化等方面強化與對臺灣有利益的個別(包括中
國)國家進行實質交流等作法。
兩岸關係從早期的敵對、隔閡轉向和平、交流，到近期的互惠、拉攏等

作為確實有極大的變化，但對臺灣分化利誘、併吞臺灣的「統一」目標是不

變的。中共近年來不斷調整對臺策略內涵，並利用「民族情感」、「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兩岸一家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話語，希

望能達到其統戰的目標。面對當前兩岸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拋開個人、政

黨的意識形態，凝聚國內內部共識，這雖是老生常談之語，但只有全民齊心

協力、在自由民主旗幟下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共同捍衛國家主權，才能停止



127

黃耀宗、許閔政

內耗、共同抵禦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對我國一點一滴、慢慢侵蝕的各種統戰策

略分化。更為重要的是全體國人除了洞察中共陰謀，提高警覺，不為假象所

迷惑外，更重要的是支持政府政策推展，建立足恃的有形戰力，才能維護兩

岸和平與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試圖以14-20大政治報告內容探討各領導人對臺政策的重點走向與
是否具有延續性，透過文字探勘的科學方式進行分析後，再以敵手共生理論

檢證中共最高領導人對臺政策的內容與手段是否是有其政治、個人或國家利

益考量，然希望以新穎的方式進行分析之餘仍存在部分研究限制；首先在時

間和字數方面，七次政治報告從1992年迄2022年長達30年時間跨距過長且內
容字數僅有數千字或許較為薄弱，其次，以文字探勘從資料庫找出特定詞頻

雖可以發覺過去未曾見過、或被忽視的重要詞彙，但本研究詞頻次數可能僅

只有數十或數百次稍顯不足，因此爾後在進行對臺政策量化分析比較時，除

了各領導人政治報告內容外，亦可將領導人任職期間相關涉臺講話的資料全

部納入，以利更深入探討對臺政策的重點走向以及續與變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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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受傷感對親密關係修復之影響：

傷人者溝通策略的中介角色及覺知意

圖性與關係滿意度的雙調節中介模式

孫懋嘉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探討受傷感如何透過傷人者溝通策略來修復親密關係之人際互動過

程，以及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等兩個因素如何影響此人際互動過程。

傷人者溝通策略可區分為積極型和消極型溝通策略，前者為關係修復策略

及整合性溝通，而後者為靜默等候。本文採用線上問卷調查法，於Amazon 
Mechanical Turk平台發放問卷，共收取507位有效樣本。分析結果顯示，關
係滿意度對「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正面關係結果」、「受傷感整合性

溝通正面關係結果」及「受傷感整合性溝通負面關係結果」等三個中

介路徑皆具有正向調節效果。進一步來看，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及中度/高度
的覺知意圖性的情況下，受傷感會促使傷人者傾向採取關係修復策略，進而

產生正面關係結果。再者，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及低度的覺知意圖性的情況

下，受傷感則會促使傷人者傾向採用整合性溝通，進而產生正面關係結果及

減少負面關係結果。整體來說，關係滿意度是影響受傷感能否透過傷人者溝

通策略來修復親密關係的重要因素、受傷感所引發的積極型溝通策略比消極

復興崗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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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溝通策略更有利於親密關係的修復，以及積極型溝通策略的選擇會因覺知

意圖性程度而有所不同。

關鍵字：受傷感、傷人者溝通、修復策略、關係滿意度、關係結果

通訊作者為孫懋嘉，電子郵件：mcsnd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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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petrator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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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rom the victim perspective, explored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which how hurt feelings repai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via perpetrator 
communication and to examine how perceived intentional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imultaneously moderate this interpersonal process. Perpetrator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active communication (re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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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ir tactics and 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passive communication (loyalty). 
The data, by using an online survey, were collected from 507 individuals recruited 
from Amazon Mechanical Turk.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hurt on relationship outcomes via 
relational repair tactics and 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More specifically, whe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was high and perceived intentionality was from middle to 
high, hurt motivated perpetrators to adopt relational repair tactics, which in turn led 
to positive relationship consequences. Whe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was high and 
perceived intentionality was low, victims’ hurt prompted perpetrators to engage in 
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 which in turn generated more positive and less negative 
relationship consequences. In general, these findings implicate that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s a crucial relational factor that can influence the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which how hurt feelings repai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via perpetrators’ active 
communication, that active communication elicited by hurt is more conducive to 
relationship repair than passive communication, and that the selection of active 
communication varies in the degree of perceived intentionality.

Keywords: Hurt feelings, perpetrator communication, repair strateg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elational outcomes

Corresponding author: Mao-Chia Sun; E-mail: mcsnd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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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傷感 (hurt feelings) 是一個常見於親密關係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中
的 負面情緒。受傷的感受主要源自於感情一方察覺到其伴侶對感情的重視程
度未達到自己所預期的程度(Leary, Springer, Negel, Ansell, & Evans, 1998)，
或是發現其伴侶有涉及違反感情份際(relational transgression)的行為(Leary et 
al., 1998; Vangelisti, 2001; Vangelisti & Young, 2000)。由於受傷感經常會對伴
侶間的互動和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故多數相關文獻聚焦於受傷感如何引發

破壞性溝通行為(destructive communication)，以及如何造成感情上的傷害(如
Feeney, 2004; Malachowski & Frisby, 2015; Vangelisti & Young, 2000; Zhang & 
Stafford, 2009)。儘管如此，但受傷感對伴侶關係的維繫並非全然毫無益處，
而是在某些情況下，可讓感情雙方產生正向的互動過程，進而改善彼此的關

係(Bachman & Guerrero, 2006a, 2006b; Lemay, Overall, & Clark, 2012)。
從人際關係維繫的角度觀之，受傷感可被視作一種關係指標(relational 

indicator)，能夠反映出伴侶間的相處狀態，並提醒雙方注意到當前的感情
問題(Leary & Springer, 2001; Vangelisti, 2009)。不僅如此，受傷感亦能反映
出情感受傷的一方(後稱受傷者)渴望獲得伴侶的關愛及支持，同時，受傷
感還能向傷害伴侶情感的一方(後稱傷人者)傳達受傷者對當前感情的承諾
(commitment)與重視，並可激起其內疚感和同理心，進而引發關係修復的溝
通行為(Lemay et al., 2012)。由此可知，在受傷事件的人際互動中，受傷感能
否對親密關係產生正面的影響，傷人者的溝通行為(perpetrator communication)
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回顧文獻發現，傷人者溝通的相關研究多在探討在受傷事件中，傷人

者溝通策略的類型和效益(如Dunleavy & Dougherty, 2013; Dunleavy, Goodboy, 
Booth-Butterfield, Sidelinger, & Banfield, 2009)、傷人者溝通策略和伴侶原諒行
為或關係結果之間的關係(如Ferrara & Levine, 2009; Hannon, Rusbult, Finkel, 
& Kamashiro, 2010; Lemay et al., 2012)，以及個人差異(歸因、情緒)或情境因
素(事件屬性、關係品質)對傷人者溝通策略的影響(如Knight, 2018; Martinez-
Diaz et al., 2021; Riek, Luna, & Schnabelrauch, 2014)。然而，目前檢視受傷感
如何引發傷人者溝通策略並進而影響關係結果的研究仍付之闕如，故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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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探討受傷感、傷人者溝通策略及關係結果三者之間的關係。由於過往研

究(如Exline, Root, Yadavalli, Martin, & Fisher, 2011; Knight, 2018; Vangelisti & 
Hampel, 2010)指出，覺知意圖性及關係滿意度等因素對受傷感及傷人者溝通
行為皆有關聯性。因此，檢視前述三者變項間的關係時，有必要考量關係滿

意度和覺知意圖性對此關係的影響。再者，囿於此類研究多採事件回溯法及

自陳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故研究結果較易受到自利偏頗歸因(self-serving 
bias)的影響(Feeney & Hill, 2006)。為避免傷人者高估其溝通策略的效益，
以及低估事件的嚴重性(Cameron, Ross, & Holmes, 2002; Hannon et al., 2010; 
Kearns & Fincham, 2005)，本文將從受傷者的視角來檢視傷人者溝通策略，
此方式的優點在於因受傷者常會低估傷人者的正向回應，故在覺察傷人者的

正向溝通策略過程中，受傷者理應會以較嚴格標準來審視之。基於上述，為

彌補過往研究之缺口，本文旨在探討受傷感如何透過傷人者溝通策略來修復

親密關係之人際互動過程，以及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等兩個因素如何影

響此人際互動過程，以了解在何種情況下受傷感能對親密關係產生正面的影

響。

貳、文獻探討

一、親密關係中的受傷感及其功能

受傷的感受主要源自於關係貶損(relational devaluation)，意即，感情
一方察覺到其伴侶對感情的重視程度未達到自己所預期的程度(Leary et al., 
1998)，或是其伴侶違反了感情份際(relational transgression)(Vangelisti, 2001; 
Vangelisti & Young, 2000)。由於感情穩定的親密關係常具有伴侶間高度相互
依賴的特性，所以受傷者在面臨失去其伴侶關愛、照顧及支持的情況下，會

展現出其情感脆弱的一面而經歷心理傷痛的感受(Feeney, 2009; Lemay et al., 
2012)。基此，對受傷者而言，受傷感經驗不僅反映了害怕失去感情的憂慮，
而且也向其伴侶表達對感情的需求及渴望(Lemay et al., 2012; Sanford, 2007)。
而傷人者看到自己的行為造成其伴侶的心理受傷後，常會察覺到伴侶對感情



141

孫懋嘉

的重視，同時也會產生內疚感(guilt)，故而試圖以正向溝通方式來修復與伴
侶的關係(Baumeister, Stillwell, & Heatherton, 1994; Griffin et al., 2016; Lemay et 
al., 2012)。因此，受傷感的表達能促使傷人者正視感情所面臨的危機、察覺
受傷者的感情需求，並且採取相對應的彌補作為，來維繫與受傷者的關係。

受傷感雖不免會讓人經歷痛苦、難過，對感情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MacDonald, 2009; Zhang & Stafford, 2009)，但從關係維繫的功能來看，
受傷感卻可視為人們評估感情關係好壞、是否滿足感情需求的一種指標

(Vangelisti, 2009)，透過經歷和表達受傷感可促進伴侶間產生正向的人際互
動過程，以化解因人際受傷事件對感情所造成的傷害，讓感情能夠繼續發展

下去。然而，受傷感能否有利於關係的改善，主要取決於伴侶間在受傷事件

發生後是否願意以良性的溝通方式進行互動。根據過往研究可知，傷人者如

何回應其伴侶的受傷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在受傷事件發生後，若傷人

者願意向受傷者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積極彌補過錯，便較容易獲得受傷者的諒

解；相反地，若傷人者試圖逃避自己的責任並消極以對，則無法有效修復

彼此的關係(Dunleavy & Dougherty, 2013; Dunleavy et al., 2009; Hannon et al., 
2010)。由此可知，傷人者的溝通策略會影響受傷者共同改善關係的意願，進
而使雙方關係產生不同的結果。

二、傷人者溝通策略與關係結果

溝通是伴侶間維繫感情關係的主要方式(Dindia, 2003)。在人際受傷事件
發生後，傷人者如何和其伴侶溝通互動通常對後續的關係發展有著重要的影

響。根據文獻，傷人者在受傷事件後會使用不同類型的溝通策略來試圖維繫

與受傷者的關係，例如：辯護、道歉、否認、逃避、緘默、安撫、彌補及感

情關懷等等(Dunleavy et al., 2009; Knight, 2018; Martinez-Diaz et al., 2021)。溝
通策略類型雖然繁多，但根據其特性，大致可區分為「積極」和「消極」等

兩種類型。「積極型溝通策略」的主要特徵為傷人者願意承認過錯及擔負責

任，主動和受傷者解釋和說明以設法解決感情問題，並會積極挽回與受傷者

之間的感情，而「消極型溝通策略」的主要特徵為傷人者企圖低估因個人過

錯對受傷者或感情所造成的傷害，並且不願意和受傷者進行對話來討論彼此

的感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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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回顧，「積極型溝通策略」以道歉、修復行為及整合性溝通

(integrative communication)等策略為代表。「道歉」著重於傷人者向受傷者
表達個人的悔意與擔當，而「修復行為」著重於減少對受傷者的傷害並試圖

修補感情裂痕(Hannon et al., 2010; Knight, 2018; Martinez-Diaz et al., 2021)。
因此，一些實徵研究指出，傷人者採取這些溝通策略通常不僅較能獲得受傷

者的正向回應，也能有效地改善彼此的關係。例如：Knight(2018)發現，當
傷人者在受傷事件發生後使用道歉/退讓(apology/concession)或安撫/建設性
(appeasement/positivity)的溝通策略時，較容易獲得受傷者的原諒。Knight指
出，在傷人者願意負起對受傷事件的責任、對受傷者有內疚感且是非刻意傷

害對方的情況下，會傾向採用道歉/退讓的溝通策略；而安撫/建設性的採用
時機多是在傷人者感到內疚和遭到受傷者責罵的情況下。Hannon et al.(2010)
檢視伴侶在違反感情份際事件中的溝通行為也有相同的發現，違反者的彌補

行為不僅可獲得受害者的諒解，還能有效化解感情問題及改善雙方的關係。

Kleine(2021)研究人們對感情不忠事件的歸因、溝通回應及關係結果並指出，
傷人者在表達道歉之後，後續的彌補作為及對感情問題的討論皆是影響婚姻

能否維持下去的重要因素。由此顯見道歉和挽救關係的相關修復作為皆能獲

得受傷者的正向回應。

與道歉和修復行為等策略不同的是，「整合性溝通」著重於傷人者透過

直接和受傷者解釋和表達個人想法，試圖透過對話來增進彼此的理解，設法

解決感情上的問題(Bachman & Guerrero, 2006a; Kleine, 2021)。Kleine(2021)及
Bachman & Guerrero(2006a)的研究皆發現，在受傷事件中，伴侶間能針對感
情問題有話直說(direct communication)是關係修復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唯有透過溝通才能了解受傷事件對感情的意義、彼此的觀點和想法等等，

讓雙方的關係有機會得以改善。而且，對感情有承諾的人會比較傾向使用

整合性溝通來解決感情上所遭遇的問題(Bachman & Guerrero, 2008)。確實， 
Bachman & Guerrero(2006a)檢視受傷者對受傷事件的回應行為時發現，受傷
者在覺知傷人者的真誠道歉後，會傾向以整合性溝通及原諒的方式來回應，

而整合性溝通也可顯著預測原諒，這是因為整合性溝通給予雙方針對感情問

題表達各自的想法、增進彼此的理解，在此過程中，傷人者很可能向受傷者

道歉並請求原諒。綜合上述，傷人者與受傷者針對感情問題或傷人行為進行

充分的溝通和討論，是有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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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研究從受傷者的觀點來了解傷人者溝通策略的結果。

Martinez-Diaz et al.(2021)分析傷人者尋求受傷者原諒的溝通策略並發現，在
道歉、修復行為(restorative action)、感情關懷行為(relational caring behavior)
及辯解策略(diverting strategy)等四種策略中，僅有道歉與修復行為皆能有效
降低受傷者報復傷人者的動機，但在傷人者刻意為之的情況下，使用道歉及

修復行為等策略則不會獲得受傷者的原諒。Ferrara & Levine(2009)在研究違
反感情份際事件中的溝通策略和關係結果，發現在傷人者分別使用單一的溝

通策略(道歉、承諾改過或重視感情關係)時，則無法有效預測伴侶間的關係
維持，但整合這三個溝通策略後，則能顯著預測關係維持。因此，Ferrara & 
Levine指出，以受傷者或雙方感情為導向的溝通策略對關係維繫能有較好的
效果。在另一個探討受傷感如何影響人際溝通及關係結果的研究中， Lemay 
等人(2012)發現受傷感可促使傷人者以建設性溝通來回應受傷者，而且從受
傷者和傷人者的兩方觀點來看，傷人者的建設性溝通能夠產生正面關係結

果。同樣地，Morse & Metts(201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建設性和開放式的溝
通方式有助於促進修復策略，可利於伴侶間感情的和好。簡言之，在受傷事

件發生之後，傷人者使用積極型溝通策略能獲得受傷者的正向回應，進而利

於修復與受傷者的關係。

「消極型溝通策略」主要以緘默、辯護及否認為主。「辯護」係指傷人

者願為個人的過錯負責，但試著為自己的行為後果進行辯護；「緘默」為試

圖不和受傷者針對問題進行溝通或解釋；「否認」則是不承認自己的過錯或

爭辯受傷事件並未對受傷者或關係造成傷害(Kleine, 2021; Knight, 2018)。由
於消極型溝通策略的特性，所以這些策略無法促進感情雙方的良性互動和正

面關係結果。確實，一些過往研究皆發現類似的結果。例如： Dunleavy 等
人(2009)在探討傷人者修復策略與傷害性訊息(hurtful messages)之間的關係
時發現，辯護(justification)、否認(denial)及緘默(silence)是傷人者最常使用
的三種修復策略，而緘默被傷人者認為是修復效果最差的策略，主要是緘

默屬於被動的修復策略，無法有效直接處理雙方所遭遇的感情問題。根據

Knight(2018)的研究，傷人者在故意做出傷害伴侶的行為時，經常會採用逃避
/緘默(avoidance/silence)的溝通策略，由於此策略無法讓雙方能充分對話來增
進彼此的理解，故傷人者不容易獲得受傷者的原諒。Kleine(2021)分析有關感
情不忠事件的溝通修復策略，其研究結果顯示，不想維持婚姻關係的傷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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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使用辯護和否認，結束這段感情並希望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為自己保有面

子。簡單地說，在受傷事件的過程中，傷人者使用消極型溝通策略，無法讓

自己有和受傷者解釋與溝通的機會，而且亦無助於改善當前不穩定的感情狀

態。

就人際互動和關係結果的層面來說，積極型溝通策略的效益確實比消極

型溝通策略來得好。但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承前Ferrara & Levine(2009)的
研究所述，僅單獨使用一種溝通修復策略可能未必會對關係改善有直接的幫

助，但整合多種溝通修策略而使用之，卻能對關係改善大有幫助。這樣的主

張亦可從Lemay et al.(2012)的研究結果獲得驗證，傷人者的建設性溝通顯著預
測正面關係結果(伴侶對彼此的關心及關係變得更穩固)，而此建設性溝通包
含道歉、承諾改過及修復行為等多種積極型溝通策略。由此可推判，運用多

元的積極型溝通策略應該會比單一的策略更能有利於人際互動和關係維繫。

綜上所述，積極型溝通策略皆是傷人者修復感情關係的重要策略，反之，消

極型溝通策略對關係改善的效果則是相當有限。

總而言之，在親密關係中，表達負面情緒不僅會影響伴侶的想法和行

為，而且還有助於伴侶覺察到當前的感情問題，並增強其解決問題的動機，

進而改善彼此的關係(Baker, McNulty, & Overall, 2014)。同樣地，表達受傷感
受可讓傷人者了解事情的嚴重性並意識到受傷者對感情的依賴與需求，故而

願意採取利於關係改善的溝通行為來回應受傷者(Lemay et al., 2012; Sanford, 
2007)。依據前述的文獻探討可知，在受傷事件發生後，伴侶的受傷感可引發
傷人者採取積極型溝通策略，並進而利於感情關係的改善及維繫，故受傷感

可對親密關係產生正面的影響。

三、影響受傷感如何改善親密關係的因素

傷人者溝通策略的選擇和受傷者對事件的主觀認知及感情狀態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相關研究(Exline et al., 2011; Knight, 2018; Vangelisti & Hampel, 
2010)指出，個人認知(覺知意圖性)和情境因素(關係滿意度)會影響受傷感
和傷人者溝通策略之間的關係，故本文檢視此兩個因素如何影響受傷感如

何透過傷人者溝通策略促進關係修復的人際互動過程。在個人認知的影響

方面，傷人者溝通策略的選擇會因傷人者的意圖性程度而有所不同。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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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2018)的研究，覺知意圖性和傷人者修復溝通行為有關聯性，當傷人者
認為自己是非刻意傷害其伴侶的情感時，會傾向使用道歉/退讓的修復策略，
反之，當傷人者是故意為之時，則會傾向採用逃避/緘默的策略。Leunissen, 
De Cremer, Reinders Folmer, & van Dijke(2013)從受傷者和傷人者兩方的觀點
來了解覺知意圖性和道歉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在受傷事件是傷人者

有意為之的情況下，受傷者會感到憤怒而更加希望獲得傷人者的道歉，但傷

人者卻不願意向受傷者道歉；相反地，在受傷事件是傷人者不小心造成的情

況下，傷人者會感到內疚而傾向和受傷者道歉；因此，傷人者道歉的意願會

因其意圖性程度而有所差異。基於上述研究可知，覺知意圖性會影響傷人者

是否願意採取有利於關係修復的溝通策略，當覺知意圖性較低的時候，傷人

者會傾向使用積極型溝通策略。

在情境因素的影響方面，受傷事件發生前的關係滿意度經常對於伴侶

在受傷事件過程中的溝通互動和關係結果有重要的影響。這主要是，由於

在一個感情穩固的關係中，人們通常主動會關心並滿足對方的需求(Clark, 
Armentano, Boothby, & Hirsch, 2017)，故關係滿意度會影響伴侶對受傷事件的
解讀及看法；在良好的感情關係中，受傷者通常會從正面的角度來解讀傷人

者的行為，因而較願意選擇原諒傷人者的行為(Kearns & Fincham, 2005)。而
過往的一些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例如：Exline等人(2011)發現，在感情關係
較為親密的情況下，傷人者較傾向採取修復行為，而Ferrara & Levine(2009)
也指出，對感情有較多付出和承諾的傷人者會採用多種的溝通策略(道歉、辯
解、承擔責任、承諾改過、重視感情)。另一項以縱貫性方式調查傷人者尋求
原諒行為的研究中，Riek等人(2014)發現，傷人者對感情的承諾程度會影響
後續的尋求原諒行為(如：道歉、和解、彌補作為、承認錯誤、解釋過錯)，
受傷事件發生後，傷人者的感情的承諾越高，越會使用多種溝通策略來尋求

受傷者的原諒。此外，Meyer & Rothenberg(2004)探討人們在說出令人後悔的
話後所使用的修復策略並發現，親密感與修復策略的選擇有關聯性，當說話

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越熟識(intimacy)，說話者越會向接收者道歉，同時越
不會使用緘默的策略。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傷人者溝通策可區分為積極型(關係修復策略、整合
性溝通)和消極型溝通策略(靜默等候)；在受傷事件發生後，受傷者所經歷的
受傷感引發傷人者以積極型溝通策略來回應受傷者，故較可能產生正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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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但若採取消極型溝通策略應對，則較容易造成負面關係結果。而受傷

感如何透過積極型和消極型溝通策略來改善親密關係的人際互動過程可能會

因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的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1： 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會調節受傷感透過積極型溝通策略(關
係修復策略H1a、整合性溝通H1b)及消極型溝通策略(靜默等候
H1c)來影響正面關係結果之人際互動過程。

假設2： 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會調節受傷感透過積極型溝通策略(關
係修復策略H2a、整合性溝通H2b)及消極型溝通策略(靜默等候
H2c)來影響負面關係結果之人際互動過程。

圖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施測程序

本文研究對象為目前戀愛超過三個月以上、已訂婚或已結婚等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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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類型之民眾。本文採用網路問卷調查進行資料蒐集，透過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平台招募年滿18歲以上的參與者。依照Peer, Vosgerau, 
& Acquisti(2014)和Sheehan(2017)的建議，參與問卷調查超過100次以上且填
答認可率(approval rate)達95%以上的MTurk使用者，可提供良好的問卷資料品
質，故以此標準作為參與本研究之條件。問卷調查時間為2017年8月，參與本
次調查者總計583位，刪除46位未完成作答者及30位未依照問卷指示填答者，
有效樣本計有507位，這些參與者在完成問卷後皆獲得0.5美元的報酬。
在通過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後，本文使用Qualtrics網路問卷軟體進行問卷

施測。受試者進入網路問卷頁面後，首先閱讀知情同意書，在同意參與調查

後，詢問受試者的感情現況(感情類型、交往時間、伴侶的性別、年齡、名
字、關係滿意度)。完成填答後，接著依照Vangelisti & Young(2000)和Zhang & 
Stafford(2009)的研究進行受傷感的回憶程序。受試者被要求回憶一件近期伴侶
強烈地傷害其情感的人際互動事件，因此受試者首先簡略說明該事件發生的

情境與原因，然後接著回憶在事件過程中與伴侶的對話內容，以對話腳本的

方式(他：⋯、我：⋯)呈現，同時受試者必須以星號標註(*)讓其感到情緒受傷
的對話內容，最後填寫該事件發生至受測者參與調查的時間長度。在事件回

憶流程結束後，受試者接著填寫受傷情緒、事件認知、自身和其伴侶的溝通

策略及關係結果等量表。為避免次序效果(order effect)的影響，量表題項的順
序採隨機方式排列。量表填答完畢後，受試者填寫個人的背景資料。

二、測量變項

(一)受傷感

本量表援引Vangelisti & Young(2000)的受傷感量表，測量受試者因伴侶
的傷人話語而感到情緒受傷的程度，以七點語義差異方式測量，共有兩題：

「這句話有多讓你感到受傷？」，回答選項為「一點也不讓我感到受傷(1)∼
讓我感到非常受傷(7)」；「這句話引發了你多強烈的情緒痛苦？」，回答選
項為「一點也不讓我感到痛苦(1)∼讓我感到非常痛苦(7)」。題項加總後平
均，分數越高代表越感到受傷(M = 5.85, SD = 1.17, rSpearman-Brown = .87)。



148

探討受傷感對親密關係修復之影響：
傷人者溝通策略的中介角色及覺知意圖性與關係滿意度的雙調節中介模式

(二)傷人者溝通策略

本量表參考Bachman & Guerrero(2006b)的建設性溝通量表，並依研究需
求加以修改，從受傷者角度評估其傷人者採取此類溝通策略的傾向。此量表

包含三個構面，共計19題：1.「關係修復策略」由七個題項組成，(1)他/她試
著要展現浪漫、(2)他/她變得更加表現親密、(3)他/她對我表現得更加親密、
(4)他/她主動安排浪漫的約會或一起去參與一些活動、(5)他/她花更多時間跟
我相處在一起、(6)他/她送我禮物、(7)他/她對他/她之前的行為道歉；2.「整
合性溝通」由七個題項組成，(1)他/她跟我談讓我感到不舒服的事情、(2)他/
她談了我們的關係、(3)他/她試圖跟我溝通希望能有共識、(4)他/她向我解釋
他/她的感覺、(5)他/她跟我分享他/她受傷的感覺、(6)他/她建議了一些可能
會幫助我們的事情、(7)他/她很冷靜地對我的行為提出疑問；3.「靜默等候」
由五個題項組成，(1)他/她等了一下，希望事情會逐漸好轉、(2)他/她耐心等
待事情會如何發展、(3)他/她等待事情好轉、(4)他/她希望他/她撐住，事情就
會好轉、(5)他/她希望事情可以好轉起來。回答選項以七點尺度方式計分，
從「非常不同意(1)」至「非常同意(7)」，每個構面的題項各自加總後平均，
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認為其伴侶越傾向使用該溝通策略(關係修復策略：M = 
3.57, SD = 1.54, α = .90；整合性溝通：M = 4.15, SD = 1.60, α = .92; 靜默等候：
M = 4.20, SD = 1.51, α = .90)。

(三)關係結果

本量表援引Lemay 等人(2012)的關係結果量表，來測量受傷事件對受試
者的親密關係之影響。此量表由兩個構面組成，共計11題：1.「正面關係
結果」共七題，(1)我更加在意我們的關係了、(2)他/她更加在意我們的關係
了、(3)他/她覺得我更加在意我們的關係了、(4)總體來說，我們的關係變得
更加穩固、(5)我對他/她更好、(6)我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行為、(7)我學到了在
他/她身邊時我該怎麼表現；2.「負面關係結果」共四題，(1)他/她更不在乎
我們的關係了、(2)我更不在乎我們的關係了、(3)他/她覺得我更不在乎我們
的關係了、(4)總體來說，我們的關係受到了傷害。回答選項以七點尺度方式
計分，從「非常不同意(1)」至「非常同意(7)」，每個構面的題項各自加總後
平均，正面關係結果的分數越高代表伴侶之間的感情變得較好，負面關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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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分數越高代表伴侶之間的感情變得較差(正面關係結果：M = 4.09, SD = 
1.23, α = .84；負面關係結果：M = 3.06, SD = 1.48, α = .82)。

(四)關係滿意度

本文參考Vangelisti, Young, Carpenter-Theune, & Alexander(2005)使用的關
係滿意度量表，來測量受試者對其親密關係的評價。此量表由兩構面組成：

「感情品質」在評估受試者與其伴侶的關係品質，以七點語義差異方式測

量，共有10題，(1)悲慘的—愉快的、(2)充滿希望的—令人沮喪的(反向題)、
(3)自在的—束縛的(反向題)、(4)空虛的—充實的、(5)感到有趣的—感到無聊
的(反向題)、(6)感到滿意的—感到失望的(反向題)、(7)不要給我太多機會—
給我展現最好的一面、(8)寂寞的—悅人的、(9)難受的—輕鬆的、(10)值得
的—毫無意義的(反向題)；「整體滿意度」在評估受試者對其親密關係的滿
意程度，共一題，「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感情品質」的所有題項加

總後平均(M = 5.03, SD = 1.20, α = .89)，再與「整體滿意度」題項(M = 5.18, 
SD = 1.57)相加取平均數，整體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越滿意當前的感情關係
(rSpearman-Brown = .90, M = 5.11, SD = 1.32)。

(五)覺知意圖性

本量表援引Young & Bippus(2001)的覺知意圖性量表，來測量受試者認為
其伴侶刻意傷人的程度。本量表由三個題項組成：(1)他/她是故意要讓我感到
受傷、(2)他/她讓我感到受傷是有意的、(3)他/她不知道這會讓我感到受傷(反
向題)。回答選項以七點尺度方式計分，從「非常不同意(1)」至「非常同意
(7)」，所有題項加總後平均，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認為其伴侶刻意傷人的程
度越高(M = 4.24, SD = 1.77, α = .85)。

(六)背景變項

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種族、教育程度、職業、感情類型、交往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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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

一、樣本特徵

507位樣本有147位男性(29%)、360位女性(71%)，平均年齡為35.40歲
(SD = 11.07)，年齡分佈自19歲到74歲。樣本多為白人(77.1%)、其次分別為
非裔美國人(7.7%)、拉丁裔美國人(7.3%)、亞裔美國人(4.3%)，以及其他種族
(3.6%)。感情類型方面，已婚247位(48.7%)、已訂婚82位(16.2%)、178位有約
會對象(35.1%)；交往時間從3個月至52.7年不等，平均交往時間為8.15年(SD 
= 8.41)。

二、變項關係檢測

為避免干擾變項對研究結果的潛在影響，於假設驗證前，本文先檢視各

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研究變項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表1呈現各研
究變項和背景變項之間的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交往時間、受傷事件發
生至今的時間、以及年齡等變項分別與部分的研究變項有顯著的相關性(見表
1)，而且傷害訊息的用詞是否尖銳刺人及受傷者本身的溝通策略亦可能會影響
部分的研究變項，故上述的變項於在檢驗研究假設時將作為控制變項。

其次，樣本的性別和感情類型有人數比例上的差異，故本文檢視各研究

變項是否因此二變項而有顯著差異。性別方面，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指
出，女性所感受的受傷程度(M = 5.92, SD = 1.20)顯著高於男性(M = 5.68, SD = 
1.09)，t(505) = -2.10, p = .036, d = -0.21；男性(M = 4.26, SD = 1.17)比女性(M = 
4.03, SD = 1.24)更傾向感知較正面關係結果，t(505) = 1.97, p = .050, d = 0.19；
男性(M = 3.30, SD = 1.44)比女性(M = 2.97, SD = 1.48)更傾向感知較負面關係
結果，t(505) = 2.31, p = .021, d = 0.23。由此可知，受傷感和正面及負面關係
結果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故將性別納入控制變項。

感情類型方面，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已婚的受試者(M 
= 6.02, SD = 1.13)顯著比戀愛中的受試者(M = 5.70, SD = 1.16)更容易感到受
傷，F(2, 504) = 4.70, p = .009, η2 = .018；已婚的受試者(M = 4.47, SD = 1.78)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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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比戀愛中的受試者(M = 3.98, SD = 1.71)更容易認為其伴侶是刻意傷人，F(2, 
504) = 4.29, p = .014, η2 = .017；已訂婚的受試者(M = 5.48, SD = 1.11)顯著比
戀愛中(M = 4.96, SD = 1.28)和已婚(M = 5.09, SD = 1.39)的受試者更傾向對其
親密關係感到滿意，Welch’s F(2, 237.95) = 5.69, p = .004, η2 = .017；1戀愛中

(M = 3.82, SD = 1.37)和已訂婚(M = 3.79, SD = 1.37)的受試者顯著比已婚的受
試者(M = 3.31, SD = 1.67)更容易認為傷人者傾向採用關係修復策略，Welch’s 
F(2, 232.13) = 6.75, p = .001, η2 = .026；已訂婚(M = 4.45, SD = 1.38)的受試者
顯著比已婚的受試者(M = 3.98, SD = 1.73)更容易認為傷人者傾向採用整合性
溝通，Welch’s F(2, 236.34) = 3.34, p = .037, η2 = .012；已訂婚(M = 4.43, SD = 
1.14)的受試者顯著比已婚的受試者(M = 3.94, SD = 1.32)更容易感知較正面關
係結果，Welch’s F(2, 227.62) = 5.36, p = .005, η2 = .021；戀愛中(M = 3.31, SD 
= 1.47)的受試者顯著比已婚的受試者(M = 2.91, SD = 1.51)更容易感知較負面
關係結果，F(2, 504) = 3.97, p = .019, η2 = .016。由此可知，受傷感、傷人者溝
通策略、關係結果皆會因感情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將感情類型納入控

制變項。

表1　變項相關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受傷感 —

2: 關係修復策略 -.055 —

3: 整合性溝通 .003 .668*** —

4: 靜默等候 .097* .535*** .660*** —

5: 正面關係結果 -.067 .491*** .558*** .438*** —

6: 負面關係結果 .140** -.164*** -.276*** -.118** -.210*** —

7: 關係滿意度 -.100* .336*** .402*** .287*** .330*** -.603*** —

8: 覺知意圖性 .348*** -.102* -.098* .018 -.091* .339*** -.335*** —

9: 事發迄今時間 .049 .079 .012 .065 .057 -.112* .133** .097* —

10: 交往時間 .098* -.192*** -.108* -.077 -.112* -.087 .074 .093* .093* —

11: 年齡 .069 -.214*** -.152*** -.095* -.116** -.019 .013 .046 .050 .645***

註：N = 507。*p < .05; **p < .01; ***p < .001

1 變異數分析若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採Tukey HSD法進行事後檢定；若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假定時，則採用Welch’s F值，採Dunnett T3法進行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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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驗證

本文使用PROCESS(4.0版)Model 9檢驗在關係滿意度和覺知意圖性的影
響下，受傷感能否促發伴侶採取建設性溝通方式，並進而改善雙方的關係結

果。整體的調節中介路徑模型(見圖1)。中介效果與調節中介效果檢定是以
5,000 次重複抽樣的偏誤校正拔靴法(bias-corrected bootstrapping)，計算效果估
計值的95% 信賴區間；當95% 信賴區間不包含0，代表中介效果/調節中介效
果達顯著水準，反之，95% 信賴區間包含0，則代表中介效果/調節中介效果
不顯著(Hayes, 2018)。為檢驗假設1「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會調節受傷感
透過積極型溝通策略(關係修復策略H1a、整合性溝通H1b)及消極型溝通策略
(靜默等候H1c)來影響正面關係結果之人際互動過程」，第一個調節中介路徑
模型，正面關係結果為依變項、受傷感為自變項、三種傷人者溝通策略為中

介變項、關係滿意度和覺知意圖性為調節變項，性別、年齡、感情類型、交

往時間、受傷事件發生至今的時間、傷害訊息用詞強度、受傷者溝通策略等

作為控制變項。表2呈現各路徑迴歸係數。根據調節中介效果指數的檢定結果
(表3)指出，關係滿意度對「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正面關係結果」(index 
=.012, 95% CI [.001, .025])及「受傷感整合性溝通正面關係結果」(index 
= .016, 95% CI [.0001, .040])皆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而對「受傷感靜
默等候正面關係結果」則無顯著的調節作用(index = -.001, 95% CI [-.013, 
.010])，且覺知意圖性對各中介路徑亦未有顯著的調節作用。進一步檢視不同
程度的關係滿意度(數值之低、中、高分別以第16、50、84百分位數為代表)
對各中介路徑的調節作用(表4)發現，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和中度的覺知意圖
性(effect = .022, 95% CI [.002, .049])及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和高度的覺知意圖
性(effect = .032, 95% CI [.002, .074])等兩種情況下，受傷感會引發伴侶採取關
係修復策略來回應受傷者，進而產生正面關係結果。另外，在高度的關係滿

意度和低度的覺知意圖性(effect = .037, 95% CI [.008, .073])的情況下，受傷感
會促使伴侶採取整合性溝通來回應受傷者，進而產生正面關係結果。因此，

H1a及H1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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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調節中介路徑模型迴歸係數

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關係修復

策略

整合性

溝通
靜默等候

正面關係

結果

負面關係

結果

受傷感 -.691** -.230 -.265 -.073 .154**

關係修復策略 — — — .114** -.010

整合性溝通 — — — .214*** -.273***

靜默等候 — — — -.014 .050

關係滿意度 -.369 -.152 -.255 — —

覺知意圖性 -.259 .206 .199 — —

受傷感*關係
滿意度

.105** .073* .084* — —

受傷感*覺知
意圖性

.048 -.027 -.020 — —

R2 .378 .522 .390 .439 .178

F 19.92*** 35.73*** 20.91*** 27.52*** 7.59***

註：N = 507。*p < .05; **p < .01; ***p < .001。

表3　「受傷感傷人者溝通策略關係結果」之調節中介效果指數

中介路徑

調節中介效果

覺知意圖性

[95%信賴區間範圍]
關係滿意度

[95%信賴區間範圍]

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

正面關係結果

.005 (.004)
[-.002, .016]

.012 (.006) a

[.001, .025]

受傷感整合性溝通

正面關係結果

-.006 (.006)
[-.019, .007]

.016 (.011)
[.000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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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感靜默等候

正面關係結果

.0003 (.002)
[-.003, .005]

-.001 (.005)
[-.013, .010]

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

負面關係結果

-.001 (.004)
[-.009, .006]

-.001 (.007)
[-.016, .013]

受傷感整合性溝通

負面關係結果

.007 (.009)
[-.009, .026]

-.020 (.014)
[-.053, -.0004]

受傷感靜默等候

負面關係結果

-.001 (.003)
[-.007, .004]

.004 (.008)
[-.009, .022]

註：a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表4　雙調節變項對「受傷感傷人者溝通策略正面關係結果」 
之調節效果

調節變項數值a 間接效果

關係

滿意度

覺知

意圖性

關係修復策略

[95%信賴區間
範圍]

整合性溝通

[95%信賴區間
範圍]

靜默等候

[95%信賴區間
範圍]

低(3.80) 低(2.33)
-.021 (.013)b

[-.049, .003]
-.004 (.025)
[-.059, .037]

-.0001 (.006)
[-.013, .014]

低(3.80) 中(4.33)
-.010 (.011)
[-.032, .011]

-.015 (.020)
[-.063, .017]

.0004 (.005)
[-.010, .014]

低(3.80) 高(6.33)
.001 (.014)

[-.027, .032]
-.027 (.024)
[-.079, .014]

.001 (.007)
[-.011, .018]

中(5.45) 低(2.33)
-.001 (.009)
[-.019, .018]

.022 (.015)
[-.007, .053]

-.002 (.008)
[-.019, .013]

中(5.45) 中(4.33)
.010 (.009)

[-.004, .030]
.011 (.012)

[-.013, .035]
-.002 (.006)
[-.014,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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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45) 高(6.33)
.021 (.015)

[-.004, .055]
-.001 (.020)
[-.042, .039]

-.001 (.006)
[-.013, .012]

高(6.44) 低(2.33)
.011 (.011)

[-.008, .035]
.037 (.017)
[.008, .073]

-.003 (.012)
[-.029, .021]

高(6.44) 中(4.33)
.022 (.012)
[.002, .049]

.026 (.017)
[-.003, .063]

-.003 (.011)
[-.025, .019]

高(6.44) 高(6.33)
.032 (.016)
[.002, .074]

.014 (.025)
[-.031, .067]

-.002 (.010)
[-.024, .019]

註： a關係滿意度和覺知意圖性數值之低、中、高分別以第16、50、84百分位
數為代表。

 b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為檢驗假設2「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會調節受傷感透過積極型溝通
策略(關係修復策略H2a、整合性溝通H2b)及消極型溝通策略(靜默等候H2c)來
影響負面關係結果之人際互動過程」，第二個調節中介路徑模型，負面關係

結果為依變項、受傷感為自變項、三種傷人者溝通策略為中介變項、關係滿

意度和覺知意圖性為調節變項。性別、年齡、感情類型、交往時間、受傷事

件發生至今的時間、傷害訊息用詞強度、受傷者溝通策略等作為控制變項。

表2呈現各路徑迴歸係數。調節中介效果指數檢定結果(表3)指出，關係滿意
度對「受傷感整合性溝通負面關係結果」(index = -.020, 95% CI [-.053, 
-.0004])有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而對「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負面關係結
果」(index = -.001, 95% CI [-.016, .013])及「受傷感靜默等候負面關係結
果」(index = .004, 95% CI [-.009, .022])皆無顯著的調節作用；覺知意圖性對
各中介路徑亦未有顯著的調節作用。進一步檢視不同程度的關係滿意度(數值
之低、中、高分別以第16、50、84百分位數為代表)對各中介路徑的調節作
用(表5)發現，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和低度的覺知意圖性的情況下，「受傷感
整合性溝通負面關係結果」有顯著的負向間接效果(effect = -.048, 95% CI 
[-.103, -.009])，意即，受傷感會促使伴侶採取整合性溝通來回應受傷者，進
而減少負面關係結果。因此，H2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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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雙調節變項對「受傷感傷人者溝通策略負面關係結果」 
之調節效果

調節變項數值a 間接效果

關係滿

意度

覺知意

圖性

關係修復策略

[95%信賴區間範
圍]

整合性溝通

[95%信賴區間範
圍]

靜默等候

[95%信賴區間範
圍]

低(3.80) 低(2.33)
.002 (.012)b

[-.023, .030]
.005 (.031)

[-.051, .074]
.0004 (.010)
[-.025, .019]

低(3.80) 中(4.33)
.001 (.007)

[-.015, .019]
.019 (.026)

[-.023, .078]
-.002 (.009)
[-.024, .012]

低(3.80) 高(6.33)
-.0001 (.007)
[-.017, .015]

.034 (.031)
[-.021, .102]

-.004 (.010)
[-.030, .011]

中(5.45) 低(2.33)
.0001 (.005)
[-.009, .011]

-.028 (.020)
[-.073, .008]

.007 (.011)
[-.013, .025]

中(5.45) 中(4.33)
-.001 (.007)
[-.017, .013]

-.014 (.016)
[-.049, .016]

.005 (.008)
[-.011, .023]

中(5.45) 高(6.33)
-.002 (.013)
[-.032, .024]

.001 (.026)
[-.052, .054]

.003 (.009)
[-.013, .025]

高(6.44) 低(2.33)
-.001 (.008)
[-.019, .016]

-.048 (.024)
[-.103, -.009]

.011 (.017)
[-.021, .047]

高(6.44) 中(4.33)
-.002 (.013)
[-.031, .024]

-.033 (.022)
[-.085, .003]

.010 (.015)
[-.019, .042]

高(6.44) 高(6.33)
-.003 (.019)
[-.046, .035]

-.018 (.032)
[-.088, .040]

.008 (.014)
[-.018, .042]

註： a關係滿意度和覺知意圖性數值之低、中、高分別以第16、50、84百分
位數為代表。

 b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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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意涵

在親密關係中，受傷感雖會為伴侶間的相處帶來不愉快的經驗，但受傷

感卻不僅能提醒雙方當前感情所面臨的威脅與困境，還能向傷人者傳遞受傷

者對感情的重視和渴望，進而能促使傷人者採取關係修復的溝通行為，來維

繫彼此的感情(Hannon et al., 2010; Knight, 2018; Lemay et al., 2012; Vangelisti, 
2009)。然而，當前多數的傷人者溝通研究鮮少同時檢視受傷感、傷人者溝
通策略及關係結果等三者之間的關係。再者，考量覺知意圖性及關係滿意度

亦會對受傷感及傷人者溝通行為皆有直接的影響(Exline et al., 2011; Knight, 
2018; Vangelisti & Hampel, 2010)，故本文旨在探討覺知意圖性和關係滿意度
如何影響受傷感透過傷人者溝通策略來改善親密關係之人際互動過程。本文

有三個重要的研究發現：在嚴重受傷事件發生後，(1)關係滿意度是影響受傷
感能否透過傷人者溝通策略來修復親密關係的重要因素；(2)受傷感所引發的
積極型溝通策略比消極型溝通策略更有利於親密關係的修復與改善；(3)積極
型溝通策略的選擇會因傷人者覺知意圖性程度而有所不同。以下分別闡述各

研究發現之意涵。

第一、關係滿意度是決定受傷感能否透過積極型溝通策略來修復親密關

係的重要情境條件。根據研究結果，關係滿意度對「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

正面關係結果」、「受傷感整合性溝通正面關係結果」及「受傷感

整合性溝通負面關係結果」等三個中介路徑皆具有正向調節效果。進一步

來看，在高度的關係滿意度及中度/高度的覺知意圖性的情況下，受傷感會促
使傷人者傾向採取關係修復策略，進而產生正面關係結果(H1a)。再者，在高
度的關係滿意度及低度的覺知意圖性的情況下，受傷感則會促使傷人者傾向

採用整合性溝通，進而產生正面關係結果(H1b)及減少負面關係結果(H2b)。
由此顯示，當關係滿意度越高時，受傷感越能引發傷人者的關係修復策略及

整合性溝通，進而有效地改善關係結果(如：更加在意彼此的關係、關係變得
更加穩固)。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1)在令人感到滿意的關係中，伴侶間經
常會相互給予支持、照顧並滿足對方的需求(Clark et al., 2017; Lemay, Cl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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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ey, 2007)。基於此，在高滿意度的關係中，當傷人者覺察到自身言行造
成伴侶的情感受傷時，容易產生內疚感，故會願意主動給予關懷來減輕受傷

者的傷痛及試圖尋求受傷者的原諒，期望能修復彼此的感情(Baumeister et al., 
1994; Lemay et al., 2012; Riek et al., 2014)。再者，在關係品質良好的感情中，
受傷者也通常較不會採取關係疏遠的方式來回應傷人者(McLaren & Solomon, 
2008)。(2)關係滿意度會影響伴侶們如何解讀和評估受傷事件，對關係感到
高度滿意的人較會傾向從良善的角度來看待其伴侶的負面行為(Vangelisti & 
Hampel, 2010)，例如，在高滿意度的關係中，人們面對伴侶的傷人話語時，
通常會認為伴侶不是刻意而為之(Vangelisti & Young, 2000)。
整體而言，儘管嚴重受傷事件確實讓人心痛難過，但高度的關係滿意度

卻能產生緩衝作用，減緩對感情造成的傷害，使得雙方有機會能夠順利地克

服感情上的難關，以讓彼此關係得以繼續發展。因此，受傷感要能對人際溝

通和關係產生正向作用，關係滿意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情境條件。

第二、積極型溝通策略是增進受傷感對親密關係修復之影響的重要中介

變項。本文發現，受傷感所引發的積極型溝通策略(關係修復策略、整合性溝
通)能對關係結果產生正面的影響，而消極型溝通策略(靜待等候)則無法有效
預測正面或負面關係結果。此結果與過往研究一致(Hannon et al., 2010; Kleine, 
2021; Knight, 2018)，具有主動溝通、互動等特徵的溝通策略較能有效修復關
係。進一步從各個溝通策略來看，關係修復策略包含了道歉和修復行為等兩

種策略。傷人者藉由向受傷者道歉以表達個人悔意，願意認錯且承擔責任，

展現知錯能改的誠意。而修復行為主要是傷人者付出更多時間和心力來向受

傷者展現關愛與情意，以彌補對其在感情上的虧欠，例如：對受傷者表現得

更加親密、主動安排浪漫的約會或一起去參與一些活動。確實，當傷人者採

取道歉或彌補行為等策略時，可減少受傷者報復的心態，增加受傷者給予原

諒的機會，並且還會有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Bachman & Guerrero, 2006a; Ferrara 
& Levine, 2009; Martinez-Diaz et al., 2021)。此外，Ferrara & Levine(2009)指出，
在關係修復效益方面，整合運用多種溝通策略會比使用單一溝通策略來得好。

由於關係修復策略本身整合了道歉和修復行為兩種策略，故傷人者選用此策略

對於雙方關係的改善應會有較大的助益，這可能也是此策略能與預測正面關

係結果的原因之一。

除關係修復策略外，整合性溝通是另一個能改善感情關係的溝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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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現，整合性溝通不僅能正向預測正面關係結果，同時也能反向預測

負面關係結果，顯示與伴侶溝通對關係改善的重要性。與關係修復策略相異

之處在於，整合性溝通著重於雙方能相互表達各自的想法和感受，並冷靜地

討論感情問題。傷人者採取此溝通策略時，不僅可以向受傷者說明和解釋，

還能了解受傷者在意的地方，故相對容易達成解決問題的共識，讓受傷的關

係得以改善。確實，相關研究強調，與受傷者溝通是傷人者在修復關係過程

中的重要方式，而且不僅容易獲得受傷者的原諒，也可產生良好的關係結果

(Bachman & Guerrero, 2006a; Ferrara & Levine, 2009; Kleine, 2021; Lemay et 
al., 2012)。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溝通並不保證一定會有好的結果，但是持續
和受傷者溝通卻可增進彼此的理解，至少可避免誤會加深，或是讓感情快速

地惡化。

至於在消極型溝通策略方面，靜默等候無法顯著預測正面和負面關係結

果，推判原因為，傷人者雖然耐心等待事情會逐漸好轉，但由於未採取主動

方式，所以受傷者很可能會誤以為傷人者選擇逃避而不願意面對事情，故無

法讓雙方產生良性的互動，使得關係變得難以改善。過往研究亦有相同的發

現，逃避和緘默等被動式的溝通策略不容易獲得受傷者的原諒，而且傷人

者自己也認為此類溝通策略無法有效改善關係(Dunleavy et al., 2009; Knight, 
2018)。因此，對於嚴重受傷事件而言，即便在令人高度滿意的關係中，被動
式溝通仍不是一個利於傷人者修復關係的溝通策略。簡言之，在嚴重的受傷

事件發生後，關係修復策略及整合性溝通等積極型溝通策略是影響受傷感修

復親密關係的關鍵要素之一。唯有傷人者採取主動溝通的方式，才能讓增進

其與受傷者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有機會修補彼此的感情。

第三、覺知意圖性會影響傷人者選取不同的溝通策略。雖然覺知意圖性

對「受傷感關係修復策略正面關係結果」及「受傷感整合性溝通正

面關係結果」均未產生顯著的調節效果，但觀察顯著的中介路徑(見表4及表
5)可以發現，在令人感到高度滿意的關係中，當覺知意圖性較高時，傷人者
傾向採取關係修復策略，而當覺知意圖性較低時，則傾向選擇整合性溝通。

進一步來看，當傷人者是故意傷害受傷者時(中度/高度的覺知意圖性)，傷人
者藉由向受傷者道歉並彌補受傷者(如：花時間陪伴、展現親密)來挽回雙方
的關係。在傷人者故意為之的情況下，受傷者確實是希望得到傷人者的道歉

(Leunissen et al., 2013)，而且在感受到傷人者認錯改過的誠意及傷人者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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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彼此的感情更加關心後，受傷者通常會較願意原諒傷人者。相反地，當

傷人者並非故意傷害受傷者時(低度的覺知意圖性)，傷人者則會選擇整合性
溝通來和受傷者互動。一來可向受傷者說明和解釋，減少彼此的誤會，二來

也可了解受傷者的想法和感受，而讓彼此透過溝通來設法解決問題。

進一步來說，覺知意圖性反映了傷人者要為自身傷人言行所要擔負的責

任。確實，當自身責任相對較大時，傷人者通常採取道歉認錯和彌補受傷者

的溝通策略，於是會較容易得到受傷者的諒解(Martinez-Diaz et al., 2021)，而
有利於改善當下的關係；而自身責任相對較小的時候，傷人者則會選擇以直

接溝通的方式來設法解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研究發現與過往一些研

究結果有所差異。根據Knight (2018)與Leunissen 等人(2013)的研究，當覺知
意圖性較低時，傷人者會傾向使用道歉或讓步等策略，反之，當覺知意圖性

較高時，則會傾向採用迴避或緘默等策略。造成此研究結果不同的原因可能

是，Knight (2018)與Leunissen 等人(2013)未考量傷人者與受傷者間的關係品
質對傷人者在選擇修復策略上的影響所致。

在研究貢獻方面，本文確立了受傷感如何透過積極型溝通策略來修復親

密關係的人際互動過程，並找出影響此人際互動過程的因素。具體來說，在

嚴重的受傷事件後，受傷感能激發傷人者運用積極型溝通策略來改善雙方的

關係，但此過程僅會發生在令人高度滿意的伴侶關係中。由此可知，關係滿

意度是讓受傷感對人際溝通和關係產生正向效果的關鍵條件；在高度的關係

滿意度情境中，向傷人者表達受傷感有利於解決衝突及感情問題，達到關係

維繫的目的。再者，在受傷感修復親密關係的人際互動過程中，覺知意圖性

才會進一步影響積極型溝通策略的選用，顯示傷人者會評估自身過錯責任的

多寡來決定採取相對應的溝通策略，試圖達成親密關係修復的目標。此外，

本研究結果亦可提供戀愛情侶及夫妻在人際互動及感情經營方面的參考，例

如：在感情關係面臨重大危機或考驗時，人們若想持續維繫和另一半的關係

時，應優先選擇採取主動的溝通策略，透過彼此的充分溝通，方能有機會化

危機為轉機；若是採取被動的溝通策略，則很可能會錯失關係修復的良機，

導致彼此不歡而散的局面。

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方面，首先，本文僅確認了關係滿意度是影

響受傷感藉由積極型溝通策略來修復親密關係之人際互動過程的調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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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受傷感文獻可知，除關係滿意度外，其他的關係因素(如：關係
類型、承諾)、事件特徵(如：事件類型、發生頻率)、個人特質(如：依附類
型、拒絕敏感度)亦可能會影響受傷感與溝通行為之間的關係，故未來研究可
進一步檢視不同的情境因素與個人差異如何影響受傷感改善親密關係的人際

互動過程，以找出誘發受傷感正向效益的因素。其次，本文嘗試以受傷感、

傷人者溝通策略及關係結果等三者建立受傷感修復親密關係之人際互動過程

的路徑模型，而未考量傷人者的情緒對此溝通互動過程的影響。研究指出，

在受傷事件中，受傷感容易引發傷人者的內疚感，為減緩或消除內疚感，傷

人者會採取有利改善關係的行為(Baumeister et al., 1994; Estrada-Hollenbeck & 
Heatherton, 1998; Riek et al., 2014) 。因此，未來研究可探討內疚感在受傷感
改善親密關係之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亦可檢視在傷人者採取正向溝

通行為後，受傷者如何回應行為(如：原諒或報復)，以完善受傷感產生正向
效果的機制過程。再者，本文僅調查關係修復策略、整合性溝通及靜默等候

等三類溝通策略，然而，事實上，傷人者所採用的溝通策略並不止於此三種

類型，例如：傷人者在受傷事件後會採取辯護、承諾改變等不同的溝通策略

種類(Ferrara & Levine, 2009; Knight, 2018)，故後續研究可探討不同類型的溝
通策略，以及影響選取策略的情境或個人因素，以了解不同溝通策略在受傷

感修復親密關係的功能中所展現的效益。最後，由於研究樣本在參與調查時

皆處於一段親密關係(約會、訂婚或結婚)，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感情關係
已結束(如：分手、離婚)的伴侶。
總結來說，受傷感能否對伴侶間的溝通互動與關係結果產生正向的影

響，取決於伴侶對關係的滿意程度。在關係滿意度越高的親密關係中，受傷

感雖讓伴侶產生不愉快的經驗與感受，但藉由表達受傷感可促使傷人者採取

積極型溝通策略來解決感情上的困境，同時，傷人者還會根據自己的過錯責

任大小來選擇適合的積極型溝通策略(覺知意圖性越高，傾向採用關係修復策
略；覺知意圖性越低，傾向採用整合性溝通)。因此，在受傷事件中，受傷感
要能有效地修復親密關係，主動與受傷者溝通互動是整個人際互動過程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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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隊社會工作成為社會工作領域一支已是國內、外學者共識，本文先闡

述軍隊社會工作與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的關聯性，主張國軍心輔工作可
以說是軍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工作的體現，而政戰輔導長可以說是廣義的助

人工作者，並從輔導長執行心輔工作的經驗，呈現軍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工

作在陸軍基層單位的樣貌，嘗試為散落於各軍事專業單位的軍隊社會工作全

貌，拼湊出其中的一小塊拼圖，並提出相關建議。研究以11位基層部隊的政
戰輔導長為對象，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歸納出研究結果如後：

一、 軍隊個案工作目的是以遂行部隊任務為主，非以案主利益為主要考量，
方法上則是實務做法重於理論基礎，而與案主的關係也因全控制度的影

響而超越專業界線並提供全人服務，而即使部隊存在諸多限制，本身也

是資源的綠洲。此外，影響個案工作的因素包含絕對權威的階級架構及

復興崗學報

民112年12月，123期，16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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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防處體制的框架，惟輔導長在作決策時仍能盡最大的努力，施展自

主權。

二、 軍隊團體工作方面，年度政訓課程、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及與官兵的互
動，對輔導長來說均可視為團體工作內涵的展現，而雖然成員必須強制

參與，用心的輔導長會善用各種方法應處，不使活動流於形式，甚至能

與主官及資深士官長建立正向關係，藉以誘發連隊團體動力。

本文最後針對軍隊個案與團體工作的執行提出相關建議，並鼓勵未來有

興趣者，亦能從不同領域著手，共同拼湊出軍隊社會工作的全貌與特色。

關鍵詞：軍隊、社會工作、軍隊社會工作、軍隊心輔工作

通訊作者為吳嘉蓉，電子郵件：chloe0813w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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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consensus that military social work has become a branch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esent the appearance and outlook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in army grassroots units. The current study claimed that the 
practices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in the military can be the embodiment of the 
direct service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and the chief counselors of political warfare 
can be helpers in a broad sense. Based on the chief counselors’ experiences in 
perform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ork, this study presented the appearance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in army grassroots units, sought to provide the overall picture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scattered in various military professional unit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his study employed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o 
recruit subject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urpose of military casework is to carry out the tasks of the troops instead of 
considering the interest of the cli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is based on practical 
practices rather tha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lso,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i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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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by the total institution to transcend the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and provide 
a holistic care. Although the military may have many constraints, it also provides 
resources.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sework include the absolute 
authority hierarchy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three-level counseling system, but the 
chief counselors can still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ir autonomies in decision-making. 
2. In terms of military group work, the annual political training courses, events in 
daily life, and interaction with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regarded as manifestations 
of military group work for chief counselors. Even if the participation is compulsory 
for group members, dedicated chief counselors would adopt various arrangements 
to make activities meaningful and even induce good group atmosphere by creat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mmanders and sergeant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litary case/group works, and 
encourages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start from different fields to reveal the overall 
pi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Keywords: military, social work, military social work, military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practice.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a-Jung Wu; E-mail: hijeng@ms2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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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軍隊社會工作」成為社會工作實務領域的一支已是國內、外學者的

共識。學者林萬億(2021)曾指出，我國軍隊社會工作是以軍事體系內的軍醫
院、心理衛生中心、犯罪矯治機構等場域為主，並以軍人及其家庭與家眷作

為實施對象的實務工作。朱美珍(1994)亦指出軍隊社會工作範圍涵蓋現役軍
人福利、醫療服務、心理衛生服務、犯罪矯治、退伍軍人及其軍眷等，並以

軍人及其眷屬為主體，且以社會工作三大基本方法介入實施。前述可知，社

會工作確實存在於我國軍隊當中，且對照目前國軍各單位任務特性，其實務

內容可以說是散落在國軍各個專業單位。然而，國內與「軍隊社會工作」有

關的研究，不是以軍隊社會工作作為研究或實踐的場域(吳嘉蓉、宋麗玉，
2018；楊菊吟，1996；楊菊吟，1997)，就是嘗試建構軍隊社會工作或探討
其範圍與實施困境(陳依翔，2016；黃勝為，2004；楊子賢，2006)，亦或結
合軍隊實務探討軍隊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設計(邱保龍、鄧啟明，2019；陳
昱璟，2018；劉忠勛，2003；簡斌虔，2007)，少有研究者思考軍隊社會工
作的內涵與實施狀況究竟為何？本研究結合相關文獻，從基層連隊輔導長執

行心輔工作的經驗，以直接服務工作的視角呈現社會工作方法在陸軍基層單

位的樣貌即運用特色，試圖為散落於各軍事專業單位的軍隊社會工作全貌，

拼湊出其中的一小塊拼圖，進一步了解在推展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提出相關

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軍隊社會工作與心理衛生(輔導)工作的關聯

朱美珍(1994)認為社會工作目的在運用專業知識與技巧，幫助人們去除
生活障礙，分享生活經驗，發揮潛能，解決問題，滿足個人需求，建立和諧

的人際關係，主張軍隊社會工作亦具備相同意義，即狹義地協助軍中生活適

應困難的官兵，或廣義地基於社會福利觀念，透過政策，以社會工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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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巧，增進軍人及眷屬生活所需之合理滿足，以及增強社會適應能力，使

官兵無後顧之憂，為國奉獻。胡正申(2012)則主張軍隊社會工作即是將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運用於具有特殊性質的軍事社會當中，目的在透過預

防和干預，減緩官士兵個人及環境造成的問題，增強軍事社會正向功能，更

進一步，協助官士兵因不合理的軍事結構制度所造成的弱勢情況發聲、透過

科層倡導行動，藉以改善軍隊社會的結構，獲得公平正義。綜整兩位學者說

法，軍隊社會工作即以軍隊各級單位為場域，軍人及其眷屬為對象，由工作

者透過個案、團體、社區等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技巧，以及連結正式與非正式

資源等間接服務的方法，提供官兵服務，使其問題圓滿解決，並與環境間獲

得良好互動，恢復社會功能。

另一方面，依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第二版)(國防部，2008)，
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國軍心輔工作)之目的，即「運用心理輔
導或心理諮商理論與技巧，協助官兵適應部隊環境，培養良好人際關係，完

善支持網絡，促進部隊團結合作，堅實國軍戰力」。前述可知，國軍心輔工

作宗旨與軍隊社會工作目的不謀而合，另教則內規範輔導長工作包含個案處

遇、團體輔導、心理測驗、資源運用等，亦與社會工作內容一致，國內諸多

學者與研究者亦多同意，輔導長的實務內涵雖然在名稱上稱作「心理衛生(輔
導)工作」，但實際工作內容較偏向社會工作層次，即是運用社會工作的方法
來執行第一線的輔導工作，透過社會個案及團體工作專業的知識與方法等，

促使官兵改善行為模式，強化與環境之間的正向互動及個人適應能力(王碧
蓮，2002；朱美珍，2012；林秀靜，2007；胡正申，2011；陳依翔，2004；
黃民松，2005；曾麗娟、朱美珍，2011；詹火生，2003；楊子賢，2007；簡
斌虔，2008)。由此可知，國軍心輔工作的實務作為，可以說是輔導長運用軍
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的方法進行預防與處遇，心輔工作亦可以說是軍隊社會

工作直接服務工作的體現。

本研究基於此，主張三級防處體系中實施第一級預防處遇的輔導長，皆

可視為是軍隊中提供服務的助人工作者。然而，對於執行初級預防的基層

連、營輔導長來說，這個職位的來源有二，一是政治作戰學院畢業的軍官，

他們畢業科系包含政治、新聞、藝術和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二是民間大學

畢業後投身軍旅的專業軍官班，前述來源均沒有限定科系遴選人才，因此並

非所有輔導長都具備助人專業的背景，但因為三級防處體系是一套以組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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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構而成的體系，即是以「位置」、「單位」或「職位」賦予相對應的工

作(虞立莉、曾麗娟，2015)，因此，對處在初級預防「位置」的輔導長，不
論其是否具備助人專業背景，在國軍心輔工作內容與社會工作關係密不可分

的狀況之下，被視為是廣義的助人工作者。本研究即以此為前提，以不同專

業背景的輔導長作為訪談對象，透過直接服務工作視角，分析其在日常生活

中執行心輔工作之作為，如此能更貼近現實，瞭解軍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工

作在陸軍基層部隊的真實樣貌。

二、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在軍隊的運用

(一)個案工作在軍隊的運用

社會個案工作係依工作者所服務機構的功能，運用專業的知識和技巧，

對適應不良或有問題的個人與家庭提供服務，採取個別的、直接的服務方

式，藉由專業關係的運用，經由物質援助及心理支持，協調與結合社會資

源，使個人與其社會環境能有更好的適應(Harris, 1970；莫藜藜，2017)。軍
隊個案工作則是以官兵個人為著手點，區分為新進官兵、一般官兵與特別個

案等三類型，進行一連串的處遇過程，在兼顧環境與個人層面之下，協助官

兵處理問題，促進心理健康(國防部，2008)。社會個案工作流程包含申請與
接案、蒐集資料、診斷與分析、處遇計畫、評估與結案等，工作者處遇時會

以社會工作相關理論作為基礎實施(許臨高主編，2017)。曾麗娟(1998a)即從
社會個案工作的觀點，針對基層單位輔導長輔導官兵的工作歷程區分為初始

階段(主動發現問題或被動接受官兵協助)、預估診斷階段(蒐集資料、預估問
題並擬訂處遇目標)、處遇階段，以及結束階段(包括評估處遇結果、結案跟
追蹤)，並針對每個階段提出輔導長運用的工作方法及工作重點。教則明定輔
導程序則依新訓中心與新進人員有不同重點，新訓包含篩選、分析、會談與

轉案，新進官兵輔導則包含輔導、會談(含紀錄與評估)、處遇與評估、結案
與追蹤等(國防部，2008)。就實務方法，許峻豪(2012)則指出輔導長的個案輔
導工作不僅僅是針對官兵個人，還會透過家屬聯繫函、家庭訪問、電話聯繫

等三個方式來與家屬互動，並藉由家屬來給予官兵幫助。朱美珍(2012)則指
出部隊每一位官士兵都是輔導長需要關心的對象，輔導長針對有問題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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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套處理的工作方法，可分為「舒緩情緒，建立關係」、「觀察官兵生

活表現」、「深度密集的約談輔導」、「運用同袍陪伴當事人」、「連繫家

屬共同關懷」、「轉介心理衛生中心或醫療體系」等六種，若遇到情緒極度

不佳具有高危險性的官兵，輔導長也會運用「調整工作」的方法，減輕當事

人的生活壓力。本段可見社會個案工作與軍隊心輔工作的實施目的，都是以

協助案主適應生活為主，兩者的處置流程相當吻合，然而，心輔工作所採取

的工作方法，撇除理論取向，實務內容更貼近於場域特性。

(二)團體工作在軍隊的運用

Konopka則將團體區分為二種，一種是由普遍機構所組成的「自然團
體」，工作是以社會目標和個人喜好為依據，另一種是精神醫學內所組成的

「人為團體」，工作是以治療個人為目標及依據(引自廖清碧、黃倫芬譯，
1983)。此外，Konopka也提出五項可以用來協助團體運作的援助媒介，分別
是「工作者與成員之間，有目的、意圖性及溫暖的專業關係」、「建立團體

成員間豐富且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意圖性及熟練地運用語言溝通」、

「非語言的溝通」及「有目的性的選擇、創造環境」(引自廖清碧、黃倫芬
譯，1983)。依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團體輔導工作係由各級專
業心輔人員，針對需要輔導之對象，擬定團體輔導目標，設計教育性、支

持性、訓練性、成長性等團體方案，引導團體成員；在團體互動過程中，建

立良好關係，並透過團體力量，感受成長經驗，以達成團體目標」，前述

定義及教則內所載明之工作程序與技巧，均將軍隊團體工作的運作方法視為

封閉性以及結構性團體的方式進行。《我國軍隊社會工作－實務與應用》一

書則認為在軍隊中運用團體工作的方法，是針對既存的團體或人為團體為對

象，進行有目的的團體運作，以滿足成員社會需求、提供建設性團體經驗、

解決問題、提升團體運作功能，以及使任務順利執行等(曾麗娟、朱美珍，
2012)，此定義即將連隊視為一個自然的開放性團體，符合Konopka所謂的
自然團體。在工作方法上，許多研究(曾麗娟，1 998b；曾麗娟、朱美珍，
2012；虞立莉、曾麗娟，2012；虞立莉、曾麗娟，2015)都指出軍隊輔導長運
用的方法符合Konopka所提出的自然團體模式，並認為他提出的五項主要援
助媒介，都是可以幫助工作者運用的技巧，像是輔導長除了透過辦好伙食、

參與活動、協助處理問題與適應環境、私下創造如兄弟朋友般的情誼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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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官兵營建有目的的正向關係外，也透過教育、宣導、處置等方式凝聚成員

彼此間的關係及團體的向心，也藉由鼓勵成員交談或運用平假日辦理活動等

口語及非口語溝通等方式，提升團體凝聚力，最後，也盡量在有限的條件之

下，找出可改變的空間，達到有目的選擇、創造環境的目的(曾麗娟、朱美
珍，2012；虞立莉、曾麗娟2012)。團體階段方面，曾麗娟(1998a)將社會團體
工作方法結合軍隊既有的運作流程，以輔導長任職與離開單位為主軸進行劃

分，區分工作模式為：1.評量－了解連隊狀況與需求、發現問題與資源；2.運
作－包含第一階段的建立、維繫關係、豐富連隊生活內涵、解決問題與生活

照顧等，以及第二階段的處理問題與執行任務；3.評鑑－採取各項作法的成
效；與4.結束－輔導長離開單位前所進行的回顧與告別等四階段。本段可看
出，軍隊團體工作將輔導長所在的連隊視為一個開放式、任務式的、自然的

團體，與社會團體工作的定義不同，並以輔導長的任職與離開作為發展階段

的劃分，不若社會團體工作依團體歷程有明確的階段劃分，又因為軍隊團體

的特殊性，幹部既要負責執行任務，又要照顧官兵生活，在運作階段會先以

維繫運作層面為處置重點，先建立連隊向心、信任基礎與溝通協調機制，再

處理問題或要求任務進行，非以團體成員的利益為優先考量。

(三)社區工作在軍隊的運用

社區工作是以解決社區問題、滿足社區需要、提升居民自治與行動能力

等為主要目標，旨在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提升社區居民個人及集體意識，

透過討論與對話，共同找出對於社區而言最佳的決策方向(李易駿，2008)。
依此定義，軍隊並沒有所謂社區工作存在，然而，社區工作在軍隊中常與民

事工作或軍民關係放置一起討論，將軍隊視為整體，強調軍隊與社區間的互

動與合作關係，惟民事工作非直接隸屬輔導長業務範疇，輔導長亦並非主要

策畫與籌辦者，僅負責執行交辦之任務，加以本文以輔導長執行心輔工作實

務內容進行分析，社區工作並非心輔工作一環，故未將社區工作納入本文範

疇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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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並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蒐集資料，透過陸

軍基層單位輔導長執行心輔工作的情形，了解軍隊社會工作的實際面貌。研

究對象採立意抽樣法，透過推薦的方式，以陸軍基層單位(步兵、砲兵、裝甲
兵等基層單位)歷練營輔導長滿一年以上，或是離開營輔導長職務尚未超過一
年的人員為主，因前述人員服役年資至少八年，擁有較多的部隊服務經驗，

且必然擔任過連級輔導長乙職，有助於蒐集到更為豐富且厚實的資料。研究

對象的數量則以Patton(1990)提出的「資料飽和原則」作為基礎，即當蒐集的
資料開始出現重複資訊時，便停止資料蒐集工作，受訪者共計11員，基本資
料依接受訪談的順序整理如下表。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於受訪者同意

下全程錄音，之後轉譯完成逐字稿，盡量如實呈現訪談內容。資料編碼分析

部分，由研究者初步先將訪談內容中具有意義的段落進行開放性編碼，第一

碼代表受訪者代號，其後數字則為內容的順序，以「-」符號作區隔，例如
A-21，代表從受訪者A訪談內容中所擷取出有意義的第21段話。之後，在反
覆熟讀逐字稿後，將開放性編碼進行分類與整理，形成第二段的主軸編碼，

最後透由主軸編碼找出共同的核心概念，並形成不同主題，呈現場域中的樣

貌。

信度與效度方面，將Lincoln與Cuba(1985)的四個提升質性研究可信賴
度的指標及實際操作方法運用於研究中，包含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研究前確
定受訪者對研究議題有充分了解後，才開始資料蒐集，並透過錄音方式避免

訊息錯誤或遺漏， 進一步將逐字稿與受訪者們進行校對，藉以提升研究確
實性；其次，盡可能將受訪者經驗的脈絡、意圖、意義、行動轉換成文字資

料，使讀者確實了解研究的時空背景，藉以提升資料的可轉換性；第三，由

受訪者挑選適合的訪談時間與地點，並確保參與者不會受到外在的環境干

擾，藉以提升可靠性；最後，研究者透過與同儕共同討論，確保資料的可確

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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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碼 性別 連、營輔導長年資 教育訓練背景

A 男 7年5個月 社工科、社工研究所

B 男 3年4個月 社工系、社工研究所

C 男 4年2個月 社工系、心輔訓、社工研究所

D 男 3年3個月 社工系、心輔訓、社工研究所

E 女 4年5個月 社工系、社工研究所

F 男 3年6個月 社工系、社工研究所

G 男 2年7個月 社工系

H 男 3年9個月 大傳科

I 男 5年2個月 心理系、心輔訓

J 女 3年11個月 心理系、諮商輔導研究所

K 女 3年9個月 影劇系、藝術相關研究所

研究倫理部分，由研究者親自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個人權益與保密

原則等，令其有充裕時間考量後簽訂「參與研究同意書」，過程中除避免造

成受訪者傷害之情事外，亦尊重中途退出意願。此外，每次錄音前須告知受

訪者並徵得同意，所獲得之錄音檔與訪談內容亦僅供研究之用，不對外公開

與研究無關之資訊，資料分析時，參與者身分亦採代碼方式呈現，並隱藏容

易被識別的基本條件，藉以保障權益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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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軍隊個案工作的樣貌

(一)目的：以部隊任務遂行為主

社會個案工作與軍隊心輔工作都以個人適應為目標，然而社會個案工作

處遇計畫是以案主福祉為優先考量，並尊重案主的自我決定權，惟部隊心輔

工作的目的並非以個人福祉為優先，而是以團體利益及完成任務為首要目

的。當連隊上有個案出現，身兼輔導與管理的輔導長，在顧及連隊正常運作

與減少連隊管理壓力的狀況下，常常成為拆彈專家，試圖作出對部隊任務遂

行有利的決定，甚至必須與家屬進行溝通協商，想辦法將人「帶離」連隊。

連長巴不得直接丟到我房間，只要集合結束，連長就跟他

說去找營輔導長，是沒錯，如果我是連長，炸彈少一顆是

一顆。(B-13)
部隊當然希望他離開，減少我們的壓力…讓他離開部隊，

對他當事人好，對我們也好，對家屬也好，是三贏的局

面。(I-10)
這個阿兵哥就是對連隊造成負擔，那時候跟家長溝通，家

長希望他能夠住院到退伍，…一直到他停役之前，我一直

跟家長努力去說服。(H-12)

(二)工作方法：「實務」重於「理論」

軍隊個案工作的執行是以三級防處為主軸，但因為輔導長並非都具備助

人專業的背景，因此運用的方法並非社會工作專業的理論取向，而是實務取

向，只要能促進個人適應能力，使部隊任務遂行，都是「好」的方法。受訪

者F即道出輔導長並沒有採用特定的方法，也沒有所謂的標準，會依輔導長
不同的人格特質與的方法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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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沒有一定的標準，就是很活的工作，對於A輔導長和B輔
導長，絕對不可能用同一種方式去對同一個單位或另一個

單位。(F-20)

受訪者H則採「入境隨俗」的方式，亦呈現出單位特性對於輔導長採用
方法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對於這個連隊，用了「老大帶小弟」的方式…跟他們一

起抽菸、吃檳榔…他們就很吃這種，覺得輔導長是同道中

人…在那種環境下，所有人都是這種人，我開始用這種方

式去帶。(H-10)

有些受訪者則受到部隊任務繁雜且講求效率的影響，尤其是輔導長工作

身兼數職、任務多重，根本無法一一與弟兄深入會談，因而採取「有效率的

方式」進行個案輔導，通常都是解決弟兄當下的問題為主。

部隊煩忙亂，根本沒有時間聽阿兵哥說「喔！我覺得心

情很不好」怎樣怎樣，我通常就是「你怎麼了？什麼問

題？」因為太多事了!真的太多事了！我就去跟連長講他這

次真的不是故意犯錯，是不是不用讓他這禮拜禁足，相對

的，我就不用花一、兩個小時在那邊輔導他的心情不好，

因為我已經把他心情不好這個問題點解決了。(K-01)

值得注意的是，有助人專業知識背景的受訪者，更能強調社會工作的原

理、原則並善用社會工作技巧，像是建立關係、案主自決或保密等。

一開始的關係建立是最重要的，一開始就破壞，後面說得

再好都沒有用…像環境介紹，無論官士兵，只要我在，我

都親自帶，然後介紹他給所有人…讓他覺得被接納、很用

心。…如果開始做了這段，有些個案就不會出現了。(I-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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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很婉轉建議他，你要不要考慮看看，最後還是把選擇

權還給他…不要是那麼長官、部屬的關係，因為我是長官

你要聽我的，自認為幫你想得差不多了，但還是把決定權

給他。(E-11)
我們會有些原則，在輔導過程中也會跟他講我們如何幫助

他，會幫你保密，但前提是不能傷害自己。(A-56)

研究者在受訪過程中也發現，有些輔導長能夠充分看見並善用官兵「優

點」或「長處」，進一步善用組織所賦予「獎勵」建議權，借力使力，透過

增加弟兄成就與自信，改變原來的狀態，並發現所能產生的正向力量更甚於

種種規範的限制與懲罰所帶來的功效。

一開始還是針對他偏差的行為去處理，要求連隊管制或用

規定限制他，…然後調整作法，做事鼓勵他或把他拉來身

邊，一起做某些事情，像是路跑、運動，…這某方面也增

長了一些他的自信，在輔導當中看到很不一樣的地方，很

直接的回饋。(F-1)
一開始先給他一些事情，都投一些簡單的文章…上稿的時

候，信心就來了!愈寫愈多，情緒也比較OK…畢竟他在某

一項工作上得到成就感，可以忘掉一些不愉快的東西…在

我走之前，他沒有去住過院，不然依照他以前的狀況，差

不多兩個月要住一次身心科病房。(B-20)
一開始是很對立的狀況，他是那種你吩咐他，他會做，而

且做得很好，你要給他一些獎勵…後來我們關係就有變得

比較好，我做事他會主動幫我，表現也漸入佳境…聽說他

以前都是逾假不歸的，好幾次，資料也有紀載，但我任內

兩年半他都沒有發生這種事情。(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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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關係？超出關係的界限

Goffman (1961)主張軍隊組織是一個具有高度權力結構的全控機構，即一
大群處境相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起居與活動，並且在相當的時間內

與外界隔絕，過著封閉且有規律的生活。一般個案工作中，工作者與個案之

間存在專業關係與界限，但因為部隊具備前述全控特質，雖然使得兩者之間

的關係與界限無法維持，卻也因此獲得更多與個案的接觸機會。有些輔導長

與個案的關係，更甚於家人。

那一天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他床邊陪他講話，我記得兩點

多吧!…慢慢跟他說部隊不會有人害你，如果我們不關心

你，不會在這邊陪伴你。(A-31)
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生活中的互動，他在工作的時候三不

五時去看看他，順便看他跟其他人的互動，就能了解這個

人的狀態，還要從同儕身上去了解他的睡眠和工作狀況，

有沒有其他狀況。(I-12)
有時候就好像父母親，阿兵哥不見得會聽父母的，但會聽

我們的…他慢慢去接受發現說，他都變成這樣了，我們還

這麼用心照顧他。(A-19)
我覺得他在跳樓那個當下，一剎那想到這樣做好像會傷害

到很多人，我不知道他想到什麼，或許這樣的念頭讓他鼓

起勇氣打給信任的人，竟然是打給我。(D-08)

(四)工作流程：「全人關懷」的服務

此外，也因為此種全控特質，輔導長也有機會對於個案獲得「全人式」

的瞭解」，並提供「全人式」的服務，即個案從進入單位那一天起直到退伍

或調職，或者是輔導長調職之前，輔導長都能以全人的方式深入了解個案，

並非針對單一議題進行處理，並透過軍隊內、外在的正式與非正式資源提供

服務，因而個案工作在流程上並沒有絕對的階段劃分。像是受訪者A則能夠
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了解個案，並從大兵手記中內容得知個案有自我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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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透過全人式的關懷，了解到個案過去的成長經驗對他的性格所造成的

影響，進而透過家屬聯繫、雙輔導人、轉介醫療單位等不同的內、外在資源

協助個案，最後也成功預防了個案自我傷害的結果發生。

從他的生活言行…我們常常用這個去做評估，他有沒有食

慾、睡眠跟打籃球…他睡覺就是翹腳睡，那是他最舒服的

狀態，…那吃飯也正常。(A-10)
有一次他寫大兵手記，乾脆給他一把槍，把他自己給斃

了，我們就察覺到有傷害自己的想法…聊到他過去的成長

狀況，他在闡述自己狀況的過程，認為自己的個性一直都

這樣，人際相處上有些挫折，國小的時候，也透露出他對

人的不信任。(A-16)
他爸爸知道這件事，稍微多關注了一下，…通常兩個禮拜

他爸會幫他剪一次頭髮，他就說可不可以早一點，這可能

是一個危安的警訊，他爸感受到了，就再早一點過去，發

現他燒炭，送到醫院急救，有救回來。(A-33)

(五)資源連結運用：部隊本身即是資源的綠洲

有些輔導長在部隊以任務遂行為目的，且身受工作身兼數職、任務繁重

的目的之下，多數以解決弟兄當下的問題為主，無法處理的心緒問題，就

透過三級防處流程，直接實施轉介。三級醫療處置單位，是輔導長的重要

的正式資源，也是心輔工作強而有力的後盾。然而，除了有形的正式資源

之外，部隊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便是無形的非正式資源的運用。Wolin & 
Wolin(1993，引自Rapp,1998)曾言，「與他人的關係」可以促使人們成功克
服逆境。部隊中最豐沛且最珍貴的資源，即是同袍之間相互扶持與支持的情

誼，除了可以成為官士兵在生活中克服困難的重要資源外，同時也成為輔導

長用以協助個案的珍貴資源。

我跟連長當下就是請一個跟他比較好的上士班長，跟他一

起去花蓮處理他哥哥的後事(自我傷害已遂)…他等於至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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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走光了，可是他都很平靜，那時候就要幾個跟他比較好

的資深班長陪他，…有一天他休假沒回來，打電話都沒有

接，…我請跟他比較好的已經退伍的上士幫我聯絡，他們

稱兄道弟，找了好久，終於回了。(E-17)

(六)影響軍隊個案工作處遇的考量與因素

對於社會個案工作而言，工作者本身、個案和組織(機構)三者之間的互
動與關係等會影響到處遇結果。軍隊即是社會工作者服務的機構，軍隊的獨

特性對於個案工作影響更甚。黃霈(1998)曾透過實際的軍事情境呈現軍隊的
獨特本質，包含：1.完整軍階結構，強調命令服從、2.以任務為導向，不重個
人感受、3.團體生活為主，個人空間狹隘、4.自我價值消失，一切團體至上
等。在此種獨特性之下，工作者在執行心輔工作過程中，難免受到影響，本

段將進一步透過「來自部屬的壓力－重視公平與管理的氛圍」、「來自主官

的壓力－老二哲學」、「來自上級的壓力－階級觀念與層層回報機制」三部

分，說明軍隊的獨特性在執行心輔工作過程中造成的影響。

1、來自部屬的壓力－重視公平與管理的氛圍

軍隊在團體至上且以順利達成任務為前提之下，不重視個別的差異。輔

導長在多重角色之下，除了輔導個案，更肩負管理之責，不僅要要求所有官

兵在自己的位置上發揮該有的功能，輔導過程中也要顧及其他官兵感受，在

「顧全大局」之下，對於個案的處理並非如同社會個案工作一般，以個案最

大利益為考量，而必須要考量到整體組織與團體成員的利益。

一個團隊我們還是必須兼顧到公平，不可能說因為他的心

智有問題，他的過犯行為就不懲處，因為這是一個遊戲規

則。(J-28)
事實上，大家都在看，都是志願役，你憑什麼只做這麼輕

鬆的工作。(B-33)
主官有他的考量，他的考量其實很簡單啦，就是觀感，弟

兄怎麼看這個人，他們會學到『那以後我也車禍，我也不

用值班了，不用工作了』。(B-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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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來自主官的壓力－老二哲學

社會個案工作是一門藝術，同樣的案主，遇到不同的工作者以不同的方

式合作，便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從此層面來看，只要符合法律規章及

機構期待，社會工作者即可以決定對於案主最佳的處遇方式。軍隊中的輔導

長雖然是主要輔導案主的人，但並非最後的決策者，即使站在個案的立場進

行考量，在老二哲學之下，仍必須尊重主官的決定，或者是透過不斷溝通，

使長官支持自己的理念。

輔導個案不是只有你坐下來跟聊天而已，他可能需要暫時

脫離連隊，可能需要做一些連隊以外的事情，這些都需要

主官認同…。輔導之前，協調工作很重要，主官不支持

你，做再多也沒有用。(B-27)
要協助個案之前，不是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你要先跟你

的主官做好溝通，不然你所做的任何東西都不會達到效

果，甚至會有負面的效果。(F-29)

3、來自上級的壓力－階級觀念與層層回報機制

在符合法令規範之下，社會機構通常會尊重社會工作者的處遇模式。軍

隊中，機構的強制性，包含透過「階級觀念」與「層層回報」機制，也深深

影響輔導長的心輔作為，甚至產生身不由己的感受，使得他們必須遵循長官

指導，或是依規定進入三級防處流程，在層層回報之後將個案送往醫院：

我就被主任幹了一個多小時，就是修理、責難，說這個人

明明是重點人員，為什麼任他操課四十分鐘，…我就跟長

官說一堂課五十分鐘，訓練四十分鐘，就是正常操課，我

們有特別注意他…當下這個長官聽不進我們講的任何一句

話。(A-21)
我希望用我的方式去協助他，可是長官覺得不允許，他覺

得夜長夢多，這樣做會有風險，會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

素…當他評估這樣不好，就會給你其他的指導跟建議，我

們擔任輔導幹部就會比較無力。(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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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輔導長仍會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評估當事人的狀

況後，決定是否回報或者是轉介至三級醫療單位。像是受訪者A，在評估過
個案的狀態沒有危及生命後，便選擇以關懷的方式讓個案的情緒慢慢平復，

未向上級回報。

他開始發狂，整個情緒失控跟崩潰，…八個人含我九個人

把他壓制住，…跟他講什麼都動不了…我那時候評估，顯

然是心理的問題，因為情緒失控，呼吸心跳沒有任何問

題，測量過了，也沒有發燒，…後來因為生理需求有一些

動作(想喝水)，更確定他不是病理上的原因，…我沒有跟

任何人回報，就跟大家說多給他一些關心，不要把他變成

刻意的狀況。(A-34)

有些輔導長則基於三級防處機制流於形式，或者評估個案狀況過於急

迫，因而直接採取送醫措施，而跳過二級心輔的流程。

當初把他留下來(自我傷害傾向)，我們冒很大的風險…因為

那時候心輔官，我專業判斷他對我的個案無任何幫助，談

了之後也是直接送北投醫院，所以二級不會有用了。(E-30)
弟兄剛到部的時候，表情看出來不太對勁，後來實施身心

評量測驗，分數非常高，應該有精神疾病可能，就轉送國

軍北投醫院，跳過心輔官，心輔官在這過程中是沒辦法給

我們幫助的，對我來說只是建立報表，第一個是專業普

普，第二個是心輔官跟這弟兄也談不了什麼，因為不認

識，要重新建立關係，我們沒有那麼漫長的時間可以等

待。(I-29)

二、軍隊團體工作的樣貌

對於基層部隊來說，以執行戰訓本務為首要任務，在整日安排操課且沒

有多餘時間的狀況之下，教則內所定義之封閉性、結構性團體僅會在特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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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辦理，像是重大災難的救災前後、自我傷害事件或是特殊事件發生後，才

會由心輔人員辦理相關團體。受訪者們即說道：

就國軍過去的經驗，都是一些重大災害事件，或是自我傷

害，或是說團體裡面有些狀況，我們才會去做，那我自己

比較沒有遇過這些狀況，所以也沒有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J-41)
針對比較有狀況的啦!或是有什麼重大事故發生之類，目前

是沒有，除非上次那個地震，那些去救災的官兵才需要做

團體，不然滿少用到的。(B-32)

對受訪者們而言，團體工作內涵更多是將連隊視為整體，是生活中不同

事件與活動的層層堆疊，且依照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面貌呈現，目的包含

凝聚連隊向心、解決問題、宣洩壓力、宣教或教育等，與軍隊學者對於團體

工作的定義相符，輔導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官兵之間的互動、官兵

與官兵之間的互動，才是軍隊團體工作真正的體現。筆者以下將透過輔導長

對生活事件的描繪，歸納出團體工作在軍隊的樣貌及特色。

(一)團體形式與功能：軍隊團體工作的多元樣貌

1、年度規劃政訓課程

許多受訪者將國防部年度規劃的政訓課程，像是莒光課與榮團會，亦或

是心理素質訓練等課程視為軍隊團體工作的形式，而這些被視為團體工作的

政訓課程會因為不同的輔導長帶領而有不同的目的與功能產生，包含教育、

解決問題以及凝聚團隊向心等。受訪者F即點出：「莒光課就是輔導長每個
禮拜一定會做的也一定要做的，你要讓官兵感受到什麼東西，就是輔導長的

工作，怎麼規劃？有的人就是照表操課啊!時間到了做什麼事情，那你是輔導
長，你要怎麼去完成這個事情，就是你自己去規劃(F-40)」。因此，對於受
訪者F而言，莒光課帶有教育與宣教的功能，而他也會用心取材，透過分享
交換彼此的意見，讓弟兄從中有所成長與獲益，產生如團體工作般的功能，

莒光課在全員難得到齊的基層部隊當中，是最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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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我想跟你講的事情，但你都在忙…那可以改變你想法

的時間就是利用莒光課，但我用不同的案例表達我的想

法…我會把這禮拜看到Facebook有人分享不錯的影片，覺

得可以教化團體的，就會開播這些影片…課後補充，今天

看了那些影片，給我那些感覺，大家的想法是什麼，藉由

彼此想法的溝通，就會有共鳴。(F-47)

對於受訪者J而言，官兵平日執行戰訓本務及勤務已經精疲力盡，因而會
藉由榮團會和莒光課等全員較為集中的時間，討論連隊的重要議題或解決問

題，透過溝通與討論增加團體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對彼此的了解，達成共識。

我不太給他們額外的任務賦予或活動，他們工作壓力已經

很大了，需要的是正常的休假跟外散宿，只能透過平常的

榮團會或莒光課，說明這禮拜的狀況或問題，把大家拋出

來的建議做整理。(J-49)

受訪者E和B也提到軍隊心理素質訓練課程也是團體工作的體現，透過活
動規劃，促進官兵之間的正向互動，進一步凝聚團隊向心。B也認為，要達
到凝聚團隊向心的目的，靠的不僅僅是單一的心理素質訓練課程，更重要的

是平日輔導長與官兵之間的互動與信任關係。

我會用心理素質訓練的時間讓大家有機會講講自己，在帶

活動過程，他必須拿著這幅畫講，我怎麼樣，我家裡怎麼

樣，至少拉近他們對彼此的了解，或是更多的認識。(E-
29) 
把連隊的人聚在一起，上一個簡單的活動，告訴他們活動

目的在哪裡…透過活動要團結大家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

要透過你平常所做的事情，多半一些活動、一些團康，然

後多去跟他們聊天才有可能，不是靠這種一、兩個月才一

次的活動。(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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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生活中的事件

對於更多受訪者而言，連隊整體就是團體，團體工作就是生活事件的堆

疊。受訪者B即認為，生活中的每一個任務的賦予與執行就是團體工作的開
展，而輔導長為使連隊任務能順利圓滿達成，在過程中運用所有解決問題及

提升團隊向心的方法，就是團體工作的方法。

剛好遇到國防部體測，抽到我們營部連，那怎麼辦？…為

了達成任務，一起想方法，每次開會前我都會跟他(營長)
討論，怎麼完成這個任務，順利把任務分給大家，讓大家

可以吃下來。(B-37)

對於受訪者C而言，輔導長利用不同時機，在官兵面前宣教、傳達規定
或命令，使官兵知曉相關訊息就是團體工作，且是達到某些目的的任務式團

體。

我們當幹部的必須在大團體，比如同時要跟六百多個人講

話，常常必須面臨到這個場合，…我講了一句話，我下了

一個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那個酒駕防處規定的某一條或陸

海空軍刑法某一條對酒駕的懲處給我背好，我明天五查我

就要抽人來問，變成一下去之後，有個任務性的導向，那

你的組織就會幫你去運作。(C-24)

從一些受訪者內容可見，團體工作即解決連隊生活中產生的各項問題及

疑難雜症，促使成員之間增加理解、降低人際衝突的過程。

我的營長常被申訴，原因是領導統御失當、不當管教什麼

的，那我們單位的人就會產生一股怨念，…我的角色就變

成一方面要協助主官維護單位團結，一方面也必須同理我

的部屬對於這些領導上的情緒壓力，去做一些處理。(J-27)
我們都要改大兵手記，在上面有看到好幾本都是在反映這

個事情，當事人也感受到很多人對他不友善…我就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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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莒光課後，召集整個連隊，針對這件事情開始進行討

論…藉由這樣的方式，用一些技巧點一些跟他比較好的弟

兄，從這些人的立場去看待，是不是有其他角度來看待這

些事情。(D-18)

對受訪者E和C來說，日常生活的互動中，只要能促進成員之間的向心或
情緒交流的活動，帶出所謂的團體動力，都屬於團體工作。

我帶著我的幹部一起做事情，…他們幫我做事情，我會犒

賞他們，比如帶他們去吃吃東西、聊聊天，有帶出他們的

團體動力，…我覺得很很多場合，比如說跟幹部吃飯也是

一種，執行任務完跟幹部們聊天也是啊!有那種情緒上的交

流。(C-39)

有些受訪者則是為了達到凝聚團體向心或是紓解官兵身心壓力，或是營

造家的感覺等目的，而辦理各項團康或競賽活動。

團康活動過程中，有辦法達到團隊凝聚的向心，如果團隊

競賽，過程中會有合作，會有向心力出來，…過程中他們

可以去感受溫暖的感覺。(A-25)
我辦過武裝接力，一開始大家會覺得幹嘛搞成這樣，後來

覺得很好玩…辦了這個活動，讓他們幾個連隊去模仿辦類

似的活動…讓連長知道其實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去凝聚部隊

向心…用很多方式讓他們知道部隊很溫暖。(G-23)

(二)團體特色

1、別無選擇的強制團體

徐震、林萬億(1983)依成員組成因素，將團體區分為強制團體與組成團
體，組成團體的成員可選擇是否加入團體，強制團體的成員則受到外力影響

而必須加入，徐震與林萬億將軍隊視為強制團體，此種團體特色為不聽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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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意見。從受訪者的言談當中，了解到軍隊重視團體的一致性，加以軍隊團

體工作的目的不在於個別成員的利益，而是以凝聚向心為主軸，所以辦理各

項活動時，往往會要求個別成員參加，藉以增加成效。成員在別無選擇的狀

況下只能硬著頭皮參與，雖然如此，有些受訪者仍會適度給予官兵空間。

不准沒有不上場的，…我都強迫他們出來，再怎麼不爽，

都要掰理由給我，我才能接受，因為這是連隊的活動。(B-
29)
如果真有人不想參與或抗拒，我會給他一些空間，請他要

適度參與，比如活動兩個小時，那你就參與半個小時再去

做你想做的事…。(J-31)

2、成效決定於主官與資深人員是否支持

很多受訪者均指出，活動是否能夠辦理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輔導

長跟主官的關係，以及主官或者是資深士官長的支持，假使主官能夠重視心

輔工作並且參與輔導長所辦理的各項活動，軍隊團體工作的運作可以說是事

半功倍。

主官如果認同你的做法，就會在課後補充的時候再加強，

無意之中又在你的團體凝聚再推一把，大家就知道這個概

念。(F-18)
主官參與會給活動帶來很大的影響，如果頭都沒參與的

話，要怎麼讓那些弟兄服你的心。(G-19)
辦活動、團康、宣導一些事情，主官不支持你，做再多，

功效可能只有一半而已。(B-35)
請資深士官出現對活動是正向的，…他們一加油，底下的

班兵就會跑得更快，這是很明顯的助力，他們在團體中的

影響力很大。(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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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軍隊社會工作」究竟為何？其面貌又為何？

軍隊社會工作成為社會工作領域的一支已是不爭的事實，惟在特殊的軍

隊場域中，有其獨樹一格的面貌產生。本文先透過相關文獻，說明國軍心輔

工作可以說是軍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工作的體現，並主張三級防處體系中實

施第一級預防處遇的輔導長，皆可視為是軍隊中提供服務的助人工作者，進

一步透由其執行心輔工作的實務過程，瞭解軍隊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工作的樣

貌與特色。

研究結果可知：第一，軍隊個案工作與社會個案工作雖然都以個人適應

為目標，然而，軍隊個案工作的特色在於透過預防與干預作為，增強軍事社

會正向功能，以遂行部隊任務為主要目的，而非以促進個人福祉為主要考

量，故在時間壓力之下，工作者執行心輔工作會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問題取向的模式，所採取的方法，撇除理論取向，更貼近於場域特性且

各憑本事，只求盡快「解決問題」，而與社會工作「以人為本」及「助人自

助」原則相異。第二，在部隊講求效率及遵循長官期待的特性之下，大部分

輔導長皆依三級防處流程進行轉介，惟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輔導長更能

在處遇過程中，覺察地運用建立關係、保密及案主自決等專業原則，而用心

的輔導長，不論是否具備專業背景，更能同理當事人處境，盡可能採取對當

事人有助益的方法，而從當事人的進步當中，也能感受到身為輔導長的成就

感。第三，社會個案工作強調專業關係的界線，公私之間壁壘分明，但也因

為軍隊具有全控特性，輔導長若能善加運用，亦能透過與官兵朝夕相處及更

多互動，了解官兵的狀態，並以全人的方式提供服務。第四，一般機構的個

案工作者在考量機構規範與限制，且在以個案福祉為優先的狀況之下，大

部分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利，然而，輔導長在軍隊講求團體利益的場域特性

下，作決策時往往需要考量到公平性與團體氛圍，且很多時候，輔導長並

沒有做決策的權力，惟很多輔導長仍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當事人爭取最佳

利益。最後，軍事體制所造成的弱勢情境，加以階級的絕對權威影響，短時

間內不可撼動，依輔導長能力尚無法透過科層倡導行動，藉以改善軍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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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議題，由訪談結果亦可知，輔導長大多只能以棉薄之力，透過建議主官

採取對當事人更有益的方式解決問題，惟這也需要輔導長與主官之間關係良

好，在主官的全力支持下才能辦到，這也突顯了場域特性對於實踐個案工作

的諸多影響。

團體工作部分，除了文獻提及軍隊團體工作的各種特色外，研究結果可

知，對於輔導長而言，一個連隊就是一個團體，日常生活中與官兵的互動都

是團體工作的體現，除了年度規劃的正式課程外，訪談結果也可知道更多軍

隊團體工作的不同面貌。此外，不論是否具備社會工作專業背景，有心的輔

導長可以更敏銳地察覺到團體的動態及個別成員的狀態，並把握各項時機，

適時地運用創意與巧思進行宣導、教育官兵，共同解決問題、紓解壓力或給

予支持，不使任何場合或活動流於形式，最終達到凝聚士氣，使團隊順利運

作之團體目的，而團體工作也因為軍隊場域的獨特性，與社會團體最大的差

異，即該團體具有強制性，因而輔導長在執行相關活動時，必須運用創意或

巧思增加官兵興趣，收放之間也要有所權衡與彈性，才能真正達到凝聚官兵

向心的目的，避免因為強迫參加而失去效果，甚至造成反效果。

最後，軍隊體制有時雖然也是造成官兵問題的來源，然而，輔導長的個

人特質、用心程度與創意巧思，在與官兵個人或團體的相互激盪之下，即會

產生不同的結果。用心的輔導長，無論其是否具備助人專業，在瞭解到自身

作為輔導長擔負協助官兵適應環境，以及促進單位團結和諧的職責後，即便

軍隊場域充滿限制，仍可找到方法，發揮輔導長執行心輔工作的功能與凝聚

部隊向心之目的，而這也是政戰輔導長存在的重要價值與不可取代性的充分

展現。此外，軍隊輔導長在老二哲學下，最終只有建議之權，因此，要使個

案與團體工作真正達到目的並有所成效，與主官之間營造和諧關係並爭取主

官認同，即為輔導長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軍隊社會工作」應該為何？又要如何做？

依國軍心輔工作的三級防處架構，輔導長在「初級預防」中的位置僅需

藉由教育推廣及發掘、轉介等健全官兵身心健康，位於「二級輔導」的心輔

官才真正肩負個案輔導與轉介等任務，但實際上，因為個案數量眾多且分散

於各單位，輔導官兵的責任，更多是落在輔導長身上。此外，比起心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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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長受惠於軍隊的全控特質，有更多時間與空間上的優勢與官兵建立關

係、瞭解官兵需求並協助解決問題。然而，三級防處體系是一套以組織概念

建構而成的體系，即是以「位置」賦予相對應的工作，對處在初級預防位置

的輔導長來說，不論其是否具備助人專業背景，在國軍心輔工作與社會工作關

係密不可分的狀況之下，輔導長被期待運用社會工作的知識與技巧執行第一線

的輔導工作。因此，不論專業背景為何，輔導長都應具備助人工作相關的基

礎知識與技巧，避免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窘境，且在志願役官兵為

主的部隊中，更應該強調心輔工作協助官兵適應環境的初衷與目的，將官兵

視為珍貴的資源，轉向對於「全人」的關照並具備連結正資源的能力，用心

協助官兵解決問題，而非僅透過三級防處流程，一層又一層的轉介方式，協

助部隊「解決產生問題的人，而非解決人的問題」。此外，團體是一個動態

有生命的組織，此生命體是由「人」及其之間的互動所組成，團體運作過程

會產生影響成員及整個團體的力量，稱作團體動力，團體動力一旦被誘發，

團體成員對於團體會產生高度認同感，更有助於團體目標的達成(黃惠惠，
1998)。筆者認為，部隊士氣可以說是團體動力的彰顯，對於輔導長而言，
凝聚向心與士氣亦是重要的任務之一，且多數輔導長在處理問題時，都是以

整體團隊為考量，甚至需要考量其他官兵的觀感與感受，避免官兵之間因比

較而感受到不公平，小則影響人際和諧，大則撼動團隊向心。因此，本文即

建議除了透過各項講習強化前述的助人工作價值與技巧外，輔導長亦應增強

團體工作的概念與技巧，不管是在處理官兵之間或與主官間的衝突，辦理年

度政訓活動、宣教或日常生活中的互動等，都可以有目的、有意識地將團體

工作的方法帶入，藉以誘發正向團體動力，若成員之間對於單位有高度認同

感，必能同心達成任務；此外，邀請處理過特別個案的營、連輔導長現身說

法，針對如何在軍隊體制內做好實務工作的方法，務實地結合場域特性傳授

相關經驗，藉以貼近實務現場，避免專業技巧訓練與部隊實務經驗無法結合

的狀態。

三、研究限制

本文僅以陸軍基層連隊輔導長執行心輔工作的經驗，從直接服務視角呈

現軍隊社會工作在基層部隊的樣貌，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亦能從不同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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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層級、軍事醫療單位、眷服單位、民事工作等領域著手，慢慢為散落於各

軍事專業單位的軍隊社會工作，共同拼湊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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