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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醫療品質可謂二十一世紀醫務管理的核心工作，放眼世界各國對醫療指標與品質之發展趨勢，2006年即有國內醫院開始參

與JCI國際醫療評鑑。JCI評鑑有別於國內醫院評鑑的思考模式，藉由追蹤方法學來評鑑醫院的問題，並強調「以病人為中

心」，考量整個醫療或服務流程，這不僅可以全面提升醫院的醫療及服務品質，亦可促進醫院朝向病人安全與醫療國際化

之目標邁進。在病人不斷追求更好的醫療品質下，國內陸續有醫院都積極欲參與JCI評鑑，但JCI評鑑有著比國內醫院評鑑

還繁瑣與詳細的指標。 有鑑於此，本研究先應用模糊德菲法（FDM），從131項JCI國際醫院評鑑標準中，篩選出醫院推

行JCI評鑑前的關鍵性指標項目；接著運用詮釋結構模式（ISM）來探討不同醫院層級對篩選後之指標關聯性。 研究結果

發現，不同醫院層級在推行JCI評鑑指標項目的關聯性上大致相同，但區域醫院比醫學中心多5項指標項目。而在JCI評鑑

指標重要程度的排序方面，「確保手術部位正確、流程正確、病人正確（IPSG 4）」、「醫療團隊對病人評估診療能有整

合照護的流程（COP 2）」位居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前兩名。 未來國內有意參加JCI評鑑之醫院可依據本研究結果做為推

行前之教育訓練準備，一方面可提升醫院有規劃性進行JCI評鑑的相關準備效率，再者可減輕醫院臨床人員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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