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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由導入ISO 9001：2000 品質管制認證系統過程中，探求出相關參與人員的態度、認知、信心等三因素對績效表現

之影響，期望建立一個專案施行中的調查機制，作為上級機關及輔導單位日後施行之參考。 以前之研究多著重於施行後分

析探討，可是一個專案的建立過程耗日費時，並需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才能有所成就，往往當事後研討發現問題時，

已造成相關單位之資源嚴重浪費，甚至造成一些難以彌補的損失(如不良形象的刻版印象)，所以建立一個施行中調查機制

的必要性，便無庸置疑了。本研究便在此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下，選擇了三項對人類行為影響甚鉅的因素(態度、認知、信

心)，透過深度的訪談，找出導入ISO 9001：2000 品質管制認證系統過程中，對參與人員執行績效的影響。 研究結果初步

找出其關聯性：信心因素明顯影響參與人員的執行績效，認知和態度兩個因素則與參與人員執行績效關聯性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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