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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醫療經營環境之快速變革，國軍醫院雖係以任務導向為經營目標，但在面臨健保政策及民眾就醫習慣之改變，國軍各

級醫院與一般公私立醫院實處於相同之競爭地位，其經營管理制度若沒有適時變革亦將面臨生存威脅。 本研究以國軍區域

教學醫院為研究對象，探討導入平衡計分卡之觀念，分別在「財務」、「顧客」、「內部作業流程」及「學習與成長」四

構面下，以評估組織績效表現關係之研究，其目的如后： 一、建構驅動國軍區域教學醫院未來價值之策略性績效指標，進

而精進整體之經營績效，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 二、探討國軍區域教學醫院導入平衡計分卡之影響因素。 三、以平衡計

分卡觀點為國軍區域教學醫院建立績效評估制度。 其透過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one way MANOVA)、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 way ANOVA)，在個人屬性變項對於「重要程度」及「執行成效」做檢定，最後再利用成對樣本t檢定考驗「重要程

度」與「執行成效」兩者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研究結論如后： 1. 醫院員工屬性中之「性別」、「身份」、「職務」、「

職位」及「部門別」對平衡計分卡績效指標之重要程度間呈有顯著之差異。 2. 醫院員工屬性中之「性別」、「職務」、「

部門別」及「職位」對平衡計分卡績效指標之執行成效間呈有顯著之差異。 3. 醫院在平衡計分卡策略性績效指標之「重要

程度」和「執行成效」間是呈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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