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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品質」是企業面對產業競爭的成功關鍵，ISO 9001之品質管理系統已成為世界共通的品質標準平台。近年來在台灣之中

小企業莫不大力推動ISO 9001的驗證，以有效提升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本研究以「中小企業申請品質系統

驗證之動機與評估顧問公司輔導之研究」做為研究主題。 本研究以289家已獲得 ISO 9001驗證認可登錄之組織為研究對象

，利用統計手法進行問卷分析，分析結果發現： 企業推動品質系統以內在動機優先於外在動機。前三個動機分別為「建立

標準化流程」、「提升公司品質水準」及「強化公司體質」。 組織評估顧問機構之來源管道不多，故評估之內容並無具體

方式呈現，經由問卷得出相關之服務因素之考量，可分為下列三個主要評估時間點，各列舉三個主要評估服務因素如下所

示： 1. 輔導前之評估以「提出的輔導計劃內容詳實」、「曾經輔導的同業實績越多」及「初步診斷報告及建議措施正確性

高」。 2. 輔導中之評估以「能有效保守本公司的商業機密」、「第一次就能提供完善的輔導」及「非常積極協助公司解決

問題」。 3. 輔導後之評估以「提供企業長期營運輔導之能力」、「輔導後持續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及「於後續之驗證公司

定期活動進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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