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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時代的不斷進步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品質的要求標準也越來越高，更朝向多樣化，生產方式也由少品種的量計劃生產變

成多種少量的訂貨生產，不可否認的，品質已成為消費者選擇物品或服務時所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軍工廠以往均在穩

定環境中運作，近年來軍中實施「精實案」、「精進案」，致使國軍兵力目標減少、國防預算委縮，面對人事精簡化、組

織扁平化、工作效率化等變革，如何提高產品品質，提昇存在價值，是當今從事生產軍事機構所面臨嚴格的挑戰。本研究

希藉軍事工廠之個案為例，以研究軍事機構特性的內部員工對品質執行成效的認知作調查分析，並針對全面品質管理關鍵

因素與執行成效作一探討；期能提昇品質追求更卓越產品，為現代化管理的新趨勢，是為研究之重要目的。 研究結果由逐

步迴歸分析中顯示，在八項組成TQM關鍵因素中有「高階管理的角色」、「品管部門的角色」、「訓練」、「產品及勞

務設計」、「供應商的品質管理」、「製程管理」、「品質之資料及報告」、「勞工關係」皆能使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

均如預期結果，顯示該廠實行TQM關鍵因素項目，對TQM執行成效有正面影響。除此，本研究之結論亦提出管理實務上

之意涵，並針對研究提出進一步之建議。 關鍵字：TQM

關鍵詞 : 全面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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