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製造業在導入ISO品質管理系統推動過程之執行步驟實務研究

何煜榮、余豐榮

E-mail: 9423683@mail.dyu.edu.tw

摘 要

中文摘要 ISO 品質管理系統為國際標準組織所制訂世界通用的品質管理標準，雖然已有不少成功驗證之案例，但是對於即

將要導入此系統者而言，仍會面臨到條文的認知不足、工作權責之界定、員工不夠熱心等問題，本研究係藉由相關文獻探

討及實務案例訪談，經整理分析後找出推動過程中較接近於實務需求之執行步驟，而此執行步驟所依據之來源乃參照戴明

博士的”計劃－執行－檢查－行動”PDCA（Plan、Do、Check、Action）管理循環理論而逐項展開作說明，此執行步驟協

助解決了傳統製造業所面臨的問題，而以”查檢表”(CHECKLIST)方式查檢案例以達實例驗證之目的，經成功案例實例

驗證結果，受查檢三家公司皆一次即成功取得驗證且肯定了在推動過程之執行步驟，顯示此推動過程之執行步驟具有可行

性及實務效果，希望藉此執行步驟，使傳統製造業在導入 ISO 品質管理系統推動過程中有所依循，快速達到推動成功的目

的。 關鍵字： ISO 品質管理系統，執行步驟，管理循環，查檢表

關鍵詞 : ISO 品質管理系統 ; 執行步驟 ; 管理循環 ; 查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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