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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由保三總隊貨櫃安全檢查實施推動品質管理系統專案過程中，探求影響之各項因素，研究分析因應改善，作為相

關人員與上級機關具體且及時適切的施行之參考。 以前之研究多著重於品質管理系統專案施行後成效分析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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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造成不良形象的刻版印象，考量經濟成本效益上，就推動過程中隨時注意參與者之回饋資訊，修正因

應，可以節省相當的人力、物力與寶貴的時間。所以本研究以預防勝於治療觀念，透過深度訪談，以相關人員對品質管理

專案導入的認知、參與的態度、對專案績效的信心、困擾因素等四個評估面，探求影響推動之各項因素。 本研究結果：認

知因素明顯影響參與人員的執行信心，態度受到困擾因素影響評估面偏低。主要困擾因素為員警對品質管理制度內容不了

解、工作量增加、教育訓練、宣導方面不足，其次為經費、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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