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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環境管理系統之相關建立，已成為國內醫療機構積極推動環境保護策略之一。然而許多醫療機構於執行環境管理系

統之後，仍無法提出具體且有效之方式來對外展現出其在環境管理系統中所創造之環境績效。本研究之目的係以醫療院所

為研究對象，參考ISO 14031環境績效評估標準建立適用於我國醫療院所之環境管理績效評等系統，並藉由專家德懷術法

，研訂各類指標之權重；之後並製作醫院問卷，收集、分析及探討國內各層級醫療院所之環境管理現況與成效，期能完整

呈現其績效與實際了解各醫療院所管理面及實務面需加強改善之項目，據以作為持續改善之努力方向。 依據本研究之資訊

收集與德懷術專家問卷之執行，確立本研究所擬訂醫療院所環境管理績效之評等系統，共計有4個面向、82項指標，再經

由醫療院所之問卷調查，配合重要-績效分析法之分析，可求得各指標之成效分數及優先改善順序。依據行政院衛生

署91~95年度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其規模在地區醫院以上之醫療院所計有約150家，經過抽樣調查，問卷發出148份

，共回收101份，回收率為68.24%，並有效運用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單一樣本t檢定等統計分析方法，並依

此提出建議，期能作為我國醫療院所在執行環境績效評等之參考，研究結果顯示： 1.重要-績效分析法可得知專家問卷與

醫院問卷其四個面向中，整體之績效分數，專家問卷較醫院問卷為高。經統計整理得知各類指標之改善優先順序如下：【

面向一實務操作面】各指標改善前三項：【紙類資源回收量】、【鐵、鋁罐資源回收量】、【病媒蚊管制指標】。【面向

二技術操作面】各指標改善前三項：【廢棄物委託合格廠商之數量百分比(%)】、【實驗室廢液分類、貯存適宜性】、【

實驗室廢液清除、處理適宜性】。【面向三行政管理面】各指標改善前三項：【放流水標準符合度】、【廢棄物稽查執性

之次數（次/月）、違反環保法令紀錄(次/年)】。【面向四維護管理面】各指標改善前三項：【機具維護檢修之次數(次/

月)】、【依據保養計畫執行完成率 (%)】、【院內景觀及植栽之除草、修剪等執行率(%)】。由此可明確得知其績效與各面

向中需加強改善之項目，做為持續改善之評估依據。 2.藉由環境績效評估得知全省環境績效分數平均68.93分，經過單一樣

本t檢定，顯示我國醫療院所整體環境績效評估之績效尚可。 3.不同的地理區域與環境績效分數之間的差異，經單因子變

異數 分析顯著水準，以東區(70.57)、北區(70.46)、南區(68.72)績效分數較高；中區(65.93)績效分數較低，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差異水準。 4.藉由問卷分析可了解不同地域、規模及是否參與「環保醫院」之 醫療院所，在環境績效評估問卷量表中得分

上具有顯著差異性；不同地域位置、醫院之規模與是否登錄為「環保醫院」之醫療院所是有其差異性，且達顯著水準。 5.

藉由Pe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顯示實務操作面向、技術操作面向、 行政管理面向與維護管理面向有顯著之正相關性。 6.經由

本研究研果得知，本研究所建立之醫療院所環境績效評估指 標系統並非適合各類醫療院所，唯除法令所要求執行外，可依

照各醫療院所之區域性、醫院規模與醫院政策之不同而訂定之，以利各醫院確認與執行優先改善之標的，進而朝向達成醫

院環境管理之目標與方向。 關鍵詞：醫院環境管理、環境績效評估、重要-績效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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