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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QS 與企業使命、價值觀、核心競爭力、願景、文化及目標關係之研究 

一、前言 

『人是組織最有價值的資產』這個觀點，在組織的實務操作上明顯有相當落差。尤

其在現今大環境快速變動下，有些高階經理人會想到的就是削減訓練支出，原因除了是

多數的企業主或經理人並不知道如何評估訓練的投資報酬率，也不知道運用管理工具來

查核訓練投資之決策制定過程之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所執行的訓練無法與公司的願

景、使命、價值觀、目標與企業文化產生一致性與聯結性。 

二、再談 TTQS 與建構企業使命/價值觀/核心競爭力/願景/企業文化/目標之重要性 

（一）於 TTQS 訓練品質計分卡－企業機構版（見表一）提到，在 PDDRO 的迴圈，第

一項 P(Plan)計畫－1 明確性－1a，即是組織願景/使命/策略的揭露；1b－目標與需求

的訂定－1b-1：明確的經營目標與計畫；由此可知，企業訓練績效若不依據願景/使命/

核心競爭力/經營目標等指標項目，其成果(Outcome)的多元性、完整性與組織擴散效

果及訓練投資報酬率幾乎無法呈現，因此，建立企業願景/使命/核心競爭力與經營目

標，乃執行 TTQS 之首要任務。 

（表一：TTQS 訓練品質計分卡－企業機構版本） 

檢核指標項目 

1a組織願景/使命/策略的揭露 

申請單位是否於培訓前進行外部環境的評估，包括調查培訓需求、定期評估與檢測，

且對組織使命及策略是否有具體或書面紀錄之明確性陳述，並公布讓全體員工知悉。 

1b目標與需求的訂定 

申請單位是否訂有明確的經營目標，並定

期對相關的工作績效需求進行修正與確

認。 

例如：公司市佔比；各類別訓練成長計

畫；對工作績效需求分析的報告。 

1b-1 

明確的經營 

目標與計畫 

1b-2 

工作績效的 

需求分析 

（資料來源：職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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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策略性人員訓練管理體系圖中（見圖一）明確顯示，所有訓練課程發展、需求

分析，乃至職能分析，皆是參考並依據願景、策略及營運計畫展開，且要有具體或完整

的書面陳述，並要公佈讓全體員工知悉。 

（圖一） 

策略性人員訓練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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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SO10015：1999 版 條文 4.3.4 中亦提及： 

培訓計畫應考慮下述方面： 

a)組織的目標和需求 

The specifica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a) the organization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四）在“職能發展與訓練策略”中，亦談到“使命/價值觀/目標與策略”與訓練策

略之間的關聯性。（見圖四及圖五） 

（圖四：企業競爭力的來源） 

Mission, Vision, Value
使命、願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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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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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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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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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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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以職能為基礎的人才資產管理） 

企業願景

長期目標/營運策略

人才資產策略

職責與核心職能

整體獎酬

學習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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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發展
與管理

招募與甄選

 

（五）Figure 1 亦明白指出，企業經營計畫的重要性（見圖六） 

（圖六） 

策略
經營計畫

其他需求

組織的需求分析

職能－相關的需求

其他需求 培訓需求

培訓  

三、從 TTQS 架構談企業使命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成效 

（一）組織使命的定義： 

   １〃一個組織以何種方式存在 

   ２〃一個組織存在的理由 

（二）組織使命的重要性： 

   １〃『使命』是組織存活的關鍵因素 

   ２〃組織的定位 

   ３〃組織的方向 

   ４〃組織的貢獻 

   ５〃組織的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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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組織的共識 

   ７〃組織的吸引力 

（三）組織使命的元素 

所有人都會

感動的成果
貢獻結果

要有感情客戶對象

樂此不疲產品媒介

元素

所有人都會

感動的成果
貢獻結果

要有感情客戶對象

樂此不疲產品媒介

元素

 

（四）組織使命產出之手法與流程 
使命產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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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體使命文字產出  

（五）實例 

A 公司 提供領先的封測整合服務，成為客戶值得信賴的伙伴 

B 公司 
以廠務系統機電整合，協助高科技產業，將 Made in Taiwan 的榮

耀深植全球 

C 公司 
藉由提供高性能微電子組件及加值服務，予航太、國防、醫療產業，

達成公司及客戶雙贏的目標 

D 公司 透過網網相連，將希望與豐收，提供給全人類，提升生活質量 

E 公司 提供專業保健藥妝的服務，賦予健康美麗光采的人生 

F 公司 提供最佳網通元件模組化整合服務，讓客戶創造更精采的網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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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學 
提供社會在職人士及中小學教師進修碩士學位專班，藉以提升人力

素質 

（六）使命無用論？ 

  企業之所以質疑使命無用，乃因停留在使命仍是形而上、抽象且空洞的名詞，其

主要關鍵是： 

  １〃幹部未經參與產出 

  ２〃員工無法將組織使命運用在工作上 

  ３〃未能提升工作的熱情與意義 

殊不知，組織使命乃產品發展的依據，客戶選擇的依歸，通路發展的依歸，人才發展

的依歸，企業形象的依歸，目標選定的依歸及凝聚的依歸。 

  因此，常將工作與使命作聯結，乃是創造熱情的手法，亦是間接提升工作績效的

表現。 

四、從 TTQS 架構談價值觀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成效 

（一）組織價值觀的定義 

   １〃組織內形成的共同欲望與信仰 

   ２〃組織成員遵循的原則 

（二）組織價值觀的重要性 

   １〃組織的動力來源 

   ２〃組織的共識 

   ３〃組織的吸引力 

   ４〃組織的供給 

   ５〃組織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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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的元素為： 

   １〃價值判斷：是非對錯→內在信仰 

   ２〃價值取捨：八大領域的慾望滿足 

（四）實例 

A 公司 誠信經營 互利共榮 不斷超越 

B 公司 誠信 創新 共榮 共利 

C 公司 品質服務 正直誠信 創造價值 

D 公司 活力 創新 誠信 滿意 

（五）組織價值觀的產出流程 

(二)組織價值觀產出流程

定義

重要性

二大元素
價值取捨

價值判斷

總經理確認並公佈組織價值觀

各組詮釋組織價值觀內涵與深度
 

（六）組織價值觀的運用 

   １〃決策的依據 

   ２〃員工的工作原則 

   ３〃領導現有員工之依據 

   ４〃應徵新員工的基本依據 

五、從 TTQS 架構談核心競爭力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成效 

（一）組織核心競爭力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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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我們現在有的能力，別人很難有 

B 級：我們現在有的能力，別人以後也會有 

C 級：我們現在有的能力，別人也有 

（二）組織核心競爭力產出流程 

定義

A/B/C級解釋

核心競爭力文字產出

A級-我們有,別人很難有

B級-我們現在有,
別人以後也會有

C級-我們有,別人也有
個人產出並分類

共同討論並彙整

 

六、從 TTQS 架構談願景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成效 

（一）組織願景的定義 

１〃大家心目中的共同希望的景像 

２〃渴望見到可呈現的企業景像 

（二）組織願景的重要性 

１〃組織願景是一種企業的動力，喜悅，期待的泉源，可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２〃企業願景如同海洋中的明燈，提供企業希望，進而凝聚共識，讓企業得以不

斷前進，永續經營 

（三）組織願景的元素 

１〃可實現的目標 

２〃所有人都為之嚮往 

３〃值得長期追求 

４〃最多數人對公司期望的交集 

（四）組織願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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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讓組織成員對組織發展有清楚的輪廓 

２〃可激勵組織成員，增加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 

３〃透過了解公司的未來可讓成員清楚自己工作的意義 

４〃可為組織建立卓越的標竿 

（五）實例 

公司名稱 願景 

A 公司 成為台灣保健藥妝第一家上市櫃公司,立足台灣,進軍中國 

B 公司 成為全球最大網具供應商 

C 公司 成為亞洲地區自動化設備製造商之標竿 

D 大學 成為南部地區中小學及企業人士在職進修指標性學校 

（六）願景與績效的關聯性：是全體內外相關人員所產生的念力與動力 

（七）願景無效的原因？ 

   １〃不是集體的創作 

   ２〃文字說明不具體 

   ３〃沒有圖像 

   ４〃沒有與個人利益相結合 

   ５〃沒有與「徵/選/育/用/留」機制結合 

   ６〃沒有與團隊利益結合 

（八）願景塑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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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重要性

元素

功能

具吸引力

具理想性

可實現之中長期目標

人人為之嚮往

值得長期追求

多數人期望的交集

具宏觀的視野

多元化的發展各組願力收集

彙整

共同願景文字產出

共識形成

願景具像化
文字

圖像
(個人與團隊)

總計

經營團隊篩選

投票產出

 

（九）實質成效手法 

   １〃願景具像化能力養成－讓企業內外人員皆有具像化敍說與書寫的能力，使之

產生自我激勵與激勵別人的效益 

    （１）願景具像化自我激勵的方式－用說故事、電影的模式敍述 

       ａ描述可實現的具體目標 

       ｂ多使用形容詞，要有感情 

       ｃ要有連續性        

    （２）願景具像化激勵他人的方法 

       ａ描述可實現的具體目標 

       ｂ確認自己的信心與熱情 

       c 詮釋願景與「我們的利益」之關係 

七、從 TTQS 架構談企業文化建立的重要性及其成效 

（一）企業文化的定義 

企業文化乃是企業員工共同的「反應模式」，其中包含內在的思考習慣與外在的表

現習慣，而企業文化的形成，至少要持續十四週，且文化無關好壞，適不適合及對應公

司目標才重要；因此，要了解並分析組織之文化，勢必得參考目標性質，如企業的經營

目標與方向是『要快速成長』，則組織的文化與氛圍最佳狀態是『積極、挑戰、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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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若組織的目標是『維持穩定』，則企業的文化則應趨近於『耐心、和諧、分享』…

等的共同「反應模式」；而擁有適合的企業文化，則全體員工則易產生好的工作慣性。 

（二）企業文化產出流程 
(四)企業文化產出流程

定義

文化差異原因

文化(態度&行為)小組討論並發表

企業文化文字產出

符合年度目標性質

產業結構

組織人力結構

目標客戶群特性…等

內在慣性(態度)-看不到的習慣

外在慣性(行為)-看得到的習慣

 

八、企業使命/價值觀/核心競爭力/願景/企業文化/目標與訓練績效之關聯性 

（一）從 PDDRO 迴圈中即可明確瞭解願景目標與訓練規劃、訓練體系的關聯性 

Plan 計劃

關注訓練規劃與企
業營運發展目標之
關連性以及訓練體
系之操作能力

Outcome 成果

著重訓練成果評估之
等級與完整性、及訓
練之持續改善

D esign 設計

著重訓練方案之系統化
設計（含利益關係人之
參與、與需求之結合
度、遴選課程標準、採
購標準程序）

Do 執行

強調訓練執行之落實
度、訓練紀錄與管理
之系統化程度

Review 查核

著重訓練的定期性執行
分析、全程監控與異常
處理

Plan 計劃

關注訓練規劃與企
業營運發展目標之
關連性以及訓練體
系之操作能力

Outcome 成果

著重訓練成果評估之
等級與完整性、及訓
練之持續改善

D esign 設計

著重訓練方案之系統化
設計（含利益關係人之
參與、與需求之結合
度、遴選課程標準、採
購標準程序）

Do 執行

強調訓練執行之落實
度、訓練紀錄與管理
之系統化程度

Review 查核

著重訓練的定期性執行
分析、全程監控與異常
處理

 

（二）“職能發展與訓練策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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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TQS 之應用：符合１〃明確性＆３〃連結性要求之可行做法 

使命/價值觀/願景/目標/策略/核心訓練類別或領域/訓練政策的明確性，應

以書文化表現之，並公佈讓全體員工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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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呈現方式，可以總表表達（結合各部門行動方案及年度訓練計畫）如下： 

使命 價值觀 願景 目標 策略 
行動 

方案 

訓練 

政策 

核心 

訓練 

類別 

年度 

訓練 

計畫 

         

如此總表的展開，即具 1a~1d&3 項之要求 

九、結論 

“ROI + Training = ISO10015”中寫道：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ies need more urgently than ever to invest in people.  Only 

the quality of company’s human capital can ensure long 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knowledge economy.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training is “mission 

critical”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n activity “nice to have” and therefore 

dispensable at times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 

為了企業的發展，企業需要更急切地對人力進行投資，只有高品質的人力可以在知識經

濟時代確保企業競爭優勢。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下，訓練是「最重要的任務」，而不是「最

好有」的活動。 

  然而，要使訓練績效持續發揮，企業人力品質不斷提升，就必須做到一開始計畫中

的企業願景、使命與策略的揭露，也唯有訓練結合公司短中長期目標，創造出良好投資

報酬率，企業主才能更直接快速且明確地瞭解“執行 TTQS”是企業發展與提升營業績

效的關鍵項目，也才能避免內部推動上及支持上的障礙與阻力。 

最後，藉由此份報告，盼能對有心提升內部訓練品質及找到關鍵人才的企業主與經

理人有些許的助益，並建構完整且實質成效的組織願景、使命、價值觀與企業文化，也

算是為這計畫略盡一份棉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