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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精照機構評鑑循環

 精照機構
–基準相關書面
資料

–醫院自評結果
之佐證資料

 委員
–書面審查
–實地查核

評鑑當年

評鑑後1-3年
(合格效期內)

精照機構日常作業

精照機構實地評鑑作業

精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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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評鑑的限制

 每四年評鑑一次，平日努力被忽略與遺忘

 現行的評鑑方式偏重結構面品質，有限的時間內難看
出醫院平時的品質好壞

 機構積極準備約一年，補其餘時間之不足

 兩次評鑑中間的床位數、佔床率及各類醫事人力常與
評鑑時間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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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將精神復健機構評鑑資料準備作業常規化，並持續監
測

 將持續監測結果運用於評鑑作業
 協助機構發現問題
 提供機構內部改善建議

 降低實地評鑑查證時間，減少對機構執行臨床照護之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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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計畫目的

時間軸(年)

持續性監測系統

評鑑年

繁瑣龐雜的文書作業

回溯式審閱資料

耗時費力的書審

按月/季持續提報作業 評鑑年 簡化評鑑資料準備作業

醫院內部改善參考

4年

評鑑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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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評鑑趨勢

 評鑑週期間持續監測

 Data-driven (美國TJC的PFP制度)

 做為實地評鑑時的優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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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經驗
Australian Council on Healthcare Standards (ACHS)特色

以品質指標做評
鑑前的自我診斷

評鑑基準對應品
質指標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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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and External 
data

Previous Survey 
Findings
Data from Office of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from the 
Application
ORYX Core Measure
Data for hospitals
CMS MedPAR hospital 
data
CMS Nursing Home 
Compare data
CMS Home Health 
Compare data
CMS Lab Proficiency 
Test Failure data

PFP

R
ules Processing

Priority Focus Areas (PFAs)
Assessment and Care/Services
Communication
Credentialed Practitioners
Equipment Use
Infection Contr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dic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ientation and Training
Rights and Ethics
Phys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Patient Safety
Staffing

Clinical/Service Groups (CSGs)
Each accreditation program has its own 
unique list

美國經驗
優先評鑑重點之選取流程Priority Focus Process ( PFP)
融合指標數據資料於評鑑流程(僅用於美國國內)

To improve the onsite survey process- continuous, data driven, identify out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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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於評鑑過程的運用

提供機構表現的初步呈現

做為擬訂實地評鑑重點的參考

實評時進行實務溝通的基礎

協助機構展現優勢與找出改善機會的工具

做為評估機構整體品質的參考

10



持續性監測指標介紹
精神復健機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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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持續性監測指標結構

精神
復健機構
指標

復健
照護

復健
成效

機構內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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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持續性監測指標結構(4項)

1.精神科住院率

1.成功返回社區率

2.成功社區就業率

1.總感染發生密度

復健
照護

復健
成效

復健
成效

機構內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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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復健照護指標

 1.精神科住院率
 指標目的：本指標監測精神科住院事件指的是「個案因精
神疾病惡化而非計畫性住院」

 指標監測範圍：監測當月機構服務之所有個案
 收案頻率：月

 公式： 監測月份轉精神科住院之個案人次
×100%

監測月份機構服務之總個案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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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復健成效指標

 1.成功返回社區率
 指標目的：本指標監測成功返回社區指的是「個案因達到
社區復健目標而結案返回社區生活」

 指標監測範圍：監測該年機構收治之所有個案
 收案頻率：年

 公式： 監測年份成功返回社區之個案人數1
×100%

監測年份機構收治之總個案人數

註1：分子排除因子：1.收治未滿三個月之個案。2.自動離開機構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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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復健成效指標

 2.成功社區就業率
 指標目的：本指標監測成功社區就業率指的是「機構個案
因復健而社區就業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指標監測範圍：監測當月機構收治之所有個案
 收案頻率：月

 公式： 監測月份成功社區就業之個案人數
×100%

監測月份機構收治之總個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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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機構內感染指標監測

 1.總感染發生密度
 指標目的：收集機構內感染的發生密度及分析原因，以利
應用適當照護措施，減少感染之發生。

 指標監測範圍：入住72 小時後發生，有症狀，有醫囑治
療者

 收案頻率：月

 公式： 當月總感染人次
×1000‰

當月住民總人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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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
精神復健機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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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系統架構

精神照護機構評鑑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

指標管理
• 指標提報

報表管理
• 歷史資料查詢

• 指標提報完成度

精神復健機構評鑑管理系統
http://mhri.tjch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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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登入

登入
精神復健機構

連結
上方功能欄進入

進入
持續性指標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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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指標提報
 下載範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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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指標提報
 Excel填寫：於G欄、H欄填入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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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指標提報
 上傳Exce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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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歷史資料查詢
 可確認上傳結果 路徑：報表管理→歷史資料查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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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操作-指標提報完成度
 可確認提報完成度 路徑：報表管理→指標提報完成度

1
2

25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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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精神復健機構評鑑管理系統
http://mhri.tjcha.org.tw
精神照護機構持續性監測指標系統
http://218.32.21.157:8084/PSYP4P/WebForm/Auth/Login.aspx
服務信箱：psy.rinh@jct.org.tw
聯絡電話：02-89643000 分機3084、308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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