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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 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 

 
本研究將幾個供應鏈策略模式化，而供應鏈策略之特性間比較如

表6.1，在簡單二階供應鏈中，其需求預測方面，使用移動平均法預測
需求，存貨上限策略為存貨策略。在JIT供應鏈策略中，需求分為訂單
需求與非訂單需求，訂單需求則可以及早反應，非訂單需求部份則進

行需求預測與存貨策略，需求預測使用移動平均法，存貨策略為存貨

上限策略。CRP供應鏈策略則不需要進行需求預測，其存貨策略為訂
購至存貨上限點。而在CRP供應鏈策略設有安全存量，其存貨策略則
改變為若庫存低於安全存量才訂購至存貨上限點。 

 
表6.1  各供應鏈策略比較表 

供應鏈策略 簡單二階供應

鏈 
JIT供應鏈策

略 
CRP供應鏈策

略 
CRP供應鏈策
略設有安全存

量 
需求預測 移動平均法 移動平均法

(非訂單需求
部份) 

無 無 

存貨策略 Order-up-to 
policy 

Order-up-to 
policy(非訂單
需求部份) 

訂購至存貨上

限點 
訂購至存貨上

限點 

其它  需求分為訂單

需求與非訂單

需求 

 庫存低於存貨

上限點時才訂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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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機產生需求模擬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影響 
 

在各供應鏈策略對供應鏈長鞭效應的影響上，若使用簡單二階的

供應鏈策略，在預測期數固定下，前置時間越長，供應鏈的長鞭效應

也越大。而在前置時間固定下，使用越多期數的需求資料進行需求預

測，供應鏈的長鞭效應則會降低。因此在需求為隨機產生時，使用簡

單二階供應鏈模式運作供應鏈，為求降低長鞭效應必須縮短前置時間

與使用越多期數的需求資料進行預測將可以降低供應鏈長鞭效應。 
若供應鏈使用JIT供應鏈策略，在訂單需求是可以事先得知並加以

反應，非訂單需求部份則以移動平均法進行需求預測與存貨上限策略

的存貨策略情況下，整體而言，有一定比例的需求量可以事先得知的

情況下，長鞭效應將可獲得想當程度的控制。但並非需求中訂單需求

比例越高，長鞭效應就越低。當需求中訂單需求比例達到百分之六十

至七十時，整體供應鏈長鞭效應即降到最低，若需求中訂單需求比例

繼續提高，供應鏈長鞭效應則又將增大，並逐漸趨近於一。 
若供應鏈策略為CRP供應鏈策略，則存貨上限點的設定是影響長

鞭效應的關鍵。存貨上限點若設定得過低，供應鏈的長鞭效應會降低，

但會有缺貨率增加的問題。若存貨上限點設定得宜或過高，供應鏈的

長鞭效應則得到控制，但存貨上限點設定過高，會使不必要的庫存增

加。在使用CRP供應鏈策略的大部份情況下，若存貨上限點設置適當，
庫存相對較高，缺貨情況則相對較少。 

在另一種CRP的供應鏈策略上，為設有安全存量的CRP供應鏈策
略。在庫存低於安全存量時，才會向上游廠商訂購至存貨上限點。在

固定存貨上限點的情況下，設定越高的安全存量，供應鏈長鞭效應將

會越低。整體而言，設有安全存量的庫存量較沒有設定安全存量的CRP
供應鏈策略的庫存量低。在供應鏈長鞭效應上，設有安全存量的CRP
供應鏈策略則會略高於無設定安全存量的CRP供應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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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供應鏈策略之特性、控制因素，分別對長鞭效應、平均庫存、

缺貨率三方面之影響關係，整理如表6.2。 
 
表6.2  各供應鏈策略控制因素與影響項目關係表 
供應鏈策略 控制因素 影響項目  關係 

長鞭效應 正比 

平均庫存 正比 前置時間 

缺貨率 反比 

長鞭效應 反比 

平均庫存 反比 

簡單二階 

預測期數 

缺貨率 正比 

長鞭效應 越高越趨近一 

平均庫存 反比 JIT供應鏈 訂單比例 

缺貨率 反比 

長鞭效應 反比 

平均庫存 正比 CRP供應鏈 
存貨上限

值 
缺貨率 反比 

長鞭效應 反比 

平均庫存 正比 CRP供應鏈設有安全存量 安全存量 

缺貨率 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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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研究與結果意涵 
 

在經過隨機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後，其結果表達出一些重要的結

論，分述如下： 
 

1. 隨機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差異 
 

隨機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的差異在於供應鏈系統設定

上，前置時間與需求資料的不同。前置時間設定不同，個案

研究前置時間較長。在需求資料上，隨機模擬分析是經過數

次需求資料模擬後得出結果，而個案研究則是特定的需求資

料情況下，以此計算產生最終結果。因此隨機模擬分析與個

案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原因為隨機模擬呈現的是一個大部份

情況下的結果。而個案研究則是以一組固定的需求資料代入

模式所計算出來的結果。 
在個案研究的結果中，使用各供應鏈策略於長鞭效應、

平均庫存、缺貨率的表現優劣順序上，長鞭效應與缺貨率方

面，供應鏈策略優劣順序上相同。僅平均庫存上，各供應鏈

策略優劣順序有所不同，主因為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受需求

資料影響很大。當預測不準確時，預測過高會做庫存增加、

缺貨率下降，預測過低會使缺貨率提高、庫存過少。此為個

案研究與隨機模擬分析在供應鏈策略優劣順序上產生差異的

主要因素。 
 

2. 長鞭效應值為唯一指標並不周全 
 

本研究不同以往研究之差異之一，即是本研究在研究長

鞭效應之外，另使用平均庫存與缺貨率輔以說明供應鏈的整

體結果。以往僅討論長鞭效應值，忽略其他方面的影響，如

Chen et al.於2000年的研究中，說明在簡單二階供應鏈模式中
預測期數越高，長鞭效應越低，但若因此而下結論顯然過於

粗略，未能完整表達供應鏈的情況。預測期數越高，庫存將

越低，缺貨率也會因而升高，數個不同面向的指標，才能對

供應鏈作更全面的了解。 
 

3. 掌握需求的重要性 
 

在各供應鏈策略中，大部份供應鏈策略為求降低長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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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目標，都必須在其他方面作妥協。如簡單二階供應鏈使

用越高預測期數降低長鞭效應，雖也可使庫存減少，但缺貨

率則提高。CRP供應鏈策略設定較低的存貨上限值，使長鞭
效應與庫存減少、但缺貨率則提高，若存貨上限值設定越高，

則長鞭效應與缺貨率降低，但庫存則增加。唯有在JIT供應鏈
策略下，掌握越高比率的需求，在長鞭效應、庫存、缺貨率

上均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掌事需求是供應鏈解決方案的重要

課題。 
 

4. 前置時間的影響 
 

根據以往的研究與本研究隨機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中，

前置時間的增加對供應鏈整體的效率是絕對不利的情況。在

許多供應鏈解決方案中，均將前置時間減少列為重要項目。

於本研究中，前置時間增加也將使長鞭效應增大、庫存增加，

更加證明縮短前置時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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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一. 模式使用建議 
 

1. 供應鏈架構 
 

在使用本模式分析供應鏈長鞭效應時，需注意欲分析之供應

鏈架構是否相同。本研究所設定之供應鏈架構為一個供應商、一個

零售商與最終顧客。若欲使用本模式分析時，若欲研究分析之供應

鏈架構不符合，如多零售商與多製造商或最終顧客並不只有一個取

得產品的通路，如工廠直營，最終顧客可直接向工廠訂貨等。因此

不同的供應鏈架構，必須將本研究模式作修正，才可再加以利用與

輔助分析。 
 

2. 需求特性 
 

在需求特性上，本研究中在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上是使用不

同的需求特性的機率分配或個案資料。在供應鏈策略模擬上，在需

求產生上是採用隨機產生的方式，以此作為供應鏈策略模擬的輸入

資料。而在個案研究上，需求資料則是個案需求資料，個案資料直

接代入供應鏈模式進行模擬。另在在需求特性的假設上，於JIT供
應鏈策略上，部份需求是可以事先得知加以因應，對使用與評估

時，需注意需求特性上是否可以事先得知。CRP供應鏈策略則對需
求特性無太大的限制，並不需要類似l部份需求資料須事先得知等
需求限制條件。 

 
3. 需求預測方法 

 
需求資料的搜集後，依各供應鏈策略的特性需要，必須對未

來的需求量作預測，則需要需求預測方法進行需求預測。本研究所

採用的需求預測方法為移動平均法。在Chen et al.(2000) 對供應鏈
長鞭效應研究中，對於需求預測方法上即評估過幾種需求預測方法

對供應鏈長鞭效應的影響。最終的結果為移動平均法為最好的需求

預測方法，其中必須注意一點，此結論是基於僅利用需求的歷史資

料進行預測與需求分配呈現常態分配與供應鏈特性，如僅零售商直

接面對最終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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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貨策略 

 
在存貨策略上，存貨策略使用存貨上限策略的情況下，在Chen 

et al.(2000) 研究成果中，曾對許多商店進行統計調查，存貨上限
策略為最常使用的存貨策略。因此在對於除CRP供應鏈策略外，使
用存貨上限策略為其存貨策略。而CRP供應鏈策略則為不同的存貨
策略，其存貨策略為每次訂購時，訂購至存貨上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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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研究建議 
 

1. 多零售商下供應鏈模式 
 

在真實世界中，單一零售商的供應鏈情況是罕見的。大多數

的產品、物料、半成品等，多為多零售商的供應鏈狀況，也有許多

商品是由許多組件所組裝而成。以筆記型電腦為例，其上游就有如

LCD面板廠、中央處理器供應商、記憶體供應商、硬碟供應商等，
其供應鏈狀況即不是處於一對一的供應鏈模式，因此往後若針對多

零售商狀況下的供應鏈模式之長鞭效應研究，則必須要注意到如多

零售商間的影響關係、上下游產品單位的設定等。 
 

2. 動態模式  
 

在某些更高度整合的供應鏈中，有更詳盡的考慮。其運作是

屬於動態類型，而非比較靜態。一般比較靜態模式為固定週期才進

行決策。真正的動態模式其運作是隨時間針對目前的狀況進行最佳

的決策。而一般零售商的統計時間單位和策略則是為比較靜態，每

天進行盤點等動作，固定的決策週期進行決策，向上游訂購或不訂

購等。 
 

3. 庫存與缺貨率之關係 
 

本研究對分析供應鏈的成效，除長鞭效應外，另加入平均庫

存與缺貨率。在此部份，在大部份的供應鏈策略下，平均庫存與缺

貨率的關係呈現替代現象，平均庫存增加，缺貨率即會下降。因此

對於此類的現象，可以針對不同的產品情況下，研究庫存與缺貨率

的替代關係，找出最適的庫存與缺貨率水準。 
 

4. 綜合供應鏈評估指標 
 

本研究主要專注在各供應鏈策略對供應鏈影響，因此分析時

並無找出一個綜合供應鏈評個指標。未來的後續研究可以利用本次

研究的結果，利用評估分析方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找出一個適

當的綜合指標，代表整體供應鏈表現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