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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第三方物流概念興起與發展至今，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物流服務

的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第四方物流也因此興起，第四方物流的概念最早

是由安盛諮詢公司於1999年提出。在這一個概念中，它所提供的服務不僅
是將物品由賣方送至買方，而是提供客戶一個供應鏈的整體解決方案。它

不但包含原有第三方物流的功能，還有資訊科技解決方案、管理諮詢等功

能，它影響的範圍已經涵蓋整個供應鏈，因此供應鏈策略成為各大廠商所

重視的部份。 
在探討供應鏈策略的同時，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就是長鞭效應。長

鞭效應是指供應鏈下游面對最終顧客需求的變動，會有越往供應鏈上游，

需求變動越大的現象。過去有幾位學者如Simchi-Levi(2000)等曾提出數學
模型去衡量長鞭效應，用以衡量各種解決長鞭效應方案(如資訊分享、需求
預測方法等)，對長鞭效應改善的大小程度。 

長鞭效應是所有供應鏈中急待設法改善的問題之一。近年來所提出的

許多供應鏈策略即是為了提高供應鏈的運作效率的供應鏈運作模式。以往

長鞭效應之研究主要著重於探討需求預測方法與存貨策略對長鞭效應之影

響。近年來物流快速發展，許多供應鏈策略陸續被提出，這些供應鏈策略

也將不同以往供應鏈的運作方式。如何建構出各供應鏈策略之運作模式並

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影響為一值得探討的課題。另一方面，以往

有關長鞭效應之研究僅著重於長鞭效應之分析，並未考慮其他方面之影

響，有失周全，而眾多供應鏈策略間的優劣特性比較也鮮少被分析比較。

以上均是促成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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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在各供應鏈策略概念中，主要的概念為試圖進一步整合供應鏈或使供

應鏈能運作更平順，以提高物流運作效率；如持續補貨計畫之供應鏈策略

的簡單化與自動化，即時生產供應鏈策略中預先掌握需求量等。本研究旨

在建構出可據以分析在各種供應鏈策略下影響長鞭效應的因素與程度的數

學模式。 
除依據Chen et al.(2000) 所建構之簡單二階供應鏈模式，架構略作修正

外，在其他供應鏈策略上，依其不同的特性，如需求特性、存貨策略等不

同特性構建其模式。最後進行模擬分析與個案研究，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

長鞭效應、平均庫存與缺貨率的影響。 
茲將研究目的綜合條列如下： 
     

1. 彙整各供應鏈策略特性      
2. 建構即時生產策略供應鏈模式 
3. 建構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模式 
4. 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之影響 
5. 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平均庫存之影響 
6. 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缺貨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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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將建構一個簡單供應鏈架構下，分析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

影響。在供應鏈策略範圍方面，包接下列四種供應鏈策略： 
1.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 
2.即時生產供應鏈策略 
3.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 
4.設有安全存量情況下，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 

 
本研究在分析供應鏈時，除長鞭效應外，另分析其他相關供應鏈運作

指標；包括長鞭效應、平均庫存與缺貨率。 
在模式限制上，主要有以下四點： 

1.前置時間為一固定值 
2.需求特性均可滿足供應鏈策略之要求 
3.上游廠商僅能由下游廠商之訂單得知需求 
4.當期未滿足需求由下一期滿足 

 
各供應鏈策略概念的模式化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在供應鏈策略的解

釋上，本研究選擇三個供應鏈策略作比較，包括即時生產供應鏈策略、持

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等。在需求預測上，學者Chen 
et al.(2000) 的研究結論認為，在各種需求預測方式對長鞭效應影響中，以
移動平均法最為適宜。因此本研究在需求預測方法的選擇上亦採用該項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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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項目與內容	 

 
本研究主要研究項目與內容如下： 

  
1. 供應鏈策略彙整與評析 

 
(1) 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 
(2) 即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 
(3) 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 

 
2. 模式構建 

 
(1) 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 
(2) 即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 
(3) 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 

 
3. 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分析 

 
(1) 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長鞭效應分析 
(2) 即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長鞭效應分析 
(3) 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長鞭效應分析 

 
4. 各供應鏈策略對平均庫存影響 

 
(1) 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平均庫存分析 
(2) 即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平均庫存分析 
(3) 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平均庫存分析 

 
5. 各供應鏈策略對缺貨率影響 

 
(1) 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缺貨率分析 
(2) 即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缺貨率分析 
(3) 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模式構建缺貨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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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供應鏈策略間比較 
 

在個別分析完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平均庫存、缺貨率

的影響後，將設定一相同的測試平台，對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即

時生產流程供應鏈策略、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作比較。 
 

7. 個案研究 
 

分析完各供應鏈策略後，將針對個案實際情況作環境設定，

以實際案例的資料，使用各供應鏈策略的情況分析其長鞭效應、平

均庫存、缺貨率，最後綜合比較各供應鏈策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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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與方法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圖1-1所示。首先確立目的與內容範圍等，其次

則收集相關文獻，主要包括供應鏈策略、供應鏈模式、長鞭效應三個部份。

文獻回顧與彙整後，進而開始模式建構部份，先對系統作出假設，設定需

求預測方法與存貨策略等。建構後模擬分析供應鏈策略對供應鏈長鞭效應

之影響。 
 
 
 
 
 
 
 
 
 
 
 
 
 
 
 
 
 
 
 
 
 
 
 
 

圖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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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之主要內容與方法分述如下： 

 
1. 文獻回顧 

 
首先在架構供應鏈模式與量化其長鞭效應前，先對各供應鏈

策略的重要概念作重點整理。利用專家法先整理許多學者與書籍對

各供應鏈策略的定義與解釋，進而整理出各供應鏈策略的重要特

性。而在長鞭效應方面，則著重在過往學者利用數學模式量化的研

究，找出重要的參考依據，如長鞭效應的量化指標、建構之供應鏈

模式等。 
 

2. 變數設定 
 

在變數設定上，可大致上分為兩類，一種為自變數，另一種

為依變數，變數的型態則必須考慮到分配型式，如常態分配、二項

分配等，主要變數如下： 
    

(1) 需求 
 

在需求的設定上，必須先確認需求的特性，如即時生產

流程是有部份需求為可事先預知，必須將需求先分開處理，

而在無法預知的需求部份則可視所需之需求型態設定，如均

一分配、常態分配等。 
 

(2) 前置時間 
 

前置時間在模擬分析時為控制變數可自行控制，在個案

研究時則為參數，其會直接影響模式中許多依變數，在依變

數方面則是根據自變數與方程式的關係而決定，因此其分配

的型態也依自變數和關係式而決定，主要依變數如訂購量、

存貨上限點。 
除了變數與依變數外，其他則屬於定值，多屬於系統參

數，可以自行設定，如顯著水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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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式構建 
 

利用模式建構出以下策略與概念： 
   

(1) 存貨與訂購策略 
 
根據各供應鏈策略之概念建構出存貨與訂購策略，如持續補

貨計畫供應鏈策略與簡單二階供應鏈策略之存貨策略即不相

同，一個使用存貨上限策略，另一個使用固定存貨上限值，每

次訂購至存貨上限值之訂購策略。 
 

  (2) 需求預測方法 
 

需求預測方法上，視各供應鏈特性設定，如簡單二階

供應鏈策略在以Chen et al.於2000年的研究中，移動平均法
為最好的需求預測方法，而持續補貨計畫供應鏈策略則無需

求預測的過程。 
 

  (3) 各供應鏈策略概念 
 
在整理過各供應鏈策略的概念後，分別建構各供應鏈

策略的特性，在需求特性、存貨策略。如圖1-2為傳統供應
鏈之簡單示意圖，供應鏈各階對上游下訂單與對下游作需求

預測。 
 

 
圖1-2  傳統供應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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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為供應鏈策略研究架構圖。圖中表示各重要因素

間的影響關係，需求特性會影響需求資料、需求預測與存貨

策略。需求預測需要需求資料並受預測方法影響。另預測方

法影響預測需求標準差，存貨策略則受預測需求標準差、前

置時間、需求特性、需求特性因素影響。存貨策略下所決定

之訂購量則為上游廠商面對的需求量。 
 

 
圖1-3  供應鏈策略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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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應用 
 

利用所建構出的各供應鏈模式，先利用隨機產生需求資料進

行模擬，分析各供應鏈策略的長鞭效應、庫存情況、服務水準等，

得到各供應鏈策略下的模擬結果。 
 

5. 個案研究 
 

利用蒐集個案資料代入模式，分析各供應鏈策略模式是否表

達出各供應鏈策略的存貨策略、需求預測方法與其特性，最後分析

個案在使用各供應鏈策略對長鞭效應的影響。 
 

6. 結論與建議 
 

將本研究所獲得的主要結論與建議事項加以綜合歸納。根據

所建構出的模式與結果，找出各供應鏈策略的特點。並於長鞭效應

的變化上，針對各供應鏈策略之模式分析在長鞭效應上的關鍵影響

因素及影響因素與長鞭效應的關係曲線。並於分析長鞭效應外，加

入平均庫存與缺貨率兩項指標輔助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