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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萃思 (TRIZ)方法探討供應鏈  

庫存問題之研究  

 

研究生︰曾漢鍾                指導教授 :沙永傑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管理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程)碩士班 

 

摘要  

在供應鏈管理相關的研究中，萃思(TRIZ)能夠提供使用者一些

思考的方向，讓供應鏈管理創新的過程更為容易有效。萃思(TRIZ)

問題分析之工具和商業矛盾矩陣可輔助使用者簡化分析過程並找出

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 

本研究提出一解決供應鏈庫存問題績效不佳的解題流程；此模

式可建議供應鏈績效不佳時，找出問題點及如何提昇績效之作法，

以提供使用者參考。在蒐集並分析實際案例後，得到不錯的成效。 

關鍵字：萃思(TRIZ)、供應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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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IZ Methodology in the 

Supply Chain Inventory Problem 

 

Student︰Han-Chung Tseng     Advisor: Dr. Y. J. Sha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RIZ can provide 

the users some directions of thought, and make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e more efficient.  The problem-analyzing tool and the business 

contradiction matrix of TRIZ can assist the users to simplify the analyzing process, 

and find out the direction of thinking to solve a problem.   

 

The research offers a problem-solving proces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ocks 

of supply chain, and poor achievements.  This mode can suggest the way to find 

out the problem and advise how to improve the achievements when the 

achievements of supply chain are not so goo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sers.  I got 

a pretty good result afte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al cases.   

Keyword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T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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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先對研究的背景與動機做一介紹，再描述研究之目的，

進而說明本研究之論文架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台灣的製造環境已從 OEM、ODM 的廠商，走向品牌的趨勢，許多廠

商已自創品牌來增加競爭力與利潤，使得整體的供應鏈體系面臨需要重新架構

已適應這樣的環境，在此環境下，企業將面臨新的問題及挑戰 : 

1. 未來全球化供應鏈運籌設計之需求  

國內業者以打造自身品牌及將它推廣至全球的市場來增加競爭力與利潤，

但常於進行全球化供應鏈作業模式之設計時，面臨缺少方案構思依據與設計創意

來源等問題。尤其全球化之供應鏈體系複雜度高，更需要以系統性的方法進行新

方案之設計與導入。  

2. 供應鏈成員之協同合作  

舉凡跨企業成員、企業內成員與企業內部營運單位之間，因各自為政之故，

缺乏對整體供應鏈運作的認知。對每位供應鏈成員而言，無法確實了解自身之定

位，造成日後尋求供應鏈運作之問題與改善上的一大限制。尤在複雜的供應鏈作

業體系下，共識的達成更顯艱鉅。為全面性的評估與監控龐大的供應鏈作業體

系，多維面的績效指標因應而生。但缺乏對指標間關聯性的分析，也難以掌握各

指標所評估的作業流程項目。結果導致了績效互相牽動而問題叢生，對於欲解決

問題之作業改善也難有企業急於在績效上獲得改善，通常意欲以e 化資訊系統的

方式來進行協助。但是既沒有確定績效之根本問題，也不了解現行運作狀況，即

使導入資訊系統，也需要耗費大量的時間與系統廠商溝通運作現況，甚至

對於真正需要改善的需求點也被系統廠商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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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性之供應鏈分析與設計方法  

即使企業體認到主動了解作業模式與績效表現的必要性，也因

為缺乏一套系統性的方法協助而遭遇瓶頸。無論是供應鏈作業模式細

緻度的定位不清、指標是否能全面考量現行作業模式之績效，或是如

何找尋造成績效問題的根本原因等等，都是企業對供應鏈進行分析與

設計時的棘手問題。  

1996年由供應鏈協會（ Supply Chain Council,  SCC）所發展的一

個跨產業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便主張能幫助企業進行分析與促進成

員溝通，並提供企業建立供應鏈的基本規範。但它在整體供應鏈績效

分析。及提昇供應鏈績效的方法是不足的。故本研究將欲探討的問題

定位在： (1)「如何了解現行供應鏈績效與探討根本問題」 (2)「如何

設計有助於績效提昇之新供應鏈作業模式」之二大需求。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論 -萃思 (TRIZ)理論，為西方已行之久年的

系統化創新理論，相較於以往針對創新問題所使用之直覺式的腦力激

盪法 (Bramstorming)，萃思 ( TRIZ)則藉由對專利產品的創新歸納與設

計行為趨勢的分析提供在創新問題的系統化分析與問題解決。而本研

究希冀藉由該理論所提供之方法及工具，嘗試套用企業在以供應鏈作

業模式的績效來評估本身的供應鏈模式時，所遇到問題與限制。綜合

而言，本研究目的 :以萃思 (TRIZ)的問題與分析工具為基礎，提出一

協助企業瞭解其供應鏈績效與探討根本問題的方法。以有助於績效提

昇並透過數位投影機製造公司為案例，實施本研究所提之方法。   

1.3. 研究方法及流程 

本研究的各章節概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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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闡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同時並對本文架構進行介紹說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核心方法論  –萃思 (TRIZ)理論，從該理論的

發展背景至其基本運算架構的說明，以及其主要之分析與解決工具

的使用，藉此概略說明萃思 (TRIZ)理論的背景、工具，另外將介紹供

應鏈理論，包含該理論的定義、長鞭效應、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整體解題流程的建立：先說明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架構與流程邏

輯，而後探討案例公司的供應鏈績效不良的根本問題。  

第四章  案例分析：  

以個案公司之實際案例做對策擬定及效果確認。  

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對本研究做一總結，並建議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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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步驟流程，如圖 1-1所示，研究流程圖  

 

 

 

 

 

 

 

 

 

 

 

 

 

 

 

 

 

 
圖 1-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第一章緒論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  

萃思 (TRIZ)理論、供應鏈理論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流程及案例公司問題解題流程  

第四章  案例分析  

案例公司系統瓶頸歸納與矛盾問題的  

對策解析  

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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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別就系統化創新方法(TRIZ)、供應鏈理論等相關文獻進行回顧與

探討。 

2.1. 萃思(TRIZ) 

本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核心方法論，首先藉由介紹萃思(TRIZ)理論的發

展背景以了該理論的歷史源由，而後概略說明該理論的基礎本質與架構，最後

介紹其解決工具。 

2.1.1. 萃思(TRIZ)的發展背景 

TRIZ是俄文 Theoria Resheneyva Isobretatelskehuh Zadach字首縮寫。1946

年，二十歲的萃思(TRIZ)創始人 Genrich Altshuller任職於前蘇聯海軍專利局擔

任專利審核員，在專利的審核作業中，他察覺到任何一種技術系統的創新過程

中都是有其一定的型態與過程。因此他開始從20萬件的專利中著手進行研究，

挑出其中4萬件被視為具有較佳創新方法的專利，來探索其解決之道與運用方

法，企圖從其中歸納出基本原則與型態【2】，萃思(TRIZ)理論之基本假設是相

信在創新發明的世代演變中必然存在著固定之創新法則可供依尋，若此創新法

則能被發現並予以整理歸納，它將有利於對創新過程的預測【16】。 

如今萃思(TRIZ)理論之也被應用遍及各個不同的應用層面，包括管理、商

業決策、食品科技與軟體發展等，此外，亦有學者嘗試擴充矛盾矩陣，以適應

現代或未來的各種問題【17】。 

2.1.2. 萃思(TRIZ)的創新層級 

 Genrich Altshuller 在研究所有的專利案例中，選出了其中4 萬個最具有創

新發明代表性專利之解答，從中發現了並非所有的創新發明都具有相同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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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所以也這些專利依照其創新程度分類成5個創新等級【29】: 

1. 第一種創新層級: 

1.1. 說明:系統在該相關領域的知識累積下，系統元件與 

    系統本身簡單的改善。 

1.2. 例子:增加機器支架之厚度來加強力量，或是加寬 

胎厚度來增加車輛穩定性。 

2. 第二種創新層級: 

2.1. 說明:系統的演化過程經歷過對於技術矛盾問題的解決，而其創新元素可能

源於該領域的其它技術知識與思考的加入。 

2.2. 例子:應用新的避震系統於汽車、機車或腳踏車上，來減少因路面顛簸而造

成乘客或駕駛的不舒服。 

3. 第三種創新層級: 

3.1. 說明:系統的演化過程經歷過對於系統元素物理矛盾問題的解決，而其創新

元素可能源於其它領技術知識。 

3.2. 例子:車輛之自動排檔系統取代了原有之手動排統。 

4. 第四種創新層級: 

4.1. 說明:嶄新技術的產生以致突破系統既有的開發瓶頸，而此層級所需要的創

新元素可能源於其他科學知識與思考的加入。 

4.2. 例子:CD將光學技術應用於電腦資料儲存上。 

5. 第五種創新層級: 

5.1. 說明:新材料的發現或新科技的發明以致產生再次創新的動力。 

5.2. 例子:雷射和半導體的發明為近代重要發現之一。 

 Genrich Altshuller也整理出有77%的發明專利屬於創新層級1與創新層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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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說明其中仍然存在著創新進步的空間，且他認為經由萃思(TRIZ)的解決工

具，將使其創新等級具效率地提昇至創新層級3或是創新層級4【30】。 

2.1.3. 矛盾問題 

在萃思(TRIZ)中所謂的「矛盾問題」即產生於當我們嘗試改變系統中的某

個參數、或欲突顯系統中某種特性時，卻可能因此造成其它元件效能的降低，

此時便成為系統演化過程中的障礙。他將矛盾問題劃為技術矛盾與物理矛盾

【30】: 

1. 技術矛盾: 

諸如重量、大小、顏色、速度、硬度等皆屬於系統中的技術矛盾參數，這

些參數描述了系統的狀態。例如當欲增加汔車的行車速度時，隨即想到可藉由

加大引擎的動力，然而加大引擎的動力卻可能因此增加對引擎空間大小的要

求，而引擎室空間的大小的增加又會造成重量增加的問題，而重量的增加又因

此拖慢了行車速度，因此動力與重量即成為該系統中的技術矛盾【30】。 

2. 物理矛盾: 

物理矛盾產生於當系統或系統或系統元件同時需要兩種相反或不同的特徵

參數；如飛機在起飛與降落時皆需要起落架輔助滑行，但高空飛行時卻不希望

因起落架的存在而增加風阻。此時飛機的起落架的存在與不存在問題是系統中

皆需要的二特徵參數。 

2.1.4. 萃思(TRIZ)理論之分析運算架構 

萃思(TRIZ)問題分析的步驟，如(圖2-1)所示，就如同傳統的PDCA 分析流

程一般，萃思(TRIZ)分析首先對於問題狀況進行定義與分析，而後選擇萃思(TRIZ)

方法工具進行解決，最後評估結果的效益，若仍未解決解決系統問題，則持續定

義與描述系態及其下的週期流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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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Z General
Problem

TRIZ General
Solution

Your Specific
Problem

Your Specific
Solution

 
圖 2-1 萃思(TRIZ)方法解題架構【 8】  

 

而萃思(TRIZ)方法的解題步驟是首先將系統問題進行類比並予以轉換成萃

思(TRIZ)問題，而後選取萃思(TRIZ)方法工具(如物質場、矛盾矩陣方法等)進行

問題解決的轉探而得到萃思(TRIZ)的解答，最後將所得到之問題解答利用類比的

方式進而套用自己身系統以得到合適與可行的解決方案【5】。 

2.1.5. 萃思(TRIZ)理論之主要分析與工具 

1. 四十發明原則(40 Inventive Principles)  

萃思(TRIZ)之四十發明原則常與萃思(TRIZ)另一方法工具「矛盾矩陣」，如(表

2-2)所示，一起使用，以針對各分項領域中之特定技術問題，產生多種可能的創

新思考方向。萃思(TRIZ)理論發明人Altshuller認為矛盾與衝突是創新發明的機

會，經由分析歸納得到於工程問題中經常遇到技術矛盾的工程參數共有三十九個

【6】，英國學者Darrel Mann 研究企業管理上的矛盾問題訂出三十一個商業參

數，如(表2-1)所示，並將其對應的建議解決方案途徑，亦即四十個發明原則，如

(表2-2)所示，整理成矩陣的方式，成為萃思(TRIZ)理論中的商業矛盾矩陣，如(表

2-3)所示，矛盾矩陣的縱軸為欲改善的參數，而橫軸則為可能惡化的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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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三十一個商業參數【4】 

1. 研發規格(R&D Spec) 
2. 研發成本(R&D Cost) 
3. 研發期限(R&DTime) 
4. 研發風險(R&D Risk) 
5. 研發界面(R&D Interface) 
6. 生產規格(Production Spec) 
7. 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 
8. 生產時間(Production Time) 
9. 生產風險(Production Risk) 
10.生產介面(Production Interface) 
11.供給規格(Supply Spec) 
12.供給成本(Supply Cost) 
13.供給時間(Supply Time) 
14.供給風險(Supply Risk) 
15.供給界面(Supply Interface) 
16.供給可靠性(Support Capability) 

17.供給成本(Supply Cost) 
18.供給時間(Supply Time)  
19.供給風險(Supply Risk) 
20.供給界面(Supply Interface) 
21.顧客收益(Customer Revenue) 
22.資訊的數量(Amount of Information) 
23.溝通流程(Communication Flow) 
24.影響系統有害之物質(Hamful    
   Factors Affecting System) 
25.系統產生有害之物質(System    
   Generated Harmful Factors) 
26. 便利性(Convenience) 
27. 通用性(Adaptability) 
28. 系統複雜性(System Complexity) 
29. 控制複雜性(Control complexity) 
30. 繃緊(Tension) 
31. 穩定(Stability) 

 

表 2-2 四十發明原則【4】 

1. Segmentation  
2. Taking Out 
3. Local Quality 
4. Asymmetry 
5. Merging 
6. Universality  
7. Nested Doll 
8. Counter-Balance 
9. Prior Counter-Action 
10. Prior Action 
11. Prior Cushioning 
12. Remove Tension 
13. The Other Around   
14. Curvature 
15. Dynamization 

16. Slightly Less/Slightly More 
17. Another Dimension  
18. Resonance 
19. Periodic Action   
20. Continuity of Useful Action 
21. Hurrying 
22. Blessing in Disguise 
23. Feedback 
24. Intermediary 
25. Self-Service 
26. Copying 
27. Cheap Disposable  
28. Another Sense  
29. Fluidity 

30. Thin and Flexible 
31. Holes 
32. Colour Changes 
33. Homogeneity 
34. Discarding and  
   Reovering 
35. Parameter Changes  
36. Paradigm Shift 
37. Relative Change 
38. Enriched  
   Atmosphere 
39. Calm Atmosphere 
40. Composite St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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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商業矛盾矩陣表簡表【4】 

 

 

2. 理想性(Ideal Final Result,IFR) 

理想性強調，任何技術系統都可以不斷的朝向理想化的境界邁進，也就是

說系統可以透過理想法則不斷地變得更可靠、更簡單、更有效。在萃思(TRIZ)

的想法中，一個理想化的系統可定義為：一個可以執行其預期的功能但卻不存

的系統。當系統越理想化時，它花的成本也越少，也越簡單、越有效率【1】。 

理想性反映了一種如何將系統資源─無論是在子系統本身或大系統之中

的免費資源如重力、空氣、熱、磁場與光線...等予以極致利用的想法與概念。

Atshuller表示：「發明的藝術就在於如何移走邁向理想化途徑上的障礙物，從

根本上來改善技術系統。」下面是一些讓技術系統表現更理想化的途徑與做法

【5】： 

(1). 增加系統的功能，讓系統具備多元化的功能。 

(2). 儘可能的將更多的功能轉移到產生最終功能的工作元件。 

(3). 將系統的部份功能轉移到較高層級的系統去。 

(4). 利用存在於內部與外部的資源。 

根據「所有技術系統都是朝向理想化的方向不斷演進」的理想法則，每個

系統的設計者必須定義系統所要產出的理想功能，這就是所謂的「理想化的最

終結果」【5】。 

理想性可視為定義問題或解決問題工具,這種工具源由Alltshuller所設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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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一個簡單問卷模式，採用此步驟來架構解決問題的模式【31】:  

(1). 什麼是系統的最終目標？ 

(2). 什麼是理想化最終結果？ 

(3). 那些事情阻止我們完成理想化最終結果？ 

(4). 這些事情為什麼阻止我們完成理想化最終結果？ 

(5). 如何使該等事情消失？ 

(6). 可以使用哪些資源消失？ 

(7). 是否有其它人能解決此一問題？  

3. 物質－場分析(Substance-Field Analysis) 

物質－場分析，是用來定義問題與解決導引的一種方法，主要是建立起問

題和存在技術上系統的關係，而每一個系統都是為了完成某些功能而被創造

的。物質－場的模型是將一個系統分成兩個物質(Substance)與一個作用場

(Field)。物質1與物質2分別代表系統工具(Tool)與系統目的(Article)，作用場則

代表系統的施力方式，其中物質為包含各種複雜層次的物體，而它們可以為單

一系統或是複雜的系統，物質－場分析法提供了分析問題的模型【5】。 

Terninko等人將五大類質場分析互動模型的76個標準問題解分成五大類，分

別為第一類：少量或不改變已有系統的13種標準解【22】，第二類：改變已有系

統的23種標準解【23】，第三類：系統傳遞的6種標準解【24】，第四類：檢查與

測量的17種標準解【25】，以及第五類：簡化與改善策略的17種標準解【26】。 

物質的型式有以下5種分類，包括材料、工具、零件、人、與環境。而場的

型式，包括機械力、熱力、化學力、電力、與磁力等。物質－場是以兩個物質和

之間的場構成的三角形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作用線依照線條型式的不同，可使

模型表達更加完整。實線代表有用的效應，虛線代表有用但不夠充足的效應，波

浪線代表有害的效應，如果物質－場三角形模型中有虛線或波浪線的存在，代表

這系統需要進行創新改善【9】。  



12 

在萃思(TRIZ)的理論中，物質－場的模型分為四大類，分別是1. 有效且完

整的系統、2. 未完整的系統、3. 有害的完整系統、與4. 不足的完整系統，以

下將針對此4個分類逐一做說明【30】。  

(1). 有效且完整的系統:有效且完整的系統是指模型完整且產生需要的效果。 

(2). 未完整的系統:未完整的系統的系統是指沒有產生需要的效果，表示模型缺

少一至兩個元件。解決的方式為增加需要的元件，完成物質場三角形。 

(3). 有害的完整系統:有害的完整系統的系統是指模型的三個元件都在，但是產

生有害的效果。 

(4). 不足的完整系統:不足的完整系統是指模型的三個元件都在，但是需要的效

果不足。 

2.2. 供應鏈管理 

本節介紹供應鏈管理之定義、長鞭效應、供應鏈作業考模型。 

2.2.1 供應鏈管理的定義 

供應鏈管理最初是利用工業動力學的技術來處理實體配送及運輸作業的功

能【10】,之後學者們相繼而提出不同的見解，供應鏈管理的觀念最早是針對廠

內物料及廠外貨物支配銷與運送，希望藉由統籌管理分屬不同部門的物流資源，

提高整體配送效率。依據中華民國物流協會的解釋：「物流是物的實體流通行為，

在這過程中透過管理的程序有效的結合倉儲、運輸、裝卸、流通加工、資訊等一

些相關於物流性的活動，進而創造滿足顧客及社會需求」。根據美國供應鏈協會

對供應鏈的定義：從生產到運送最終產品過程中的所有活動，並連接供應商到終

端消費者間的所有成員。供應鏈涵蓋四個基本處理作業：規劃，來源，生產，運

送。就廣義而言，供應鏈包含管理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獲得原物料和零件、製造

和組裝、倉儲與存貨追蹤、訂單輸入和管理、實體配送物流活動和運送到最終消

費者的完整過程【28】。綜合各學者對於供應鏈管理的定義，如(表2-4)所示，我

們可整理出供應鏈管理的目標如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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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降低存貨:有效的決定存貨配置之地點、數量及時間，使得供應鏈整體存貨壓

到最低，而提高存貨週轉率。 

2. 降低變異:降低消費者需求的變動、成員間資訊傳遞的延遲、製造時程的拉長…

等等的變動因素。 

3. 供應鏈體系成員互相合作:要求供應鏈體系中所有成員之互相合作，以達成利

潤最大化。 

4. 快速反應:快速反應創造一個能快速滿足顧客需求的企業合作環境。 

表 2-4 各學者對於供應鏈管理的定義(作者自行整理) 

學者 供應鏈管理的意義 

Jones and Riley 

【12】 

曾經提出產品由一開始的原料到生產為成品至最終的顧客

的流動過程中，所有影響其執行績效的個體組合而成之網

路稱為供應鏈。一般來說，供應鏈的組成個體包含：供應

商、製造工廠、配銷點及最終顧客/消費者。 

Turner 【27】 解釋供應鏈的意義為連結了物料供應商、製造商、倉儲、

配銷、及最終顧客等通路成員，透過這些連結可使整個通

路透明化，使得所有通路中的成員皆能掌握商品的流動，

以減低需求的不確定。 

David 【7】 指出供應鏈管理是一種持續演進中的管理哲學。試圖去連

結其內部組織和外部聯盟企業之生產能耐與資源，使供應

鏈成為一種有高競爭力與顧客豐富化的供應系統，便可以

集中力量發展創新方法，並讓市場產品、服務及資訊同步

化，進而創造出唯一且個別化顧客價值。 

Christopher【3】 指出市場敏感度意謂著供應鏈有能力讀取並快速反應顧客

的真正需求。買方與供應商之間資訊科技的使用，更創造

了虛擬企業之供應鏈，即敏捷的供應鏈就是市場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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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長鞭效應 

「長鞭效應」是指供應鏈中上游製造商因為面對許多不確定的市場因素及

資訊的正確性與及時性不足，導致接到之訂單變異量會遠高於實際需求的變異

量。其形成原因，如(表 2-5)所示，。 

 

 

 

    消費者       顧客      製造商      供應商 

圖 2-2 長鞭效應【20】 

 

圖2-2 得知，單一零售商對於客戶產品的需求與對供應商訂單之比較，訂單

的變化正強烈地反應終端客戶對產品的需求。然而這樣的波動也同時對上游的供

應商與製造商帶來極大的考驗，當管理者面臨下游波動的需求變化，只好增加安

全的庫存來因應。由於需求的失真，即使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產品預期的需求是

成緩步增加，然而位於供應鏈上游的合作企業，卻正因為這一層層對於需求的錯

誤評估與變數的繁衍膨脹，而急於增加產能來因應不確實的需求。這樣產業合作

的機制，是相當的危險與缺乏競爭力，一但供過於求的窘境爆發出來，企業的合

作將變得脆弱與不牢靠。因此，純粹的供應鏈合作是無法有效支援企業在多變的

市場中參與競爭，唯有效地協調供應鏈成員間的合作關係，實際地分享企業營運

的資訊，妥善地規劃資訊與資源的分享，合理化的生產，彈性地製造，即時回應

市場的需求，才能發揮企業合作後最大的綜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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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各學者對於長鞭效應成因的研究(作者自行整理) 

學者 長鞭效應的成因 

Sterman 【20】 利用了啤酒配送的遊戲證實了因為資訊扭曲和時間

延遲造成長鞭效應的存在。後來也有許多學者提出

前置時間供應鏈階層、決策機制、資訊不一致都會

造成長鞭效應的產生，他們提出了許多解決的辦

法。例如：降低前置時間、取消供應鏈。 

Metters 【18】 以降低造成長鞭效應的前置時間所帶來的量化績

效，建立了供應鏈中單一個階層的成本函數為績效

的指標，並且以量化表示降低長鞭效應所能帶來的

成本利益。 

Lee,H.L. 【14】 針對長鞭效應所能影響的因素做研究，指出利用需

求預測、批量訂購、價格變動、訂單缺貨…等，使

用銷售資料，讓上下游利用相同的資料去做預測，

也利用過去訂單資料做比例配額，並與存貨資訊共

用。隨後又利用POS、EDI、VMI 及CRP…等技術，

有效率的降低長鞭效應。 

由於長鞭效應的形成將造成供應鏈出現問題如下【13】:  

1.預測不準：各成員各自做預測，彼此互不相干，根據的資料僅限於下游直接

客戶的訂單，對未來的需求掌握度極差。 

2.需求不明：只知道客戶買了多少，不知道客戶賣掉多少，無法掌握真正的需

求。 

3.供料不穩：對上游供應商之產能及庫存無法掌握，導致材料供應不穩定。 

4.合作差：同業間無法調撥、互通有無，各自持有高額庫存，無法共擔風險。 

5.協調差：供應鏈成員協調差造成不必要的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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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庫存高:太多的需求供給不確定性及缺乏互信導致各成員的庫存極高。 

7.前置時間太長：產品從工廠、配銷中心、到零售商花費太多時間，導致成本

過高。 

8.資料處理繁複：各成員間無法交換資料，太多資料重複輸入。 

9.流程中斷：就算能交換資料，也不能共享流程，從原材料供應到完成品消費，

企業流程無法連貫。 

10.管理不週：管理未顧及整條供應鏈，例如供應鏈的庫存配不當。 

2.2.3.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 

美國供應鏈協會於1996 開始籌備，並於1997 年正式設立，在該協會的主

導下，為了開發出能有效幫助企業進行供應鏈發展的管理工具，於是由創始會員

中的PRTM顧問公司與AMR研究機構共同發展出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而為了驗

證與推廣此模式，PRTM與AMR結合創始會員共69 家企業，組成一個諮詢性的

團體，而此團體發現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的確可增進供應鏈的績效。目前供應鏈

作業參考模式已修改完成第五版，並獲美國國家標準局授權依供應鏈作業參考模

式架構來發展供應鏈管理的標準【11】。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是一套主張透過流程觀點、績效評估觀點與業界實施

最佳方案觀點來建立供應鏈架構的工具。每一個觀點都是以由上而下

（Top-Down）的方式逐步解剖供應鏈，並且互有相關。在流程觀點中，以描述

每個作業流程進行供應鏈分析為主體，每個作業流程會有對應的績效評估觀點所

提供的績效指標，也會有業界實施最佳方案（Best Practice）觀點提供該作業流

程目前在業界中較好的管理手法或是系統工具【21】。 

以下就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的主要概念介紹如下： 

在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型中，如(圖2-3)所示，層級1為最頂層可分為Plan、

Source、Make、Deliver 和Return 五種核心管理流程型態(Type)，依照環境型態

不同分解至層級2，例如Make流程，依照製造類別(Category)不同分為Make to 

Stock(M1) 、Make to Order(M2)及Engineer to Order(M3) ，而(圖2-4) 顯示供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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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參考模式層級1、2 的基礎架構;而在層級2又再往下分解至層級3，為供應作業

參考模式模式之最底層，包含績效屬性、績效衡量、最佳實務和軟體特徵。如果

以層級2 S1為例，展開至層級3，其中S1 分解為5 個流程元素，分別是S1.1排定

接收物料的時程、S1.2 接收物料、S1.3檢驗物料、S1.4進料與S1.5 付款，其各

流程元素亦詳細定義輸入、輸出及彼此之間先後關係。層級4 為導入層，其詳細

定義層級3 各流程要素至任務(Task)和進一步的活動(Activity)，這些活動和彼此

互動的關係，此部份將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型的第一、二、三層，以及績效評估方

式，分別定義與範圍；層級四依企業體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並未納入在供應

鏈作業參考模型的範圍之內【21】。: 

1. 第一層(Level 1) – 最頂層 

提供對規劃(Plan)、採購(Source)、製造(Make)及配送(Deliver)較廣的定義。

公司基於此點建立其供應鏈競爭性的目標。 

 
圖 2-3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層級【21】 

 

1.1. 規劃(Plan): 

1.1.1 定義: 

協調各類的供給與需求，並發展出能適切符合所需之採購、生產及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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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活動。 

1.1.2 範圍: 

協調必要的資源並建立與傳達整體供應鏈包含退貨及採購、製造、配送

實行過程的規劃。管理商業準則、供應鏈績效、資料收集、存貨、資本、運輸，

規劃結構、控制必要條件與承諾，及規劃調整供應鏈成員的財務計畫。 

1.2. 採購(Source) : 

1.2.1. 定義: 採購符合規劃或實際需求的商品或服務。 

1.2.2 範圍: 

1.2.2.1 配送排程，產品的收付、搬運；核准供應商的支付款項。 

1.2.2.2 確認與選擇生產發生時供應商的來源。 

1.2.2.3 管理商業準則，評估供應商績效。 

1.2.2.4 管理存貨、資本、產品收入、供應商網路。 

1.3. 製造(Make) : 

1.3.1 定義:從開始生產一直到產品成為完成品的狀態，其過程須符合規劃或實

際需求。 

1.3.2 範圍: 

1.3.2.1. 生產活動排程、產品發表、生產與測試、包裝、產品釋出、配送過程。

完成裝配式生產技術。 

1.3.2.2. 管理準則、績效、資料、生產的過程、設備。 

1.3.2.3. 運輸、生產網路與控制生產在承諾時間內完成 

1.4. 配送(Delivery) : 

1.4.1 定義 : 

指的是在提供完成的商品或服務的過程中須符合規劃或實際的需求，典型

的配送程序包含訂單管理、運輸管理及產品類別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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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範圍: 

從顧客詢問、報價到出貨與選擇運貨商的所有訂單管理步驟。倉儲管理，

包含產品的收付與挑選、裝載與搬運。 

2. 第二層(Level 2) – 架構層 

定義供應鏈組成核心流程範圍，據此公司可以架構實際與理想的供應鏈。 

 
圖 2-4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流程層級 1 與層級 2【21】 

 

3. 第三層(Level 3) – 過程元素層 

提供公司成功規劃所需的資訊，與設定改善供應鏈的目標。規劃的因素包

含了流程元素的定義、目標標竿(Target Benchmarks)、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

與提供最佳實務的軟體能力。 

4. 第四層(Level 4) – 實施層 

企業的描述在此層級進入細部流程的階段，除了說明該流程區塊下的細部

流程之外，也說明其與外部流程間的關係。舉(圖2-4) 來說，以代號S1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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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ed Product)的區塊來說，細部就由5 個元素組成，分別是S1.1 排定接收物

料的排程、S1.2 接收物料、S1.3 驗料、S1.4 進料與S1.5 付款。 

2.2.4.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績效評估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建立的目的包含分析供應鏈架構與公司的營運流程，

但同時該模型也主張將作業性績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加以量化，並將企

業現況的績效表現與該產業之標竿企業相比較，使企業更能了解目前的表現優異

度。因此，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中有一套對應流程層級架構的評量尺度

（Metrics），給予企業作為評估其績效的參考，如表2-6所下，。 

 

表 2-6 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的績效屬性與層級 1 指標 

績效屬性 績效屬性定義 層級1 指標 

供應鏈配送

可靠度 

正確的產品，於正確的地方，在正

確的時間，交付正確的客戶 

配送績效 

訂單滿足率 

供應鏈回應

速度 
在供應鏈中提供客戶產品的速度 訂單履行前置時間 

供應鏈反應時間 

供應鏈成本 供應鏈對於反應市場變化或為保持

競爭優勢的成本 

銷貨成本 

供應鏈管理總成本附加價

值的生產力品質保證/退回

的處理成本 
供應鏈資產

管理效率 
與供應鏈運作有關的成本 

 

現金的循環週期時間 

供應的庫存天數 

資產週轉率 

供應鏈彈性 供應鏈對於反應市場變化或保持競

爭優勢的靈敏度 

供應鏈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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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層級1的績效指標定義簡短說明如下【21】: 

1. 配送績效:訂單能依正確數量及交期(客戶指定或對顧客的承諾)送達顧客之訂

單數目百分比。 

2. 訂單滿足率:收到訂單的24 小時內，能從庫存出貨到顧客收到訂單內容訂單數

目百分比。 

3. 完美訂單履行百分比:能依據訂單交期與要求之數量,並備妥相關文件,且出貨

時毫無損傷完成的交貨的訂單數目百分比。 

4. 訂單履行前置時間:從接到訂單的那一刻起,到顧客收到貨物所需的時間。 

5. 供應鏈反應時間:對於非計劃性明顯的需求(計劃、採購、製造及配送)變化，

在無成本損失的情況下整合供應鏈所需天數。 

6. 生產彈性:增加生產彈性指的是完成非計劃性增加出貨的百分比,減少生產彈

性指的是能在沒有庫存及成本不利的情況下減少出貨的百分比。 

7. 銷貨成本: 指公司每年為顧客生產產品或服務所需的總成本。 

8. 供應鏈管理總成本:供應鏈相關成本(如MIS、財務及計劃、存貨管理、原物料

的取得及訂單管理)的加總。 

9. 附加價值的生產力:計算方式為，[總營收-全部物料採購成本] / 全部人力單位

(以全職員工計)。 

10. 品質保證/退回的處理成本:包含物料、人工及問題診斷的產品檢查成本。 

11. 現金的循環週期時間：存貨貨款支付日起，至收取銷貨貨款期間的天數。 

12. 供應的庫存天數:現金被綁住用於庫存的天數。 

13. 資產週轉率:總產品營收除以總淨資產,資產包括週轉中的金錢及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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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當企業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的績效衡量自身的供應鏈時，如何找出現行

供應鏈績效不良的根本問題及如何找出有助於績效提昇的供應鏈作業模式,本

研究嘗試利用萃思(TRIZ) 理論中的商業矛盾矩陣思考解決的方向。 

3.1. 解題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圖，如(圖 3-1)所示，透過此流程圖解構案例公司的供應

鏈模型並透過事實、數據找出未達績效之關鍵指標，再以萃思(TRIZ )問題分析

定義找出績效不良的根本問題、最後以萃思(TRIZ)的商業矛盾矩陣描繪此根本

問題的潛在解決方向並加以實施及作效果的確認， 

 

 

 

 

 

 

 

 

 

 

圖 3-1 解題流程 

 

步驟 1 現況分析 利用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建立模型及第一層績

效評分卡  

步驟 2 資料蒐集 透過事實、數據找出未達績效之關鍵指標  

步驟 3 解析 確定關鍵指標間之矛盾  

步驟 4 對策 以萃思 (TRIZ)商業矛盾矩陣工具找出解決方案  

 

步驟 5 效果確認 評估實施解決方案後的績效與確認效果  

 



23 

解題流程圖的各項步驟詳述如下: 

步驟 1 現況分析: 

由於需知道現行公司的整體供應鏈的全貌，產品的製造流程、公司的研發、

財務、行銷、人事、生產的現行情況，並了解公司的優勢、劣勢、機會威脅，也

就是將企業內外部所發現的有利因素或不利因素作一通盤了解；而本研究是透過

公司的簡介、描述公司產品供應鏈、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分析數位投影機現行

作業流程、並以供應鏈參考模式的績效衡量指標來了解公司的現況、產品供應鏈

現況、供應鏈作業流程的現況及各項關鍵指標的現況值。 

步驟 2 資料蒐集: 

知道企業現行供應鏈架構之後，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將其架構出來，從

第一層 規劃、製造、配送、採購，第二層定義第一層中每一單元的組成核心流

程範圍，並將第二層的每一核心流程範圍細分成細部流程；經過供應鏈作業參考

模式的績效評量尺度中各項關鍵指標的公式，蒐集公司現行相關數據與分析，找

出現行公司未達目標的各項關鍵改善值及差距值。 

步驟 3 解析: 

經過步驟 2 資料蒐集過程找出企業在各個層級所需改善的關鍵績效指

標、數據，並找出矛盾對應的關鍵指標。  

步驟 4 對策: 

透過萃思(TRIZ)的商業矛盾矩陣的工具，將問題焦點轉化成為欲改善特性

及可能因此惡化特性，再轉化成為適切的31個商業參數以找出對應的創新法則，

再將對應的創新法則，轉化成為企業原始問題所對應創新解決方案。 

步驟 5 效果確認: 

透過實施潛在解決方案在公司重新作資料蒐集與分析以確認對策結果，並

與目標值作比較確定是否達到改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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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案例公司問題之建構 

3.2.1. 案例公司簡介 

此案例公司為一製造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品牌公司，於1984年成立，2006年一

月營收為新台幣195億元，全球員工人數約為1,5000人。 

此案例公司的分為三大事業群，分別為網通事業群(以製造行動電話、智慧

型手、無線通訊…等產品為主)、數位媒體事業群(以製造數位投影機、液晶電視…

等產品為主)、視訊事業群(以製造液晶顯示器、映像管顯示器…等產品為主，而

本研究，以數位媒體事業群-數位投影機產品為主。 

3.2.2. 定義案例公司數位投影機的供應鏈 

案例公司數位投影機的供應鏈，如圖3-2所示。由原物料的供應商送交給案

例公司作板子製造、燈炮製程、成品製程，最後經過包裝送交給客戶(如圖3-2所

示)。 

 
圖 3-2 案例公司之數位投影機的供應鏈 

3.2.3. 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分析數位投影機現行作業流程 

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分析數位投影機現行作業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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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以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分析數位投影機現行作業流程 

3.2.4. 案例公司供應鏈績效評分卡資料蒐集及差距分析 

案例公司是以公司的營運策略(增加顧客滿意度、降低資金積壓)及供應鏈參

考模式的績效衡量指標來訂定績效評分卡，並以此績效評分卡分析自身之各項績

效之分數，並與目標值比較，找出差距值(如表3-1所示)。 

 

 

 

 

 

 

 

 

 

 

 



26 

表 3-1 案例公司的績效評分卡、關鍵績效指標現值、目標值 

企 

業 

策 

略 

供應鏈 

策略 

關鍵績效 

指標 
定義 計算方式 

現

值
目標 差距 

供應鏈可

靠度：交

貨之供應 

完美訂單 

達成率 

 

依據交期、正

確備有所有

文件、出貨時

毫無損傷而

能夠完成的

訂單比率。 

 

(依照交期

交貨之所有

訂單數-文

件不足or出

貨受損之訂

單數) / (出

貨總訂單數

87

% 

90% 3%  

 

增 

 

加 

 

顧 

 

客 

 

滿 

 

意 

 

度 

供應鏈回

應速度 

訂單履行 

前置時間 

客戶正式下

單到收到產

品為止所花

費的實際前

置時間之平

均。 

(滿足訂單

週期時間合

計) / (出貨

總訂單數) 

 

13

天 

12 天 1 天 

降

低 

資 

金 

積

壓 

供應鏈資

產管理效

率 

 

供應的 

庫存天數 

 

庫存被耗用

的天數。 

 

總庫存數量

/每天耗用

量 

22

天 

︵ 
如 
附 
錄 
一 
︶ 

10 天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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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案例公司供應鏈績效評分不良之根本問題的解析 

由上述的績評分卡可知道，案例公司的供應庫存天數，為績效不良的關鍵性

指標，本研究以萃思(TRIZ)問題分析工具，將其績效不良的關鍵性指標，分解為

巨觀的「問題目的」與微觀的「問題焦點」，藉此分析問題本質 (如圖3-4所示)。 

 

 

 

 

 

 

 

 

 

 

 

 

圖 3-4 案例公司關鍵性指標不良的根本問題 

 

 

問題目的: 

降低資金積壓 

庫存將造成資金

積壓 
由於整個公司由

OEM 及 ODM 營

運模式轉成品牌

公司，導致公司

將直接面對消費

者的需求，進而

導致整體預測的

不穩定而需多

準備額外庫存  

供應的庫存天數過高 

 

問題焦點: 

如何使工廠庫存能夠

讓客戶及時收到貨物

又可以持續降低庫存

水準  

為何我們要解決 

此問題 ? 

 

什麼因素造 

成進步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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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例分析 

4.1. 案例公司系統瓶頸歸納與矛盾問題的對策解析 

本章焦點在於利用TRIZ方法工具進行系統問題的解決與評估，將前章對於

案例公司供應鏈潛在矛盾問題進行探討，期能找出以TRIZ的矛盾矩陣找出潛在

的解決方案，並加以實施於案例公司，之後再以供應鏈參考模式的績效衡量指

標所整理出來的績效評分卡，重新評量其績效分數，並與目標值及未實施解決

方案的值作一比較，以驗證此潛在解決方案在實務上其可行性是存在的。 

4.1.1. 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瓶頸解決步驟  

本節首先對「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瓶頸」進行存在其中的矛盾衝突探

討，而後利用TRIZ方法嘗試解決其存在其中之矛盾衝突，最後利用由TRIZ方法

所得到之解決資訊，套用至「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瓶頸」議題與瓶頸突破，

步驟如下: 

步驟1 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矛盾探討 : 

由前節針對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探討，問題定義方法所展開之問題焦點

包括(1)顧客及時收到貨物 (2)可持續降低庫存水準兩特徵因子，其矛盾現象如

表4-1所示，。 

在TRIZ理論的基本假設中，當系統因瓶頸的產生而無法持續改善時，系統

內部或外部必然存在矛盾因子，一般解決矛盾的方法大致為消極的取捨與績極

的創新二種方法以持續再創系統價值。本節利用上述展開之特徵因子，來探討

其中的矛盾關聯性，以此作為矛盾矩陣解決方法的輸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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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瓶頸的矛盾關聯 

 
欲改善之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之特性 說明 

個 

案 

公 

司 

供 

應 

鏈 

問 

題 

的 

矛 

盾 

顧客及時收到貨物

  

庫存水準高低 

 

希望增加公司庫存

能讓客戶及時收到

貨物，又要降低公

司庫存水準以減少

公司資金的積壓。 

  

步驟2 案例公司供應鏈矛盾問題的解決–商業矛盾矩陣的使用: 

本節將利用TRIZ方法中的商業矛盾矩陣工具進行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

矛盾的解決，首要工作將其系統因子進行對應類比，至一般之商業矛盾矩陣參

數，下列表格(如表4-2所示)為其對應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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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特徵因子與 TRIZ 參數的對應 

系統特徵因子 矛盾矩陣參數 說明 

顧客及時收到貨物 

 

14. 提供產品或是服務

所可能產生的風險

(Supply Risk) 

由於長鞭效應的產生將

使得公司在及時提供產

品至客戶時，將導致許多

風險(例如天災、人禍、

消費者心理…等)的產

生，而無法及時提供產品

至客戶。 

庫存水準的高低 

 

17. 支援產品或是服務

所可能產生的成本

(Support Cost) 

由於需及時提供不同客

戶在不同時間，需要的不

同的產品，而準備的庫

存，導致庫存成本的提

高。 

 

在將系統因子對應類比至矛盾矩陣參數後，利用矛盾矩陣可找到矛盾因子

的發明原則，表4-3為其對應的結果； 

表 4-3 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矛盾所對應之創新法則 

欲改善 

之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 

之特性 
對應之創新法則 

顧客及時收到貨物 

(14) 

庫存水準的高低 

(17) 

2-分離(Taking Out) 

5-整合(Merging) 

10-預先動作(Prior Action) 

19-週期性動作(Periodic Action) 

27-以短壽命週期取代昂貴系統 

(Cheap Dispo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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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創新法則與案例公司供應鏈問題的矛盾間的對應類比 : 

本節嘗試將所得到之發明原則套用至供應鏈根本問題的解決，在套用的過程

中，其詮釋創新法則的解決方向可能因不同的領域而有所不同，然在此我們希望

藉由提供現存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與可行性思考，以架構未來行動的雛型:  

1.分離(Taking Out)對應到現存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如表4-4所示)。 

 表 4-4 分離(Taking Out)對應到的可能解決方向 

 欲改善 

之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 

之特性 

潛在解決方向 

供 

應 

鏈 

問 

題 

的 

矛 

盾 

顧客及時收到

貨物 

(14) 

 

庫存水準 

的高低 

(17) 

 

1. 將公司原料庫存分離至第三

方物流公司，且其原料庫存

責任屬於供應商。 

 

2. 將公司依庫存生產之機型，

其關鍵零組件，分離至配銷

中心組裝。 

 

3. 依原物料 A、B、C 法則，

分離出A 級料，採取庫存嚴

密監控措施。 

 

 

 

 

 

 

2整合.(Merging)所對應到現存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如表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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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整合(Merging)對應到的可能解決方向 

 欲改善之 

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

之特性 

潛在解決方向 

 

供 

應 

鏈 

問 

題 

的 

矛 

盾 

顧客及時收

到貨物 

(14) 

 

庫存水準 

的高低 

(17) 

 

1. 將產品的製程採取整合動

作，使其依市場變化至需求確

定時再製造。  

2. 設立生產協調中心，整合各製

造廠生產計劃，使原物料、成

品得到平衡，降低庫存。 

 

3. 設立採購協調中心，整合各製

造廠關鍵零組件採購計劃，使

原物料成本得到降低。 

 

3.週期性動作(Periodic Action)所對應到現存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如表4-6所示)。 

 

表 4-6 週期性動作(Periodic Action)所對應到的可能解決方向 

 欲改善 

之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

之特性 

潛在解決方向 

供 的 

應 矛 

鏈 盾 

問 

題 

顧客及時收

到貨物 

 (14) 

庫存水準 

的高低 

(17) 

 

1. 每星期確認市場需求的變

化，並採取庫存的調節動作。 

2. 週期性從月改成每二週一 

   次，盤點 A級材料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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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壽命週期取代昂貴系統(Cheap Disposable)對應到現存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

(如表4-7所示)。 

表 4-7 以短壽命週期取代昂貴系統所對應到的可能解決方向 

 欲改善 

之特性 

可能因此惡化

之特性 

潛在解決方向 

供 

應 

鏈 

問 

題 

的 

矛 

盾 

 

顧客及時收

到貨物 

 (14) 

 

 

庫存水準 

的高低 

(17) 

 

1. Projector 所使用的鏡片，從德國 

供應商(昂貴的)改成國內供應 

(便宜的)。 

步驟 4 個案公司供應鏈矛盾議題的潛在解決方向與案例公司的供應鏈參考模

型的對應 

本節嘗試將所得到之潛在解決方向應用至案例公司的供應鏈參考模型，並

架構未來案例公司的供應鏈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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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公司庫存分離至第三方物流公司，且其庫存責任屬於供應商(如圖4-1所示)。 

 

 

 

 

 

 

 

 

 

 

 

 

 

 

 

 

 

 

 

 

 

供應商 案例公司 客戶 

包材供應 

商 

D1 

燈炮供

應商 

D2 

副料供應商 

D2 

S1

S2

S2

M1

M1

M2

D1

 

 

 

各地

經銷

 

 

消費

者 

S1 

S2 D2

第三物

流 

D1 

圖
4-

-1
 將

庫
存
分
離
至
第
三
方
物
流
公
司
，
且
其
庫
存
責
任
屬
於
供
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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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依庫存生產之機型，將其關鍵零組件，分離至配銷中心(如圖4-2所示)。 

 

圖
4-

2 
依
庫
存
生
產
之
機
型
，
將
其
關
鍵
零
組
件
，
分
離
至
配
銷
中
心

 



36 

3.產品的製程採取整合，使其依市場變化的製程，至需求確定時再製造。(如圖4-3

所示) 

 

 

圖
4—

3 
產
品
的
製
程
採
取
整
合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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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立生產協調中心，整合各製造廠生產計劃，使得物料、成品得到平衡，降低

庫存(如圖4-4所示)。 

 

圖
4—

4 
設
立
生
產
協
調
中
心
，
整
合
各
製
造
廠
生
產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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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立採購協調中心，整合各製造廠關鍵零組件採購計劃，使得物料、成品得

到平衡，降低庫存(如圖4-5所示)。 

 

圖
4—

5 
設
立
採
購
協
調
中
心
，
整
合
各
製
造
廠
關
鍵
零
組
件
採
購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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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例公司改善後之整體供應鏈網路，將潛在解決方向的方案整合成案例公 

司的供應鏈網路，勾勒出改善後之整體供應鏈網路(如圖4-6所示)。 

 

4.2. 改善後之關鍵績效指標現值確認  

將案例公司改善後之整體供應網路實際施行之後，再以供應鏈參考模式的

圖
4—

6 
案
例
改
善
後
之
整
體
供
應
鏈
網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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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量指標所整理出來的績效評分卡，從新評量其績效分數，並與目標值及未

實施解決方案的值作一比較(如表4-8所示)。 

表 4-8 改善後之關鍵績效指標現值 

企 業 

策 略 

供應鏈

策略 

關 鍵 績

效指標 

定義 

 

計算 

方式 

 

現 

值 

目標 差 

距 

供應鏈 

可靠：交

貨之供

應 

完美訂

單達成

率 

 

 

依據交期 

、正確準備

所有文件、

出貨時毫無

損傷而能夠

完成的訂單

比率。 

 

(依照交期

交貨之所有

訂單數-文

件不足or出

貨受損之訂

單數) / (出

貨總訂單數

87 

% 

90 

% 

3 

% 

 

增 

 

加 

 

顧 

 

客 

 

滿 

 

意 

 

度 

供應鏈 

回應速 

度 

 

訂單履

行前置

時間 

 

客戶正式下

單到收到產

品為止所花

費的實際前

置時間之平

均。 

(滿足訂單

週期時間合

計) / (出貨

總訂單數) 

 

13

天 

12 

天 

1 

天 

降低 

資金 

積壓 

供應鏈

資產管 

理效率 

供應的

庫存天

數 

 

庫存被耗用

的天數。 

總庫存數量

/每天耗用

量 

16

天 

︵ 
如 
附 
錄 
一 
︶ 

10 

天 

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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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5.1. 結論 

本研究旨在由供應鏈參考模型的文獻整理出案例公司的績效評分卡，再實

施於案例公司的日常營運模式，進而得到關鍵績效指標在案例公司所得到的現

值，再將現值與目標值作一比較，得到未達目標值的關鍵績效指標，再以Darrell 

Mann的問題分析與工具，找出案例公司未達目標的關鍵績效指標的根本問題，

以TRIZ的商業矛盾矩陣找出解決案例公司未達關鍵績效指標的根本問題的潛

在解決方向，並實施於案例公司中。 

在實際實行解決方向於案例公司後，案例公司的供應的庫存天數由22天降

為16天，顯示由TRIZ的商業矛盾矩陣所找出的解決方向，確有不錯的成效。 

5.2. 未來研究方向 

後續可朝下列方向進行更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1. 依照相同的程序，解決其他商業型態的供應鏈根本問題：本研究是以組裝業

界作為案例，後續研究可朝其它領域的案例公司，如 LCD產業、半導體產

業、光電業 … 等，嚐試以TRIZ的商業矛盾矩陣，來解決供應鏈存貨問題。 

2. 找尋更多以商業矛盾矩陣解決供應鏈上的根本問題以驗證商業矛盾矩陣的

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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