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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計劃主持人自 1988年起，和他
的同仁開始研究決策制定及管理過程

中的人性因素，並發表一系列的論

著。「習慣領域」學說以及「能力集合

分析」即為本計劃主持人所創始。習

慣領域學說探討人類的決策行為；而

能力集合分析中則包含許多如何有效

擴展能力集合的研究，並因此發展出

許多有創意的能力集合擴展演算法。

在經營環境瞬息萬變的今日，資訊科

技、生產技術以及資源無時無刻都在

改變。身處這樣一個多變的環境時，

企業能力集合擴展的靈活度會影響其

所創造價值的多寡，更有甚者，可能

會牽涉到企業能否存續的問題。針對

此問題，我們希望在計劃中力求突破

(此即本計劃研究問題一：給定一個或
一組問題，需求的能力集為何？如何

有效地獲取所需求的能力？)。此外，
能力集合分析也包括應如何善用組織

或個人已經具備的特定能力集合，以

發揮該能力集合的最大價值(本計劃研

究問題二)；以習慣領域學說為基礎，
如何豐盛組織或個人既有的能力集合

(本計劃研究問題三)，及如何能以最有
效率的能力集擴展方式，最大化個

人、公司及供應鏈的最大價值(本計劃
研究問題四)；如何為供應鏈增加效益
以使其成功繁榮 (本計劃研究問題
五)。以上研究問題在理論與實務上均
相當重要，本研究計劃將在這些研究

問題上力求突破。 
關鍵詞：習慣領域、能力集合、競爭

力、人力特質、經營模式、數學規劃、

模擬 
 
Abstract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and 

Habitual Domains Theory mentioned in 

this project were initiated by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when he was the C. 

A. Scupin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Kansas. Both 

fields have generated great interests in 

academicians specializ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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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 

practicians. While competence set places 

its emphasis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kill sets, Habitual domains theory tries 

to empower the human decision making 

ability. In a rapid changing world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proper and effective adoption and 

changes in management is essential for 

business success or failure. 

Following a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research, this study tries to 

raise and answer several key questions. 

Firstly, given a set of problems, how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and obtain the 

needed skill sets. This includes obtain 

the external resources when needed. 

Secondly, given a competence set, how 

to use it to solve variety of problems as 

to create a maximum value for the 

Competence Set? Thirdly, how to use 

the habitual domain theory to empower 

the existent skill set as to solve more 

problems more effectively to create 

more value? Fourthly, how to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use the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to maximize the values for the 

individuals and firms? Lastly, how to 

effectively make alliance in supply 

chains as to develop sustainable 

prosperity for the firm involved? 

Insights from these five questions 

are evolutionary. Several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obtained. 

Keywords: Habitual Domains, 
Competence set analysi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Simulation. 
 

貳、計畫主題 

首先簡潔歸納本計劃研究主題之

研究方向如下： 
 

1. 研究主題一：給定一個或一組問
題，其需要的能力集為何?如何有
效地獲取之? 
我們將研究如何在一個或一組特

定問題中，分解出該問題或問題組所

需的能力，以及獲取這些能力的有效

程序；進一步，希望能由許多同類問

題中，歸納出探索問題所需能力的有

效程序，讓需求的能力集的分析，不

僅能應用於特定問題，甚至可以推廣

應用到更廣泛的問題領域。 
2. 研究主題二：對個人或組織而言，
給定一組能力集合，如何找到能最

大化該能力集合的價值，這包括尋

找機會解除特定族群(顧客)的壓力
和痛苦。 
有些能力可以被應用在不同之領

域：例如，運輸系統可以用以輸送物

流，也可以用以載運人員或傳遞訊息

(如信件)；又如個人電腦，可以運用來
處理資料，也可用來享受影音多媒

體。對於個人或組織也是如此，當個

人或組織透過研究主題一的研究，得

以了解自身的能力集合之內涵以後；

接下來，可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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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廣泛的範圍，以解決他人或顧客

的痛苦與壓力，此即研究主題二想要

探索的問題。 
3. 研究主題三：如何豐盛既有的能力
集合?以及如何有效的經營能力集
合，使其在時間的歷程中發揮最大

的價值。 
我們將分別研究組織與個人生命

與時間歷程之能力集合管理方式。動

態的能力集合管理觀念用於組織即成

為變革管理的問題，若用於個人即成

為生涯規劃問題。在我們已經進行的

研究中，曾經探討研發人員與企業領

導人的習慣領域差異以及轉化方式，

此為個人時間歷程管理之研究。由於

台灣許多高科技公司的領導人，其學

習背景為技術領域，而進入職場的第

一個工作多為研發人員，因此若不能

隨著公司的成長以及職位的調升，適

時而正確的改變適應新角色所需的習

慣領域，不僅危及個人的生涯擴展，

甚至危及其所開創企業的生存。 
4. 研究主題四：如何找出能力集的擴
展路徑以最大化個人、組織及供應

鏈的存在價值? 
在研究主題三中，我們研究如何最

大化運用現有能力集合，並提出由「能

力應用特徵」與「需求能力特徵」兩

者之對應，找出可善用現存能力之問

題領域。然而，現有能力與需求能力

間極可能相似但不相同，例如便利商

店兼作快遞業務，仍然需要投資軟硬

體，以及設計在便利商店中執行快遞

的作業程序等。既有能力與需求能力

間之差異，就必須透過能力集合擴展

解決。 
5. 研究主題五：如何為供應鏈增加效
益以使其永續的成功繁榮? 

為求具備競爭力，企業或供應鏈體

系必須能夠(相較於競爭者)產出高品
質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特定客戶的

需求以減輕他們的壓力。簡言之，每

一種產品或服務皆具備減輕客戶痛苦

與壓力的能力，其亦可被視為一能力

集。以此觀之，企業必須具備應用、

重組產品或服務能力集的洞察力，以

交遞予顧客高品質、合理價格的品質

或服務。由於顧客的需求可能受到外

力的驅動，行銷努力(如廣告)因此變得
重要。例如當個人電腦的需求由桌上

型、筆記型，慢慢演變成掌上型，電

腦製造商必須因應改變生產新型態的

電腦。 
 

參、研究方法 

一、習慣領域理論 
根據習慣領域理論陳述，我們的

記憶、觀念、想法、作法、判斷、反

應 (統稱為念頭與思路 )雖然是動態
的，但經過一段時間後，除非有重大

事件發生，它會漸漸穩定下來，而停

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這些念頭和思

路的綜合範圍，包括它們的動態與組

織，就是我們的習慣領域。一旦習慣

領域穩定或僵化後，即使接收到外部

的新訊息，也可能以過去的經驗曲解

新訊息，把它看成不是新的，因此產

生新創意的創造過程就被阻斷了。 
為何習慣領域會穩定下來，包括

以下幾個原因： 
 

(1) 當我們學得越多，面臨的事物對我
們而言是新鮮的的機率便越來越

少。 
(2) 透過類推、聯想，我們常用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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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來解釋新的訊息。 
(3) 為了一致性，儘管訊息是新的，我
們也可能將新訊息曲解，將之看成

不是新的。 
(4) 即使我們所面臨的外在環境是動
態的、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但變

化都是在一定範圍內。 
 
由上述四原因，我們可用數學方式

證明「習慣領域」會穩定下來。 
 

二、能力集合分析 
針對每一個問題或待處理的事情

(Event, E)，我們心中都包含了許多想
法、知識、技巧等，若我們擁有它們，

並且能有效解決問題，這些想法、資

源、知識、技巧等綜稱為能力集

(competence set)。當擁有的能力集大於
所需的能力集，我們便有信心去做

事，進而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否則就會覺得不舒服或充滿無力感。

由此可知，能力集是解決問題的一重

要關鍵。要進一步瞭解能力集的應

用，我們可以將能力集區分為以下四

類： 
(1) 真 正 需 要 的 能 力 集 (True 

Competence Set, Tr) 
(2) 實際所擁有的能力集 (Skill Set 

Acquired, Sk) 
(3) 主觀上感認所需要的能力集

(Perceived True Competence Set, 
Tr*) 

(4) 主觀上感認所擁有的能力集
(Perceived Skill Set Acquired, Sk*) 
在真正需要的能力集(Tr)和主觀

感認上所需要的能力集(Tr*)以及實際
所擁有的能力集(Sk)和主觀感認上所
擁有的能力集(Sk*)中間都有一段差

距，這個差距可能是因為無知、無常

或幻覺所產生的。 
企業經營常會面臨到各式各樣的

問題，雖然大部分可以透過組織學習

的方式來解決。然而企業的學習能力

及時間畢竟有限，所以有時也需要藉

由其他個人或組織的幫助。如果事先

能將面臨到的問題分類清楚，掌握住

問題的本質，如此就能知道哪類的問

題可以透過自我學習方式加以解決，

哪類的問題則必須借助他人或其他組

織的力量。若需藉助他人的力量完

成，則可以使用本研究提出的人力選

用模型。 
 

肆、第三年研究計劃成果與計劃

目標相關性 

在本計劃第三年度的研究計劃

中，承蒙貴會的補助，在計劃執行第

三年(93/8~94/8)，具備以下之成果，簡
述如次。 

包括在論文部分： 
1. P. L. Yu and Y. C. Chen, 

Empower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by Habitual Domains 
Concept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July, 2005 
本論文被選為『第八屆國際 AHP

年會』的主題演講，乃計劃中研究主

題三與主題四的相關研究，論文摘要

如下。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ANP）以其能有效率
地衡量決策者在不同之條件與選擇下

的優先順序著稱，它在很短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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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廣泛地為學術界與實務界人士所接

受。這種現象在傳統的效用理論上並

未出現。本研究試圖以習慣領域

（Habitual Domains, HD）之角度出
發，詮釋層級分析法之所以廣受歡迎

的理由，並更進一步利用習慣領域概

念，活化 AHP與 ANP，使其在理論及
應用層面更為有力，以便更有效率地

解決複雜的決策問題。 
 

2. Y. C. Chen and P. L. Yu, Habitual 
Domain and Fuzziness in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OR/MS, 
July, 2005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三、主題

四與主題五的相關研究，論文摘要如

下。 
隨著時間與外來訊息的改變，每個

人的感知，判斷，喜好傾向，目標設

定，壓力結構，與注意力的調度也不

斷地變化。因此，我們的目標或準則

的重要性順序也無時無刻不在改變。

現在看起來很明確的，未必日後仍然

如此，反之亦然。本文旨在幫助決策

者在制定多準則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時，應用習
慣領域理論（Habitual Domains, HD）
之概念與三大工具箱以釐清所面臨的

模糊（fuzzy）問題，並且討論如何利
用應變計劃（contingency plans）來處
理模糊問題。除此之外，有時候為了

維持彈性，適度地保持模糊性是必要

的。本文亦試圖以習慣領域的角度詮

釋上述之觀點。最後，本文將討論能

力集合擴展的概念，以便處理在多準

則決策制定時的模糊問題。 

 
3. 姜林杰祐，游伯龍，廠商合作生

產之數學規劃模形及其分析，中

華民國習慣領域學會第十二屆論

文研討會，2004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二、主題

三、主題四與主題五的相關研究，論

文摘要如下。 
本研究提出三種企業合作生產的

總合生產計畫模型，分別為「資源整

合模型」、「生產程序整合模型」以

及「部門整合模型」；透過這些整合

模型，廠商之間可能得以創造出合作

綜效，據此，廠商可以選擇合作生產

的方式。進一步，當透過本研究提出

之合作方式，創造出綜效時，本研究

進一步提出不同合理分配合作所創造

利潤的方式，此利潤分配方式將影響

廠商間合作的意願與合作模式的取

捨。研究中，並以簡單數值範例顯示

本研究合作模型與分配之可行性。廠

商合作生產模型，可進一步延伸至探

討廠商如何維繫合作過程的地位，與

廠商間競爭優勢分析等研究課題。 
 

4. 陳光勳，游伯龍，從習慣領域的
角度探討聯想力與創造力，中華

民國習慣領域學會第十二屆論文

研討會，2004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一、主題

二、主題三、主題四與主題五的相關

研究，論文摘要如下。 
現今是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個人

平均分配到的資訊量是過去的好幾

倍，然而我們人類的大腦對於資訊的

處理是有限制的，有其極限的。因此

如何靈活地運用我們的大腦，成為一

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在大腦的眾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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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中，聯想與創造能力兩者密不可

分，息息相關，更是我們在面臨問題

時，經常會用到的能力。當然一般人

使用聯想力的機會多於使用創造力的

機會，這是因為聯想力屬於大腦的基

本構想之一，也就是「類推聯想的構

想」。依據「最小阻力的原則」，我

們會傾向於採用那個能將剩餘壓力結

構降至最低的方法，所以當我們面臨

問題時，最容易的想法，便是聯想到

自己之前是否有碰過類似問題的經

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大多數的

人都會重複之前的做法，即使它未必

是一個最好的做法。這是真正問題的

所在。因此本文希望能夠從習慣領域

的四個重要概念出發，並且與解除壓

力中的「積極求解」結合，來探討如

何使聯想能力的質提升、創造能力的

量增加，幫助我們更有創意、更有效

能、效率地解決問題。 
 

5. 陳光勳，探討線性規劃中限制式
係數的改變與應用，碩士論文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一、主題

二、主題三與主題四的相關研究。論

文摘要如下： 
為了因應時代的快速變遷，科技的

日新月異，傳統的線性規劃必須正視

資源耗用矩陣 (resource consumption 
matrix) 的改變，也就是限制式係數的
改變，而不能再將之忽略；因為一旦

考慮限制式係數的變化之後，可以讓

維持最佳解的思考開闊起來，找出另

外一個可行的方向，藉此突破傳統上

目標式係數與資源量其敏感度分析的

習慣領域。本篇論文利用 Kuhn-Tucker 
Condition 處理線性問題，藉此求得限
制式係數其可接受變動的範圍，只要

變動後的係數值在此範圍內，則最佳

基底結構 (structure of optimal basis) 
與原來的相同，亦即在變動後的最終

單形表中，目標列與右端值其每個位

置大於零  (>0) 或等於零 (=0) 的結
構與原始最終表相同；且求得當多個

限制式係數同時變動時，其係數之間

可變動範圍的相依關係，如此得到有

用的資訊，供管理者使用。另外，當

限制式係數發生變動時，可以透過調

整變數 (adjustable variables) 調整其
餘未變動的限制式係數，讓目標值至

少維持在相同的值。可處理的問題包

括 (1)限制式係數超過其可變範圍的
變動，或是其可變範圍內，目標值降

低的問題，及藉由調整變數的調整，

以及各類活動水準的變動，讓整體系

統維持以往的最佳目標值。(2)延續(1)
的問題，但考量調整限制式係數變動

的成本與提供變動的預算。(3)當資源
的可用水準發生變動時，在特定範圍

內，適當地調整限制式係數亦可讓最

佳解維持在相同的目標值。 
 

6. 卓之璿，零組件獲取之自製或外
購決策研究，碩士論文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一、主題

二與主題四的相關研究。論文摘要如

下：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逐漸提高的

產品複雜度，組成產品的組件不僅是

種類繁多，需求量也很不穩定，因此

不可能全部都由企業本身自行生產。

同時，為了能夠提升企業整體效能的

表現，零組件的獲取方式主要是透過

自行製造或向外採購，其所需要考量

的特徵要素眾多，最常見的特徵要素

可能包括：滿足最低成本、最快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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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最好品質的產品等等。然而，在

現實中則有更多特徵要素是不容忽視

的，因此需要有一套能夠針對多考量

要素並做出最佳零組件自製或外購決

策的模式，以協助企業以及產品製造

之決策者的需求，使企業能夠在零組

件獲取決策中做出正確、有效率、並

能夠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決定，以增

加企業競爭力。本研究將探討產品零

組件獲取方案之決策過程以及模式之

建立，並以習慣領域人類行為與決策

的流程圖中的目標建立與情況評估為

核心架構，再以產品結構圖（PSD）作
為分析零組件結構之基礎，透過決策

網（Decision net）的建構將產品零組
件的獲取方案以求取距離值之方式協

助決策。最後，本研究將以程式平台

搭配資料庫建立零組件獲取之自製或

外購決策系統以配合分析研究實例。 
 
為了幫助了解本年度國科會計劃

成果與計劃研究主題間之關係，表 1
就已經發表或接受刊登之研究成果，

顯示其與本計劃研究主題間的關係。 
 

表 1 本年度國科會計劃成果與提出計
劃研究主題間之關係彙整 
主題 

成果 

研究主

題一 

研究主

題二

研究主

題三 

研究主

題四

研究主

題五

論文 1   ★ ★ ★ 
論文 2   ★ ★  
論文 3  ★ ★ ★ ★ 
論文 4 ★ ★ ★ ★ ★ 
論文 5 ★ ★ ★ ★  
論文 6 ★ ★  ★  
 
除了以上具體成果外，亦有此刻正

進行中之若干研究主題，其中包括數

篇已投遞(審稿中)以及準備投遞至國
際期刊之論文，列示於後： 

 
A. Linear Programming with 

Changeable Parameters, 考慮模式
參數可變情況下之線性規畫模型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二、主

題三、主題四與主題五的相關研究，

論文摘要如下： 
一般數學規劃之模型中，假設目

標係數陣列(objective coefficient vector)
值 、 資 源 耗 用 矩 陣 (resource 
consumption matrix)值，以及可用資源
水準陣列(resource availability)值為固
定常數；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總是

如此，也因此限制了數學規劃的應用

範圍。以「產品生產組合最佳化」(產
品計畫)問題為例，模式中之前述參數
均可透過財務投資而改變。例如，透

過行銷投資(如廣告)提高產品單位利
潤；透過生產效率改善，降低資源耗

用；以及透過資源購置，提高資源可

用水準等。此外，模式參數也會隨著

時間而改變，例如隨著產量增加，降

低了固定成本分攤，從因提高單位產

品利潤率；或如因為生產系統走過學

習曲線，因而提高了資源使用效率

等。在本研究中，將線性規劃中模式

參數值由原來的常數，轉變為投資水

準與/或時間的函數，重新建構成「模
式參數因為投資水準差異與/或時間差
異而改變之數學規劃模式」，並以產品

組合最佳化之若干實例，探討其解特

性。由數學觀點，當模式中僅考慮單

位產品利潤矩陣之可變性時，原線性

規劃 (LP)問題轉變為一多準則規劃
(multiple criteria; MC)問題；進一步考
慮可運用資源水準之彈性時，MC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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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一多準則多限制 (multiple 
criteria and multiple constraint levels; 
MC2)問題；更進一步考慮資源耗用之
可變性時，問題型態則轉為一非線性

規劃 (nonlinear programming; NP)問
題。此關係可讓本研究所建構的部分

模型，得以MC與MC2的解題方法(如
MC2 Simplex Method)，探討潛在解空
間的結構(potential solution structure)，
及其數學特性。由實務觀點，本研究

之模型與分析結果，除可用於決定改

善生產系統效率時之投資優序問題

外，也可用於解釋產業中，決定不同

產品生產組合時，「紅色接單，黑色出

貨」(即以賠錢狀況接單，但到出貨時
卻賺錢)之奇特現象。藉由突破 LP 問
題 模 式 的 習 慣 領 域 (Habitual 
Domains)，本研究將有助於更多相關
領域問題的求解。 
B. Optimal Competence Set 

Adjustment with Linear 
Programming, 線性規劃中的最佳
能力集合調整研究 
本論文乃計劃中研究主題一、主

題二與主題四的相關研究，論文摘要

如下： 
針對每一個決策問題或事件

(Event, E)，都存在一個能力集合
(competence set)，包含了許多想法、知
識及技巧等，幫助我們有效解決問

題、解除壓力。當決策者認為已具備

此一能力集合，則在決策過程中將會

表現的較有自信；反之則會覺得充滿

無力感進而猶豫不決。所有人、事、

物皆可解除某特定族群在某時間點的

痛苦與壓力，故皆有其能力集合，例

如：食物可以解除肚子餓的族群的痛

苦及壓力。同樣地，企業的能力集合

即在於提供產品以解除某特定族群在

某時間點的痛苦與壓力。而企業的競

爭力則取決於能否比競爭對手搶先一

步，以合理的價格在適當的時機提供

產品或服務給有需求的族群，解決他

們的痛苦與壓力。因此，如何能有效

率的擴展能力集合，成為了當前企業

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之一。Zeleny 
所提出之 De Novo Programming方法
即考慮以重新分配可用資源做為擴展

能力集合的方法，使得所設定之目標

產能成為最佳解。有別於 De Novo 
Programming方法，我們將從能力集合
擴展的觀點，考慮給定一個目標產

能，企業應如何達到限制式矩陣以及

資源的最少調整，使得目標產能成為

最佳解。我們將提出一個線性規劃模

式以求解此一能力集合擴展問題，並

進一步考慮各參數調整所須之成本及

總預算。此外，當目標產能無法在可

用預算下達成時，我們提出二分演算

法(bisection algorithm)求得最接近目標
產能之臨界解(critical solution)，以及相
對應限制式矩陣以及資源的最少調整

量，以期能提供給決策者做為決策之

參考。 
 
 表 2 彙整目前研究中主題與提出
計劃研究主題間之關係。 
  
表 2 目前研究中主題與提出研究主題
A, B間之關係彙整 
主題

研究 

研究主

題一

研究主

題二

研究主

題三 

研究主

題四 

研究主

題五

研究 A  ★ ★ ★ ★ 
研究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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