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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全球經濟自由化且資訊科技日趨成

熟之環境下，高科技產業之生產區位選擇與供應商選

擇課題。於生產區位選擇部分，在需求面針對高科技

產業產品市場價格與生產配送時間之關係構建廠商

收益函數，在成本面分析廠商與上游供應商、市場區

位之實體空間關係、各區位生產技術與規模特性、運

輸條件與經濟特性之差異，構建廠商於不同生產區位

之一般化總成本，包括零組件取得成本、生產作業之

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製成品運送成本，以最大化利

潤為目標建立廠商生產區位選擇模式，並同時決定廠

商最適之零組件與製成品運送方案，及分析高科技廠

商於不同市場、生產與運輸環境下之生產區位決策準

則。在供應商選擇部分，考慮區位特性與不同供應商

生產特性之差異，分析廠商由不同供應商取得零組件

之時間與成本，並探討資訊技術應用與資訊共享對於

廠商與供應商間資訊傳遞流程帶來之成本與效益，以

廠商最小化成本為目標並在供應商最大化利潤下構

建廠商供應商選擇模式，並藉由對供應商選擇之關鍵

變數進行探討，建立廠商對於不同類型之供應商選擇

門檻界限。本研究以主機板產業為例分析台灣、大

陸、東南亞、美洲之跨國區位選擇問題，並分析政治

與經濟條件變動致各區位競爭強度之消長，闡明模式

之實證應用與價值，本研究成果可提供高科技廠商相

關區位選擇、供應鍊管理研究之參考基礎，且在實務

上可提供廠商於供應商選擇與生產區位選擇之實務

規劃參考，並作為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經濟發展規劃之

依據。 

關鍵詞:區位選擇、供應商選擇、運送方案、資訊共享 

Abstract 
Properly locating plants can enhance firms' 

capabilities in acquiring input resources, such as labor, 
land, material or parts, in realizing production 
efficiencies and in distributing their products to 
consumers in a short order cycle. Supplier selection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also helpful to reduce 
firms' production costs.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issues addressed above and formulating models on plant 
lo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supplier selection for 
high-tech produc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study 
firstly formulates the revenue and total cost function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plant locations for high-value 
product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the optimum plant 
location is determined by maximizing the profit.  The 
revenue functi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time-dependent price and production-transportation time 
of high-value products. The cost function considers 
factors such as supplier and customer locations, 
production scale economies, shipping flow economies, 
factor prices and technology efficienci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model also determines the 
optimal shipping strategies of components and finished 
products corresponding to the optimal plant location. 
Furthermore, a supplier-selection model for minimizing 
the firm’s costs of acquiring components is developed. 
We formulate firms' monetary and time costs in 
acquiring components from various suppliers by 
considering different supplier locations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extent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T 
application. An empirical example of a mainboard 
manufacturing firm is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It is envisag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developed models not only shed light on plant 
location and supplier selection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basis on location and supplier decision making for 
high-tech product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industry 
location policies for the government in changing 
dynamic environments. 
Keywords: Plant Location, Supplier Selection, Shipping 

Strategies, Information Sharing 

二、緣由與目的 

高科技廠商尋求跨國投資之機會以求資源

可有效地取得與利用，藉由不同區位空間經濟與

生產經濟特性以降低經營成本、掌握市場並創造

獲利契機，然生產區位選擇除了受到生產特性、

成本、市場因素之考量，區位改變亦將造成與市

場、供應商之空間關係改變，造成實體物流運送

方式與營收、成本之變化，如製成品、零組件之

運送路徑、產品售價、零組件取得時間與成本之

改變等。此外，廠商與供應商間聯繫之資訊流運

作與成本亦將隨之改變，而由於上游供應商與下

游市場可能分佈於不同之經濟區域，不但增加了

資訊流管理之複雜度，另基於高科技產品需求之

時效性，跨區域之物流運作較單一區域之物流需

要更謹慎之規劃。 

廠商生產區位選擇之文獻多著重於區位選

擇問題最適解之求算，或以運輸指派整數規劃或

混合整數規劃求解，未能反映生產規模經濟及運

輸流量匯集之經濟特性[1-4]，或以多評準方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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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影響廠商區位選擇之重要因素，然無法探知對

廠商成本、利潤、區位選擇之影響程度[5-7]。雖
有文獻分析區位選擇對物流成本之影響以求得

最適區位，指出物流成本與數量間之非線性關係

與規模經濟特性，但未考慮生產成本與需求面之

影響[8-9]。另一方面，納入需求面之考慮，以最
大利潤為目標考慮區位選擇之文獻，卻未反映生

產成本隨生產數量之規模經濟效果與運輸成本

因流量匯集而產生之經濟特性[10-12]。 
在供應商選擇方面之文獻，多以定性或統

計分析方法探討廠商供應商選擇時之重要考慮

因素[13-16]，部分研究雖考慮供應商選擇之量化
成本影響[17,18]，然卻未分析區位因素與供應商
生產特性之差異對廠商選擇不同供應商成本之

影響，亦未考慮廠商在資訊系統輔助下搜尋供應

商時對於供應商選擇範圍可能產生之改變。另一

類研究則著重於廠商與供應商關係以及資訊技

術應用於供應鍊之探討[19-22]，闡明資訊系統應
用於供應鍊關係中之潛在效益，部分文獻則說明

資訊共享與彼此信任之供應鍊關係對於現今廠

商在供應商管理之重要性[23-25]。然而在上述之
研究中均僅為定性或統計之分析，未能進一步構

建模式闡述資訊系統應用、資訊共享與互信程度

對於廠商成本與效益之量化影響。 
綜上，本研究於生產區位選擇部分，同時

考慮廠商生產之規模經濟、運輸上匯集流量所產

生之經濟特性、需求面收益之影響，以及各區位

在生產要素取得與技術能力所存在之差異性，透

過解析性之方法，在成本面考慮高科技廠商可能

選擇之生產區位類型，分析不同區位之生產良

率、生產要素取得特性與成本，並結合市場區

位、供應商區位與區位間運輸條件之考慮以分析

零組件與製成品之運送方式與成本，構建廠商於

不同區位生產之一般化成本函數，在需求面，分

析高科技產品市場價格隨時間遞減之特性，下游

廠商預估交貨價格與市場需求特性決定訂貨數

量，並透過對於運送時間、存貨時間與加工耗時

之構建，建立廠商為滿足不同訂貨量所需之生產

配銷週期，透過市場價格隨時間遞減之關係，估

計交貨時之製成品市場價格，以構建廠商之收益

函數，並以最大利潤為目標建立廠商組裝加工區

位與運送方案選擇模式，透過模式之應用與分

析，可在不同市場、區位條件與上下游廠商空間

關係下，獲知廠商之最適區位，以及零組件與製

成品最適運送路徑、批次產量與生產配銷週期等

之最適決策。 
在供應商選擇方面，本研究則結合對供應

商區位與生產特性分析，構建廠商因選擇不同供

應商之零組件取得成本差異，並考慮資訊系統擴

大供應商選擇範圍所產生之影響，分析高科技廠

商取得零組件所須負擔之各項成本，包括訂單、

零組件淨價、運輸、存貨、資訊系統建置等成本，

並考量廠商要求之零組件品質、即時配送能力、

前置時間等限制，進而探討高科技廠商與供應商

間之合夥與資訊共享程度對廠商零組件取得成

本、時間與相關限制條件之影響，構建廠商於多

零組件多供應商下，取得零組件之一般化總成本

函數，另一方面，考量不同資訊共享程度下對供

應商利潤之影響，進一步構建以廠商最小化成本

為目標並在供應商利潤最大下之供應商選擇模

式，並探討關鍵變數對於各成本項產生之消長情

形與影響程度。 

三、結果與討論 
在廠商區位選擇部分，本研究依區位生產

與運輸特性差異，分為原生產中心 F、市場 M、
空運中心 H三類。當廠商選擇之加工區位為 s，
則利潤 sπ 可表為於該區位加工之總收益 sTR 、加
工固定成本 sFC 、變動成本 sVC 、與製成品運送
成本 Gt

sC 之關係，如式(1)。 
( )Gt

sssss CVCFCTR ++−=π  (1) 
其中固定成本為廠商資本投入，如機器設備數 E
與價格 EP 、土地面積 k 與當地地租 s

rP ，如式(7)
所示；變動成本則受零組件、土地、人力工時、

設備工時之數量 ( s
e

s
l

s
r

s
m qqqq

i
,,, )與單位成本

( s
e

s
l

s
r

s
m PPP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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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率 sg 所影響，如式(8)所示，其中零組件取得
成本 s

mi
P 受單位零組件 i 之產地價格

imP 、由產地

io 直接運送至區位 s 之總運送成本 ( )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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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空運中心 H轉運之總運送成本 ( )sGi
t

Hso gqmC
i

影響，因生產區位與運送方式選擇不同可表示如

式(2)，其中運送成本函數則參考許巧鶯與蕭國洲
[26]直接運送與經空運中心轉運兩種路線之成本
函數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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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製成品運送成本 Gt
sC 表示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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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益面，假設下游廠商先行預估交貨時

之價格與市場需求來決定訂貨數量，若製成品市

場價格隨時間之遞減率為α，廠商接單時市場價
格為 0

Gp ，廠商所須生產之製成品數量為 Gq ，且
總生產配銷週期 s

CT 可表示為零組件運送時間
[ ]s

mi i
t

I∈
max 、加工耗時 ( )tos 、與製成品運送時間

s
Gt 之

和，如式 (5)所示，則收益函數 sTR 可表示為
( ) G

s
CGs qTPTR α−= 0 ，且廠商在利潤最大下之加工

區位與運送方案選擇模式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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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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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另於供應商選擇模式方面，本研究以資訊

共享程度說明廠商與供應商之間之競局，建立一

資訊共享程度集合 { }nISISISIS ,...,, 21= 表示廠商

與個別供應商 j之資訊共享程度。以多零組件之
供應商選擇為主要課題，若廠商於生產作業中須

投入多種零組件，令所需零組件 i， I∈i 。零組

件供應商 j， J∈j ，並定義 0-1變數 ijy 表示供應

商 j有無生產零組件 i，而廠商對於特定零組件 i
之年需求量為 iD，廠商向供應商 j訂購之比例為

ijx 。 
廠商向不同之供應商採購之零組件取得總

成本可分為兩部分：一為針對個別零組件採購所

花費之成本，包括訂單成本 O
iC 、原物料淨價

P
iC 、運輸成本 T

iC 與存貨成本 I
iC 四部分，其中訂

單成本與零組件 i之單次訂貨頻次 if 、全年需求
量 iD、單次訂貨量 iq、與供應商 j在資訊共享程
度為 jIS 下之單次訂單成本 ( )jij ISO 有關；原物料

淨價 P
iC 與向供應商 j 訂購零組件 i 之單位淨價

ijp 、與供應商 j之年訂購數量 iji xD 有關；運輸成

本可表為數量 iji xD 、單位重量 iw 、單位重量運

輸費率 BjG 之關係式；存貨成本則與零組件 i 之
單位淨價 ijp 、存貨比例 r、向供應商 j訂購單次
訂購量 iji xq 與訂貨週期相關。另一部分則為廠商

選用特定供應商需花費之相關支出，如資訊系統

建立、供應鍊關係管理等，在廠商與供應商 j資
訊共享程度為 jIS 下，可將之分為「僅與是否選

擇供應商 j有關」之成本 ( )jj ISS 及「與向該供應

商採購之零組件種類數有關」之成本 ( )jj ISs 等二

類，如式(10)。 
( ) ( )∑+=

i
ijjjjjj

S
j YISsYISSC  (10) 

其中




>
=

=
1 f1
0 f0

ij

ij
ij xi

xi
Y ，



 ∀=

=
otherwise1

,0 f0 iYi
Y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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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訂貨量下，可將以廠商總成本最小為

目標並在供應商利潤最大下之供應商選擇模式

表示如下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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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ijjjjjj YISsYISS λ  (11) 

max. 
( ) ( ) ( )( ) j

i
ijijjjjjjijijijj qQISsISssqQp λπ −+++−+= ∑ 321

 (12) 
s.t.  ijCDx ijiij ∀≤ ,  (13) 

igxg
j

iijij ∀≥∑ ,  (14) 

( ) idxISd
j

iijjij ∀≥∑ ,  (15) 

( ) itxISt
j

iijjij ∀≤∑ ,  (16) 

其中 jλ 為供應商 j願意給予之折扣，與廠商
向供應商 j 採購之各類零組件總價值∑

i
ijiji pxD

有關；式(13)為供應商產能限制；式(14)則為確
保零組件 i 之平均品質；式(15)為確保零組件 i
之即時配送率；式(16)為確保零組件 i 之前置時
間之限制。另供應商利潤模式則與其收入

( )ijijij qQp + 、不受資訊共享因素影響之固定成本
1
js 、受資訊共享因素影響之固定成本 ( )jj ISs2 、變

動成本 ( )( )∑ +
i

ijijjj qQISs3 、折扣金額 jλ 等因素相

關，如式(12)所示。 
本研究以台灣主機板產業為例，建立一跨國

區位選擇範例以說明模式之應用與實務價值，並

以臨界值之觀念，就經濟條件與政治條件變化進

行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高科技廠商於加工區

位選擇之因素中，不僅限於對於生產要素取得成

本之考慮，生產良率為影響廠商總成本之重要因

素；高科技產品之市場價格遞減特性與各區位所

須之總生產配銷週期則為廠商收益面之重要影

響因素；加工作業特性愈傾向為勞力密集或技術

困難度愈低，則愈適合於低度開發地區加工；就

政策面分析，台灣各類要素成本較東南亞與大陸

地區為高，更應致力於加強技術能力之提昇或開

發新興高科技市場，方能保有競爭優勢；另兩岸

直航對於兩岸廠商均可強化對第三地之競爭優

勢，然直航前後兩地彼此間競爭優勢之變化則因

貨品特性不同有不同影響。另於供應商選擇方

面，若廠商與供應商間資訊共享程度提高，則雙

方之成本均有下降之空間，可創造雙贏之結果。

因資訊共享程度提高，廠商選擇供應商之可能區

位亦將擴大。然尚未資訊化之供應商因資訊共享

須付出先期建置成本，若將建置成本加諸於其顧

客，將導致顧客轉而選擇其它供應商，反不利其

競爭。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符合原計劃所提內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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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原計劃預期目標。本研究成果具體貢獻：針

對區位選擇之課題，考量生產技術特性、規模經

濟特性、運輸上匯集流量之經濟性與需求面之影

響，構建結合經濟理論之高科技廠商區位模式，

在學術上可供為區位選擇研究中，廠商對結合上

游供應商與市場區位之行為分析，並結合臨界航

線流量、臨界良率之觀念，分析在運輸、生產、

需求面等經濟因素及政治環境因素變化時，在不

同上下游空間區位對應關係下，探討區位彼此間

之優劣勢變化。針對廠商之供應商選擇課題，於

學術上結合供應商區位與生產特性、廠商因選擇

不同供應商之零組件取得成本差異，並考慮資訊

系統擴大供應商選擇範圍所產生之影響，分析廠

商與供應商區位間運輸與通訊條件、供應商生產

特性、資訊共享意願等因素，並在競局架構下發

展供應商選擇模式。另於實務面，針對不同區位

條件、市場條件變動、政治環境、資訊共享接受

程度變化，以及未來在區位間運輸與通訊條件可

能之變動下，對廠商生產區位與供應商選擇進行

分析，可瞭解在未來不同經濟與政治條件下，各

區位廠商與相關產業可能之發展趨勢。此均於過

去研究未曾深入探討，故在學術貢獻上可補過去

文獻之不足，在實務上可供廠商運作實務及政府

部門進行相關經濟建設之參考。本研究各部分成

果均將投稿學術期刊，區位選擇模式部分成果曾

發表於區域科學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並正整

理投稿國際學術期刊中；供應商選擇模式部分亦

將進一步整理投稿學術研討會及國際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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