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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6Σ是21世紀最有效力的突破性管理工具，它藉著改善和設計活動縮小流程的變異和浪費，提升流程的 能力，提高顧客的

滿意度將品質的基底逐漸墊高，使公司的營運獲得大幅的提升。 6Σ改善循環中的DMAIC，即是定義、衡量、分析、改善

和控制等5大步驟。DMAIC改善循環藉著特定的手 法重新改善流程，以防杜不良和錯誤的再發，導引公司無論從事任何工

作都可將失誤減至最低。 本研究獲得之成果，在於以DMAIC循環為基礎，建構一個解決問題,提升流程能力的架構並運用

此架構 ，解決品質均一性問題，獲致流程能力提升符合顧客滿意的良好結果，並追求持續改善。

關鍵詞 : 6Σ，DM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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