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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陸汽車產業由於台灣的汽車廠業者大量轉移後，便迅速發展出超越台灣的量產規模，但受限於大陸汽車供應商發展之初

期因人才及技術之不足，造成新產品開發無法有效掌控進度時程，因此大陸各汽車供應商無不投入龐大資源用於人才養成

及加強技術知識的管理。面對大陸汽車產業的強大競爭力以及台灣汽車產業產品少量多樣之需求，台灣供應商為因應汽車

廠愈來愈多樣的產品需求，及力求於新產品開發能力之發展，如何達成各汽車廠交期時間、品質功能、成本價格之新產品

開發需求，就成為台灣汽車零組件供應商必須遵從的關鍵因素之一。 本研究主要應用PDM系統管理工具來探討台灣汽車

零組件供應商新產品開發時效性，品質，成本之關聯性，包括系統導入APQP、PPAP流程之執行，以及開發階段的設計?

開發階段的品質驗証?開發階段的生產驗証?量產階段的回饋矯正，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外，還包括應用系統工具對新產品

開發績效的影響。透過訪問調查的方式進行相關問題的收集分析來探討與瞭解系統對三大特性之關聯性。

關鍵詞 : 產品資料管理系統(PDM) ; 生產性零組件核准程序(PPAP) ; 先期產品品質規劃(APQP) ; 資訊工具(inform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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