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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現今市場的競爭對象已經轉為全球性競爭，品質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企業的管理者不能再以過去舊有的規

範來評斷品質問題，應當要正視目前的品質問題，導入適當的改善方法。隨著各大企業技術面的進步，相對的製程品質也

跟著提升，降低產品不良率也成為許多企業所重視的。有良好的製程品質能力，產品不良率會因此而降低，也可以確實的

滿足顧客需求。 六標準差(Six Sigma)活動於1987年由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提出，從改善活動當中也得到了許多具體的成

效。相對的奇異(GE)公司也在1990年開始推動，也一樣獲得驚人的成績。六標準差因此受到許多一流企業的重視，導入六

標準差改善管理品質成為企業經營重要的活動之一。因此本研究將進行個案探討分析，應用六標準差的改善手法(DMAIC)

及其特性，針對某家網版業者的製程執行品質改善計畫，藉以提升顧客滿意度、降低產品不良率及節省生產成本等。 研究

結果，運用六標準差的品質改善手法，可有效降低網版製程之塞版所產生之不良率。個案公司若能持續應用六標準

差DMAIC改善手法於整體製程品質上，必可提升公司競爭力及節省許多不必要之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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