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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實生產 ( Lean Production ) 起源於日本豐田生產方式(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 )，核心理念是以顧客導向為基礎並

徹底消除不必要的浪費，建立一個多種少量的流暢之生產系統。經過學界與產業界研究後，重新整合及改良成目前的精實

生產，並建構出其原則思維-精實思考，使精實的理念除了在製造業外，可也用於其他行業，乃至於不同產業、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背景下，都可順利導入源於日本的精實生產。在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下，改造生產方式的最新利器。面對

激烈競爭及少量多樣、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傳統的大批量生產方式已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如何適時適量的生產，同時

又能削減庫存、消除不必要的人力、時間及物料的浪費，已成為業者急需解決的問題。 NPS(New Production System)即是針

對上述問題，依據「豐田生產方式」改良而來，不僅能克服大批量生產方式及庫存問題，並能一眼看出作業線隱藏的弊端

。同時以個案公司為例，說明其運用NPS生產系統，其資訊流與物流的型態，並探討其導入的過程及優缺點，希望藉由本

研究可作為其它企業有意導入NPS生產系統時的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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