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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日新月異，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產業環境急速變動，工具機產業的競爭趨勢已逐漸走向多樣化、小批?、短週期交

貨的需求。台灣在經濟面趨於和緩處於低成長的?態，在生產上面對國際競爭與大?強?發展製造業的趨勢下，必須朝向低成

本、高效?、高品級、短交期的彈性生產方式?因應此一趨勢，以提昇產業競爭?。 基於此一動機，本研究主要結合?實生產

等相關文獻運用?實管?的技巧，配合關懷鏈作業?程與運用攤位式組裝方式並使用情報?供?看板與?式生產暢?，成功導入其

管?於企業中，以評估、驗證其改善成效。消除長期以?因作業?程、供需?常、品質?常，造成存貨囤積與停滯等待的?費。 

本研究以工具機產業生產?銑複合機實??應證組裝工時改善模式的效果，並整?出最適用中小企業的產業產品製造方式，?管

在製造?程、組裝工時效?、庫存掌控、生產面積、供?平衡?有顯著改善效果，值得產業界?考應用。

關鍵詞 : 工具機、?實管?、看板、豐田式生產系統、及時化

目錄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誌 謝⋯.⋯⋯⋯⋯⋯⋯⋯⋯⋯⋯⋯⋯⋯⋯⋯⋯⋯⋯⋯⋯ v 目 錄⋯.⋯⋯⋯⋯⋯⋯⋯⋯⋯⋯⋯⋯⋯⋯⋯⋯⋯⋯⋯⋯ vi 圖 目 錄.

⋯⋯⋯⋯⋯⋯⋯⋯⋯⋯⋯⋯⋯⋯⋯⋯⋯⋯⋯⋯⋯ ix 表 目 錄⋯⋯⋯⋯⋯⋯⋯⋯⋯⋯⋯⋯⋯....⋯.⋯⋯⋯⋯....... x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2 1.3 研究範圍⋯⋯⋯

⋯⋯⋯⋯.⋯⋯⋯⋯⋯⋯⋯⋯.. 3 1.4 研究架構?程⋯⋯⋯⋯⋯⋯⋯⋯⋯...................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工具機的背景發展

與現況⋯⋯⋯⋯................... 5 2.1.1 台灣工具機之發展⋯⋯⋯⋯⋯................. 5 2.1.2 國內?銑複合機的發展與需求⋯⋯⋯⋯. 8

2.1.3 工具機產業結構簡介⋯⋯⋯⋯⋯⋯⋯⋯. 9 2.1.4 全球工具機產業市場出口分析⋯⋯⋯⋯. 9 2.1.5 台灣工具機產業SWOT

分析⋯⋯⋯⋯⋯ 11 2.2 工具機製程簡介⋯⋯⋯⋯⋯⋯⋯⋯⋯⋯⋯⋯⋯ 12 2.2.1 工具機的主要生產?程⋯⋯⋯⋯⋯⋯⋯. 13

2.2.2 台灣工具機的生產型態與組裝作業?程. 14 - vii - 2.3 ?實生產文獻⋯⋯⋯⋯⋯⋯⋯⋯⋯⋯⋯⋯⋯⋯ 16 2.4 ?實手法⋯⋯⋯

⋯⋯⋯⋯⋯⋯⋯⋯⋯⋯⋯⋯⋯ 19 2.4.1 前置時間⋯............................................... 19 2.4.2 上下游?與

⋯........................................... 20 2.4.3 模組化⋯⋯⋯⋯⋯⋯⋯⋯⋯⋯⋯⋯⋯⋯.. 20 2.4.4 生產暢?⋯⋯⋯⋯⋯⋯⋯⋯⋯⋯⋯⋯

⋯.. 21 2.4.5 後?式生產⋯⋯⋯⋯⋯⋯⋯⋯⋯⋯⋯⋯.. 21 2.4.6 多能工訓?⋯⋯⋯⋯⋯⋯⋯⋯⋯⋯⋯⋯.. 21 2.5 各式組裝線方式

與評估⋯⋯⋯⋯⋯⋯............... 22 2.5.1 U 型生產線佈置⋯.................................. 22 2.5.2 Cell 模式生產線佈置

⋯........................... 24 2.5.3 自動組裝系統評估⋯⋯⋯⋯⋯⋯⋯⋯⋯.. 25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工具 3.1 關懷鏈?程簡化與及時化

供?看板情報?的 傳遞⋯⋯⋯⋯⋯⋯⋯⋯⋯⋯⋯⋯⋯⋯⋯⋯⋯⋯. 27 3.2 次裝區模組化與水蜘蛛配送⋯⋯⋯⋯⋯⋯⋯⋯ 30 3.3

人員組裝方式和生產動線的設計方向與配置... 31 3.4 管制物?供?的方式與傳遞指示.⋯⋯.............. 34 3.5 本章小結⋯⋯⋯⋯

⋯⋯⋯................................... 35 第四章 個案研究探討 4.1 個案公司簡介..................................................... 37 4.2 ?銑複合機簡介

⋯⋯⋯⋯⋯⋯⋯⋯⋯⋯⋯⋯⋯ 4.3 生產作業改善驗證⋯⋯⋯⋯⋯⋯⋯⋯⋯⋯⋯⋯ 38 40 - viii - 4.3.1 生產作業?程改善⋯⋯⋯

⋯⋯⋯⋯⋯⋯.. 4.3.2 生產線佈置與置?方式改善改善⋯⋯⋯. 4.3.3 改善後?銑複合機組裝作業?程⋯⋯⋯. 4.3.4 ?銑複合機關懷

鏈?程⋯⋯⋯⋯⋯⋯⋯. 4.3.5 改善效?成果分析⋯⋯⋯⋯⋯⋯⋯⋯⋯. 41 45 47 48 50 第五章 結?與後續研究方向 5.1 研究

結?............................................................. 55 5.2 研究限制............................................................. 56 5.2 後續研究方向⋯⋯⋯⋯⋯

⋯⋯⋯⋯⋯⋯⋯⋯⋯ ?考文獻 56 一、中文部份........................................................................... 58 二、英文部份⋯⋯⋯⋯⋯

⋯..................................................... 60 - ix - 圖目? 圖1.1 研究架構?程圖⋯⋯⋯⋯⋯⋯...................................... 4 圖2.1 工具機產

品分?⋯⋯⋯⋯⋯⋯⋯................................... 7 圖2.2 台灣發展?銑複合機⋯⋯⋯⋯⋯⋯⋯⋯....................... 8 圖2.3 2012全球主

要工具機出口國比重⋯⋯⋯⋯⋯⋯⋯⋯⋯ 10 圖2.4 現場人員工作分配示意圖⋯⋯⋯⋯⋯⋯⋯⋯⋯⋯⋯⋯ 14 圖2.5 CNC?床

組裝作業?程圖⋯⋯.⋯⋯⋯⋯⋯⋯⋯⋯⋯.. 15 圖2.6 ?實生產實?構面⋯⋯⋯⋯⋯⋯⋯⋯⋯⋯⋯⋯⋯⋯⋯ 18 圖2.7 U型線佈置

圖⋯⋯⋯⋯⋯⋯⋯⋯⋯⋯⋯........................ 23 圖3.1 關懷鏈?程圖圖⋯⋯⋯⋯⋯⋯...................................... 29 圖3.2 次裝情報?

傳遞?程⋯⋯⋯⋯⋯................................... 31 圖3.3 人員移動模式裝配線⋯⋯⋯⋯⋯⋯............................... 33 圖3.4 管制物?供?

傳遞指示⋯⋯⋯...................................... 35 圖4.1 ?銑複合機主要構造物構成圖⋯⋯⋯⋯....................... 40 圖4.2 改善前生產作

業?程⋯⋯⋯⋯⋯................................... 42 圖4.3 改善後生產作業?程⋯⋯⋯⋯...................................... 43 圖4.4 管制物?供?看板

⋯⋯⋯⋯⋯...................................... 44 圖4.5 改善前生產線佈置與置?方式⋯⋯⋯⋯....................... 45 圖4.6 改善後生產現佈置

與置?方式⋯⋯⋯⋯⋯⋯⋯⋯..⋯.. 47 圖4.7 改善後?銑複合機組裝作業?程⋯⋯⋯⋯⋯⋯⋯⋯⋯ 48 圖4.8 ?銑複合機關懷鏈?程

圖.⋯⋯⋯⋯⋯⋯⋯⋯⋯⋯⋯⋯ 49 圖4.9 堆疊長條圖⋯⋯⋯⋯⋯⋯⋯⋯⋯⋯⋯⋯⋯⋯⋯⋯⋯⋯. 52 圖4.10 動作分析圖⋯⋯⋯



⋯⋯⋯⋯⋯.⋯⋯............................ 53 - x - 表目? 表2.1 2011-2012全球主要工具機出口國出口值..⋯⋯⋯⋯⋯ 11 表2.2 台灣工

具機產業SWOT分析⋯⋯⋯⋯⋯⋯⋯⋯⋯⋯⋯. 12 表2.3 CNC?床的三段主要製程⋯⋯⋯⋯⋯.......................... 13 表4.1 改善

新聞一覽表⋯⋯⋯⋯⋯.......................................... 41 表4.2 標準作業組合表⋯⋯⋯⋯⋯⋯⋯⋯⋯........................... 51 表4.3 綜合

改善成果分析表⋯⋯⋯⋯⋯⋯⋯........................... 54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份 1. 大野耐一，何月華 譯(2003)。大野耐一現場經營，中衛出版社出版。 2. 今井正明著，徐?恩 譯(1992)。改善日本企業成

功之奧祕；長河出版。 3. 王孝裕、賴文?(2006)。以KPI 評估工具機價值鏈績效；工研院創新與科技管?研討會。 4. ?健成(2003)。豐田及

時生產系統應用於鋼結構業之研究—以中國鋼鐵結構公司為?，國?中山大學碩士?文。 5. ?友錚(2003)。作業管?:創造競爭優勢，初版，

台?:前程文化。 6. 巫茂熾(2013)。東海?實管?專?，工具機與?件雜誌，47期，114-115 頁。 7. 莊智超(2005)。大尺寸液晶面板組裝線設計

與效?提升之研究。國?成功大學碩士?文。 8. 黃瑞庭(2012)。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展覽回顧，工具機與?件雜誌，46 期，62-63 頁。 9. 曹永

誠(1996)。漫談自動化設計，CAD 與自動化，97 期，第三波文化事業出版。 10. 遠山保宣(1996)。台灣實施JIT 之看法及想法；中衛發表

會。 11. 楊?茂(2005)。運用?實生產系統於汽??件廠之研究，國- 59 -?成功大學碩士?文。 12. 傅和彥(2005)。生產與作業管?:件?產品與服務

標竿，第4版，台?:前程文化。 13. 賴家仁(2004)。JIT 生產系統在中小型製造業的實施策?，國?台灣科技大學碩士?文。 14. 賴泳?(2008)。

知?管?、技術創新與新產品開發績效關係之研究—以工具機產業為?，國?成功大學碩士?文。 15. 詹姆斯．沃馬克、單尼爾．瓊斯，鐘漢

清 譯(2004)。?實革命:消除?費、創造獲?的有效方法，經濟新潮社出版公司。 16. 康淵(2003)。工具機的發展與困境，中原大學演講稿。

17. ?仁傑、巫茂熾(2012)。東海?實管?專?，工具機與?件雜誌，45 期，174-175 頁。 18. 簡維志(2005)。一人多工程U 型生產線規劃?程之

研究—以電子組裝業為?。國?台?大學企業管?學系碩士?文。 19. 簡柏勛(2013)。2012 ?1-10 月台灣工具機進出口分析，工具機與?件雜誌

，47 期，38-45 頁。- 60 - 二、英文部份 1. Deleryd, M. and Vannman, K.(1998). Process Capability Studies for ShortProduction

Ru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ability,Quality and SafetyEngineering 5, pp. 383-401. 2. Duray, R., Ward, P . T., Milligan, G. W .and Berry, W

. L.(2000). Approachesto Mass Customiziation: Configurations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Journal ofOperations Management 18,605-625. 3.

Kanman, V .R.and Tan, K. C.(1998).Handfield,andS.Ghosh,ManagingCompetition,Quality,Customer Relations, And the Supply Base, And

Its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Proceedings 1998 of the Decision ScienceInstitute ,1259-1261 4. Louis, R. S.(1992). How To Implement Kanban

For AmericanIndustry;Productivity Press. 5. Meyers, F. E.(1993).Plant Layout and Material Handling.Prentice HallLance,Jersey USA. 6. O

’Grady, P. J.(1988). Putting the Just-in-time Phi losophy into Practice, NewYork : Nichols Publishing. 7. Hines, P., Howed, M., and Rich, N

.(2004). Learning to Evolve : A Review ofContemporary Lean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 &Production Management, Volume

24, Number 10, pp.994-1011, ISSN0144-3577. 8. Shah, R.,and Ward , P. T.(2007).Defining and developing measures of leanproduction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5 ,pp.785-805 9. Schonberger, R.(1982).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 New York :Free- 61 -Press. 10.Womack,

J., Jones D.,and Ross, D.(1990).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World,New York: Rawlinson Associ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