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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數位科技的普遍應用，資訊的掌握已成為21世紀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因素。彈性與速度則一躍

成為市場生存的法則。電子產業紛紛展開全球運籌管理的配置與佈局。以滿足客戶的需求與提昇競爭力。本研究以所蒐集

的資料及相關電子產業已成功實施運籌管理的案例討論，經綜合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發展出以下之命題： 命題一：運籌

管理系統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為： (1)企業必須能夠肯定運籌管理帶給公司的價值。 (2)高階主管的共識與全力支持，給人

給錢的實質支援。 (3)穩定的產品品質。 (4)以最有效率的服務，協助客戶提昇競爭力，客戶關係管理為成功的根本。 (5)有

效落實全球運籌管理的透明度與即時性，彼此分享資源，共存共榮。 (6)絕對需要有好的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輔助工

具，並能真正吻合使用者所需，由於使用者的需求一定會一再地調整改變，所以必須要有好的溝通管道，作為持續優質的

溝通橋樑。 命題二：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環境，唯有持續每年的研發投入，不斷開發創新產品，並掌握關鍵性技術，提供

最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協助客戶行銷全球，為客戶創造真正利潤，做的比客戶要求的更多，才是客戶關係管理的碁石。 

命題三：落實真正夥伴關係〝Making Partnership Work〞為企業體建立共榮互惠的合作關係，成立技術支援〝24-Hour Call

Centers〞，全球各據點、各工廠、顧客皆可透過Internet直接擷取資訊，並分享資源，提出問題，並立即獲得回應與服務

。積極開拓大廠策略聯盟，凝聚各方專長，強化競爭優勢，創造實質雙贏的局面。

關鍵詞 : 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物料需求計畫、物料清單、製造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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