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第三方物流的觀點來探討國際物流中心資訊的協同作業模式

鄭智遠、梁文耀

E-mail: 9222609@mail.dyu.edu.tw

摘 要

近年來企業為了提高競爭力與降低成本，不約而同的將生產基地移往開發中國家，利用各國本身的優勢進行國際分工與全

球運籌。在這種全球製造與行銷的趨勢下，要迅速的反應客戶需求，並將貨物快速且正確運往世界各地，勢必要透過國際

物流中心或是專業物流服務公司來達到此一目的。 而物流服務公司也因為其營運項目的不同，導致出貨方式與配送頻率也

有所差異。在此情形之下，倘若所有的物流業務均由自已經營，資源將會重覆投資不合經濟效益，不僅增加營運成本更會

影響到公司的競爭力。 在國內協同作業雖仍處於萌芽的階段，其順利執行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物流資訊必須能夠共享。而將

資訊共享與合作夥伴間的作業流程整合在一起的作法，不僅讓物流業者能有效的降低作業成本，而且還具有快速反應顧客

的需求等等的優點，資訊協同作業勢必成為未來物流的發展趨勢。 因此，本研究以第三方物流的觀點，希望藉由資訊分享

與國際物流作業的需求來推導整體的資訊系統與作業流程，並以國際物流中心實例來加以探討與提出建議，以供第三方物

流業者執行資訊協同作業時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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