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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根據工具機的產業特性，建構一個與實際運作符合的裝配 與測試系統，本論文首先利用IDEF 0 程序模型來建構靜

態系統， 該靜態作業程序模型，提供建構動態模式所需要的模型的邊界、形 式、層次、變數、及邏輯的觀念。 再依系統

動態學來模擬系統，其目的是為分析複雜系統的回饋結 構，及觀察系統變化的行為，所建構完成的動態決策評量模式，可

提供管理決策者，對未來發展情境及現況情境，做情境模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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