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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化纖紡織品貿易一向為我國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成為世界所矚目的「台

灣經濟奇蹟」。為延伸傳統工業競爭力，政府在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即規劃化纖產業成為「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產

業」與「時尚產業」，以期藉由政府、學研單位、產業界合作體系的建立，帶動上中下游廠商改善經營體質，發展台灣成

為未來全球化纖產業紡織品運籌管理中心。 因市場高度競爭，如何提升生產效率與找出生產效率的關鍵因素和競爭策略，

將是化纖產業未來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所以本研究以生產力管理之觀點，針對化纖產業中生產系統之經營績效模式進行

分析比較。本研究透過化纖產業中生產系統投入與產出研究範圍界定，深入探討生產系統之投入產出衡量指標，並應用層

級分析法估算各子層級構面及衡量指標之相對權重，最終加入資料包絡分析法以評估主構面指標之改善模式。最後，本研

究將以中部某化纖公司、廠為例，進行該廠之生產系統績效衡量與評估，並提供管理決策建議，做為化纖產業擬定產業發

展競爭策略的參考，以驗證本研究建議之生產力管理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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