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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未來競爭需求，在預算緊縮、人力精簡等多重壓力下，如何精確掌握零附件需求、控制存量、降低投資成本、避免資

金積壓及庫儲空間之浪費，為現階段後勤事務的重要課題；所以後勤的精革工作，關鍵在於經營管理理念的規劃、組織架

構的重整、營運流程的改造及資訊系統的建立。 在目前推式的補給流程中的每一層級的每一成員，若只追求滿足自己的庫

存，將會產生許多問題，譬如必須背負大量的存貨來應付變動的需求。然而在預算不足的環境中，存貨多意味著競爭優勢

的喪失。而除了存貨問題外，不同成員間資訊的不流通，缺乏精密的計算等等，對整個供應鏈都產生相當大的問題，最後

導致供應鏈中的所有成員都受到傷害。而實際上在供應鏈網路中，並非只屬於單一種模式，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某些情況之

下，供應鏈的某些部分適合一個以推式為基礎的系統，而其他部分適合採用以拉式為基礎的系統。 本研究運用風險共擔觀

念及企業塑模的方式，建構一套供應鏈觀念性模式，推導出在不同的供應鏈環境中，供應鏈「推/拉」界限之改變所產生

不同的效果，藉由不同的供應鏈模式組合，改善單純以推式或拉式作為補給策略的供應鏈體系，將能符合實際性，可以作

為管理當局決策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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