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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係以「六標準差」主要的品質系統觀念－提昇顧客滿意度、再造產業製造流程、創造優質的企業文化與競爭力，針

對目前自來水監控管理系統作一檢討與再設計分析。因應現代化企業管理及e化的潮流，自來水各項生產及供水設施正積

極朝自動化的目標邁進；藉由「六標準差」品質系統觀念，檢討整合既有設備，針對不符六標準差品質觀念者，加以改善

，並提出新的監控管理資訊系統架構，期使新監控管理系統的運作能轉化為企業集體邏輯思考與企業文化，從而提升顧客

的滿意度，以提振自來水事業的經營績效。 六標準差強調的是顧客導向並側重在問題的防範而非救火，主動、機動、快速

的主動式管理；自來水事業透過場站監控管理資訊中心的監控功能，提昇緊急應變處理的效能，綜整現場即時訊息，輔助

指揮決策的下達，以降低事故所引起的災害，亦是本研究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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