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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最主要的獲利來源就是訂單，然而許多企業都有盲/忙接單的問題。盲目的接單，可能會形成單 子接的越多，虧的越

多。因此企業如能善用資訊，對於訂單各項構面進行評估分析，並提出妥善的因 應策略，必能使訂單收受與否達到迅速且

適當，如此才能保有競爭的優勢。 現有訂單評選的研究中，多數以批次評估模式(Batch mode)為主，鮮少以訂單即時評估

模式 (Real-time mode)，也就是應用資訊系統的整合，對訂單作初步判斷，讓業務人員快速知道這一張訂 單的貢獻度，以

及訂單各項構面的強弱，結合公司可用的資源及優勢，汰弱補強。對於公司有利的訂 單盡量去爭取，對於公司不利的訂單

，經由此評估系統分析後，擬定策略並快速回應，如此必能增加 企業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能力。 本研究主要建構一個單

一訂單收受與否評估分析支援系統，針對影響企業接單因素、衡量方法與評 估構面和指標，結合企業ERP系統資料，應用

模糊理論之語意變數、層級分析法(AHP)以及模糊相似度 法，建構一個「單一訂單收受與否即時評估分析模式」，提供決

策者及業務作為訂單評估分析之決策 參考。同時本模式已透過實際個案應用驗證，且將結果修正本模式；除外，?了提供

管理者一個便捷可 用之分析環境，本模式已建立電腦系統，以期有效提高訂單收受與否評估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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