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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產業競爭壓力，企業進入微利時代，企業比成本、比管理、比交期，傳統只重視企業自我管理已無法滿足，相對於供

應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加重；供應商的選擇對於一個企業來說，是相當重要但卻又是一個複雜的決策問題。但在複雜環境

中，這些評估準則可能項目多且具相互衝突或不可量化之因素，造成決策者無法建立客觀與具體量化的評估架構。現有手

工具產業對其所屬供應商卻仍然停留於個人喜好或單一表現而加以選擇，未有一套詳細且具系統觀點的決策評估模式。 本

研究利用工作經驗及多次外出評估多家手工具加工製造廠的機會，配合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及 TOPSIS 評估法，發展出一

套評估模式，此一評估模式整合，可協助企業進行供應商評選決策制定時參考應用。

關鍵詞 : 多準則決策分析 ; AHP ; TOPSIS 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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