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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處在現今網際網路普及、無線通訊技術成熟與通訊科技品之高使用率環境下，促使企業企業經營思維從e化晉升至M化；

然而時間掌握依舊是分秒必爭的產業所關注。其中標準工時為企業獲得資訊的基本管道，如薪資的計算、生產週期時間的

估計、生產排程之規劃，以及獎工制度之建立等，皆須先行確定各作業的標準工時；因此，標準工時的建立為企業營運的

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標準工時測量方法中的馬錶時間研究法為本研究主軸，並參考相關文獻與設計，如時間研究、JAVA

、UML等。之後運用UML視覺化的特性進行反覆式、漸進式的開發塑模，將系統的功能、架構與程式流程加以呈現。在

考量行動性及可攜性因素下，採用可跨平台的JAVA程式語言，並建構嵌入式J2ME平台軟體，然後將本系統實際部署

在JAVA手機上，以解決傳統馬錶測時所造成之人為誤差、目測時間不精確、資料保存不易與無法達到資料溝通與共享等

缺點。 最後利用木梢實習實驗比較本系統與馬錶測時之績效，得知本系統具有時間誤差小、總時間短、觀測正確、觀測簡

便等優點。研究結果顯示本系統之執行效率、精確度、方便性都優於馬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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