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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製鞋產業屬於高度勞力密集的產業，在過去曾經為台灣經濟創造出亮麗的成績單，然而自八O年代中期後隨著台幣升值、

勞工意識抬頭，再加上配額的限制，使製鞋產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向海外發展，如游牧民族般逐水草而居。隨著全球

經濟的發展，許多海外生產基地當初投資的利基逐漸消失中，面對產業環境逐漸惡化，製鞋廠要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唯有進

行大幅度的變革方有機會繼續發展。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衝擊下，對於鞋廠生產管理運作方面到底應該如何提升競爭力成為

探討的話題，而豐田生產系統(TOYOTA Production System)或精實生產系統(Lean Manufacturing System)則提供了與過去傳

統製鞋生產管理上完全不同的觀念與做法。豐田生產系統在汽車業界可說是應用的非常廣泛而且相當成熟，但是這樣的生

產方式應該如何應用於傳統製鞋產業將是本技術報告研究之主軸，本報告將從兩個不同之方向來切入，分別是從生產技術

面及專案發展步驟來探討個案公司之導入情形，由改善後之結果可看出傳統製鞋廠透過系統之導入在存貨、製程時間等方

面獲得顯著成果。 之導入在存貨、製程時間等方面獲得顯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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