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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全球景氣急劇變化的嚴峻試煉，加諸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與科技的日新月異，「技術創新」就成為企業的關鍵優勢

。落實技術創新最前瞻的具體做法，即是投入「研究發展」的工作。除了優秀的研發人員素質與精湛的技術能力外，嚴謹

的專案規劃、流程管控與團隊合作，才能縮短研發時程，真正發揮創新研發的效能。 六標準差(6 Sigma)，是一種強調「策

略管理」與「人性意識」的全面品質管理哲學，結合統計品管方法，將品質推上低於百萬分之3.4不良率的目標，也就是讓

理想中的「零缺點」目標能夠經由有效的科學方法控制，而獲得實現。 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資訊電子產業，以六

標準差的DMAIC步驟，運用於研發時程縮短之專案研究。試圖建立一套標準化的流程機制，在實務作業時應該考慮哪些

因素？應該建置何種溝通管道？管控點的設置與時機為何？以及根據競爭環境的考量，應以何種策略與方法，來達成體質

改善與競爭力提昇之目的，供其他企業在推動研究發展專案時之參考。

關鍵詞 : 六標準差 ; DMAIC ; 研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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