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限制理論提昇煤炭卸船作業效率之研究

莊錦煌、曾清枝

E-mail: 9501069@mail.dyu.edu.tw

摘 要

台灣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國際貿易，如何以最經濟、迅速、安全 之方式達到目的地是物流重要課題，而國際物流主要的服務

為海運 及空運，海運具運輸能量大、能源札用低、運費低廉等優勢，故國 際物流皆以海運為主。而有關港埠裝卸業務之

營運效率`服務品質 為影響海運作業極重要工作，近年來各港口之管理單位逐漸重視各 碼頭之績效，進而從事研究、評估

及比較工作，但鮮有針對卸船作 業流程改善之研究者。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應用限制理論之思考及解決方法，將邏輯理 論

常識轉化為實際應用在港埠作業方面，並綜整國內外相關港埠各 種績效指標，探討適宜散雜貨船舶之卸船作業流程之項目

’並以個 案公司為例，深入分析整個作業流程及其環節，同時以實際營運實 績資料統計分析，找出作業系統之瓶頸及改

善方式，以及可能產生 之瓶頸漂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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