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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預鑄廠業者為了確保構件可於吊裝時運送至工地現場，採取持續生產、囤積預鑄構件的策略，然而，此種策略不但容易造

成存貨問題，亦會讓預鑄廠受到需求變異、設計變更的衝擊，使得過早生產的構件不能使用，形成浪費，並且增加生產時

間與成本。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出貨緩衝評估機制，在不變動預鑄廠生產資源與不增加生產風險之情況下，推論最晚生

產完成時間。本研究使用模糊邏輯理論作為推理機制，配合專家意見建立歸屬函數與模糊規則，推論吊裝時間，再輔以利

用違約與趕工成本比較，求算出較符合經濟效益的生產損失點作為構件最晚完工之生產決策，因而推論求得出貨緩衝時間

，本研究所建立的出貨緩衝時間，能迅速提供決策者作為訂定生產完工日之參考，所分析求得之生產完工日可滿足現場吊

裝需求，並可降低庫存水準，減緩需求變異與設計變更對預鑄廠所造成之衝擊。

關鍵詞 : 模糊邏輯 ; 預鑄 ; 生產損益點 ; 出貨緩衝 ; 精實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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