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質、生產力與獲利能力關聯性之研究-以一沖鍛機械業為例

胡筱芸、林朝源

E-mail: 9510726@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係以沖鍛機械產業之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分別針對全公司之層次、各主要製程之層次、各類產品層

次加以驗證，研究核心在於針對「品質與生產力」、「生產力與獲利能力」與「品質與獲利能力」之間關聯性的探討，期

望藉由此一架構模式，將品質改善所帶來的效益予以釐清。對於企業界在提升績效時，所進行的各項管理決策能有所幫助

。 由實證結果，得到以下之結論： 1.不良品質水準與生產力有部份呈顯著負相關。 2.生產力與獲利能力呈顯著正相關。 3.

不良品質水準與獲利能力呈顯著負相關。 4.不良品質水準與不符合成本有部份呈顯著正相關。 5.不符合成本與生產力有部

份呈顯著負相關。 6.不良品質水準與品質攸關之作業績效呈顯著負相關。 7.品質攸關之作業績效與生產力呈強烈的顯著正

相關。 足以支持「品質、生產力與獲利能力」之整體關聯性，其中不符合成本與品質攸關之作業績效會直接、間接影響生

產力。 生產力的提高代表單位成本的下降，使獲利能力提升。一家企業如能持續地改善品質，進而使得作業面績效、生產

力有所提升，強化企業整體實力後，則將具備「產品差異化」與「低成本」之競爭優勢，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將更

能立於不敗之地。

關鍵詞 : 沖鍛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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