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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貿易全球化的時代來臨，這個全球化的趨勢使得供應鏈中的物流、金流及資訊流特別受 到重視。因而供應鏈管理的效

率變成重要的課題；而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所具備優越的供應鏈監控管理

機制，正好有助於改善供應鏈管理效率 的問題。 倉儲是一個企業內部的物流中心，是供應鏈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從上游

的進貨至下游的出貨， 在物料管理和物流方面力求精準和快速，因其攸關著企業的獲利。而RFID最大的應用市場就是取

代 產品條碼（Bar code），基於RFID技術的發展潛力與潛在效益，企業無不希望藉此提升供應鏈管理 效率，以降低物流

成本。 而企業可以透過資訊系統利用RFID快速有效地掌握物料的流向，精確及時掌握倉儲中各項物料 的資訊。本研究

以RFID技術應用於倉儲管理上，建構一個可以處理RFID所讀取的資料之倉儲管理資 訊系統，利用此系統進行倉儲管理績

效評估，驗證其績效的提升，並分享在應用過程中所遇到的問 題及解決方案或建議，供相關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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