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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供應鏈終端需求的變動，而引起鏈中各階層成員需求放大 及波動的現象一般稱為長鞭效應。此問題已普遍存在於電子

及資訊 產品供應鏈體系中，會對通路商造成巨大的存貨成本損失。本研究 採用德爾菲專家意見調查法，針對IC 組件通路

商供應鏈之長鞭效 應的成因及因應對策，加以探討分析。企圖由企業實務運作中，找 出長鞭效應問題原因與解決方案，

並驗證兩者之間關聯性。 研究結果顯示：通路商業者及專家大致認為造成長鞭效應之主 因及因應策略有：(1)需求預測問

題：由於管理者無法透視終端需求 及庫存調整速度過慢，故採取「加倍訂購」的措施來解決缺貨問題。 此問題有賴建置

完整的資訊系統，使供應鏈成員分享相關資訊，並 運用有效的預測方法方可改善。(2)批量訂購問題：由於各廠商存貨 制

度及運輸成本不同，大廠採用即時訂貨，而通路商則採取批量訂 購，導致「運送與採購不協調」。專家建議採取經濟運輸

策略，混 合各種產品併櫃出貨，再搭配第三方物流資源，將可減少小批量訂 購的運輸成本。(3)價格波動問題：由於原料

價格波動使得產品售價 無法穩定，供應鏈成員若有屯積存貨的投機心態，將衍生需求的劇 烈變動。專家們建議採用採購

契約，並與上下游成成員協商訂價策 略，可有效降低價格波動所帶來的影響。(4)短缺賽局問題：通路商 在面對市場缺貨

時，又無法有效因應客戶需求，往往採取比例配給 措施；需求者因預期缺貨而屯積存貨，因而衍生假性需求。為消弭 此

問題，除了通路商成員應分享過去銷售資訊，減少供應鏈配銷階 層外，專家尚建議在銷售旺季前，通路商可要求下游客戶

提前下 單，以獲得充足的生產週期；在缺貨高峰期，上游廠商須分享存貨 資訊，如此將可有效解決重覆訂單問題。上述

研究結果，冀望能提 供IC 通路商未來經營策略規畫及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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