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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的營運成本與一個企業競爭能力的強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對企業整體而言，物流管理系統已成為降低公司營運成

本與增加系統效率的重要關鍵技術之一。大多數企業是透過網路服務來管理跨國性業務，但是若無完整的全球運籌管理，

企業無法滿足即時存貨掌控，在此情形下，將使企業失去完善的供應能力。 物流中心在空間特性問題上處理能力不足的問

題已慢慢浮現，在面對顧客空間的分佈、消費區域的特性，對於系統決策與分析的需求，已日漸提高。現今物流系統的複

雜性越來越高，例如：處理大量的客戶需求、利用最短的時間運送貨品，以降低時間與空間成本等相關問題，為現今物流

系統所需面對的主要問題。根據研究指出，影響物流管理系統三個很重要的因素為結構性-包含了軟體資訊與硬體網路的

結構;動態性-包含了整個貨品、訂單、等相關資訊動態流程;可調適性-根據客戶的差異性調整流程。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

將代理人技術應用於物流管理系統中的訂單系統，並希望藉由代理人系統的特性來增進物流管理系統的效能與決策的彈性

，並增進可調適性。代理人程式所擁有的代理性、監控性、及智慧性，彼此合作協調、能選擇適當的反應變化等相關特性

，都非常適合解決物流系統分散性與時效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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