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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透過公司建立的資料庫，發展出職務代理人推薦系統，每當叫修的工作發生時，資訊服務公司能夠有效的利用現有

人力，達成最有效的人員派遣，並減少懲罰成本的產生。 本研究設計是以公司維修資料與GPS(全球定位系統)進行結合預

測旅程的到修時間與維護工作所需的時間推論維護工作排程。使用者透過系統協助，可以快速、準確的判斷目前的維修工

作是否會發生逾時到達的情況，同時推論合理的職務代理人。 為使研究能達到更合理使用的目標，本研究利用GPS測量的

資料預測旅程時間，對於職務代理人與工作排程的選擇，利用遺傳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作為基礎演算法，由實驗

數據所得結果，本研究對於懲罰成本的降低率平均是33%，最高降低率是72%，對於工作的完修數量與工作時數都能大幅

改善，提升企業營運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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