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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資訊的流通非常的快速，以致於「製造後入庫」生產模式，轉變為「依需求而製造」的模式，也是因應大量客製化的

結果，以往協同設計的想法主要是在於核心廠商、客戶及供應商之間的關係，並且是以製造為導向。從各方文獻中可發現

，傳統產品協同開發流程，可以發現其缺點在於(1)功能性組織架構；(2)採取順序性的設計程序；(3)研發設計資訊與產銷資

訊未能連結；(4)缺乏客戶端或廠商端之產品開發設計協同機制。 雖然靠著同步工程計劃可以解決或改善，但實際的關鍵還

是在於設計開發流程管理。現今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市場競爭的激烈已促使新的產品構想不斷產生，從新構想產生

到新產品開發成功之間的時間差距愈來愈短，同時產品上市後的生命週期也已大幅縮短，產品生命週期管理日顯重要。 本

研究擬採用質性研究法進行研究，探討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及協同設計二者間所具備的永續關聯性，並利用研究工具

分析永續性協同設計之重要因子與權重因素，作為產品生命週期管理下永續性協同設計流程的重要因素，並藉由永續性協

同設計之重要因子以及同步工程計劃建構永續性協同設計之流程架構，透過綠色檢核工具建立永續性協同設計流程的評估

準則。 本研究預期首先要完成相關文獻分析，找出永續關聯性，並利用研究工具定義出資料分析方法所需要的永續協同設

計流程之重要因素特徵，來建構永續性協同設計之流程架構，並透過綠色檢核工具建立永續性協同設計流程的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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