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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全球化趨勢，許多電子製造服務（EMS）企業在 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為了強化本身競爭優勢，無不致力於持

續提 升生產績效降低生產成本。而企業生產績效的改善，重點在於以 顧客需求為導向，滿足顧客需求，甚至超越顧客的

期望。在這樣 的前提下，選擇適當的管理系統，作為持續改善企業生產績效的 工具，為當前企業厚植本身競爭優勢所面

臨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如何應用六標準差的方法論，建立六標 準差的改善架構，將其應用於企業生產績效

的改善。本研究所應 用的六標準差方法，是以DMAIC架構為基礎，然後建構一個適 合於生產部門提升生產績效之管理系

統，並針對各階段的步驟逐 項說明其內容、相關應用工具、以及統計分析手法。 最後本研究以個案實務驗證方式，將所

建構的六標準差改善 步驟，實際應用於3957產品生產良率的改善專案，經過實際運作 之後，該產品的生產良率從改善前

的96.9%提升到99.38%的水 準。驗證本研究所建構的六標準差改善步驟，可以有效地提升製 造現場的生產績效，然後作為

日後電子製造服務企業改善生產績 效之參考，以利於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持續保持其優勢以達到 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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