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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遺傳演算法求解在資訊分享投資考量下

的多買方供應鏈協同合作模式 

沈育樹、楊菁倩*、鍾峻任、林淑玲 

摘  要 

本研究延伸單一買方的生產存貨模式為多買方存貨模式，此亦稱為多買方供應鏈

協同合作模式，在考慮資訊分享投資的情況下，尋求 佳的補貨策略。決策變數包含

投資資訊分享成本、遞送頻率和遞送批量。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是本研

究採用的求解工具，首先針對 GA 中的參數進行分析，確定演算法參數中的群體數目，

並且確定交配率和突變率。接者，我們利用選定的 GA 參數對模式求解，並提出各項

模式參數之敏感度分析，以了解模式參數值變動對總成本之影響。結果對於總成本降

低改善而言，首須針對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上做

改善，總成本方能大幅下降。 
 

關鍵詞：供應鏈協同合作模式、生產存貨模式、資訊分享、遺傳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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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Genetic Algorithm solving the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model in considering 

information sharing 

Yu-Shu Shen, Ching-Chien Yang, Chun-Jen Chung, 

Shu-lin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single-buyer production inventory model to a multi-buyer 
inventory model,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model, considers 
information sharing investment, finds the best replenishment policy. The decision variables 
include the cost of invest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delivery frequency and delivery 
quantity. The Genetic Algorithm (Genetic Algorithm, GA) is used for solving tools to solve 
the model solution. First, this paper finds the GA parameters and GA population size which 
were analyzed in the algorithm parameters, and determines the crossover rate and mutation 
rate. Then, we use the GA parameters selected for solving the model, and show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model paramete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the total cost. The results in terms of total cost reduction is to 
improve the supplier's purchase costs, indirect costs, and material handling costs such that 
the total cost can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Keywords: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Production inventory model, Information sharing,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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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為達到對顧客的快速反應，

管理哲學以及人工智慧都是常被引用來

尋求解答的重要方法。JIT（Just in time，

即及時生產）是管理哲學的代表之一，過

去許多學者及實務界業者對 JIT 的實施

與導入曾做了相當多的研究[2，26]。對

於 JIT 的實施，供應商與買方之間的整合

是其中一項關鍵要素，供應商和買方雙方

需要必要的資訊來應付需求的不確定

性。若可以達成供應商與買方的整合，供

應鏈系統將較傳統個別系統更能導致成

本優勢；更甚者，若能適度地實施 JIT 的

遞送策略，將使得庫存水準得以降低進而

改善生產品質。在供應鏈中，售價和遞送

數量通常是在與供應鏈成員共同協調後

而決定的。合作策略雖可透過合作契約的

簽定來達成，然而，產品價格是企業利潤

佳化中的一個關鍵因子，供應商必須確

定他們的生產策略和產品售價能符合企

業本身特定的利潤目標，有時供應商會以

買方的訂購行為作為其訂定產品價格以

及存貨補貨計畫的基礎。因此，當同時考

慮損壞物品、價格和產品遞送策略的協調

議題就更顯得重要了。 

供應鏈管理不只是關心產品的物

流，並且重視資訊間的流動。經由資訊分

享，供應者可以降低依據觀察顧客需求現

象時所造成的訊息扭曲。分享資訊是有效

供應鏈管理基本需要的操作。學者[13，

22]研究在兩步驟供應鏈中資訊分享的價

值。他們發現資訊分享在成本之降低方面

僅有供應商受惠。檢視預測資訊分享在存

貨生產以及訂單生產的價值，並且藉此了

解資訊正確性於資訊分享的重要[16]。發

展出一個三階層供應鏈考慮需求不確定

性以及資訊不對稱下資訊分享於電話產

業的模式[1]。資訊分享在供應鏈運作中

是不可或缺的元素[5]，因此資訊分享投

資常是供應鏈管理者的重要課題。 

整合生產與存貨的研究[27]，建立在

需求不確定性下之多個供應商和多個零

售商供應鏈，他們的研究發現資訊和訂購

的協調深受需求型態和產能的影響。在週

期性檢驗計畫中[17]，針對單一倉庫與兩

個零售商的供應鏈系統，探討檢核需求資

訊運用的作用。以上之研究皆無考慮遞送

頻率問題。許多學者[11，7，6，8，10]

深入研究供應鏈中有關於整合和遞送頻

率的問題。但以上文獻未深入探討資訊分

享相關的議題。 

生產過程中因某些因素而導致瑕疵

或品質差的產品產生，是件常見的事，對

於損壞物品和品質問題，檢查和發展維護

計畫是必要對策。學者[12，4]曾研究在

批量策略下，生產對損壞物品的影響。預

防維護成本相依於買方所要求的品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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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24]。然而，以上研究也沒有考慮資訊

分享和協調的議題。考慮資訊分享投資和

遞送頻率協調整合模式的研究[23] (為本

研究先前的研究工作)，此為一個單供應

商與單一買方的生產存貨模式，而本研究

擴充為多買方供應鏈協同合作模式。過去

在考慮訂價以及資訊分享投資的情況

下，尋求 佳的補貨策略。利用兩階段求

解方法尋求解答，亦即針對供應商與買方

兩階段依序求解。然而本研究在求解方法

上，採用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為求解工具，並利用 Evolver 4.0 遺傳演

算法軟體建立模式，採用遺傳演算法的原

因為本模式為多買方因素(5 個買方)，較

適合用啟發式方法求解。 

遺傳演算法首見於科學界，係由

Holland 在 1975 年提出[9]。遺傳演算法

的主體在於自然的演變和選擇過程，其過

程模仿在基因上的組合變化或者再結

合，每種相關基因被編組成染色體，當很

多染色體組合存在時，他們即構成群體。 

對這些群體中，若可能存在更合適、更好

的染色體，則開始再生產、複製與突變程

序。當所面臨的問題模式是複雜的或非線

性模式，遺傳演算法常是被推薦的求解

法。 

近年來，遺傳演算法應用在供應鏈和

存貨管理方面研究非常多，在供應鏈方

面，處理二階段的作業問題[18]，在供應

商代管存貨運作方式之下，對單一供應商

與多個買方的供應鏈模式，提出基於啟發

式的遺傳演算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運用

遺傳演算法[3]，面對多目標供應鏈網路

設計問題，尋求 Pareto- 佳解。對於每

單位時間的平均儲存、設置和運輸成本進

行分析[25]，提出混合遺傳演算法來求得

供應鏈的批量和遞送排程解答。在存貨方

面的應用，針對儲存相依需求和二儲存設

施，以遺傳演算法來解決多品項存貨模式

[15]。透過實數編碼的遺傳演算法，求解

多品項多價格折點結構的問題 [14]。用

實數編碼的遺傳演算法於混合的整數非

線性規劃，以尋求 佳的二倉庫存貨策略

分析[21]。 

綜合而論，本研究延伸單一供應商與

單一買方的生產存貨模式為多買方存貨

模式，此亦稱為多買方供應鏈協同合作模

式，在考慮資訊分享投資的情況下，尋求

佳的補貨策略。在考慮資訊分享特性的

要求下，以遺傳演算法來求得 佳的解

答。本研究所探討的供應鏈協同合作模

式，其決策變數包含有投資資訊分享成

本、補貨遞送次數和遞送批量。我們首先

針對遺傳演算法中的參數，如群體數目，

進行分析，確定在不同群體數目下的執行

時間和解答的品質，找出 佳之群體數

目。在分析過程中，亦探討交配率和突變

率組合的配對測試，以了解遺傳演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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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率與突變率二參數對解答品質的影

響程度。之後，我們再依選定的遺傳演算

法參數來執行模式中各項模式參數對總

成本之敏感度分析。 

我們利用選定的 GA 參數，並對各項

模式參數之敏感度分析，以了解模式參數

值變動對總成本之影響。對於總成本降低

改善而言，發現首須針對供應商的購買成

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

上做改善。對於買方總成本降低，首須針

對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定運輸成本降低

上做改善。對於供應商總成本降低，首須

針對包含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

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降低上做改

善。而在整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降

低上，也能達到供應商總成本降低的效

果。以下文章結構，首先於第二節說明符

號與假設，以及建模與分析。第三節說明

遺傳演算法參數分析。接著於第四節說明

模式參數敏感度分析。 後說明結論。 

貳、符號與假設 

為具體呈現模式內涵，於(一)節中定

義所需符號，符號說明將分為供應商與買

方兩方面；於(二)節列示本研究模式假

設，以明確界定本研究之範疇；並於(三)

節中說明構模和分析內涵。 

一、符號說明 

1. 以下歸屬於模式中供應商方面之符

號： 

  供應商的估計需求改變率，且

10    

SD  供應商在資訊分享之前的每年平

均估計需求，且  



k

i
iS DD

1

1   

SD  在資訊分享之後的每年平均估計

需 求 ， 且  



k

i
iS DD

1

1  ， 其 中

 0  

P  供應商的生產率 

Q  供應商生產批量大小 

SH  供應商每單位之儲存成本 

PC  供應商的每單位售價成本 

PC  投資在資訊分享之後的每單位供

應商的售價 

SV
PC  供應商的超額存貨單位殘值，並

且   1P
SV
P CC 或

  1P
SV
P CC ; 10    

  殘值比率 

mC
 包含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

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 

mG  供應商的每單位毛利目標 

K  供應商投資在資訊分享的資本 

m  減少需求不確定性的供應商投資

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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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供應商的每小時設置成本 

S  供應商設置成本 

inspC
 每單位檢驗成本 

fL
 供應商每單位失效成本 

Z  在生產期間出現損壞品的總數 

y  在整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 

 f  資 訊 分 享 下 的 成 本 , 假 設

   fM 且隨著投資的增加而

減少 

2. 以下歸屬於模式中買方方面之符

號： 

iD  各買方平均需求率 

BiH  各買方之持有成本率($/每單位產

品) 

iA
 各買方每次執行訂購之成本 

N  每批週期之遞送數量 

i BsaveW  實施 JIT 遞送後的成本降低 

L  從供應商到買方之訂單補貨前置

時間 

F  買方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定運輸

成本 

V  每單位搬運處理和接收之變動運

輸成本 

Bip  買方的允許缺貨機率 

Bik  買方對應於期望缺貨機率的安全

因子 

Bi  在前置時間的期間內，每天顧客

需求的標準差 

BiQ  每次訂貨數量 

二、假設：以下為發展生產存貨

模式所考慮的假設： 

1. 生產率大於需求率。 

2. 生產率與生產批量相互獨立。 

3. 買方支付運輸成本。 

4. 不考慮在製品品項。 

5. 損壞物品出現在生產過程中，如果發

現損壞物品將立刻拋棄。 

6. 在生產期間損壞物品可經篩選出。 

7. 買方需求的發貨數量被限制是整數。 

8. 買方的標準差在協調前後是相同的。 

三、建模與分析 

本研究假設每生產批量中會出現不

完美品項(即損壞品)，且在生產期間所執

行的檢驗計畫將導致檢驗成本和預防維

護成本的產生，我們假設檢驗時間可被忽

略。如上文中描述，產品依契約而被生

產，且週期性地被遞送，供應商以能符合

特定利潤目標來訂定其生產策略和產品

價格。供應商並不全然獲知買方訂購數量

的資訊，故僅能根據買方的訂購行為來生

產產品。透過在資訊分享上的投資，供應

商可獲取買方的資訊以設定售價和生產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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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成本之建構 

由於供應商僅提供買方前置時間的

時間長度，另一方面，供應商不具關於買

方訂購數量的明確資訊，所以前置時間需

求的分佈是未知的。在供應商運送產品給

買方的前置時間期間為 L 下，假設前置時

間需求的分佈 (機率密度函數，d.f.)是

f(y)、有限平均值是 dL 以及標準差是

Li ，則買方系統需要安全存貨以應付

不確定的需求量，也就是 ki Li 。因此

買 方 在 前 置 時 間 的 需 求 是 iU =

LkLd ii  ，其中 ki 是安全因子。進一步

我們假設 為前置時間需求分佈所在的

壞可能分佈，我們可應用以下輔助定理

得到在前置時間期間的允許缺貨機率。 

輔助定理 1 為所有 d.f. f(y)  ，Y 代表

前置時間需求，分佈是 d.f. 

f(y)。Y 有平均值 dL 和標準差

L (>0)，其中實數 e>0。 

(Ouyang 和 Wu[19]) 

 
 22

2

dLeL

L
eYpr 





 (1) 

前置時間需求 iU = LkLD iii  ，從

不等式(1)可知，在前置時間期間，我們

允許的缺貨機率是： 

  21

1

i

ir
k

UYp



 (2) 

假設 Bip 是 大允許的缺貨機率，因

此 安 全 因 子 可 經 推 導 得 ：

BiBiBi ppk /)1(  。 

2. 供應商的生產成本和買方的總成本 

供應商嘗試在投資下與買方協調並

期望從買方獲取更多資訊，供應商可透過

相關的遞送承諾獲取資訊以減少買方的

需求不確定性，協調可以透過資訊技術

(IT)來完成如運用電子數據交換(EDI)和

銷售點情報管理系統(POS)，當供應商和

買方採取合作策略以降低不確定性，自然

可達 大利潤。供應商總成本是由設置成

本、儲存成本和品質成本組成。由於 Z

是生產期間所產生的損壞品，假設買方每

次訂購的總數量是   NQQBi / ，供應商

的儲存成本因而可依時間加權存貨水準

(Time-weighted inventory, TWI)的概念求

得。由圖 1 下方所示。 

供應商之儲存成本= [梯型面積-斜線

黑影部份]×   SBimS DQN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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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買方的相關需求的參數資訊是

未知的，易產生長鞭效應，外加損壞品的

存在，因此供應商通常會預期生產多於買

方需求的產品數量，換言之，供應商生產

規劃所估計的需求將大於買方的契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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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量。供應商希望透過投資在資訊分享，

以降低需求比率值 為  ，也就是說，

供應商估計的需求將是  



k

i
iD

1

1  ，其中

 >  。假設估計的需求比率 、  以

及投資成本之間的關係是指數關係，可表

示如下： 

   mKyy  exp ，   0 y  (4) 

K 為供應商在資訊分享之投資，亦是

供應商提供買方降低售價做為改進資訊

分享的誘因，售價從
PC 降至

PC ，關係式

為     1PP CC 。資訊分享，供應商

更能掌握買方的需求，需求與生產前置時

間不確定性降低，所帶來的成本降低利益

為 MD S ， 已 知    fM ， 故 MDS =

  fDS 。 

 

 

 

 

 

 

 

 

 

 

 

 

 

 

 

 

 

 

 

 

 

 

 

 

 

 

 

 

 

 

 

 

 

假設過量存貨在每個生產週期的結

束時會以殘值   1P
SV
P CC 賣出，過量存

貨每年殘值計算如下： 

SV
EXS  DyDDS  SV

PC  yD    1PC , 

其中，   0 y  (5) 

損壞物品 Z： (6) 

3. 總成本 

因 



k

i
BiQNQ

1
，且    1PP CC ，

設買方的總成本為   



k

i
BiBiB QTCTC

1

，供應

商的總成本為  KQQNTC BkBS ,,...,, 1 以及系

統 的 總 成 本 為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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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oordinateBkB KQQNTC ,,...,, 1 ，系統的總成本

為本研究目標函數，並無限制條件，則各

總成本可推導如下： 

 BkBB QQT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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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coordinateBkB KQQNTC ,,...,, 1

 KQQTC BkBB ,,...,1  KQQNTC BkBS ,,...,, 1  (9) 

其中，    mKyy  exp 且 

SD  



k

i
iD

1

1 
 

參、遺傳演算法參數分析 

針對以上的多買方協同合作模式，過

去的求解方法較複雜且問題本身為非線

性模式，所以本研究利用遺傳演算法求

解，並利用 Palisade Corporation 公司之

Evolver 4.0 軟體[20]進行模式求解。其

中 ， 目 標 函 數 即 為 適 應 函 數 (fitness 

function)，決策變數包含投資資訊分享成

本、遞送頻率和遞送批量，分別設置為三

類染色體，染色體結構為投資資訊分享成

本與遞送頻率各為單一基因，且為實數編

碼。遞送數量為五個基因的染色體，亦為

實數編碼。模式各參數基本設定資料如下

表 1 與表 2。 

表 1. 買方符號數值對照表 

符號 1D 2D 3D  4D  5D  
數值 1790 1650 2100 1500 2500 

符號 1A 2A 3A  4A  5A  
數值 25 22 26 13 50 

符號 1BH 2BH 3BH  4BH  5BH  
數值 0.4 0.42 0.43 0.11 0.6 

符號 1Bp 2Bp 3Bp  4Bp  5Bp  
數值 0.05 0.045 0.035 0.01 0.07 

符號 1B 2B 3B  4B  5B  
數值 7 6 8 1 15 

符號
1 

BsaveW
2 

BsaveW
3 

BsaveW
4 

BsaveW
5 

BsaveW

數值 150 145 125 100 300 
符號 L F V    
數值 27 37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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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應方符號數值對照表 

符號   PC  SD P  C S

數值 0.05 12 2 19200 600 

符號 SH    mC mG  m
數值 0.35 0.3 100 25 0.0003

符號 inspC
 fL

 
y   

數值 0.5 60 0.01   
 

一、群體數目分析 

若群體數目太大則將影響求解速

率，耗費計算時間，然而群體數目太小則

易落入區域 佳解之陷阱而提早收斂。本

研究經實驗結果後將群體數目大小定為

2000，其結果不致計算太久，又不致落入

區域 佳解。實驗方式係將測試群體數目

從 500 開始至 3000 止，每次群體數目增

加 500，每項群體數目分別測試 30 組實

驗，30 組實驗平均而得到表 3 結果。依

據表 3 所示，群體數目大小為 2500 時，

30 組結果之平均較佳解成本 低，而且

平均執行實驗時間為 1 分 20 秒，為可接

受之執行時間，因當群體數目大小為

3000 時，執行時間為 1 分 55 秒。而下一

節將交配率與突變率交叉執行共二十五

對，每對執行 30 次運算，將會耗費大量

時間。所以本研究在下一節測試交配率與

突變率時採用群體數目大小為 2500。 

表 3. 不同群組大小設定下之 佳成本與

執行時間分析 

群
體
大
小 

適平均 
總成本 

平均 
代數

(Trials) 

平均執
行時間 

500 2781565.108 34602.6 0:00:36 
1000 2781567.506 24882.8 0:00:34 
1500 2781570.538 34283.75 0:00:54 
2000 2781555.855 31932.57 0:01:04 
2500 2781553.662 33387.9 0:01:20 
3000 2781562.689 39339.3 0:01:55 
 

二、交配率與突變率分析 

交配率與突變率是遺傳演算法設定

時，另一項重要的設定項目，如果交配率

過高，導致基因的劇烈變化，而無法適度

保存上一代之優良基因，若太低則會造成

停滯在區域 佳解的情況發生。另外，若

突變率過高，則會有盲目搜尋的狀況發

生，若過低則會產生局部 佳解的情況，

因此在數值的給定上，便顯得格外重要。 

本節測試方法如下，將交配率起始值

定為 0.1，每次增加 0.2 個單位，至 0.9

為止，分別為 0.1、0.3、0.5、0.7、0.9 五

組；突變率起始值定為 0.05，每次增加

0.05 個單位，至 0.25 為止，分別為 0.05、

0.1、0.15、0.2、0.25 五組。交叉執行共

二十五對交配率與突變率，每對執行 30

次運算，並加以紀錄如下表 4。表 4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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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交配率與突變率交叉配對下，以交配

率 0.7 突變率 0.05 的組合下，得到 30 組

平 均 佳 總 成 本 低 ， 總 成 本 為

2,781,550.681 元。經由以上分析，在下節

之模式各參數敏感度分析則採用以上之

遺傳演算法參數設定之。 

表 4. 在各別交配率與突變率下之各項資

訊 

交
配
率 

突
變
率 

適平均
總成本 

平 均
代 數
(Trials) 

平均
執行
時間

0 . 1 0.05 2781572.242 41648.6 0:01:26
 0.1 2781568.848 29788 0:01:11
 0.15 2781550.766 30029.6 0:01:14
 0.2 2781551.79 33466.2 0:01:23
 0.25 2781561.562 34990.6 0:01:28

0 . 3 0.05 2781556.333 31610.6 0:01:12
 0.1 2781569.124 36902 0:01:25
 0.15 2781553.499 27955.6 0:01:10
 0.2 2781563.221 35085.8 0:01:27
 0.25 2781555.376 37458.2 0:01:34

0 . 5 0.05 2781559.122 45230.2 0:01:32
 0.1 2781557.532 32607.2 0:01:17
 0.15 2781563.05 38658.2 0:01:30
 0.2 2781553.181 37062.4 0:01:29
 0.25 2781561.295 32284.6 0:01:23

0 . 7 0.05 2781550.681 37260.4 0:01:20
 0.1 2781559.954 31194 0:01:13
 0.15 2781557.433 36333.8 0:01:26
 0.2 2781553.415 30281.6 0:01:17
 0.25 2781566.386 33714.8 0:01:26

0 . 9 0.05 2781560.458 29655.6 0:01:09
 0.1 2781555.273 43083 0:01:34
 0.15 2781562.981 33849.6 0:01:21
 0.2 2781576.953 27184.8 0:01:11
 0.25 2781552.696 41410.2 0:01:43

 

圖 2 在突變率下之交配率遞增的總成本

曲線 

圖 2 與圖 3 則分別顯示 30 組測試資

料平均之總成本變化圖，圖中分別以交配

率與突變率為橫座標。 

 

圖 3 在交配率下之突變率的總成本遞增

曲線 

三、各項模式參數敏感度分析 

由於模式參數數量甚多，顯示於一張

圖中則線條複雜難於閱讀，故將成本參數

分為兩群，顯示於兩張圖中，第一群參數

為 、  、D、 F 、 L 、 m 、 P ；另一

群參數為V 、 y、 mC 、C S 、 PC 、 SH 、

2,781,535

2,781,540

2,781,545

2,781,550

2,781,555

2,781,560

2,781,565

2,781,570

2,781,575

2,781,580

0.1 0.3 0.5 0.7 0.9

交配率

總
成

本

0.05

0.1

0.15

0.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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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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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1,580

0.05 0.1 0.15 0.2 0.25

突變率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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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 inspC 。由圖 4 及圖 5 中可知，當各

項參數改變百分比分別為 110%、100%、

90%、80%、70%等遞減時，發現 mC 參數

值遞減導致總成本改變百分比呈現明顯

遞減及 參數值遞減則總成本改變百分

比呈現遞增， F 和 y 兩參數值遞減而總

成本呈現較緩和之遞減，其他參數值改變

的總成本改變百分比約略在正負 0.5%

內，其中 mC 、、F 及 y 等參數值改變，

對總成本的改變較敏感。亦即包含供應商

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

變動成本遞減導致總成本改變呈現明顯

遞減；供應商的估計需求改變率遞減則總

成本呈現遞增；買方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

定運輸成本和在整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

的比例遞減總成本呈現較緩和之遞減。所

以在管理意涵上首須針對供應商的購買

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

本上做改善。 

各項模式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買

方總成本改變百分比，如圖 6 及 7 圖所

示，發現 F 參數值遞減則買方總成本改

變百分比呈現遞減； 參數值遞減則買方

總成本改變百分比呈現遞增；其餘模式參

數值改變所影響的買方總成本改變百分

比在正 0.2%和負 0.5%之間。對 和 F 兩

參數值而言，對買方總成本的改變較敏

感。亦即買方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定運輸

成本遞減則買方總成本呈現遞減；供應商

的估計需求改變率遞減則買方總成本呈

現遞增，所以在管理意涵上，對於買方總

成本降低，首須針對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

定運輸成本降低上做改善。 

在各項模式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

供應商總成本改變，如圖 8 及圖 9 所示，

發現 mC 參數值遞減則供應商總成本改變

百分比呈現明顯遞減；y 參數值遞減則供

應商總成本改變百分比呈現緩和遞減；其

餘模式參數值改變所影響的供應商總成

本改變百分比在正 1.2%和負 0.5%之間。

對 mC 和 y 參數值而言，對供應商總成本

改變較敏感。亦即包含供應商的購買成

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

遞減則供應商總成本呈現明顯遞減；在整

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遞減則供應

商總成本改變呈現遞減，所以在管理意涵

上，對於供應商總成本降低，首須針對包

含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

理成本的變動成本降低上做改善。而在整

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降低上，也能

達到效果。 

在各項模式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

投資資訊分享成本改變圖，如圖 10 及圖

11 所示，發現 m 和 y 參數值遞減則投資

資訊分享成本呈現明顯遞增； 參數值遞

減則投資資訊分享成本呈現緩和遞減；其

餘模式參數值改變所影響的投資資訊分

享成本在 16,000 和 17,000 元之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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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y 和 參數值而言，對投資資訊分

享成本的改變較敏感。由此可知，在管理

意涵上，減少需求不確定性的供應商投資

報酬率和在整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

例降低和供應商的估計需求改變率三

者，將對投資資訊分享成本有明顯影響。 

在各項模式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

遞送批量改變圖，如圖 12 及圖 13 所示，

本研究檢視單一個遞送批量(第一個，

Qb1)，其餘四個遞送批量(Qb2~Qb5)則省

略說明。發現 P 和 F 參數值遞減則遞送

批量呈現明顯遞減； SH 和 mC 參數值遞

減則遞送批量呈現明顯遞增；C S 和 PC

兩參數值遞減則遞送批量分別呈現緩和

遞減和遞增；其餘模式參數值改變遞送批

量則無明顯改變。對 P、F 、 SH 、 mC 、

C S 和 PC 參數值而言，對遞送批量的改

變較敏感。由此可知，在管理意涵上，供

應商的生產率和買方所支付每次出貨的

固定運輸成本降低，將使得遞送批量降

低。供應商每單位之儲存成本和包含供應

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

的變動成本降低，將使得遞送批量提高。

以上四參數對遞送批量具有效影響。 

 

圖 4.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總成本

改變百分比-1 

 

圖 5.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總成本

改變百分比-2 

 

圖 6.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買方總

成本改變百分比-1 

α

β

m
P

D

F

L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0.50%

1.00%

1.50%

110% 100% 90% 80% 70% 60%

參數改變10%遞減

總
成

本
改

變
百

分
比

α

β

D

F

L

m

P

Cm

V

y

CSCpHsLf

Cinsp

-15.00%

-13.00%

-11.00%

-9.00%

-7.00%

-5.00%

-3.00%

-1.00%

1.00%

3.00%

110% 100% 90% 80% 70% 60%

參數改變10%遞減

總
成

本
改

變
百

分
比

V

y

Cm

CS

Cp

Hs

Lf

Cinsp

α

F

βD
L m

P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110% 100% 90% 80% 70% 60%

參數改變10%遞減

買
方

總
成

本
改

變
百

分
比 α

β

D

F

L

m

P



 
 
 
 
 
 
 
 
 
 
 
 
 
 
 
 
 
 
 
 
 
 
 
 
 
 
 
 
 
 
 
 
 
 
 
 
 
 
 
 
 

 

24 修平學報 第二十六期 民國一○二年三月 

 

 

圖 7.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買方總

成本改變百分比-2 

 

圖 8.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供應商

總成本改變百分比-1 

 

圖 9.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供應商

總成本改變百分比-2 

 

圖 10.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投資

資訊分享成本改變圖-1 

 

圖 11.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投資

資訊分享成本改變圖-2 

 

圖 12.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遞送

數量改變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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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各項參數改變 10%遞減下之遞送

數量改變圖-2 

肆、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供應鏈協同合作模式，考

慮遞送策略與資訊分享下之供應鏈協同

合作模式，並且延伸單一買方為多買方之

供應鏈模式。運用遺傳演算法求取較適解

答，分析遺傳演算法參數與模式敏感度分

析。模式之決策變數是投資資訊分享成

本、遞送頻率和遞送批量。首先我們針對

遺傳演算法中的參數分析，確定遺傳演算

法參數中的群體數目，確定在不同群體數

目下的執行時間和解答的品質。分析結果

當群體數目大小為 2500 時，30 組實驗之

平均解成本 低，而且平均執行實驗時間

為 1 分 20 秒，為可接受之執行時間。本

研究確定交配率和突變率的組合配對實

驗以交配率 0.7 突變率 0.05 的組合下，得

到 30 組平均 佳總成本為 低，總成本

為 2,781,550.681 元。然後我們使用遺傳

演算法的參數設定來提供模式之各項模

式參數之敏感度分析，提供各種模式參數

對總成本的影響分析結果。 

本研究發現，對於總成本降低改善而

言，首須針對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

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上做改

善。對於買方總成本降低，首須針對所支

付每次出貨的固定運輸成本降低上做改

善。對於供應商總成本降低，首須針對包

含供應商的購買成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

理成本的變動成本降低上做改善。而在整

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降低，也能達

到供應商總成本降低的效果。並對於減少

需求不確定性的供應商投資報酬率和在

整個生產批量上損壞率的比例降低和供

應商的估計需求改變率三者，將對投資資

訊分享成本有明顯影響。供應商的生產率

和買方所支付每次出貨的固定運輸成本

降低，將使得遞送批量降低。供應商每單

位之儲存成本和包含供應商的購買成

本、間接成本和物料處理成本的變動成本

降低，將使得遞送批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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