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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為基礎，更詳細地界定其中各項作業，與界定各項作業間

之輸入與輸出資訊，將供應鏈系統分為五個核心管理流程：規劃、採購、生產、配銷和退貨，

本研究亦釐清此五個核心管理流程間之資訊關聯。運用 IDEF0 功能模式建構供應鏈系統，並

且描述其功能架構。利用 IDEF0 結構化與階層化的設計特性，詳細地展現供應鏈系統，並整

合其中各項管理流程，藉由 IDEF0 模式的展現，使讀者能對供應鏈流程的規劃與設計有所助

益，及供應鏈中各項流程間關係的描述，亦可提供與加強讀者對建立整合型供應鏈系統的特

性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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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快速急遽變化的經營環境下，每個企業皆無法自絕於外，必須結合上下游夥伴而形成

產業供應鏈，彼此分享技術、需求預測及生產計劃等資訊，相互善用與交換訊息，以因應外

部的環境變化。未來市場競爭並非企業對企業，而是供應鏈對供應鏈。有效的管理供應鏈為

動態市場之致勝關鍵，供應鏈的挑戰則在於企業如何整合公司間不同程序及有效地合作，以

發揮綜效。 
 

過去有非常多研究學者提出供應鏈模式，在設計與分析上均有顯著貢獻，而供應鏈作業

參考模式更具代表性，所以本研究以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為基礎，更詳細地界定其中各項作

業，與界定各項作業間之輸入與輸出資訊，將供應鏈系統分為五個核心管理流程：規劃、採

購、生產、配銷和退貨，本研究亦將釐清此五個核心管理流程間之資訊關聯。運用 IDEF0 功

能構模工具建構供應鏈系統，並且描述其功能架構。IDEF(ICAM DEFinition Modeling )是美國

空軍物料實驗室製造部門(Air Force Material Laboratory Manufacturing Division)所領導的

ICAM(Integrate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Model)計劃於 1980 年代所發展的整合性電腦

輔助製造構模方法，也有人將其稱為 Integrated DEFinition methods。其主要的目的在於使用

資訊科技來提高製造技術。IDEF 方法包括了 IDEF0 至 IDEF14，IDEF0 是源自結構化分析及

設計技術(Structure Analysis and Design Technique, SADT)(Gong and Lin 1994)，以結構化繪圖

的形式來描述製造系統內複雜功能間的關係，以及確認與這些功能所相關的物件與資訊。也

可以說其主要的目的是負責描述系統中的功能模式；利用 IDEF0 結構化與階層化的設計特

性，詳細地展現供應鏈系統，並整合其中各項管理流程，藉由 IDEF0 模式的展現，使讀者能

對供應鏈流程的規劃與設計有所助益，及供應鏈中各項流程間關係的描述，亦可提供與加強

讀者對建立整合型供應鏈系統的特性瞭解。 
 
本研究以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為基礎，將供應鏈系統分為規劃、採購、生產、配銷與退

貨等五個管理流程，規劃管理流程之目的是對所有採購流程、生產流程與配銷流程進行規劃

與控制。採購管理流程之目的是包括一般的採購作業與採購的管理方面。生產管理流程主要

為製造執行作業與生產的管理流程。而配銷管理流程又包含訂單管理、倉儲管理、運輸管理

與配送作業之流程，和第五項退貨管理流程則描述退貨的一般作業流程。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提供供應鏈系統中，規劃、採購、生產、配銷與退貨等五

項管理流程之流程分析，並運用 IDEF0 構模工具展現此五項管理流程。利用 IDEF0 模式的展

現，對流程中各項作業的輸入與輸出資訊分析，並且描述執行作業所需方法或工具。描述各

項管理流程間之關係，亦利用 IDEF0 圖示表示其間關係的資訊。提供讀者於建立類似供應鏈

系統時之參考。 
 

  本研究將於下一章節作供應鏈管理之文獻探討，並於第三章節說明假設與情境描述，第四

節則為供應鏈之 IDEF0 功能模式展現，並於第五節說明結論。 
 

貳、文獻探討 
 
一、供應鏈系統 
     
    作者 Al-Bati (2010)說明供應鏈的發展在 1990 年開始，透過一連串流程整合供應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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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原物料的獲得、運輸、生產與配銷。在供應鏈中整合企業各種理論，使企業能重新定位

企業本身。在 Cooper 等人 (1998)的文獻中曾提及，供應鏈管理的組成元素包括供應鏈的管理

元件、供應鏈的企業流程與供應鏈的鏈結架構。而其中供應鏈企業流程為指從生產產品至顧

客手中的一連串活動，而實行供應鏈管理將可增加整體供應鏈的競爭優勢與利益。供應鏈管

理的企業流程主要有八項，分別為 1、顧客關係管理流程(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顧客服務管理流程(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3、需求管理流程(demand management)；
4、訂單實現管理流程(order fulfillment)；5、生產流程的管理(manufacturing flow management)；
6、採購流程管理 (procurement)；7、產品開發與客製化流程（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8、產品回收流程（returns）等。 
     
    而 Thomas 和 Griffin (1996)提出供應鏈管理是企業間重要程序的整合與管理，整個程序

包含了有：原物料的獲得與採購、生產排程、訂單處理、存貨管理、配送、倉儲及顧客服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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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整合型供應鏈模式 Min和Zhou(2002) 

 
Min和Zhou(2002)等學者，將供應鏈整合模式依涵蓋的功能區分為五類如圖1，包括：( 1 )

供應商選擇與存貨控制整合模式、( 2 )生產與存貨控制整合模式、( 3 )地理位置選擇與存貨控

制整合模式、( 4 )地理位置選擇與運輸路徑選擇整合模式以及( 5 )存貨與運輸整合模式等五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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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供應鏈流程  Min和Zhou(2002) 

 
根據Min和Zhou(2002)兩位學者的定義，供應鏈是一個協調企業間相關流程的整合系統，

用以(1)獲取原物料與半成品，(2)轉換原物料與半成品為最終產品，(3)進行產品的加值，(4)
運輸產品到零售商及顧客手上，與(5)輔助企業成員間資料的交換；供應鏈管理主要的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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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營運效率、獲利與整體的競爭力。由供應鏈中物流（ flow-of-goods）  與資訊流

（ flow-of-information）的關係，又可以將供應鏈描述為圖 2，供應鏈結合向內運籌

（inbound-logistics）與向外運籌（outbound-logistics）兩大部份， 前者為獲取原物料供應的

相關流程， 後者為達成顧客需求的相關流程；而由多個供應商、多個製造商、多個配銷商、

多個零售商、多個顧客與第三方物流所構成網狀的供應鏈架構。 
 
    Frazelle(2003)在供應鏈高績效管理書中說明，供應鏈管理包括顧客回應 (customer 
response)、存貨規劃與管理(inventor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供應(supply)、運輸

(transportation)、倉儲(warehouse)等，並在書中詳細說明其定義、解釋、衡量標準與實務操

作。最近，Tan (2010)指出要改善供應鏈的能力，必須要在複雜的供應鏈中，監控、獲得並分

析績效資料。在產業中高績效企業必須要能執行一連串功能的能力，軟體能管理大量資訊。

供應鏈軟體要能被設計為整合部門與跨功能間的資料與資訊流及事件流。 
 

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的建置主要基於五個核心的管理流程：規劃（plan）、採購（source）、
製造（make）、配送（deliver）及退貨（return）。其定義分別為下所示。規劃：協調各類的

供給與需求，並發展出能適切符合所需之採購、生產及配送的過程活動。採購：採購符合規

劃或實際需求的商品或服務。製造：從開始生產一直到產品成為完成品的狀態，其過程須符

合規劃或實際需求。配送：指的是在提供完成的商品或服務的過程中須符合規劃或實際的需

求，典型的配送程序包含訂單管理、運輸管理及產品類別管理。退貨：處理退回或收到的因

某些原因被遭退貨的產品程序。這個過程可延伸為配送過程後的顧客支持。(SCOR Version 5.0 
of Supply Chain Council（2001）)。過去有非常多研究學者提出供應鏈模式，在設計與分析上

均有顯著貢獻，而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在建構整合供應鏈系統上，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本

研究以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為基礎，更詳細地界定其中各項作業，與界定各項作業間之輸入

與輸出資訊，將供應鏈系統分為五個核心管理流程：規劃、採購、生產、配銷和退貨，本研

究亦將釐清此五個核心管理流程間之資訊關聯。 
 

參、系統範疇、假設與情境描述 
   
  本研究首先於此章第一節界定系統範疇，並為使論文具體與合理，所以於第二節說明本

研究之假設，而第三節系統情境描述，將更清楚界定擬將完成之 IDEF0 模式。 
 
一、系統範疇 
 
    本研究目的在分析供應鏈流程，界定其中各項作業與資訊，並且整合各流程，說明各流

程間關係。美國供應鏈協會於 2001 年提出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的說明，供應鏈流程包括五個

核心管理流程，分別為規劃管理流程、採購管理流程、生產管理流程、配銷管理流程和退貨

管理流程，在這五個核心管理流程中，描述了供應鏈中的所有作業與活動，本研究擬將以供

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為基礎，從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的五個核心管理流程中，將界定其中各項

作業與活動，利用 IDEF0 功能構模工具展現，並釐清各項流程中的功能或作業間的資訊流動，

並描述此五個核心管理流程間的關係及其間資訊流，以利讀者在建立供應鏈管理資訊系統時

之參考。 
 
    所以本研究所界定之供應鏈系統範疇，包括規劃、採購、生產、配銷與退貨等五項流程。

規劃管理流程之範圍為協調各類的供給與需求，並發展出能適切符合所需之採購、生產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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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過程活動。而採購管理流程之範圍為採購符合規劃或實際需求的商品或服務。生產管理

流程之範圍為從開始生產一直到產品成為完成品的狀態，其過程須符合規劃或實際需求。配

銷管理流程之範圍為指的是在提供完成的商品或服務的過程中須符合規劃或實際的需求，典

型的配送程序包含訂單管理、運輸管理及產品類別管理。退貨管理流程之範圍為處理退回或

收到的因某些原因被遭退貨的產品程序。這個過程可延伸為配送過程後的顧客支持。以上是

本研究對供應鏈系統之範圍說明。 
 
二、系統假設 
     
    為使論文具體，在此先對本研究之內容做一些合理假設，分述如下： 
 
假設 1 
    本研究所提出之 IDEF0 功能模式，僅適用於以製造商的觀點來向外擴展，並進行規劃。 
 
假設 2 
    考慮多種影響供應鏈策略的方法與要素，描述於 IDEF0 圖示的下方機制輸入處，此輸入

箭頭可為提供功能或作業的方法。但這些方法、法則或工具會因為狀態或環境的改變而有不

同的應用，所以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假設 3 
    本研究所建構之 IDEF0 模式，將表現供應鏈中的主要作業流程，至於各作業可再細分更

細微的活動，可以依據本研究所建構的流程予以細部延伸，但此處並不在本研究中討論。 
 
假設 4 
    本研究考慮一般性的供應鏈整合流程，故其假設的環境情況、流程展現都以一般化下的

作業流程為主，若有針對特殊情況下的狀況，則本研究暫不考慮。 
 
假設 5 
    本研究重點強調在資訊的輸入與輸出，而各項作業或功能所牽涉之演算法則，或其中資

訊的傳遞與轉換過程等，並不在本研究中討論。 
 
三、系統情境描述 
     

本研究整理 SCOR 所提之五個核心流程，在發展 IDEF0 功能模式前，必須對本研究所提

之系統可能的情境加以說明，以方便讀者閱讀 IDEF0 圖示的展現，以下將分規劃管理流程、

採購管理流程、生產管理流程、配銷管理流程與退貨管理流程五方面說明。 
 
規劃管理流程 
    規劃管理流程之目的為對所有採購流程、生產流程與配銷流程進行規劃與控制。其中亦

包含對產能、需求供應、配銷、存貨及生產等的規劃及控制，所以在規劃的層面來說，其產

出的資訊是未來各項流程或作業依循的標準，或者依規劃內容所提之方法。所以從需求的規

劃與控制開始，至配銷的規劃與控制，為了要完成配銷的規劃與控制就必須對工廠內部生產

的規劃與控制，要順利完成生產的規劃與控制就必須要有優良的存貨的規劃與控制，而存貨

的規劃與控制適當，就必須對供應商供應的規劃與控制。所以本研究將界定各項規劃與控制

的內容及輸入資訊和輸出資訊，輸出資訊會連接到各流程中，做為各項作業與功能的控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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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或使用的機制或方法。 
 
採購管理流程 
    要完成採購的作業流程，從尋找適合的供應商開始，對供應商進行評估，接著下採購訂

單，從供應商運送原物料的運輸管理至工廠的收料與進料品質檢查，然後將原物料入庫並適

時地發料到作業現場，而工廠本身再依採購合約進行付款的動作。 
 
生產管理流程 
    生產的作業流程，從將工單安排到加工機器的排程作業開始，排程作業完成產出甘特圖，

依據甘特圖下達工令或製造命令，依據工令或製造命令備齊原物料、工具和設備，現場人員

須向庫房領料，再經過實際的生產製造、測試、包裝等作業而完成產品。其中的過程可能會

發生工程變更作業，及要隨時監控現場的狀況掌握，及要確認生產產品或半成品的品質，在

生產過程中也必須管理與安排可用的設備，預防機器設備當機所造成的影響。 
 
配銷管理流程 
    配銷的作業流程中，包含訂單管理作業流程、倉儲管理作業流程、運輸管理作業流程與

配送作業流程，因為從接受到顧客訂單到安排倉儲出貨，接著安排運輸的方式，最後至實際

的配送產品至顧客手中，所以至四項功能(作業流程)是環環相扣的，皆包含在配銷的作業流

程中，以下分別描述這四項功能或作業流程。 
     
    訂單管理作業流程，從向顧客報價開始至接收訂單，其中亦包含顧客資料、產品價格資

料的維護，顧客收到產品則應完成應收帳款的建立並開立發票給顧客。而倉儲管理作業流程

從接收到訂單開始，檢核倉儲內是否有庫存，並揀出貨品，按出貨單出貨，則進行運輸與配

送作業流程。 
    運輸管理作業流程則為安排運輸方式，運輸安裝的安全顧慮，其中包括進口與出口的作

業。配送管理作業流程則從決定配送管道開始，至實體進行配送，其中配送中的存貨管理與

配送中的品質確認，也是非常重要的作業。 
 
退貨管理流程 
    退貨的作業流程，從確定要退回的貨品開始，退回的貨品包括瑕疵品、耗材與過期產品

等，確認並檢核這些將退回的產品，安排退回時程，實際產品退回，對方收到退貨，再對退

貨做處分、更換和回收等處理作業，此退貨管理作業流程可回饋資訊給採購管理作業流程、

生產管理作業流程與配銷管理作業流程。 
 

肆、IDEF0 功能模式 
     
    本章的內容在敍述供應鏈流程模式建構，在第一節中使用了 IDEF0 構模工具來發展供應

鏈流程模式，此模式可展現系統功能模組，以及功能之間的資訊流，在第二節中，則說明流

程與流程間的資訊關係。以下分此兩小節說明。 
 
一、IDEF0 模式 
  
    本研究依據 SCOR 的範圍與目的，來展開供應鏈流程中的功能與資訊流。由於 IDEF0 具

有圖形化的表示方法，從方塊(功能/作業/活動)與箭頭(資訊流)的組合可清楚得知每個功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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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及產出的資訊，並從資訊的傳遞之中，得知功能與功能之間的關連；而其結構化的表示

方法，則讓功能模組具有階層性，因此，上一層的功能可往下展開成細部子功能及其資訊流。

在本章所提的 IDEF0 模式中，以雙箭頭表示物流、單箭頭表示資訊流，其中並無虛線箭頭所

表示訊息的傳遞。而在圖 4 中之產品流；圖 9 中之原物料流；圖 13 中之顧客別貨品與出貨貨

品；圖 14 中之出貨貨品流；圖 15 中之貨品流等，皆為雙箭頭表示實體物流，其餘皆為單箭

頭表示資訊流。 
  
    在開始建構供應鏈流程模式之前，首先供應鏈的流程中的五項管理流程說明，本研究將

供應鏈流程分為五個核心管理流程，分別為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採購管理流程、生產管理

流程、配銷管理流程和退貨管理流程。而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的輸出資訊，往往是其它流程

的規範或政策，也可能是其它流程的方法或機制，由上所述，本研究所提之 IEDF0 模式結構

樹狀圖（圖 3），A-0 為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A0 為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A1 為規劃與控制

管理流程發展，A2 為採購管理流程發展，A3 為生產管理流程發展，A4 為配銷管理流程發展，

A5 為退貨管理流程發展。因為 IDEF0 可階層式展開更細部的功能，所以 A1 的規劃與控制管

理流程發展又劃分為五項分別為「需求規劃與控制（A11）」、「配銷規劃與控制（A12）」、「生

產規劃與控制（A13）」、「存貨規劃與控制（A14）」和「供應商供應規劃與控制（A15）」等。

而「採購管理流程發展（A2）」劃分為「供應商選擇與評估（A21）」、「發出採購訂單（A22）」、
「供應商運輸管理（A23）」、「收料與進料品質檢查（A24）」、「入庫作業（A25）」、「地方庫

房管理作業（A26）」和「供應商付款作業（A27）」。圖 3 由於軟體使用限制，僅能依序向下，

先建構五個核心管理流程，再展開更細部功能，亦為主要功能展開，在細分向下之子功能。 
  
    「生產管理流程發展（A3）」則分為「接收工單作業（A31）」、「排程作業（A32）」、「製

造命令產生作業（A33）」、「生產製造（A34）」、「工程變更作業（A35）」、「即使監控作業（A36）」
和「設備保養作業（A37）」。 
 
 「配銷管理流程發展（A4）」包括「訂單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1）」、「倉儲管理作業流

程發展（A42）」、「運輸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3）」、「配送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4）」。其中

「訂單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1）」包括「顧客報價作業（A411）」、「接收訂單作業（A412）」、
「訂單管理作業（A413）」和「完成應收帳款建立（A414）」。而「倉儲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2）」
再劃分為「倉儲管理作業（A421）」、「庫存存量檢查作業（A422）」、「揀貨作業（A423）」和

「倉儲出貨作業（A424）」。「運輸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3)」劃分為「運輸方式安排作業

（A431）」、「運輸安裝作業（A432）」、「進出口及轉運作業（A433）」和「卸貨作業（A434）」
等。「配送管理作業流程發展（A44）」劃分為「決定配送管理（A441）」、「實體配送作業（A442）」
和「配送在途檢查作業（A443）」等。「退貨管理流程發展（A5）」則劃分為「確定檢核退回

品作業（A51）」、「安排退回時程作業（A52）」、「產品退回作業（A53）」和「退貨處分、更

換和回收作業（A54）」。以下分別針對各功能及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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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樹狀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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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IDEF0 A-0 層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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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IDEF0 A11 層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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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IDEF0 A12 層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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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IDEF0 A3 層功能圖 



 
 
 
 
 
 
 
 
 
 
 
 
 
 
 
 
 
 
 
 
 
 
 
 
 
 
 
 
 
 
 
 
 
 
 
 
 
 
 
 
 

 

 - 42 -

USED AT: AUTHOR:  DATE:

REV:PROJECT:  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2010/5/11

2010/7/19

NO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RKING

DRAFT

RECOMMENDED

PUBLICATION

READER DATE CONTEXT:

A0

NODE: TITLE: NUMBER: 需需規規供供供供
A4

1NT$0

訂單管理
作業流程

2NT$0

倉儲管理
作業流程

3NT$0

運輸管理
作業流程

4NT$0

配送管理
作業流程

成本分析、 接收訂單方法
查詢訂單方法、 ABC分析方法
未完成訂單跟催 

盤點政策、補貨計畫
儲存區域計畫
揀貨策略、出貨時程表

顧客資料
顧客區隔
顧客回饋資料
報價單
可用產能資訊
可用人工資訊
庫存水準資料
甘特圖

顧客滿意度、產能規劃
需求規劃 、收款方式

製造命令、入庫單
原物料、安全存量
再訂購點、檢查區間
揀貨單、揀貨時程
運輸回程資訊

倉庫區位部署
盤點方法
存貨投資分析
存貨週轉分析
存貨檢查區間模式
分區揀取
批量揀取
接力揀取
品質檢驗方法

運輸政策、安全規範
進出口與轉運法令規章

運輸方式各項成本

配銷成本分析
準點率分析
運輸方式分析
安全方法
貨櫃裝載計畫
貨品追蹤技術
卸貨方法

配銷規劃資料、顧客滿意度
供品率、車隊運送能力裝載能力

利用率分析資料
配銷成本分析資料
在途時間分析資料
準點率分析資料

配送網路分析、配送路線分析
成本分析、追蹤技術方法
車隊調派法則、司機調派法則

存貨水準資料

出貨單

出貨貨品
運輸回饋資訊

運送貨品單據

出貨貨品

客戶簽收單

工單

發票

產品

退貨回饋資訊

 
圖 11 IDEF0 A4 層功能圖 

USED AT: AUTHOR:  DATE:

REV:PROJECT:  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2010/5/11

2010/7/19

NO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RKING

DRAFT

RECOMMENDED

PUBLICATION

READER DATE CONTEXT:

A4

NODE: TITLE: NUMBER:訂訂規規 作作供供
A41

1NT$0

顧客報價作業

2NT$0

接收訂單作業

3NT$0

訂單管理作業

4NT$0

完成應收
帳款建立

顧客滿意度

成本分析

產能規劃 需求規劃

接收訂單方法 查詢訂單方法 ABC分析 未完成訂單跟催 查詢應收帳款方法

顧客資料

顧客區隔

顧客回饋資料

報價單

報價單

訂單可用產能資訊

可用人工資訊

庫存水準資料

訂單

交期

甘特圖

訂單完成

工單

收款方式

出貨單

客戶簽收單

發票

 
圖 12 IDEF0 A41 層功能圖 



 
 
 
 
 
 
 
 
 
 
 
 
 
 
 
 
 
 
 
 
 
 
 
 
 
 
 
 
 
 
 
 
 
 
 
 
 
 
 
 
 

 

中州管理與人文科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 

- 43 - 
 

USED AT: AUTHOR:  DATE:

REV:PROJECT:  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2010/5/11

2010/7/19

NO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RKING

DRAFT

RECOMMENDED

PUBLICATION

READER DATE CONTEXT:

A4

NODE: TITLE: NUMBER:倉倉規規 作作供供
A42

1NT$0

倉儲管理作業

2NT$0

庫存存量
檢查作業

3NT$0

揀貨作業

4NT$0

倉儲出貨作業

盤點政策
補貨計畫

儲存區域計畫 包裝方式與容器選用規範揀貨策略 出貨時程表

製造命令

入庫單

原物料

安全存量

再訂購點

倉庫區位部署
盤點方法 存貨投資分析

存貨週轉分析

庫存水準資料

檢查區間

存量檢查區間模式

可用庫存

揀貨單

揀貨時程

分區揀取 批量揀取接力揀取

顧客別貨品

區域分類

運輸回饋資訊

品質檢驗方法

出貨單

出貨貨品

 
圖 13 IDEF0 A42 層功能圖 

USED AT: AUTHOR:  DATE:

REV:PROJECT:  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2010/5/11

2010/7/19

NOTE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RKING

DRAFT

RECOMMENDED

PUBLICATION

READER DATE CONTEXT:

A4

NODE: TITLE: NUMBER:運運規規 作作供供
A43

1NT$0

運輸方式
安排作業

2NT$0

運輸安裝作業

3NT$0

進出口及
轉運作業

4NT$0

卸貨作業

運輸方式各項成本

出貨單

出貨貨品資料

運輸政策

配銷成本分析準點率分析 運輸方式分析

退貨回饋資訊

運輸方式安排(海陸空)

出貨貨品

運輸回饋資訊

安全規範

安全方法 貨櫃裝載計畫

運送貨品單據

出貨貨品

進出口與轉運法令規章

貨品追蹤技術

出貨貨品

運送貨品單據

卸貨方法

出貨貨品

運送貨品單據

 
圖 14 IDEF0 A43 層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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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層「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此為 IDEF0 圖示的最高階層，在此圖中左邊為整個供應鏈系統的輸入資訊，輸入資訊如

圖所示，上方輸入箭頭為為達右方輸出所需的控制項，包括各種規範、政策、標竿作業程序、

法令條文、計畫、績效衡量指標等。下方箭頭為為達右方產出所需的方法、資源、機制等，

包括分析方法、設計方法、演算法、法則等，而右方輸出箭頭包括產品與發票和簽收單等。

圖 4 中，輸入資訊(X)包括銷售資料、顧客資料、訂單資料、顧客區隔、顧客回應資料、時間

窗口、人工運費保險等成本、各項相關生產之成本、庫存水準資料、生產產品資料、各項相

關存貨成本資料、需求預測、前置時間、供應商存貨水準、供應商供應之成本資訊、供應商

資料、供應商供應率績效、供應週期時間、供應商品質資訊。輸入資訊(G)包括顧客變更通知、

設計變更通知、功能要求、員工資料、BOM。 
 
上方控制項(Y)包括顧客服務政策、訂購型態政策、顧客服務績效衡量指標、車隊運送與

裝載能力、配銷作業績效衡量指標、配銷型態政策、存貨計畫、生產型態策略、品質規範、

產能需求規劃、生產績效衡量指標、存貨補貨政策、盤點政策、服務水準政策、存貨規劃績

效衡量指標、採購合約、供應商服務政策、供應商供應之績效衡量指標。上方控制項(A)包括

入庫標準作業程序、盤點政策、採購合約。上方控制項(B)包括設計規範、設備保養 SOP。上

方控制項(9)包括產能規劃、需求規劃、收款方式、盤點政策、揀貨策略、出貨時程表、運輸

政策、安全規範、進出口與轉運法令規章、車隊運送與裝載能力。 
 
下方機制項(Z)包括 ABC 分析、資料採擷分析、追蹤技術方法、路線排程與最佳化方法、

評估運輸業者方法、盤點或區位問題設計、貨物管理方法、車隊管理方法、運費管理方法、

自製外包分析、生產週程分析、生產線平衡分析、統計品質管制分析、生產成本分析方法、

產能負荷分析、產品數量分析、倉庫區位設計方法、控制政策模擬方法、盤點方法、啟發式

或最佳化方法、預測機制、資料採擷、全球資源分析、供應商整合機制、供應商管理方法、

最佳化或模擬方法。下方機制項(C)包括運輸追蹤技術、抽樣檢查方法、搬運設備、盤點方法、

EOQ 或 EPQ 方法、存貨模式、最佳化或模擬方法、ABC 分析方法。下方機制項(D)包括接收

訂單方法、最佳化或啟發式方法、排程演算法、派工法則、生產設備、工程設計方法、即時

監控技術。下方機制項(11)包括接收訂單方法、查詢訂單方法、ABC 分析、未完成訂單跟催、

盤點方法、存貨區間模式、分區揀取、批量揀取、接力揀取、品質檢驗方法、運輸方式分析、

安全方法、貨櫃裝載計畫、貨品追蹤技術、卸貨方法、配送網路分析、配送路線分析、追蹤

技術分析、司機調派法則、車隊調派法則。下方機制項(E)包括檢查方法、時程安排、運輸安

排方法、供應商處理機制。 
 
A0 層「供應鏈流程功能發展」 

本研究將整體供應鏈流程劃分為五項管理流程發展，包括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發展、採

購管理流程發展、生產管理流程發展、配銷管理流程發展和退貨管理流程發展等五項。其中

第一項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的輸出資訊可作為採購管理流程發展、生產管理流程發展、配銷

管理流程發展和退貨管理流發展的上方輸入控制項和下方輸入機制項，例如規劃與控制管理

流程發展產出補貨計畫，而補貨計畫為採購管理流程發展的控制項，而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

發展也產出配送網路分析，作為配銷管理流程發展的機制項。而其它四個管理流程發展各有

其本身的輸入資訊、輸出資訊、上方控制項與下方機制項。如圖 5 所示，其中各箭頭符號所

包含之資訊延用上一段之內容，另外並增加(F)為顧客資料、顧客區隔、顧客回應資料、報價

單、檢查區間、揀貨單、揀貨時程、運輸方式各項成本。(G)為顧客變更通知、設計變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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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員工資料、BOM。(1)為再訂購點、安全存量、供品率、供應商分類、供應商出貨

排程、供應商存貨水準、經濟訂購批量、總供應成本。(2)為供應商供應規劃、供應商運輸型

態計畫、品質管制計畫、採購規劃、補貨計畫。(3)為供應商選擇與評估方法。(4)為可用人工

資訊、可用產能資訊、設備利用率。(5)為 MPS、MRP、生產規劃資訊、品質管制計畫。(6)
為生產成本分析、訂單處理準確度。(7)為可用人工資訊、可用產能資訊、再訂購點、安全存

量、利用率分析資料、庫存水準資料、配銷成本分析資料、準點率分析資料。(8)為供品率、

配銷規劃資料、補貨計畫、儲存區域計畫、顧客滿意度。(10)為在途時間分析資料、存貨投

資分析、供應商出貨排程、經濟訂購批量。 
 
A1 層「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發展」 

本研究將「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發展」劃分為「需求和配銷規劃與控制」和「生產存貨

供應規劃與控制」，因為前項較接近顧客，而後者主要為從供應原物料至生產的過程，「需求

和配銷規劃與控制」，包含「需求規劃與控制」和「配銷規劃與控制」，而「生產存貨供應規

劃與控制」包含三項流程作業：「生產規劃與控制」、「存貨規劃與控制」和「供應規劃與控制」。  
 
A11 層「需求和配銷規劃與控制」 

在「需求規劃與控制」功能中，輸入資訊包括銷售資料、顧客資料、訂單資料、顧客區

隔與回應時間等資訊輸入，經顧客服務政策、訂購型態政策和顧客服務績效衡量指標等來控

制，以達到右方的產出資訊，包含交期資料、顧客滿意度、供品率與訂單處理準確度，使用

的機制包括 ABC 分析與資料採擷分析。需求規劃與控制為所有流程的起源，有了需求的規

劃，進而完成配銷的規劃與控制，配銷控制則經由輸入資訊，和上方的控制規範、政策等，

利用下方機制等方法，進而達到右方輸出資訊，其各項資訊如圖 7 所示。 
 
A12 層「生產存貨供應規劃與控制」 

經過需求和配銷規劃與控制後，我們要對生產規劃與控制，生產需求存貨的供應，所以

接著要存規劃與控制來配合生產，而存貨規劃與控制需要供應商供應存貨的規劃與控制，所

以在此有三項主要功能，而其中輸入資訊、輸出資訊、控制資訊與機制或方法資訊，如圖 8
所示。 
 
A2 層「採購管理流程發展」 

「採購管理流程發展」包括七項作業，從「供應商選擇與評估」、「發出採購訂單」、「供

應商運輸管理」、「收料與進料作業」、「入庫作業」、「庫房管理作業」和「供應商付款作業」

等，我們需要從各項資訊來選擇與評估供應商，經過了此項作業，進而向供應商發出採購訂

單，透過供應商的運輸管理送工廠，工廠接著進行收料與進料作業，完成此作業後則將原物

料入庫，透過庫房管理作業發料至現場，以維持生產運作，入庫完成後，則依採購合約付款

給供應商。其中輸入資訊，輸出資訊，控制資訊和機制資訊如圖 9 所示。 
 
A3 層「生產管理流程發展」 

「生產管理流程發展」包括七項作業，從「接收工單作業」、「排程作業」、「製造命令產

生作業」、「生產製造」、「工程變更作業」、「即時監控作業」和「設備保養作業」等。我們從

「訂單管理流程發展」處的訂單轉換為工單，再經過排程作業，將工單所需生產的產品產量

安排到機器上，並配合相當的存貨，再進而產生製造命令，實際配合各項資源，由領班派工

至工作現場，經過實際現場製造，生產出產品，而工程變作業在實際生產製造時，會發生的

作業，經過工程變更通知單而改變生產製造的各項參數或保件。即時監控作業亦在生產製造



 
 
 
 
 
 
 
 
 
 
 
 
 
 
 
 
 
 
 
 
 
 
 
 
 
 
 
 
 
 
 
 
 
 
 
 
 
 
 
 
 

 

中州管理與人文科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 

- 47 - 
 

過程中，對在製品追踪及各項加工作業監控，而設備保養作業可減少當機次數與時間，進而

提昇產量與效率，但要排程作業相互配合。 
 
A4 層「配銷管理流程發展」 

「配銷管理流程發展」包括四項作業流程，「訂單管理作業流程」、「倉儲管理作業流程」、

「運輸管理作業流程」和「配送管理作業流程」。從顧客下達訂單需對訂單進行管理的作業，

訂單的接收需瞭解回到倉儲的庫存水準等資訊，確定可用存貨和可用產能，才能確切回覆顧

客訂單的交期資訊等。在這裡的倉儲管理作業流程中，所謂倉儲是屬於大型的中央倉儲，包

括儲存、揀貨與出貨的作業，若為全球的銷售網路，則需安排運輸的方式，包括海運、空運

與路運等運輸上的管理作業，當送到當地之再經由實體配送的過程，配送產品至顧客手中，

所以需經由配送管理作業流程。 
 
A41 層「訂單管理作業流程」 

「訂單管理作業流程」包括「顧客報價作業」、「接收訂單作業」、「訂單管理作業」和「完

成應收帳款建立」，整個流程從向顧客報價開始，經而顧客下訂單，而完成接收訂單的作業。

當訂單數量較多時，需要有適當的管理功能，所以進入訂單管理作業，由訂單管理作業將訂

單轉換成工單，輸入至「生產流程發展」。又當生產完成，產出產品交付顧客手中，就需完成

顧客的應收帳款建立。 
 
A42 層「倉儲管理作業流程」 

此部份主要為大型中央倉儲的作業內容，包括「倉儲管理作業」、「庫存存量檢查作業」、

「揀貨作業」和「倉儲出貨作業」。倉儲管理作業包含儲位、盤點、補貨等作業內容，在固定

或連續時間需檢查庫存存量，計算可用庫存，再進而至揀貨作業，將需要運送給顧客的貨品

揀選出來，再透過出貨作業出貨。其中在揀貨作業中，要依循包裝方式與容器選用規範，進

而完成揀貨作業。 
 
A43 層「運輸管理作業流程」 

「運輸管理作業流程」包括「運輸方式安排作業」、「運輸安裝作業」、「進出口及轉運作

業」和「卸貨作業」。透過運輸方式的安排，可能為海運、空運和陸運等方式，再經過安裝貨

品至載具，經由相關國家的進出口與轉運，其中包括相關海關的各項作業，至最終至該國或

地區完成卸貨作業。 
 
A44 層「配送管理作業流程」 

「配送管理作業流程」包括「決定配送管道」、「實體配送作業」和「配送在途檢查作業」。

經由決定配送管道後，透過實體的配送作業，將產品配送至顧客手中，而配送過程中，需時

時檢查所配送貨品的品質，回復品質檢查資訊給配送作業，調整與修正實體配送的過程與方

式。 
 
A5 層「退貨管理流程發展」 

在此「退貨管理流程發展」中，包括「確定檢核退回品作業」、「安排退貨時程作業」、「產

品退回品作業」和「退貨處分、更換和回收作業」等四項，經過「確定檢核退回品作業」後，

會產出退貨回饋資訊給「供應商選擇與評估」、「決定配送管道」、「運輸安裝作業」、「收料與

進料品質檢查」和「配送在途檢查作業」等各項作業的參考依據，而確定了退回品，在安排

退回時程，經過產品實際退回給供應商，供應商再對退回品處份、換和回收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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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流程間關聯資訊 

本研究將供應鏈流程劃分為五項核心管理流程，從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開始，其所產出

的資訊為其它四項管理流程的上方控制項與下方機制項，控制項包括規劃、計畫、政策、法

令、規範等，而機制項包括各種方法、法則、演算法及資源等。 
 
「採購管理流程發展」中的「入庫作業」會產出「入庫單據」與實體「原物料」入庫，

分別進入本身的「地方庫房管理作業」和「倉儲管理流程發展」的大型中央倉儲，而「庫房

管理作業」也會產出「庫存水準資料」給「訂單管理流程發展」的「接受訂單作業」，據此判

斷目前庫存水準來選擇訂單。「庫房管理作業」也會發生「現場領料」至「生產管理流程發展」

中的「生產製迼」作業中。 
 
「生產管理流程發展」中的「排程作業」將產出「缺料」資訊給「採購管理流程發展」

的「發出採購訂單作業」，而所排出之「甘特圖」亦會給「訂單管理作業」參考依據，據此調

整接收訂單的管理。而在「生產製造」作業中，亦會產出「回饋品質資訊」給「收料與進料

品質檢查作業」。「接收工單作業」所接收的工單是由「訂單管理作業」所產出的「工單」資

訊。 
 
「訂單管理作業流程」中的「訂單管理作業」將產出「工單」給「生產管理流程發展」。

在「接收訂單作業」亦將由「倉儲管理流程發展」和「採購管理流程發展」而來的庫存水準

資料。應收帳款的建立亦需參考由「倉儲管理流程發展」的「出貨單」和「配送管理流程發

展」的「簽收單」資訊，以建立完成應收帳款。 
 
「倉儲管理作業流程」將「庫存水準資料」傳送給「接收訂單作業」。而「倉儲出貨作業」

將產出「出貨單」資訊給「訂單管理作業流程」，在「運輸管理作業流程發展」中，卸貨作業

將「出貨貨品」及「運送貨品單據」遞送給「配送管理流程發展」。而「運輸回饋資訊」，也

將傳至「倉儲出貨作業」以供參考。「配送管理流程發展」中的「實體配送作業」將完成配送

的「客戶簽收單」送至「訂單管理流程發展」中，「實際簽收單」亦將送至「訂單管理作業」。 
 
「退貨管理流程發展」與其它管理流程間資訊關係為，當「確定檢核退回品作業」完成

後，將產出「退貨回饋資訊」，送至「採購管理流程發展」的「供應商選擇與評估」作業，和

「配送管理流程發展」的「決定配送管道」作業，和「配送在途檢查作業」，和「運輸管理流

程發展」的「運輸安裝作業」和「採購管理流程發展」的「收料與進料品質檢查作業」。 
 

伍、結論 
 
本研究依據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式，劃分供應鏈流程為五個管理流程，分別為「規劃與控

制管理流程」、「採購管理流程」、「生產管理流程」、「配銷管理流程」和「退貨管理流程」等。 
 
本研究分析 SCOR 的整體架構，劃分為五項流程，規劃出初步系統，依此規劃藍圖進行

各子流程的設計，各子流程的各項作業是依實際作業面來界定，各項作業內容可依實際狀況

加以細分或合併其它作業。再針對每項作業分析其輸入資訊和輸出資訊，並符合各種資源條

件限制，進而分析出各作業間與各流程間關係，由此再檢討所規劃的初步系統是否符合目的，

這就是以宏觀規劃、微觀設計，再進入宏觀檢討，再回微觀檢討修訂，如此反覆地檢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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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把系統界定出來。 
 
本研究對供應鏈的定義為整合從供應商供應原物料，至生產製造產品，在適當時間交付

予顧客產品，其中的各項流程，包括規劃與控制管理流程、採購管理流程、生產管理流程、

配銷管理流程與退貨管理流程等。本研究運用 IDEF0 構模工具界定五項核心管理流程中各項

作業，並界定各作業間資訊關鏈，描述其輸入資訊、輸出資訊，與為了產出資訊的控制規範

和可利用的機制和方法等。本研究並具體描述各流程間資訊關聯性，提供讀者建立類似供應

鏈系統時之參考。本研究目前已計畫將此模式套用到實務案例，利用實務案例的特殊性(special 
case)來修正模式，藉此驗證模式可行性。而本研究目前僅為一般特性(general case)的描述與說

明，但在未來可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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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vided the functional model that is based on Supply Chain Operational 
Reference Model (SCOR Model) and defined the detail operation activities. We classify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to five management core process: Plan、source、make、deliver and return, and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relations using IDEF0 functional model and describe the function structure for 
supply chain system. Using the design character with the structure and hierarchy, IDEF0 can 
explore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integrate the five management core process. The IDEF0 model 
can provid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system. 
 
Keyword：Supply Chain Operational Reference Model, IDEF0, functional model, supply chain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