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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紹 

  上下游公司管理系統將專注於廠商的物流中心，讓擁有下游分

店的廠商能夠更快速的接單以及揀貨，也可以依據歷史資料預測每

間分店的訂單趨勢，方便公司的整合與管理，透過互聯網的應用，

提升公司的競爭力。模型假設：分店每日營業結束後，通知廠商銷

售訂單，隔日分店營業前，物流中心將補齊前日所售。目標：快速

回應分店每日補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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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MAIC法 

 DMAIC-Define: 

 

上方為物流中心的價值溪流圖，資訊流的部分分店將每日的銷貨資

訊給予廠商，而廠商依照分店的銷貨資訊向供應商進行原物料訂

購，且廠商會制訂入庫策略以及決定揀貨的數量。當貨物從供應商

運至物流中心後會依順序進行入庫、入庫、揀貨，每個流程的花費

時間接紀錄在上表中，可以發現到揀貨為流程中時間最長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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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揀貨就是這個系統中的瓶頸。 

根據 TOC 理論，瓶頸為整個系統的限制，因此我們的目標在於提升

揀貨效率以提升整個系統的效率，並且以上表明確定義出為何要解

決此問題以及如何解決此問題。 

 DMAIC-Measure: 

在介紹 As-is Model 前，我們先介紹物流中心流程，物流中心主要分

成進貨、入庫、揀貨及出貨四個部分，我們的 As-is 模型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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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AIC-Analysis: 

在原本的 As-is Model 下，我們採用前一百張訂單的平均處理時間當

作績效指標，並模擬 200次，以求取其平均，得到的結果如下： 

 

 

在 As-is Model 下，其完成一張訂單平均需要 97.5分鐘，在接下來

的章節，我們將會針對這項績效指標提出改善的手法。 

 

 DMAIC-Improve: 

今天我們若希望商品可以更快的交到客戶手中，必然需要縮短物流

中心裡瓶頸作業的流程時間，也就是揀貨時間，在此我們提出使用

As-is Model 與 To-be Model，並結合管理貨物的 ABC分類法，以縮短

物流中心訂單處理時間，目前 As-is Model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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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s-is Model 中，貨物的擺放位置並沒有經過特別的規劃，僅是隨

意挑選兩個相鄰貨架擺放，而今天我們進一步採用貨物的 ABC 分類

法，但僅將貨物分成 A、B 兩類，A 類代表較常被訂單需要的貨

物，B 類則代表比較不常被訂單需要的貨物，而分類的結果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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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表的分類，由於 A 類貨物較常被訂單需要，意味著此種貨品

在儲位貨架與揀貨站之間會比較頻繁的產生搬運需求，若我們將此

類貨品儲位規劃在較靠近揀貨站的位置，將可以減少工作人員的走

動距離，因此，我們的 To-be Model 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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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完 As-is Model 與 To-be Model 後，我們進一步透過模擬來觀

測 To-be Model 是否真的優於 As-is Model，在比較中，我們採用的

績效指標為前一百張訂單的平均處理時間，而兩種模型各模擬 30

次，結果如下所示： 

 

 

在經過 As-is Model 與 To-be Model 結合 ABC 分類法後，績效指標

由 75分鐘降低為 71分鐘，也代表了我們完成一張訂單只需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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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時間。 

 DMAIC-Control: 

根據 TOC 理論中四個持續改善的步驟中，我們發現可以改善資訊流

程來配合瓶頸作業的時間，如下圖所示： 

 

另外，在下方 VSM 中亦可看出其對現有系統的貢獻： 

 



10 
 

因此，我們創建了上下游公司管理系統，以期望增加資訊流程的速

度，網頁架構圖如下方所示：

以及資料庫的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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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網頁分為前端與後端的操作，前端的部分有加入會員、

登入會員、查詢密碼、輸入銷售資訊、客戶廠商之間聯繫功能與簡

易聊天機器人自動回覆系統，而後端的部分則是運用 FLEXSIM 系

統所製作的產品需求與貨物運送的模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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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與未來展望 

雖然從 FLEXSIM 模擬的結果來看僅有四分鐘的差距改善，但此模

型是建立在較小型的工廠設計，如能擴展到較大的廠房，必能使時

間縮短降低更為顯著，亦能複合其他方法大幅降低揀貨的時間。 

在改善的過程中運用了 VSM、TOC、DMAIC 方法，期望未來可以

結合更多的資源（例如：APP），發展更完善的資訊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