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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應鏈管理為企業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整合模式，而訂單管理是供應鏈整合的最重要功

能之一，因為供應鏈的上下游交易關係始於訂單的產生，直到收到貨款為止。特別是我國

精密機械產業於專業分工價值鏈體系下，面臨產業外移，將原本集中在同一地區的產業群

聚，擴大到多廠區、多供應商、多地區的產業結構。在這樣的環境下，供應商的選擇已從

過去一對一的單純結構轉變為一對多的結構。面對眾多供應商不同的資料型態與交易模

式，傳統人工轉換方式將造成低效率與人為錯誤。在快速回覆的競爭壓力下，如何達到資

訊的即時性與正確性，攸關企業接單之成功與否。 

一個整合型訂單管理系統除顧客與供應商資訊的快速流通與分享外，接單條件之評

估、快速回覆之能力、流程管理自動化…等，皆為整合型訂單管理之基礎設施。在企業內
部系統與功能模組數目與複雜度增大的同時，除須整合企業內部各應用系統之異質性，尚

須整合與顧客及供應商間的交易流程標準。故在網路經濟環境下，企業須以具相容性與彈

性的平台概念來做整合的工作。才能串聯企業內部及供應商與顧客異質系統的資訊，以達

到訂單快速回應的功能。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解決在企業電子化供應鏈經營模式的趨勢下，企業須對訂單快速而

正確反應所面臨的內外部系統整合問題，以達到供應鏈整合型訂單管理之意涵。本計畫首

先以 BizTalk2000搭配 SQL資料庫等工具，做為建構異質系統整合之方法。其次建構出以
自動評估成本、產能、物料與製程能力等接單條件之供應鏈整合型訂單流程管理架構，以

作為訂單快速回應系統之實作模型。最後利用 RosettaNet作為我國精密機械產業訂單格式
與處理流程的標準之參考依據，以建構出適合我國精密機械產業之訂單流程的標準。 
 
關鍵字：供應鏈管理、訂單管理、系統整合 

 

 

 

 

 

 

 

 

 

 

 

 

 



 

 

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一個完整的供應鏈管理為企業提供了一個整合的流程與技術。而訂單管理是企業流程

整合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為供應鏈的上下游交易關係始於訂單的產生，從採購前的詢價、

議價到訂單產生，及產品生產完成之後運送到顧客手中，直到完成收到貨款為止，這整個

交易的過程所牽涉到的是交易雙方組織內各個不同部門的彼此配合。在複雜的供應鏈體系

中，如果擁有快速而有效率之顧客訂單處理的回應能力，則企業將能在顧客服務方面獲取

更強勢的競爭力。 
在供應鏈的實體考量上，一家企業會有多個供應商，同時也會有多個客戶，若要依虛

擬企業的理念，將這些不同的組織作一完整連結，實際上牽涉到的不只是傳統業務對採購

點對點（Point to Point）的鏈結，而是各組織之間各相關部門面對面（Space to Space）

均可鏈結。但這些組織之間所使用的料號、表單、流程、系統與策略目標均不相同，在系

統容量與建置成本上均不可行。 

政府為協助我國高科技廠商解決上述問題，目前正協助我國廠商建立與先進國家企業

間以網路為基礎的虛擬採購合作模式，以提高我國廠商的競爭優勢並增加國外廠商轉換台

灣交易夥伴的轉換成本。因此政府積極協助推動資訊業電子化計畫（包括 A、B、C、D及
E計畫），運用資訊科技，使我國廠商與全球高科技供應鏈體系能夠更緊密地連結，除了在
成本、速度及彈性等方面提供國外品牌廠商良好的服務，增強從產品設計、製造、配銷與

品質管制之即時互動能力，進而對訂單之爭取產生直接助益，並大幅減少該體系內廠商在

研發、庫存、營運作業等方面之成本，有利於國內業者之參與及推動，可加速企業競爭力

之轉型與提升。 

台灣精密機械產業多屬中小企業，其供應鏈體系以往除所謂的中衛體系外，中心廠與

協力廠形成緊密的運作關係。另一則類似「彈性化協力企業組合結構」，由眾多中小型工

廠相互連結而構成緊密或鬆散的協力網路（劉仁傑，民88），以往依賴產業群聚而創造出
良好的供應鏈效率。但隨著產業群聚外移的趨勢，因廠區及協力廠商外移，交易時程拉長。

增加供應鏈管理的複雜度，使得供應鏈管理必須仰賴資訊科技的幫助。目前在精密機械產

業供應鏈體系中，擁有完整資訊系統建構的企業仍屬少數，能建置較大的中心廠。鑒於導

入成本、時間及實行績效的限制上，中小企業較沒有能力負荷，連帶使得精密機械產業推

行供應鏈管理受到阻礙。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導致現在企業管理模式的不斷更新，我國的精密機械產業多屬

中小企業，由於規模上的限制，在營運上存在不少先天上的缺點，許多公司並無足夠的資

源來從事產品的創新。但相對的在經營上之靈活、機動、努力，以及策略上之創意，也常

為大家所稱道（司徒達賢，民 81）。然在網路經濟時代，產品的創新未必是成功的充分條

件，管理模式的創新有時較產品創新的影響層面來的更深遠。尤其在資訊科技進步的環境

下，虛擬企業的模式隱然成形，這樣跨世紀的典範變革是危機也是轉機。因此如何藉由資

訊科技建構出掌握企業經營本質的管理模式，使之能以不變應萬變，將管理工作化繁為簡，

並提升營運效率，是現在企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 
 

1.2  研究方向與目的 
一個整合型訂單管理系統除顧客與供應商資訊的快速流通與分享外，在企業內部系統

與功能模組數目與複雜度增大的同時，除須整合企業內部各應用系統之異質性，尚須整合

與顧客及供應商間的交易流程標準。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我國精密機械產業具相容性與

彈性的訂單管理整合機制，以串聯企業內部及供應商與顧客異質系統的資訊與流程。 
具體而言，故本計畫欲以訂單管理角度探討異質系統整合機制與架構。本計畫欲建構

之整合型的訂單管理系統機制將可分為下列兩點敘述之： 



 

1.資料格式轉換機制 
每個企業內都一定各自會有其對文件格式與對資訊的定義，但是在一個多對多的供應

鏈狀態下，所面對的供應商與客戶如需個別定義與轉換，但經由人工輸入與轉換，人為錯

誤的產生與人力上的成本浪費可想而致。本研究計畫建構一資料格式轉換機制，幫助精密

機械產業在進行訂單管理時，訊息能夠溝通順暢，而免去太多轉換對映(mapping)的作業，
並進而作為訂單管理流程整合之基磐。 
2.流程整合機制 

在內部以及外部流程整合的問題上，在面對多對多交易模式下，產業間衍生標準資訊

格式定義的概念，許多以 XML為基礎的標準被發展出來，藉以制定企業間傳遞訊息的方
式、語法、欄位定義、文件格式、甚至對不同行為（如傳送訂單、詢價、更改訂單、查詢

等…）都制定了固定的模式與流程。交易雙方遵守相同的規則的情況下進行商務行為。但
對於傳統精密機械產業這樣的標準是否適合?本計畫嘗試由研究目的二加以向外延伸，參照
RosettaNet商務流程標準建立之精神，以建立精密機械業企業與企業間往來之交易流程參考
模式。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為企圖建立我國精密機械產業供應鏈訂單管理系統整合及其基礎架

構。為達此目的，本研究計畫預計以兩個方向來進行 
1.資訊傳遞與格式轉換 

本研究計畫藉由微軟所發展的 BizTalk Server 2000所提供之功能來作為訂單管理系統
基礎架構之發展工具。在第一年本研究計畫先利用 BizTalk Editor圖形化工具來編輯、建立、
修改電子表單的 XML Schema文件格式。實際表單文件資料參考依據可以訪廠方式取得或
是使用 BizTalk所支援之 EDI文件格式（EDIFACT或 X12）加以修改。再由步驟一所得之
訂單文件，利用 BizTalk Mapper格式轉換相關功能來輔助撰寫以 XML格式為基準的訂單
文件轉換過程。以做為訂單資料交換機制之初步建構。 

其內容可分為下列四種層次： 
欄位對映（mapping）：訂單管理機制須能取代透過人工作業自動轉換訂單內容。 
規格轉換：訂單轉換機制亦須具整合與分散欄位資料之功能，以因應不同功能之需求。 
資料庫存取：內部系統資料之機制，藉由 SQL資料庫的配合，在轉換過程進行查詢資
料庫動作。另一方面，在確定接單後，能將訂單資訊存入各功能模組，供其運作所需

資訊。 
運算與判斷邏輯：系統自動判斷與評估接單要件之資訊，如成本、物料、產能等相關

接單要件。評估之資訊必須由各系統資訊予以考量之。 
2.訂單管理流程整合分析 

本研究計畫在第二年度首先採用 RosettaNet作為企業間流程標準之參考依據，進而對
企業間作交易流程的分析，並從整合的角度來分析企業內部的對應流程，探討企業在達到

供應鏈流程整合時所必須進行的內部流程。其中會牽涉到企業間流程（Public Process）及
企業內流程（Private Process），並對本研究所針對之產業進行各種商務模式時，所須制定
的文件資料、文件格式、處理流程加以分析。 

本研究計畫將企業與企業間的訂單處理流程主要區分為：訂單詢價流程、訂單處理流

程、訂單更改流程、訂單取消流程與訂單狀態查詢流程等，並以企業間訂單處理流程種類

與企業內部功能模組分類加以探討： 
（一）訂單詢價流程 



 

（二）訂單處理內部流程 
（三）訂單更改流程 
（四）訂單取消流程 
（五）訂單狀態查詢流程 

本研究將針對此五種流程進行分析，並說明在企業與企業間如何利用 RosettaNet
的流程標準進行相關訊息與流程的對應。另外還包括了企業內部的訂單管理系統必須

進行的相關處理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下： 

一、收集有關文獻： 
精密機械產業資訊系統現況之了解 
相關產業訂單管理系統基礎架構分析 
訂單管理系統資料庫建構 
精密機械產業訂單處理流程之了解與分析 
精密機械產業流程標準之建構 
訂單管理流程標準之架構修正 
二、利用 BizTalk Server 2000，發展出訂單管理系統架構。  
三、發展訂單管理系統資料庫的參考模式： 
1.確認訂單管理系統與其他對映系統的資料需求。 
2.辨識初步的類別，並各資料庫間關聯性。 
3.依訂單管理系統的功能需求建構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 
4.依類別與屬性建立資料庫綱目。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企業交易流程標準演進 

由於目前企業在傳送文件時，可能採用 EDI 標準或專屬格式，也可能採用 XML的格
式。由於其間格式的不同，文件格式的對應(Document Formats Mapping)上會產生問題，使
得所使用的字彙(Vocabulary)及格式(Format)，必須經過轉換才能應用。例如不同企業對於
一張完整訂單所包含的項目與格式會有不同的認知與定義，且所使用的料件的代號亦不盡

相同，所以在處理時可能透過人工方式的處理使用對照表來轉換，但是在一個多對多的供

應鏈狀態下，所面對的供應商與客戶如需個別定義與轉換，所付出的成本將相當龐大，且

在處理時將無法達到正確性與時效性的要求。因此需透過建立或採用相同的企業間作業流

程標準，減少雙方的認知差異，以達到企業間資訊分享與流程整合。 
針對上述所面臨的資料交換與作業整合的障譺，並隨著電子商務帶來全世界資訊作業

標準化的契機，如由國際標準組織 IETF、W3C 等；或由產業團體所組成的標準制定組織
RosettaNet、UN/CEFACT、OASIS 等；或由軟體公司Microsoft 等針對 Internet IT 技術及
不同產業等特性，以 XML為基礎所發展的電子商務標準，如：RosettaNet、ebXML、Biztalk、
cXML、OAG、CBL 等。可是這些標準所著重的產業與解決 B2B 電子商務資料交換問題
所採用的技術及範疇，彼此間有相當的差異，常引起使用者選擇的困惑。以下將針對 EDI、
ebXML、以及 RosettaNet加以介紹。 
2.1.1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 EDI） 

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 EDI）最早起是源於 1960年，主要是為了
解決以往經由人工作業來處理文件或資料所無法避免的缺點，如出錯頻率高、時間浪費、

紙張浪費及人力成本的增加等。傳統系統之主要元件包括資料轉換界面、資料標準（如



 

X12、EDIFACT、UN/EDIFACT等）及資料傳輸通路，各企業間根據協定出來之標準，將
各自要傳輸至其他企業夥伴間之表單資料，轉換成可被交易或夥伴所接受之 EDI訊息，若
業者之資訊系統可將資料直接轉成 EDI訊息，則可不用再添購 EDI轉換軟體，利用通訊軟
體將資料傳給交易夥伴或將加值網路（Value Added Network , VAN）即可。EDI系統價構圖
如圖 2.4.1所示。 

雖然傳統的 EDI服務已經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扮演著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確有著以下
的問題存在： 

限制在某一範圍內的企業與企業之間流通 
需使用昂貴的軟體 
需要租用專屬的線路 
由於廠商必須先行投資標準 EDI 轉換軟體、通訊軟體等固定成本，以及每月給付網路

中心文件傳輸費用，因此多是大型企業才得以利用網路系統與上下游業者進行進銷存等文

件交換，這樣的結構讓 EDI的實施產生了不必要的昂貴成本，應用範圍也相對狹隘。加上
眾多供應鏈體系的廠商不是每個都有加入 EDI 網路，因此藉由網際網路通用標準所產生的
XML 資料交換標準就成為第二項解決方案，也就是以網站導向(Web-based)的 Extranet，統
一以瀏覽器作為一致的操作介面，為一個簡單、開放並採Web 介面的 XML 標準。 

 
2.1.2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延伸性標籤語言 

XML是「可延伸性標籤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的縮寫，是用於標示具有
結構性資訊的電子文件的標示語言。XML是根據一個國際標準 --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SGM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8879:1986 所製定而成的。XML本身不是一個單一的標示語言，它是一個元件語言
（Meta-Language），可以用來定義任何一種新的標示語言。 

XML是以標準通用交換語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 SGML）為基礎，
所制訂出來的簡易具有彈性的網頁語言。他擁有 SGML的部分優點，如：可攜性高及具有
平台的獨立性。而少了 SGML的部分缺失，如：複雜性高，SGML中的元素（Element）、
屬性（Attribute）與內容實體（Entity），可能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才能了解其中的標準。 

目前 XML 的發展除了定義 XML 語言規格及其基本標準的基礎架構外，亦針對不同
產業建立 XML規格，以達成同一產業兼企業與企業間的交易電子化，像在 3C產業（包含
了半導體、個人電腦及消費性 IC等產業）的 RosettaNet、交通運輸業中的 OTA、醫療產業
的 HL7 都將成為傳統 EDI之外的新興選擇。 

 
2.1.3 RosettaNet 

我國高科技廠商多是採用 RosettaNet作為企業與企業間流程的標準，在施行上已有顯
著的效果，為了歸納其所涵蓋的範圍與適用性，故本研究將針對 RosettaNet進行探討，作
為我國中小企業的參考。 

RosettaNet是由全球四百多個頂尖企業（涵括資訊產業、電子元件及半導體製造業）共
同出資成立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RosettaNet所制訂的標準，其首要目標便是制訂企業流程 
(business processes) 的標準，次要目標則是訊息語法(message syntax)的標準。因 RosettaNet
涵蓋範圍較廣，定義較為嚴謹，就資訊交換安全考量下，資訊架構較為完善。故我國資策

會加入以制定 PC 產業標準為主的國際組織 RosettaNet成為會員，來瞭解該組織所制定之
標準發展，以提供國內相關產業推動國內電子商務的發展。 

RosettaNet將企業間的溝通流程，從最底層的溝通方式到最上層的系統應用分為七層的
架構如圖四所示。此外，企業間的溝通流程（右半部）與傳統的商業交易模式（左半部）

做一比較。在傳統的商業交易模式中，人們必須透過聲音來傳遞所需的訊息，而這些訊息

必須以共同共通文字及文法為基礎，經由電話或其他媒介來達成整個交易過程。相對應的，

系統對系統的企業交易模式(system-to-system business exchange)中，網際網路(Internet)可以
說是資訊交換的媒介，就如同聲音用來傳送訊息一樣。在這之上 XML/HTML就扮演著真



 

實世界中語言的角色，如英文、中文、日文等。語意字典（Dictionary）則是代表著一個統
一的用語標準  。 

 
圖 1： RosettaNet Focus 
資料來源：劉祺諾，RosettaNet Dictionary Introduction，

http://www.rosettanettaiwan.gov.tw，RosettNet Taiwan。 
Dictionary主要可分為下列兩種： 
在企業特性相關的語意字典（Business Properties Dictionary）-是在描述產品特性、合

作夥伴之公司資訊和交易等方面之資訊，以作為作業處理時字彙之使用標準。 
與技術性相關的語意字彙（Technical Properties Dictionary）-是在描述產品的資訊，如：

產品分類、特性和數值。 
再者，應用架構（Implementation Framework）則是相對應於統商業交易模式中的文法

功能。而其交易介面（PIPs, Partners Interface Processes）則相當於傳統商業交易中的對話模
式（Dialog）。 

台灣中小企業所強調的就是速度與彈性，為了達到供應商與快速回應顧客的需求，如

能透過一個文件格式與使用字彙標準的建立，勢必能大幅縮短在處理企業間產品設計、存

貨控制及訂單滿足的人工資料轉換時間，並且提高資訊的正確性。 

第三章 供應鏈訂單管理系統架構設計 
本研究企圖從整個供應鏈資訊分享與流程整合的角度去分析企業與企業間訂單管理系

統的整合問題，所探討的範圍將分為企業間與企業內部的流程整合。在企業間流程整合方

面將對 RosettaNet的標準規範進行探討，分析其所規範的流程標準在企業與企業間實際運
作的狀況，並針對在符合 RosettaNet的規範之下，企業內部訂單管理系統所要進行的對應
流程進行探討。在企業內部的訂單管理系統功能發展與流程分析的部分將以 ARIS作為分
析的工具，分析一個訂單管理系統所必須具備的功能性架構。 
3.1 訂單管理流程流程整合分析 

就企業與企業間商業流程而言，RosettaNet所規範的標準涵蓋了從設計、製造、採購及
配銷等過程中所和牽涉到的企業間流程往來。一般而言，PIP 規格所定義的流程遠比實際
發生的作業流程簡單，概因 PIP 所定義的流程為交易雙方（或雙方的 B2B Gateway Server）
的互動（即為 Public Process），企業內部的其他流程則不在定義的範圍之內。 

在訂單管理流程方面，RosettaNet對買賣雙方在交易進行時訂單的產生、修改、查詢與
取消等流程加以定義與規範，其對應關係如圖五所示。以下以 3A4 Purchase Order Request
與 3A7 Notify of Purchase Order Acknowledge為例，說明 RosettaNet所定義的流程標準與實
際應用時的狀況。一般企業欲發出訂單，必須經過許多步驟，最典型的訂單必須由請購單

位開立請購單（Purchase Requisition），再由採購部門進行供應商的選擇並議定相關交易條
件，最後開立訂單，並進行最後的審核，完成後送出至供應商，供應商接收到訂單後，必

須先確認訂單的內容：確認交貨時間、進行客戶的信用檢查、回應客戶可達交的時間、排

定生產排程等。根據RosettaNet所定義的標準而言，當Buyer要下訂單時則送出 3A4 Purchase 
Order Request給 Seller，對於這些動作 Seller可針對訂單的內容進行內部確認的動作，做出



 

Accept、Pending與 Reject等決定後，再送出 3A4 Acknowledge告知 Buyer。3A4 Acknowledge
是 Pending時，則表示 Seller需要再做進一的查詢動作，在查詢完後 Seller則要送出 3A7 
Notify of Purchase Order Acknowledge回應 Buyer訂單的狀態是 Accept還是 Reject。 

 
圖 2The Purchasing Process 
資料來源：蔡峻雄，「RosettaNet PIP 3A4、PIP3A7導讀」，民 90年 7月。 
 
（一）訂單詢價流程 
當顧客對於某項產品詢問供應商是否具有製造能力時，顧客發送 PIP 3A1 Request Quote

給所要詢問的供應商，PIP 3A1主要內容包括所要詢問產品規格以及與本身相關的相關資
訊。當供應商收到詢問的訊息之後，確認其所發送的 RosettaNet PIP的完整性及相關資訊無
誤之後，應該在 2小時內回覆顧客以收到詢問的訊息。而供應商必須根據詢問內容進行分
析的流程，評估分析本身的製造能力是否有能力進行生產，如果有能力生產，則進行蒐集

相關的產品資訊（如：物料的規格、成本與製造技術等）。如果沒有能力生產，則考慮將此

是否講產品外包生產或者提供相關的建議廠商給顧客參考。而完成以上的內部詢問流程之

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1 Confirmation回覆顧客詢問的結果，可達到流程的互動與即時
性。 

當顧客對供應商詢問於某項產品價格與可提供的數量時，顧客發送 PIP 3A2 Request 
Price and Availability給所要詢問的供應商，PIP 3A2主要內容包括產品規格、價格、數量以
及與本身相關的相關資訊。之後供應商必須要進行對產品的價格及產品數量的分析流程，

則進行蒐集相關的產品資訊（如：物料的規格、成本、數量與預計可交貨日期等）。完成以

上的內部分析流程之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2 Response回覆顧客所詢問的產品價格與
可交貨的數量與日期，可達到流程的互動與即時性。 

 
（二）訂單處理內部流程 
當顧客對委託生產的供應商發出訂單時，顧客發送 PIP 3A4 Request Purchase Order給

供應商，PIP 3A4主要內容包括相關產品資訊。供應商對於訂單內容如可以立即加以回覆的
話，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4 Confirmation回覆接受或者拒絕顧客的訂單。如果對於訂單內
容無法馬上回覆的話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4 Confirmation回覆顧客訂單的狀態是
Pending，表示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回覆是否接受此訂單。 

當所回覆的狀態是屬於 Pending時，則供應商必須進行對訂單內容進行分析的流程，
分析完成內部訂單處理流程之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7 Confirmation回覆給顧客是否接
受此一訂單。 

當顧客接收到 PIP 3A7 Confirmation時，如對於供應商所回覆的內容有不同意見時，可
以針對訂單內容進行進一步的協調。 

（三）訂單更改流程 
顧客對於訂單內容要進行修改時，顧客會發送 PIP 3A8 Request Purchase Order Change



 

給負責生產供應商，PIP 3A8主要內容包含所要更改的訂單相關資訊，可減少交易雙方在文
件格式上對應的問題。之後供應商必須要進行對訂單更改內容進行分析的流程，查詢訂單

的生產進度，並且評估訂單更改的項目是否可行、所產生的相關成本、排定更改後的生產

進度與配銷規劃。在完成以上的內部訂單更改處理流程之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8 
Confirmation回覆是否接受顧客訂單更改的內容，可達到流程的互動與即時性。 

當顧客收到 PIP 3A8 Confirmation時，如對於供應商所回覆的內容不滿意時，則可進一
步與供應商進行訂單內容更改的協商。 

（四）訂單取消流程 
顧客對於訂單要進行取消時，顧客會發送 PIP 3A9 Request Purchase Order Cancellation

給負責生產供應商。當供應商確認收到訂單取消的訊息之後，須對訂單取消內容進行分析

的流程，查詢訂單的生產進度，並且評估訂單取消是否可行及計算取消所產生的相關成本。

在完成以上的內部訂單取消處理流程之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9 Response回覆是否接
受顧客取消訂單以及取消所產生的相關成本，可達到流程的互動與即時性。 

（五）訂單狀態查詢流程 
當顧客對供應商對訂單的狀態進行查詢時，顧客發送 PIP 3A5 Query Order Status給負

責生產的供應商。之後供應商必須要進行對查詢的內容進行資料的蒐集流程，進行蒐集相

關的訂單資訊。而完成以上的內部訂單查詢流程之後，供應商必須發送 PIP 3A5 Response
回覆顧客訂單的執行狀態。 
3.3訂單管理系統功能需求分析 

訂單是一個企業營運的開始，從接到訂單之後企業內部將展開一連串的活動，以滿足

顧客需求為目標，在最短時間內回覆給顧客與訂單相關的訊息。根據 Yu and Huang錯誤! 找
不到參照來源。所提出的訂單滿足程序（Order Fulfillment Processes），必須包含了訂單管
理、生產規劃、事件監控、製造等四個程序，並加上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 ; 
SCC）曾提出供應鏈參考模式 SCOR（Supply Chain Operation Reference Model），其中針對
供應鏈的範圍分為規劃、採購、製造、配送等四個模組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故本研
究歸納出訂單管理所涵蓋的相關作業模組將包括訂單管理模組、採購規劃模組、生產規劃

模組、物料規劃模組、製造模組、事件監控模組與配銷規劃模組。 
由於訂單管理系統會牽涉到的相關作業模組包括訂單管理模組、採購規劃模組、生產

規劃模組、物料規劃模組、製造模組、事件監控模組與配銷規劃模組。而各個模組有其主

要的功能，每一個功能都有其目的，接下來將針對各個模組中的功能加以詳細說明。 
 
訂單業務模組 
此模組主要為接受顧客訂單詢問及處理的進入點，也是將顧客資訊傳入的起始點。在

訂單管理模組包含兩個主要功能：訂單管理（Order Management）和可允訂貨數量（Available 
to Promise ; ATP） 

 
採購規劃模組 
採購規劃模組主要是針對生產規劃的結果，進行相關物料的採購作業，依據企業的存

貨政策及採購策略與合作的供應商進行採購作業，而採購的內容需考慮到物料的交期及送

貨的方式（如：供貨的方式能否採在固定時間分批交貨），以降低物料管理的費用及資金的

積壓。在採購規劃模組包含兩個主要功能：採購規劃（Purchase Planning）和供應商管理
（Supplier Management）。 

物料需求規劃模組 
在物料需求規劃模組包含兩個主要功能：物料需求規劃（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和產品結構清單（Bill of Material） 
生產規劃模組 
生產規劃主要根據產品的生產策略、並參考銷售預測、配銷需求規劃及企業財務及產

能等資源，進行規劃企業各項產品群組在不同時其的總體生產率及存貨水準。在根據所有



 

的需求及存貨狀態，計算出特定時間內預計完成的產品或最終料件的數量。 
在生產規劃模組包含三個主要功能：生產規劃（Production Planning）、優先順序設定

（Priority Setting）和產能分配（Capacity Allocation）。 
製造模組 
在製造模組包含三個主要功能：產能規劃（Capacity Planning）、製造執行系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ve System）及現場控制（Shop Floor Control）。 
事件監控模組 
透過將生產現場資訊的蒐集，來得知目前訂單的生產進度，並監控是否有延遲的情形，

進行監控的動作。此外所蒐集的資訊可作為往後生產規劃的調整。 
在事件監控模組方面：包含了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即時學習（On-Line Learning）

和事件監控（Event Monitoring）三個功能。 
配銷規劃模組 
配銷規劃模組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功能：運輸與出貨規劃（Transportation and Shipping 

Planning）及倉儲與庫存管理（Warehousing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從以上訂單管理系統功能建立及詳細的功能描述，可歸納出一個訂單管理系統必須涵

蓋的作業模組，如圖 3所示。以訂單管理作業為例，其中包含了訂單管理和 ATP兩個主要
的功能，訂單管理的功能是處理從顧客端所收到的訂單資訊，ATP功能是計算在某一時間
點所能提供顧客下單的數量，或是計算交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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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訂單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精密機械乃產業之母，在企業電子化趨勢與供應鏈經營模式下，精密機械業必須以不

一樣的觀點來面對這樣的產業競爭環境。因此企業必須利用資訊分享及流程整合技術來突

破傳統資訊系統間溝通的問題（如 ERP），以避免企業間所產生的資訊孤島效應，讓企業可
以快速轉換供應鏈上不同核心能力的合作廠商。另一方面，就精密機械產業而言，其物料

成本展總成本的 70%，企業必須儘可能地透過資訊及流程向供應鏈的兩端整合。利用這個
建置在供應鏈的協同機制，企業可獲得對訂單管理相關訊息的同步能力。以降低管理成本，

達到快速反應的目的。企業與上下游整合程度，決定了在供應鏈上競爭優勢的程度。而企

業的訂單管理系統有沒有提供這樣整合技術，決定了企業在資訊科技時代的生存空間。 
本研究一方面透過系統整合的角度來幫助精密機械產業作訂單資訊的管理，另一方面

藉由流程標準概念的分析有效管理精密機械業訂單作業程序。在精密機械產業目前營運規

模不大，資訊投資與資訊人才均受限制的情況下。本計畫結果企圖提供一低成本的整合方



 

案，對中心廠而言，能具 EAI整合異質系統之功效。對衛星廠而言，能如 ERP做資料整合
之工作。對整體供應鏈體系而言，能具 B2Bi功能，扮演企業間資訊溝通之橋樑。希望能幫
助精密機械產業，面對整合問題時時能夠有一較具效率的方法與架構，以幫助其營運並促

進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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