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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企 業 電 子 化
（Electronic Business）有助於提升企業
競爭優勢﹐其效益來自服務速度的提升﹐
提供顧客一致而可靠的服務﹐成本的降低﹐
效率的提升等。然而﹐並非導入企業應用
系統以進行電子化﹐就可以達到上述效益﹐
大幅提昇競爭力。許多企業在投入鉅資後﹐
仍無具體成效。

在分析關於企業電子化失敗的內涵之
後﹐可將企業電子化施行上遭遇的問題本
質歸納為成 4 點：1)過於偏重資訊科技；
2)未能提出具優勢的企業流程；3)未能專
注於核心業務；4)未能緊密連結供應鏈體
系各組織成員。然而﹐目前的研究焦點仍
偏重於解決問題 1)。而問題 2)～問題 4)
的研究則仍然不足。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模組化具備
「打散與重組企業營運主要相關活動」的
特質﹐而這些特質將使企業具備建立優勢
流程、專注於核心業務以及緊密連結供應
鏈體系各組織成員的功能﹐並解決上述問
題 2)～問題 4)。本研究的成果有助於彌補
現有企業電子化施行模式之不足﹐作為建
構具競爭優勢的企業電子化模式的理論基
礎。

關鍵詞：企業電子化、模組化、資訊科技、
企業流程、核心業務、供應鏈體系

Abstract
The results we have reached from our 

study showed that “Electronic Business” has 
been helpful in sharpening the competition 

edge.  Although the advantage appears on 
many aspects is apparent, such as faster 
service supply, more reliable and comparable 
service quality to customers, reduction in 
cost, and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so on, it is 
not absolute for a firm to achieve either the 
above benefits or any improved competition 
through adapting enterprise application 
system via “Electronic Business”.

The obstacles of “Electronic Business” 
implemen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points: 1) over-re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2) A prevailing managerial process is 
not applied; 3) Core business is not focused; 
4) Each collaborator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is not closely tied. Nevertheless, so far, 
researches are mostly focused on 1).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eatures of modularity –separate and 
re-combined the main relative activities of 
business operation, in which help the 
business to establish a prevailing business, 
focuses on the core business and closely tie 
the collaborators of the supply chain, thus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2) to 4) as 
mentioned.

Keywords ： Electronic Business 、
Modularit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siness Process、
Core Business、  Supply Chain 
Hierarchical

二、緣由與目的

2.1 研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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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激烈的時代﹐企業必須瞭解顧
客需求﹐以及隨著顧客喜好的轉變進行調
適﹐才能取得持續性的競爭優勢。而企業
電子化（Electronic Business﹐本論文中簡
稱 E-Business）成為企業能否取得競爭優勢
的重要指標之一。近年來美國經濟持續成
長﹐乃美國企業率先施行企業電子化所致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

IBM 公司認為企業電子化係指「藉由
網路科技的運用與協助﹐改造既有的經營
型態與作業流程﹐進而強化企業體質」（遠
擎管理顧問公司﹐1999）。Kalakota and 
Robinson（1999）則指出「企業電子化涵
蓋了企業前端與後台作業的整合﹐並且在
技術協助下對過去經營模式的重新定義﹐
以求取顧客價值的最大化」。學者指出推
行企業電子化可得到以下效益 a) 降低物
料成本與交易成本；b) 降低庫存；c) 縮短
交貨時間；d) 提昇效率； e) 促使新產品
快速上市；f) 加強顧客服務能力；g) 加強
協力關係；h) 提高回應能力（張力仁﹐
2000；尚榮安﹐2000；陳禹辰﹐2000；呂
筱茵﹐2001）。

然而﹐企業電子化並非導入企業應用
系統﹐即可達到上述效益。許多企業在投
入鉅資後﹐仍無具體成效。其中最常見的
現象包括：營運績效未明顯提升、應用系
統的流程實際作業流程無法相容、應用系
統無法順利連結顧客、供應商與企業員工
間的業務流程等（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本研究在分析企業電子化出現的
問題實例之後﹐將企業電子化施行上遭遇
的問題點歸納成四點﹐包括 1)過於偏重資
訊科技；2)未能提出具優勢的企業流程；
3)未能專注於核心業務；4)未能緊密連結供
應鏈體系各組織成員。

同時在回顧企業電子化的相關文獻後
發現﹐目前的研究焦點偏重於解決問題
1)。亦即探討資訊科技如何成功地在企業

內融合運用﹐各種企業應用系統選用因
素、導入方法論、成功關鍵因素等。這類
相關的研究報告可見諸於龐文豪（2001）、
洪子逸（2001）以及黃雅君（2001）等學
者的報告。然而﹐關於問題 2)～問題 4)的
研究則仍然不足。

2.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應用「模組化」概念解決上

述問題點 2)～問題 4)。所謂模組化
（Modularity）係指「將一群模組集合中的
模組組合成為產品﹐每一個模組的內部可
能相當複雜﹐但其外部必須界定清楚、明
確的介面。介面的作用在於確保模組能和
其他模組進行連結。透過將模組進行以不
同的方式進行組合﹐組織可以利用模組化
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達成產品多樣化的目標
（O’Grady﹐1999）」。本研究的目的在
於進一步探討模組化具備的特質﹐並說明
這些特質將使企業具備建立優勢流程、專
注於核心業務以及緊密連結供應鏈體系各
組織成員的功能﹐以解決上述問題 2)～問
題 4)。本研究的成果有助於彌補現有企業
電子化施行模式之不足﹐以及作為建構具
競爭優勢的企業電子化模式的理論基礎。

2.3 本研究的基本思惟和研究方法
本節中將進一步藉由圖 1 說明本研究

採用模組化概念解決企業電子化問題點的
基本思惟。如圖 1 所示﹐由學者提出的研
究報告顯示﹐「企業電子化」以及「模組
化概念」均為有助於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
重要因素。前者可見諸於欒斌與羅凱揚
（1999）、吳永寶（1999）、果芸（1999）
和 Damanpour（2001）的研究報告中；而
後者可見諸於 Cooper（1993）、Sanchez
（1996）、O’Gray（1999）和甘坤賢（2000）
等學者的研究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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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業在實施企業電子化的過程
中﹐卻衍生上述的 4 大類問題。本研究在
分析模組化概念有助於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的案例後發現﹐模組化之所以有助於提升
企業競爭優勢﹐乃由於模組化概念具備的
特質所致。因此﹐本研究思考如能釐清這
些特質和企業電子化的關鍵因素、衍生問
題的本質之關連性﹐則模組化概念將可應
用在解決企業電子化過程中衍生的問題。

為此﹐本研究首先將回顧企業電子化
具代表性文獻﹐整合目前關於企業電子化
的定義﹐指出企業電子化應該重視的關鍵
因素﹐並分析這些關鍵因素和企業電子化
過程中衍生問題點間的關連性。接著﹐將
回顧模組化相關文獻﹐說明模組化概念的
發展沿革和相關定義。最後﹐導出模組化
可以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事實的特質﹐並
分析這些特質和企業電子化關鍵因素、衍
生問題間的關連性。最後﹐透過國外文獻
和國內企業的案例分析﹐驗證所抽出的模
組化之特質﹐有助於解決企業電子化推行
過程中衍生的問題點。

三、文獻探討

3.1 企業電子化相關文獻探討
3.1.1 企業電子化的定義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99）

從數位經濟時代的觀點指出：「企業或組
織透過電腦網路上所進行的任何工作流
程﹐稱為企業企業電子化（ electronic 
business：EB）」。而 IBM 公司則指出：
「企業電子化指的是企業藉由網路科技的
運用與協助﹐改造既有的經營型態與作業
流程﹐進而強化企業體質」（遠擎管理顧
問公司﹐1999）。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則從顧客價值的重塑的觀點指
出：「企業電子化涵蓋了企業前端與後台
作業的整合﹐並且在技術協助下對過去經
營模式進行重新定義﹐以求取顧客價值的
最大化。」

行政院 iAeB 小組（2000）則分別從企
業與產業的觀點定義企業電子化。其中﹐
在企業觀點下﹐企業電子化係指：「運用
網路與資訊科技﹐來轉化並改造企業核心
業務與流程；透過網路﹐對內與員工進行
作業及知識流程的協調、分享與合作﹐對
外與企業合作伙伴間之交易及合作﹐並進
而改善企業模式﹐提升經營績效。」；而
在產業的觀點下﹐企業電子化係指：「透
過網路與上下游合作伙伴及主要顧客進行
線上溝通、線上交易、線上服務以及商情、
技術資訊以及專業知識的分享與合作﹐使
價值鏈中各成員緊密連結﹐以提升產業整
體競爭力﹐則是產業電子化的具體表現」。

3.1.2 企業電子涉及的關鍵因素之推導
本研究將根據上述學者和機構對企業

電子的定義﹐導出企業電子化涉及的關鍵
因素。導出的方法是先從定義中抽出關鍵
字詞﹐接著將抽出的關鍵字詞做進一步彙
整。

A) 抽出關鍵字詞
§ 企業或組織透過電腦網路上所進
行的任何工作流程（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99）
→企業或組織﹐電腦網路﹐流程
§ 企業電子化涵蓋了企業前端與後

企業電子化
（E-Business ）

 模組化概念

企
業
競
爭
優
勢

衍生的問題點

模組化的特質

導出

解決

圖１ 本研究的基本思惟
資料來源：本研究

關鍵因素

導出

比較、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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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作業的整合﹐並且在技術協助下對過
去經營模式的重新定義﹐以求取顧客價
值的最大化（Kalakota and Robinson﹐
1999）
→企業﹐技術﹐前端與後台作業﹐經
營模式

§ 運用網路與資訊科技﹐來轉化並
改造企業核心業務與流程；透過網路﹐
對內與員工進行作業及知識流程的協
調、分享與合作﹐對外與企業合作伙伴
間之交易及合作﹐並進而改善企業模
式﹐提升經營績效（行政院 iAeB 小組﹐
2000）。
→員工和合作夥伴﹐網路與資訊科技﹐
企業核心業務﹐流程﹐企業模式

§ 透過網路與上下游合作伙伴及主
要顧客進行線上溝通、線上交易、線上
服務以及商情、技術資訊以及專業知識
的分享與合作﹐使價值鏈中各成員緊密
連結（行政院 iAeB 小組﹐2000）。
→上下游合作夥伴和顧客﹐網路﹐交
易和服務﹐資訊和知識的分享與合
作、價值鏈中各成員

B)關鍵字詞的彙整
�電腦網路、技術、網路與資訊科技、
網路à【資訊科技】
�流程、前端與後台作業、交易和服
務à【流程】
�經營模式、核心業務、企業模式à
【核心業務】
�企業和組織、企業、員工和合作夥
伴、上下游合作夥伴和顧客、價值
鏈中各成員à【組織】

由上述企業電子化的定義關鍵字詞的
彙整可知﹐企業電子化活動﹐主要會涉及
到以下幾個關鍵因素：「1.資訊科技」、「2.
流程」、「3.核心業務」以及「4.組織」。

3.1.3 企業電子化施行上的問題點

本研究根據上述 4 項關鍵因素﹐分析
企業電子化失敗案例後﹐將現今企業電子
化衍生問題的本質歸納成下列 4 項：
[1]過於偏重「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為企業電子化的必要條件。
然而﹐卻導致許多企業誤認為導入相關應
用軟體即是企業電子化。或認為只要藉由
導入特定的企業應用系統﹐即可解決相關
的營運問題。這種思惟由於忽略其他相關
配套措施﹐造成應用軟體無法順利導入﹐
或即使導入也無法使企業獲利、蒙受損失
等。
[2]融入資訊科技前﹐未能提出具優勢的企

業流程
許多企業推行電子化的方式﹐大多直

接將資訊科技融入既有的企業營運流程。
此舉雖有助於應用軟體和企業日常營運活
動結合。但如果該企業原有的營運流程未
具有優勢﹐則即使導入企業電子化﹐將無
法大幅提昇營運績效﹐通常僅能為企業謀
得微薄的價值。
[3]在融入資訊科技前﹐未能專注於核心業

務
企業電子化具「擴大涵蓋範圍與市場

通路」的特性﹐使得競爭加劇﹐改變了企
業體系間競爭的基礎。其中能提供顧客最
大價值的企業﹐佔有主要市場﹐其餘的企
業僅能勉強生存。然而﹐許多企業在進行
電子化時﹐仍依循以往營運模式﹐將企業
稀有的資源分散在現有營運活動相關的各
式業務上﹐並未根據新的競爭型態﹐將資
源集中到能提供顧客最大價值的活動（核
心業務）上﹐成效往往僅止於作業效率改
善﹐未能藉企業電子化大幅提升競爭優勢。
[4]未能緊密連結供應鏈體系各組織成員

企業導入的各種應用軟體﹐未能適當
連結供應鏈體系各成員﹐影響資訊的流暢
與通透性﹐使得顧客不易取得相關資訊。

3.2 模組化相關文獻探討
3.2.1 模組化概念的起源和發展歷程



6

「模組」（Module）的概念源自德國﹐
主要是運用積木構成法（Building Block 
System﹐BBS）概念的一種手法。模組化概
念自 1930 年緣起於德國以來﹐便陸續有學
者針對模組化進行相關討論﹐其概略的沿
革如下：

1930 年德國的 Schlesinger 教授首次根
據積木構成法（ BBS ： Building Block
System）﹐衍生出模組化在工具機應用的
初步概念。Schlesinger 教授對 BBS 的看法
是：「將工具機的主要功能以及結構部分
促使其標準化成為單體（或稱為模組）﹐
再針對新機台的工作目的依單體在構造或
尺寸上之關連性將之組合而成」（呂廣英﹐
1985）。當時有關模組化的概念﹐主要是
著重在單一機台的發展而言。

接著﹐有學者將模組化視為一種透過
單體的共用與搭配以形成多樣化產品的一
種概念（甘坤賢﹐2000）。這個時期中﹐
具代表性的學者為 1960 年末期﹐英國的
Koenigsberger 教授。他提出了「異機種的
模組構成」﹐使得模組的概念不僅止於單
一機台﹐而逐漸朝向跨機種、系列化的方
向發展（呂廣英﹐1985）。此外﹐呂廣英
（1985）、Shirley（1992）、石豫（1995）、
Dess et al.（1995）、Sanchez（1996）、林
英任（1997）、甘坤賢（2000）等學者也
先後提出關於模組化的觀點。其中﹐呂廣
英（1985）指出「模組化係使具有特定用
途及機能的構造單元(unit)標準化﹐使其容
易裝配或分解的一種理念或設計﹐如此可
選擇必要的構造單元組合成不同的產品或
系統﹐達成多功能彈性化的目的」。而
Sanchez（1996）率先使用標準化介面觀點
說明模組化概念：「模組化的產品結構可
以說是利用標準化單體介面來創造出彈性
產品結構的一種特殊形態」。Sanchez
（1996）的研究報告﹐使得模組化概念的
焦點﹐從以往強調模組間的更換﹐轉一到
重視產品整體結構與介面的相容性（歐芝

岑﹐2001）。甘坤賢（2000）亦提及介面
與模組化的關連﹐並指出模組化係：「透
過複數功能模組的組合搭配﹐滿足顧客所
要求的整體功能。同時﹐在標準化介面的
基礎上﹐將功能模組進行搭配變換﹐以達
到多樣化的效果。」

之後﹐Dess et al.（1995）等學者開始
嘗試將模組化概念應用在組織的設計上﹐
並指出「外部組織提供製造、運籌和會計
活動等支援﹐而組織則是由外部供應者和
專業承包商所形成之網路的核心﹐組織間
的關係如同樂高積木一般﹐每個部分可以
輕易地加入或離開。而不論是製造或服務
單元都可以模組化」。O'Grady（1999）亦
曾針對「提供模組的模組供應者﹐以及整
合模組的模組整合者間﹐彼此的角色與定
位」進行探討；此外﹐劉仁傑（1999）亦
嘗試將模組化概念﹐應用於組織結構設計
上﹐並探討網路系統對產品創新之可能影
響；而甘坤賢（2000）則進一步探討組織
模組化與產品模組化相互影響﹐並指出「組
織模組化後企業可以選擇複數的組織模
組﹐來供應相同的功能模組」。Schilling 
(2000)雖未明確地指出模組化概念的應用
方法﹐但指出模組化概念中「構成要素可
以被打散及重新組合（ separating and 
recombining）」的特質﹐可以應用到一般
性的系統設計上。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顯
示﹐模組化的概念﹐除了改變了產品的設
計概念﹐同時也改變了企業內部或供應鏈
體系中各組織成員的角色。

3.2.2 企業整體營運活動觀點下模組化的
定義和特質

儘管﹐已有不少學者從各種觀點定義
模組化。然而﹐本研究發現關於從「企業
整體營運」的觀點探討模組化意義的研究
仍然不足。為此﹐本研究整合上述學者對
模組化的定義﹐並加入本研究的看法後﹐
從「企業整體營運」的觀點將模組化定義



7

成：「企業在規劃有關研發設計、生產、
配銷與服務等業務流程和組織架構時﹐藉
由模組化概念中打散與重組的特質﹐與明
確定義的架構介面﹐使得產品的功能模組
和組織模組可以在所屬的架構上搭配變
換。並藉由產品設計和組織的重組﹐以實
現產品多樣化、快速上市、低成本的需
求」。

由上述模組化的相關定義和演變可
知﹐模組化概念的應用﹐使得企業具備可
以「打散」產品的功能模組和組織模組﹐
再透過明確定義的架構介面﹐加以彈性變
換和「重組」。而這樣的概念應用也促使
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配銷與服務等業
務流程產生變革。而這些變革正是在激烈
競爭的環境下﹐實行企業電子化過程中﹐
促使企業成功建立「彈性、多樣化、快速、
高品質、低成本」等競爭優勢的利器。

四、模組化概念有助於解決企業電子化問
題

本章中﹐首先將透過演繹法說明模組
化概念﹐具備「建立優勢流程」「建立企
業核心業務」「連結供應鏈體系各組織成
員」的功能﹐而這三項功能正足以用來解
決企業電子化面臨的問題 2）～問題 4)。
同時﹐本研究將訪談國內兩家工具機大廠
─友嘉工具機與台中精機公司﹐以驗證演
繹法的結果。
4.1 模組化概念具有建構企業電子化所需

之優勢流程的功能
競爭優勢是指企業有效運用資源﹐而

獲得比競爭對手更高的績效（方志民﹐
2000）。而本研究中所謂優勢流程係指「有
助於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企業流程之運作
模式」。探討優勢時﹐本研究將焦點放在
進行產品開發、接單、生產與售後服務活
動時，具有成本較低、時間縮短與流程簡
單效果的幾個方面：

4.1.1 縮短產品開發流程
模組化設計的產品﹐可藉由明確定義

的架構、介面﹐將各功能模組的開發任務
分散﹐並分派給最適合各特定功能模組的
開發團隊進行開發。如此的做法有助於開
發活動的同步化、並減少溝通時間。因此﹐
有助於縮短產品上市時間﹐增加產品獲利
機會。此外﹐模組化設計的產品在上市之
後﹐可進行快速改良與升級。

【實例】

友嘉公司的 FV-800/1000 系列綜合加
工中心機採用模組化設計，透過主結構六
個功能模組互換搭配產生 6 種變化、控制
器提供 7 選擇，以及選刀機構的 4 種變化。
使得此系列提供了客戶達 168 種的選擇。
並將 ATC＆儲刀倉、鐵屑輸送車、控制器
三個功能模組與整台份鈑金的研發任務委
外，有效加快產品上市的時間；而台中精
機公司的 VC55/70 系列綜合加工中心機同
樣採用模組化設計，透過主結構六個功能
模組互換搭配產生 6 種變化、控制器提供 4
選擇，以及儲刀倉＆ATC 的 3 種變化。使
得此系列提供客戶 72 種選擇。並將主軸模
組、ATC＆儲刀倉、鐵屑輸送車與控制器
四個功能模組的研發任務委外，縮短了產
品研發的時間。

4.1.2 縮短產品生產流程。
模組化設計的產品，各功能模組由模

組提供者負責整合，而且這些功能模組可
以直接在裝配線上進行組裝。降低中心廠
物料運籌的複雜度與簡化機器裝配的流
程，因此，可縮短生產流程。
【實例】

友嘉公司的控制器與鐵屑輸送車由供
應商整組供料；氣壓單元和鈑金件由廠商
整合成整台份供料；儲刀倉＆ATC 的運籌
較為複雜，由友嘉公司運籌 ATC，德大再
向友嘉領料，組成「儲刀倉＆ATC」功能
模組，在供料給友嘉公司；底座、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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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單元、頭部本體、鞍座、工作台和進
給系統則由14家內包商負責整個功能模組
物料運籌。上述 14 家內包商除了整合模組
物料之外，還負責整機裝配業務，包括將
所有功能模組裝配到機台上、品質測試以
及防銹等出貨前的所有生產任務。友嘉公
司模組化產品設計，配合物料運籌與裝配
業務的改善，使得一部機器的生產時間，
從 24 天縮短為 12 天。

台中精機公司的儲刀倉＆ATC、控制
器、鐵屑輸送車、工作台、底座、立柱、
鞍座和鈑金由供應商整組供料；主軸＋頭
部本體，由供應商再次進行整合成為一個
單體，供應商以單體方式交貨。台中精機
模組化產品設計，配合物料運籌與裝配業
務的改善，使生產流程縮短，效率提高。
從以前 10 技術員，平均每月可完成 10 部
機器的組裝，現在以相同人力可完成 15台。

4.1.3 縮短接單流程
模組化設計產品，提供多樣化的選擇

給客戶，涵蓋了客戶大部分的需求。因此，
在接獲客戶詢價時，大多數情況只需將符
合客戶需求的各功能模組價格加總，無須
經由企業內部流程，就可以快速提供正確
報價。
【實例】

友嘉公司 FV-800/1000 兩個機種產品
族提供客戶達 168 種變化，滿足大多數客
戶的需求。因此，在接到客戶詢價時，如
果是這 168 種變化之內的規格，可以由業
務人員直接加總各功能模組的價格，即可
立刻對客戶報價。如果超過這個範圍則需
由營業技術課協助進行接單可行性評估及
後續的售價預估。

台中精機的VC-55/70兩個機種產品族
提供客戶 72 種的選擇，滿足大部分客戶的
需求。客戶的詢價多數可由業務人員直接
進行報價，不需再經由廠內評估。但業務
人員是否能將客戶需求與72種變化的適當
搭配，牽涉業務人員的專業能力。專業能

力高的業務人員，可以自行判斷。而能力
低的業務人員則還是需要請求支援。

4.1.4 縮短售後服務流程。
由於模組化設計的產品﹐產品由數個

功能模組組成﹐因此﹐當產品出現問題時﹐
可依出現問題的功能﹐迅速找到出現問題
的功能模組。並透過相同模組的更換﹐達
到迅速維修的目的。此外﹐模組化設計﹐
降低維修及保養作業的工具數目﹐提高了
修復性﹐有效防止保養與維修作業出現錯
誤的可能（小野寺﹐2001）。
【實例】

友嘉公司在客戶處的產品發生故障
時，少數保固內的情況為客戶更換整個功
能模組。大部分的情況，因為各功能模組
單價高，因此，都會找到模組內的故障零
件，再進行更換修復。因此，工具機的模
組化設計，對於售後服務流程的縮短並無
助益。

台中精機公司的產品在客戶處的機器
出現故障時，因為功能模組單價高，需找
到故障的零件再加以更換修復。例如一個
主軸單元價格超過 20 萬元，當發生故障
時，可能只是一個培林損壞，而培林的價
格僅約萬餘元。客戶不可能更換整個主軸
模組，而會要求廠商尋找到故障零件，再
進行更換修復。因此，模組化設計，對於
售後服務流程的縮短並無助益。

4.2 模組化有助於專注於核心業務
在不同的競爭條件之下﹐企業對資源

的應用方式也會出現差異。當需求大於供
給的穩定產品市場環境下﹐企業經營活動
關注的層面相當廣泛而分散﹐例如﹐技術
取得、產品開發、製造、組裝、配銷等每
一環節都包括在內。儘管資源分散﹐企業
仍然可以穩健經營；然而﹐在技術不斷推
陳出新﹐顧客對產品的喜好不斷轉變的動
態環境下﹐資源分散與各組織階層單打獨
鬥的做法﹐已經無法應付這種快速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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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環境。企業必須將資源專注在做得最
好的部份﹐而非核心競爭力的業務則委外
（劉仁傑﹐1999）。

本研究中﹐所謂專注於核心業務係指
「運用模組化的概念﹐審視企業營運活動
的研發、生產、接單與售後服務等各項業
務後﹐重新建構企業營運體系﹐並確立企
業組織與其他合作夥伴間（中心廠與協力
廠）間明確的業務連結介面。企業則將資
源投注於這些營運活動中自己最擅長的部
份（即核心業務）﹐而將非核心業務外包
給各領域最專業的其他企業。
【實例】

友嘉公司研發部門的任務，在模組化
設計之前，包括整機架構、介面和主結構
的六個模組為工作台、底座、立柱、主軸
單元、頭部本體和鞍座。以及功能配件中
的儲刀倉＆ATC、板金件、鐵屑輸送車和
進給系統的設計。在模組化設計之後，功
能配件內 ATC＆儲刀倉、鐵屑輸送車與鈑
金的設計改為委外。由於三項功能配件的
設計由協力廠分工進行，使得研發單位有
能力針得客製化訂單，進行設計變更。

在產品生產業務方面，則配合模組化
設計，使得儲刀倉＆ATC、控制器和鐵屑
輸送車功能模組，可以整組由供應商供
應，縮短了生產流程。在底座、立柱、主
軸單元、頭部本體、鞍座、工作台和進給
系統功能模組的取得方式，亦變革改為廠
內內包的方式，以縮短此類功能模組的生
產流程。並由內包的廠商負責完成整部機
器的組裝，一直到出貨前的防鏽處理完
成。因此，公司的生產業務亦整個委外。
公司的注意力則放在配合客戶多樣化需求
的物料運籌，以及製程品質與整機品質的
控制。

在接單業務方面，在模組化產品設計
之後，由於各功能模組的互相搭配所達成
的多樣化變化（例如 FV-800/1000 機型的
168 種變化），都在公司的規劃範圍之內。

這麼多的變化可以滿足大多數客戶的需
求，因此，大部分的客戶洽詢，業務人員
都可以快速與輕易達成報價與接單。而少
部分的範圍外需求，則透過營業技術單位
協助業務人員瞭解客戶的特殊需求，公司
是否要進行複雜的設計變更才能接單。所
以，模組化的產品設計，使得業務人員可
以將大部分的時間運用在與客戶接洽。

至於在售後服務業務上，則因對於故
障問題尋找上，不管是在客戶工廠，或是
將模組運回中心廠內，都需將損壞的零件
找出來，再加以更換修復。因此，並不會
因為模組化，而減少問題的尋找與修復的
時間。

台中精機公司的綜合加工中心機成本
中約有 80％的功能模組是委由協力廠設計
與製造。目前主軸模組、ATC＆儲刀倉、
鐵屑輸送車與控制器的研發委外，中心廠
則設計主機架構、介面和小部分功能模
組。所以可以運用一部份人力因應顧客多
樣化的需求（超出目前的多樣化規格），
進行設計變更；以及運用一部份人力進行 3
～5 年後產品的發展規劃。

在產品生產方面，則因模組化與物料
運籌方式改善，使工作重心發生轉移包
括，第一：減少物料入廠等待及跟催的非
生產工時，使得以專心進行裝配的工作，
提升產量。例如以前 10 名員工，每月做 10
台。現在相同人力則有能力做到 15 台。第
二：可專注在交貨期與品質目標的達成。
第三：之前研發課所開發的新機種需經由
試作課試作，並完成交接文件後，才交給
生產部門。現在則可由研發課直接交現場
進行試作與生產。

另外在接單業務方面，因為各功能模
組的售價已經訂出來了。在接到客戶的多
樣需求時，業務人員易於自己加總後就可
報價。短期內可交貨機台的數量與交貨期
資訊，也都可以迅速取得。因此，業務人
員可以更專心於售前服務和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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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售後服務流程方面，有時可
視狀況要求協力廠參與故障之排除及修
復，減少部分問題辨識與修復的摸索。但
是整體而言，並無明顯差異。

4.3 模組化有助於連結供應鏈體系組織成
員
阿部禎（1997）指出「在組織方面﹐

現在的商業流程存在於類似產品開發和銷
售﹐以功能別建構的階梯型組織中。這種
組織架構在經濟成長時期有助於企業營
運。然而﹐在以顧客滿意為主的競爭環境
下﹐功能別階梯型組織因組織間壁壘和管
理的階級制度使得商業流程被阻隔。」

產品模組化設計之後﹐將使得企業相
關營運流程被「打散」和「重組」。例如﹐
產品開發、生產製造、物料供應等。原先
壁壘分明的流程﹐重新藉由定義明確的介
面﹐使得上述企業營運相關的各項活動程﹐
以滿足顧客需求的流程重新構築。透過明
確定義且事先認定的介面﹐有助於企業內
部以及供應鏈夥伴間溝通語﹐而加強彼此
間的連結關係。
【實例】

在客戶需求、企業進行生產與協力廠
備料的連結方面，需先考量企業的產銷型
態。友嘉對客戶採開放式的方式，儘量滿
足客戶的需求接單。由國內外的業務根據
機種的暢銷程度，對未來三個月的機種做
預測，並開始購買物料及排入生產線，進
行裝配，這些列入預測的機台在尚未接到
訂單之前，只裝配 50％，後面的 50％預留
為要滿足客戶的差異化需求。當裝配進行
到到完成約 50％時，此機台若尚未被客戶
訂走。立即下線，不進行下流程的裝配。
即成為庫存台，待客戶需求穩合時，才再
拉出，依照客戶客製化的差異，來完成後
面的 50％功能模組。然而預測是根據以往
的數據進行預測，並不一定會準確，如果
客戶訂單的需求無法在生產中的預測台找

到剛好吻合的機台，如果要修改程度在 5
～15％，則可以調整，以完成接單和快速
出貨，但是修改幅度若超過 30％，我們就
不考慮修改。會安排一台新的機台，購買
吻合的物料。但是交貨期可能就會延長許
多。如果客戶無法等待，也可能失去這張
訂單。雖然如此，這比起還沒有模組化設
計之前，客戶需求與預測生產之間的已經
比較具有彈性。

在品質配合度上，生產中的品質問
題，如果責任確屬協力廠，會要求立即處
理。如果造成連鎖性的嚴重損壞，則連帶
的損壞也會請協力廠付費。例如迴轉缸出
現品質問題，損壞了其他零件，那麼損壞
的所有零件，以及維修工時的支出，都會
請協力廠負責。因此，協力廠在品質的維
護上會相當用心。因此，透過模組化產品
設計與物料運籌的改善使得供應鏈體系之
間的的品質與交貨期連結變得密切。

台中精機公司目前生產方式，是依預
測未來客戶需求的機種，進行物料準備與
生產。如果生產過程中，並未被客戶訂走，
那麼機器將組裝到整機完成，只差還沒有
成品檢驗。但是客戶的需求多樣，當庫存
或生產中的機器功能與客戶的需求不同
時，就需進行改台，將原先的計畫變更，
改裝客戶所需的功能模組。在這一過程，
如果是整個功能模組由協力廠供應的物
料，則較無問題，但是廠內進行次組裝的
物料，則相當困擾。必須以手動的方式，
挑出差異的物料，再申請所需物料。此一
差異的過程目前並未以電腦協助進行，因
此，造成生產現場工作進行此改台時的物
料運籌困擾甚多。庫存台的改台幅度經常
都相當大，亦造成困擾。因此，雖然產品
已經模組化設計，客戶可以多樣化選擇，
但是對客製化訂單生產並無太大幫助。亦
即生產中或者是庫存的產品與客戶的需求
並不能完全搭配。

在品質配合上，協力廠需負責保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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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品質責任，及保固外的零件供應。
因此，透過模組化產品設計與物料運籌的
改善使得供應鏈體系之間的的品質連結變
得密切。但是，對於企業投入的物料與客
戶的需求並未吻合。

4.4 綜合整理
本節以上一節企業實證結果為基礎，

針對第三章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進行整理如
表 1 所示，並探討各公司的差異情形。

表一：企業實證結果
友嘉 台中精機

研發 ○ ○

生產 ○ ○
接單 ○ ○

優勢流程

售 後 服
務

× ×

研發 ○ ○
生產 ○ ○
接單 ○ ○

核心業務

售 後 服
務

× ×

品質 ○ ○供應鏈體系
連結

客 製 化
生產

○ ×

○：肯定─實證企業贊同此觀點；

× ：否定─實證企業不贊同此觀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1 模組化概念具有建構企業電子化所
需之優勢流程的功能

由實證企業的營業活動中得知，模組
化概念的運用有助於產品研發流程的縮
短、生產的縮短與接單流程的縮短。但是
在售後服務流程上，兩家企業皆呈現並無
幫助的意見。推究原因，在於工具機的功
能模組單價太高。因此，無法模組方式進
行故障問題的發現與排除，因此，雖然產
品設計已經模組化了，但是對於售後服務

流程，並無縮短的效果。

4.4.2 模組化有助於專注於核心業務
兩家實證企業在訪談中皆表示，模組

化概念的運用有助於企業重新審視內部的
研發、生產、接單等營運活動，並將非核
心業務委外，將資源投注在具有可產生競
爭優勢的核心業務上。但是，在售後服務
上，因為工作並沒有縮減，所以，也就不
具重新調整售後服務資源的效果。

4.4.3 模組化有助於連結供應鏈體系組織
成員

兩家實證企業皆表示，模組化有助於
供應鏈體系間的品質關係連結，友嘉公司
並且認為模組化有助於公司接受客製化訂
單。但是台中精機公司確認為模組化對客
製化訂單並無幫助。探討其原因，模組化
的產品設計，提供了客戶多樣化選擇的能
力。但是在市場競爭情況下，多樣化設計
的產品，在低庫存條件下，是否能短期交
貨，才是客製化訂單的成功實施指標。而
友嘉公司，預測中的產品生產，只完成 50
％，後面的 50％等待客戶指定。因此，客
製化的能力較佳。而台中精機公司，因為
將產品完全完成，在與客戶需求不同的情
形下，就需處理複雜的成品修改。所以客
製化訂單生產的能力不足。

五、結論與今後課題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企業電子化
成為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的重要利器。然而﹐
企業電子化的過程中﹐並非只有導入資訊
科技就能為企業創造價值。本研究透過文
獻回顧﹐歸納出現今企業電子化過程中有 4
個問題點。包括「1.過於偏重資訊科技」、
「2.未能提出具優勢的企業流程」、「3.
未能專注於核心業務」和「4.未能緊密連結
供應鏈體系各組織成員」。本研究探討採
用模組化觀點解決上述問題點 2)～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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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可能性﹐並且得到以下結論：「模組
化概念應用在企業產品研發、生產與接單
營運活動上，具備建立優勢流程的功能」
「模組化概念應用在企業產品研發、生產
與接單營運活動上，有助於企業專注於核
心業務」「模組化概念應用有助於使供應
鏈體系組織成員間的品質信任度提高」。

從企業實證中發現，模組化產品設計
僅提供多樣化產品的能力，但是多樣化產
品的實現能力，亦是競爭優勢的要素。因
此，今後本研究將對模組化概念在產品生
產上的應用之研究。以進一步補足本研究
提出之「在模組化概念應用下﹐透過企業
電子化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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