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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韌性評量指標建議與戰情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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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韌性提升與數位管理成果分享與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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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鏈事件問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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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全球經貿、地緣政治、疫情蔓延

 經濟部建議台灣產業「超前部署」：回台生產、新南向布局、進軍歐美設廠，
如：資通訊和自行車、工具機業者等

 後COVID-19國發會研提七項重點對策之一「強化供應鏈韌性」：企業應全
球布局、提升供應鏈彈性並強化關鍵研發，形成區域性夥伴供應鏈聯盟

 美國製造回流、企業尋求中國以外地區實現多元化 (美斷華為全球供應鏈)
 世界經濟論壇WEF提出 5R 韌性供應鏈

國
外

國
內

3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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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面臨之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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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斷鏈 :
•航班停開
•塞港嚴重
•空櫃難求

資訊介接費時費力

產線擴增或變換快

生產加工、
庫存點分散

庫存過剩

面對轉變，跨國管
理困難，品質難控

供貨不及、調度不
及，貨物延交

貿易戰
俄烏戰爭

疫情

找不到客戶
報廢高

通貨膨脹

轉單效應

急單棄單

環
境
趨
勢

營
運
壓
力

無法及時找到支援
與替代供貨商 • 建立協力備援方案

• 建立遠端監管能力
• 建立多據點調度能力

• 提高對環境掌握度
• 提高對客戶需求預測
精準性

• 提高數位化程度
• 強化指揮調變速度

• 強化調度彈性
• 提高預警能力

影響事件 問題事件 需求

掌握供應鏈面臨之關鍵議題、影響事件，並探討需求方向

供應商供料
受影響

供應商太集中 • 增加協力/備援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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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數位
提升

線:上下游
資訊整合

面:共通資
訊整合分
享

面: 供應鏈
互聯協作

地緣變化



二、韌性提升方向(點、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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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示範例)-供應鏈數位方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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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隙貨物追蹤與監
管系統 (操作階段)

遠端人機協作系統
(操作階段)

物流支援製造協作系統
(物流代理-品檢/簡易加工)

需求預測系統
(備貨階段)

裝併櫃-貨物驗收影像與單
據自動比對 (裝卸櫃階段)

AI OCR與材重辨識
(進貨階段)

+

資訊整合，延伸建立戰情室

預測未來各區訂單 快速辨識資料,掌握尺寸數量 增加設備可連網性,強化跨廠倉協作

強化人貨物追蹤 影像瑕疵檢測,協助製造業短鏈轉型 建立管理平台,供查詢與釐清責屬



(二)線(示範例)-跨國供應鏈資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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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效益

德國 臺灣
(物流運籌部門)

臺灣

儲運商製造
貿易商

製造
供應商

 降低1/3人力成本與作業時間，提高超過 20%效率
 建立跨國供應鏈資訊自動整合流程機制(RPA)，提升資訊正確率>99%

產線

出貨相關資料
海外客戶

海外客戶

臺灣

韓國、日本

澳洲、紐西蘭

物流

資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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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現況

德國

臺灣
(物流運籌部門)

臺灣

儲運商

製造
貿易商

製造
供應商 中介資料交換

與加值系統

產線

出貨資訊
出貨確認

出貨資訊
物料編號
出貨確認
……..

核銷清表

庫存資訊
裝箱單
提單 ….

海外客戶

海外客戶

韓國、日本

澳洲、紐西蘭

物流

資訊流(第一階
段整合)

以臺灣作為全球物流運籌中心Hub

多元資訊匯流模組

資訊整合模式

出貨相關資料
通關相關資料

庫存相關資料作業進度資料

原ERP系統，資料處理需求時間 : 7~10天

Lead Time長

Lead Time更長

臺灣

資料處理時間 : 3~5天(自動比對轉檔)

資訊流(第二階段整合)

Lead Time縮短1/3~1/2

Lead Time縮短



關鍵輿情/資料蒐集

新聞事件

數據資料

疫情狀態

區域衝突

金融匯率

採購指數

貿易協定

重要議題

• 匯率
• 利率

• 封城
• 停工
• 塞港

• 戰爭、俄烏戰爭
• 港口罷工
• 以巴衝突、台海衝突

• 自由貿易協定
• 中美貿易戰

• 韌性供應鏈
• 自行車

• 國際油價
•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 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

(SCFI)

關鍵字
共通資訊蒐集
(海空運、稅則)

空運航班：
航空公司、公司代碼、航空聯盟、航
班號碼、機型、起訖站+日期時間

海運航班：
船公司、聯盟、裝貨港、出發時間、
卸貨港、抵達時間、船名、航次

各國稅則：
(1)各國稅則可依據HS Code查詢
(2)優先依據6-digit HS Code蒐集台灣
自行車產業供應鏈前10大輸出國之後
5碼相關稅則

(三)面-資訊情報共享
透過平台蒐集與分享供應鏈關鍵共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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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生態平台 >



(四)面-提早預警、建議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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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共通資料

新聞事件 開放資料

各地天氣

機場航班

疫情狀態

區域衝突

金融匯率 船運航班

Big Data
Analytics

Machine
Learning

主動式韌性供應
鏈計劃

反應式供應鏈
復原計劃分析斷

鏈事件

數據蒐集/監控 數據分析 互聯協作

分析預測模型 供應鏈協作抵禦風
險
預
測
與
監
控

掌握較完整情報，
提早發覺異常

藉由數據分析/AI方案，
找抵禦決策

< 供應鏈生態平台 >

進出口階段

供應鏈生態平台 : 共通資訊分享 +    AI數據分析與決策

決策分析
(必要時)
互聯協作

航班狀況
各國稅率

各國天氣 全球相關新聞



(五)面-供應鏈圖譜 & 互聯協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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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協作抵禦
異常事件

自
行
車
產
業
供
應
鏈
圖
譜

變速器 (Shimano)

儲運商 (京揚、超捷)

製造商 (巨大、美利達、愛地雅)

避震器 (CANE CREEK)

台灣廠 歐洲廠 中國廠

台灣倉 歐洲倉 中國倉

台灣廠 東南亞廠
台灣通路商

歐美通路商

中國通路商

東南亞通路商

車架 (晟屹)

鏈條 (桂盟)

橡膠鋼圈

輪胎氣門嘴
(六暉)

輪胎 (正新)

供應商供應商的供應商

坐桿/束子(猛進)

車手(久鼎、品岳)

座墊(維樂)

煞車(禾喆)

東南亞廠 美國廠

東南亞倉 美國倉

掌握動態
建立無縫供應鏈

供應鏈合作
抵禦風險

減少庫存積壓,
降低耗費

庫存/原料媒
合,不丟單



三、韌性供應鏈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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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世界經濟論壇 – 韌性供應鏈具備5R特性
• Robustness耐受能力: 可吸收，承受衝擊，不被擊潰

• Redundancy 備載能力: 受到衝擊時有候補與備載系統，可維持核心功能的運作

• Resourcefulness彈性調適能力: 善用資源，依據衝擊類型而做彈性調整，甚至
將負向衝擊轉成正向機會

• Response回應的即時性: 受衝擊後的回應速度(越快越好)

• Recovery 恢復程度: 與衝擊前狀況比較，受衝擊後能恢復的程度(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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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供應鏈-5R概念

AS-IS 線性式供應鏈 TO-BE 網絡(分散)式供應鏈

區域化、在地化、分散化



(六)建立供應鏈韌性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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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3P5F
耐受力

(Robustness)
備載力

(Redundancy)
彈性調適能力
(Resourcefulness)

即時回應
(Response)

恢復力
(Recovery)

WEF世界
經濟論壇
之5R

3P(Phase) 預期階段 抵抗階段 回應/恢復階段

5F(Function) 產品發展 需求管理 採購 生產 訂單履行

推導韌性評量指標

建立監管戰情室



供應鏈提升、整合與協作的項目與指標建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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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力
預期階段

抵抗階段

回應/恢復階段

早覺性 • 方向：提高對環境、產業、客戶的變化掌握能力 [需求管理]
• 指標：需求預測精準度
• 建議：掌握相關資訊情報，結合需求預測系統提高預測準確度

• 方向：提高新產品或產線之調變速度 [生產管理]
• 指標：產線調變時間
• 建議：以自動化、模組化提高新產品配置、新產線調適速度

穩健力

• 需求：提高對環境、產業、客戶的資訊掌握度 [訂單履行]
• 指標：供應鏈資訊狀況透通程度
• 建議：透過生態系平台透通共通資訊予相關業者

資訊掌握力

供應鏈合作力 • 方向：共同針對風險事件，規劃供應鏈應變策略 [訂單履行]
• 指標：供應鏈合作項目
• 建議：針對最嚴重影響方向，優先討論應變流程或處理機制

提早反應庫存

因應訂單
快速變化

提早預知風險

上下游
共同應對

點

線

點

面



供應鏈提升、整合與協作的項目與指標初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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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載力
預期階段

多源力

因應
事件
發生

,
迅速
找到
備援

• 方向：擴增不同區域之銷售通路 [需求管理]
• 指標：通路所在國家數
• 建議：布局不同國家的通路商

• 方向：擴增廠區、倉庫所在地 [生產階段]
• 指標：廠/倉據點分布國家數
• 建議：分散生產據點、物流庫存據點至不同國家

• 方向：擴增供應商家數，並分散所在地點 [採購階段]
• 指標：供應商家數、供應商分布國家數
• 建議：增加供應商或在不同國家/地區佈建新供應商，擴大供貨網

• 方向：擴增不同國家區域之國際物流商 [訂單履行]
• 指標：合作國際物流商與相關據點
• 建議：因應較容易受事件影響地區，擴增合作物流商

多
場
區

多
供
應
商

多
銷
售
區

多
儲
運
商

以點看線至面

因應
地緣
政治



供應鏈提升、整合與協作的項目與指標初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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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載力
抵抗階段

• 方向：觀察或解決尖峰時期大量需求或不穩定需求的配合狀
況 [訂單履行]

• 指標：尖峰量滿足度
• 建議：預先評估可能異常，建立處理SOP 。

備援力
確認備載資源
的配合執行度

• 方向：精確掌握各供應商供貨的前置時間 [採購、訂單履行]
• 指標：前置時間
• 建議：透過系統掌握所有零配件、半成品、成品之供應時間

協作力
掌握供應鏈
較精準庫存,
進行生產調度

• 方向：掌握自身與上游存貨持有資訊 [產品管理]
• 指標：庫存資訊分享情況
• 建議：透過倉管系統或溝通平台透通庫存資料，以因應急單
或缺貨之需求(先由自有體系或緊密夥伴做起)

• 方向：與供應鏈夥伴互通需求預測資訊 [需求管理]
• 指標：需求預測資訊分享情況
• 建議：透通需求預測予供應商，亦可實施 VMI模式

非常時期找到
最快速供貨的
適合供應商

掌握客戶較
精準需求,
即時因應

點

點

點/線

點/線



供應鏈提升、整合與協作的項目與指標建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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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調適力
預期階段

抵抗階段

回應/恢復階段

早覺性 • 方向：先行評估事件發生時各調適方案，及相應需投入之改
變成本 [訂單履行]

• 指標：事件調適成本
• 建議：依異常事件之應變模式先行估算，並設法降低成本

資訊整合力

• 方向：縮短製造前置時間 [採購進貨]
• 指標：製造前置準備時間
• 建議：與供貨商或物流商搭配，縮短製造前置時間，包括供料
時間、倉運處理時間、準備時間等

敏捷力

先行掌握調變
之成本負擔

快速發覺異常
回饋應變

提高非常時期
之製造反應力

線/面

點/線

線/面

提高非常時期
之運送能力

• 方向：快速反應自有體系與上下游之運作進度 [訂單履行]
• 指標：資訊整合項目
• 建議：因應風險事件，先行以數位化方式整合關鍵資訊

• 方向：提高物流處理彈性 [訂單履行]
• 指標：物流調適時間
• 建議：掌握海空航班狀況，增加送貨網絡，提高物流調度能力

線/面



供應鏈提升、整合與協作的項目與指標建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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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的即時性 &恢復程度
預期階段

抵抗階段

回應/恢復階段

可視性 • 方向：提高供應鏈資訊取得能力 [訂單履行]
• 指標：供應鏈資訊透通情況
• 建議：建立供應鏈資訊分享平台，分享共通資訊，包括新聞、
各國規範、航班狀況等

速度力

• 方向：透過系統支援提供及時決策 [訂單履行]
• 指標：及時決策生成時間
• 建議：結合AIoT等科技，建立各事件調度決策

決策力

掌握大環境
變化

針對每次事件
檢視回復期

快速生成
調度建議

面

點

點• 方向：透過逐步強化，縮短復原時間
• 指標：事件發生後之復原天數
• 建議：建立戰情室追蹤系統，掌握各事件發生期與相關指標變化

• 方向：檢視資訊缺口(未數位化、斷點)予以補強 [訂單履行]
• 指標：快速回應時間
• 建議：建立系統化之指揮引導系統，針對及時事件給予反應

點即時回應



以自行車為例看廠商作為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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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自行車供應鏈網絡改變
• 中美貿易戰後美國對中國銷美自行車課徵高關稅，增加25%，造成關稅差別化影響成本；歐盟
於2019年對自中國進口自行車續課徵反傾銷稅；且對中國電動輔助自行車課徵反傾銷及反補
貼稅18.8%~79.3%

• 促使台商自行車生產線班師回台設置與物流基地，以及進行全球分散生產佈局，以利於彈性地
調整出口產地配置，卻也同步考驗著供應鏈網絡改變後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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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

互聯
互通

依賴度

自行車產業過去大多偏重至中國大陸投資，貿易戰後逐步回
台設置智慧化生產基地及物流中心，並增擴全球布局據點

大廠紛紛導入供應鏈系統，整合管理與各個業務流程的資訊
化，藉由資訊系統互通以進行跨國據點生產及營運的互聯

由自行車大廠近兩年報數據來看，巨大、榮輪、桂盟在供應
商供貨比例超過10%廠商約1~2家，且總佔比小於20%。惟需
注意的是全球關鍵零組件仍掌握在少數廠商。

5R-備載力
風控/利潤共享-多重來源
備援-配置備援供應商
敏捷性-多重供應來源機制之表現度
調適性-通路擴增應變管理機制的表現度

5R-耐受力
回應的即時性

供應鏈網絡設計-強化韌性供應鏈規劃、
團隊合作機制、相互支援文化
速度-供應鏈協同預測機制、採購協作
平台機制之表現度

5R-彈性調適力 協同合作-即時掌握及時交付情況
調適性-快速需求重安排之表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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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計畫/產線
調變時間

前置時間與
準確度

尖峰量滿足度

透過系統與供貨商或物流商搭配，
縮短製造前置時間，包括供料時間、
倉運處理時間、準備時間等，掌握
所有零配件、半成品、成品之供應
時間

先行規劃尖峰期最大量的運作模
式，包括網絡、與上下游業者的
配合模式

•生產計劃調變能力：結合智慧化決
策縮短生產計畫變更之決策時間

•產線調變能力：以自動化、模組化
提高新產品配置、新產線調適速度

廠商作為執行項目觀測指標

• 戰爭、流行病與貿易戰造成的塞港、缺工、成本等問題，不僅阻礙的國際物流的順暢度，也影
響供應鏈整體成本，故如何設計將生產計劃更加彈性應用、利用智慧化系統縮短調變時間、掌
握前置時間並尖峰最大量運作模式等，以協助企業強化整合調度能力。

美利達為布局短鏈供應，選擇擴大投資德
國工廠，將採取在地採購零組件、在地組裝
模式，縮短製造前置時間。佳承精工透過
生產單件流系統(one- piece flow system)
降低前置作業生產時間。巨大發展直接零
件電子採購系統，鏈結上下游合作廠商，透
過網路確認訂單與交貨狀況。

如巨大運用IoT功能的基礎元件、自動化、
數據管理平臺、模擬分析等讓工廠逐步朝向
智慧工廠；美利達的台灣廠已整合電動車
與自行車產線互補，部分電動車之後段組裝
製程並延伸到德國工廠，以適度調整產地、
產能之分流。

愛地雅透過調整集團內各廠接單結構，策
略結盟東南亞組車同業，開發自行車原供應
鏈以外的配合供應廠商，因應滿手的新訂單
與續單。

耐受力

彈性調適力

備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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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擬成立SIG小組，歡迎大家參與 !

環境一直在變，企業在求生存中，一定要變得愈來愈堅韌

推動目標：提高供應鏈韌性，降低企業斷鏈風險

• 111年度：建議供應鏈韌性評量架構，建立韌性提升與協作示範，

包括，數位科技應用、供應鏈互聯協作平台

• 112年度：篩選關鍵指標設計戰情室監管模式，結合平台、智慧決

策深化供應鏈內外體系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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