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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源起-
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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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行車為例-

風險衝擊 營運調變 產業圖譜 示範案例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著作

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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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行車供應鏈的重要風險衝擊
1.出口國際：台灣自行車業為出口導向之產業，外銷比率超過90 %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
料顯示2021年整體自行車產值達1,745億元、整體出口值達51.47億美元。
2.行銷全球：以整車出口地區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及歐盟（EU）整車出口
占比分別為44 %及27.6%。
3.組裝零件多：組裝一台自行車需要100多個零組件且缺一不可，台灣自行車產業過往
以上中下游完整結合見長，擁有供應鏈整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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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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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行車供應鏈的重要調變
加速自行車供應鏈

網絡改變
突顯供應鏈需求
變動與庫存問題

短鏈需求考驗生產
調變控管與彈性

3.1. 2.

p 中國銷美自行車關稅25%
p 中國輸歐自行車課反傾銷稅

+電動輔助自行車課反傾銷
及反補貼稅18.8%~79.3%

è台商自行車生產線班師回台
è全球分散生產佈局

降低集中度

增加互聯互通

減少依賴度

因應事件發生，迅速找到備援

促進上下游共同應對 即時回應

提高運送能力

p 封控、塞港造成自行車
生產端缺料缺貨缺工

p 需求變動劇烈，關鍵零
組件產能不敷需求

è超額定單造成庫存成本攀
升與資金積壓。

資產比
重攀高

存貨成長
%上升

提早反應庫存

掌握客戶精準需求,即時因應

掌握供應鏈庫存量，
精準生產調度

掌握大環境變化

p 戰爭、流行病與貿易戰阻礙
國際物流運行

p 在地化、去中化生產
è利用智慧化系統縮短調變時
間，增加生產計劃彈性
è掌握前置時間、尖峰最大量
，強化整合調度能力。

生產計畫/產線調變時間

前置時間與準確度

尖峰量滿足度

提高非常時期提高非常時期
之製造反應力

確認備載資源確認備載資源
的配合執行度

找到最適合找到最適合
供應商

因應訂單因應訂單
快速變化

快速生成快速生成
調度建議

先行掌握調變
之成本負擔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著作

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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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行車產業上中下游供應鏈圖譜
中游零件商 品牌通路中游零件 下游成車組裝上游原材料

鋁

橡膠

鐵

鋼

鋁

橡膠

鐵

鋼

組車廠

中游零件供應商於經銷商通路販售

中游零件供應商
直接出貨組車廠

荷蘭
德國
法國
英國
義大利

荷蘭
德國
法國
英國
義大利

品牌組件於經
銷商通路販售

物流儲運商(承攬、報關、運送)

貿易商 經銷商/
售服通路

車架(轉向)系統
車架/前叉車架/前叉

螺栓螺帽/快拆桿/
鋼珠環/車架附件
螺栓螺帽/快拆桿/
鋼珠環/車架附件

車頭組/五通
主軸組
車頭組/五通
主軸組

座桿/束子座桿/束子

前叉肩蓋/前
後叉端
前叉肩蓋/前
後叉端

避震器避震器

踏桿踏桿

車輪系統

輪胎輪胎

輪圈/插梢輪圈/插梢

鋼絲銅
(鐵、鋁)
鋼絲銅
(鐵、鋁)

花鼓花鼓 輪組輪組

汽門嘴汽門嘴

傳動系統
大齒盤/曲
柄
大齒盤/曲
柄

鏈條/飛輪 / 鏈盤鏈條/飛輪 / 鏈盤

變速裝置
/變速桿
變速裝置
/變速桿

操控系統

車手/副手把車手/副手把 豎管/導管豎管/導管

剎車/
碟剎
剎車/
碟剎握把套握把套

配件系統
工具/工具箱工具/工具箱

水壺/水壺架水壺/水壺架

車鈴車鈴 打氣筒打氣筒

綁物帶綁物帶

擋泥板/泥除擋泥板/泥除

貨架/車後架貨架/車後架 停車柱/訓練台停車柱/訓練台 電子錶電子錶

車鎖車鎖

鏈蓋/輪蓋鏈蓋/輪蓋

車用喇叭車用喇叭

齒盤蓋/輔助輪/鏈叉護片齒盤蓋/輔助輪/鏈叉護片

電動系統
馬達馬達

電控系統電控系統

車袋車袋

車籃車籃

風鏡風鏡

坐墊/腳踏坐墊/腳踏

接頭及五通
/管材
接頭及五通
/管材

依上下游零組件系統功能模組分門別類，
共蒐集89家產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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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中游零件、物流儲運 多家中游零件+物流儲運 經銷貿易+上游原材料點 線 面

應用遠距監管之人貨追蹤與
貨源管控技術，掌握廠倉內
貨物生產、位置、數量

提升生產作業效率20%
減少品管的人力成本20%

建立跨國供應鏈資訊整合模
式，自動化資料整合流程

降低1/3人力成本與作業時間
提升資訊正確率>99%

整合供應鏈生態資訊，強化
衝擊回應能力與回復速度

降低20%人力成本與作業時間
縮短市場回應時間10%

整合跨國上下游進
銷存、物料與稅則
編號、跨境物流資
訊
整合比對製造貿易
訂單資訊流
智慧融合產銷物流
跨境通關資訊

無縫隙人貨追蹤
快速掌握貨物位置
最佳化貨源管控
即時掌握貨物數量
遠端人機協作
隨時監控機台運作
智慧材重辨識系統
無感整合貨物材重
進出貨單像整合系統
數位化視覺驗收資訊

支援臺灣總部管控，快速調
度組件給國外據點

自行車需求趨勢
預測組件生產需求
國際物流情形
運費指數預測運費
塞港情形規劃排程
各國通關稅則
提升調度規劃效率
支援生產排程規劃

促進儲運商降低彙整時間，
提高報關速度

活絡自行車供應鏈成員業務
，即時回應斷鏈問題，強化
供應鏈韌性之彈性調適能力

中介資料交換與加值系統

以利提升供應鏈出貨調度效率

Ø自行車產業韌性供應鏈整合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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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韌性供應鏈生態系

Ø自行車產業韌性供應鏈整合共通痛點與突破

資訊節點破碎

根深蒂固觀念

訊息傳遞緩慢

外部環境迅變

資訊整合困難

計畫生產應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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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SIG目標與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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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協作

目標 鏈結上中下游產業生態系業者，發展共同運作供應鏈韌性提升方案

策略 以多元主題、多樣服務、多種產業，共構韌性供應鏈SIG

產業生態 數位科技應用

服務
ü 分析報導、專家座談
ü 顧問輔導、技術服務

產業
ü 自行車產業
ü 電動車產業

ü 手工具產業
ü 螺絲螺帽扣件產業

Ø 地緣趨勢:
美中貿易戰、科技戰、
疫情、關稅壁壘、區域
經濟協定….

Ø 產業聚落:
去中化、在地化、區域
化布局生產、短鏈…

Ø 數位管理:
運用大數據分析與數位科技
優化庫存管理、流程管理、
調度最適化

Ø 數位方案:
應用新興科技(如：感測器、
物聯網、巨量資料、人工智
慧、5G IoT、RPA)建置韌性
供應鏈數位方案，如：化智
慧監控、遠端監管

Ø 資安:
物聯網資安防護機制

Ø 數位轉型:
推動產業/企業導入數位
化科技，促進決策最佳
化，加速企業數位轉型

Ø 韌性協作:
運用數位化與智慧化技
術，使上中下游不同階
層角色提升運籌效率，
降低風險，增加供應鏈
韌性，避免斷鏈危機

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推動重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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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SIG主題方向

• 產業生態：掌握因應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疫情、關稅壁壘、區域
經濟協定等地緣趨勢影響，以及去中化造成產業聚落遷徙、疫情導
致短鏈、在地化、區域化布局生產等產業生態變化。

• 數位科技應用：倡議供應鏈成員運用大數據分析與數位科技優化庫
存管理、流程管理、調度最適化；應用新興科技(如：感測器、物聯
網、巨量資料、人工智慧、5G IoT、RPA)建置韌性供應鏈數位方案
，如：智慧化監控、遠端監管等。

• 供應鏈協作：推動產業/企業引入智慧科技，促進決策最佳化，加
速企業數位轉型；運用數位化與智慧化技術，使上中下游不同階層
角色提升運籌效率，增加供應鏈韌性。

鼓勵廠商與上下游夥伴合作，聚焦產業上下游生態與協作等應用面向
，引入數位化科技，發展智慧化解決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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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SIG)推動作業

籌組工
作小組

SIG籌備與
公告作業

SIG成員加
入與分組

推動工作與
服務機制

主題內容
設計

工研院

第一階段收件:12/28下午
17:00前

• 計畫申請表
• 公司登記證、協會(法人)登記證 (立

案證明)掃描

工研院、
專家顧問

服務項目
交流訪視
顧問輔導
分享座談

工研院、
專家顧問

SIG小組

• 訪視企業，協助釐清數位化與智
慧化技術需求。

• 提供產業生態鏈相關資訊，共同
構思產業韌性提升之發展途徑。

• 辦理專家分享或座談會活動。
• 供應鏈成員協作方案促進。

效益

• 互聯協作
• 資訊整合、分享
• 發展共同運作供應鏈韌性提

升方案
• 共同構思產業韌性提升之發

展途徑

※將視情況辦理第二次階段收件

SIG推動作業

SIG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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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
(SIG)申請須知

13

~互聯協助 你我關注~

歡迎加入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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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SIG申請資格與流程
Ø申請資格

– 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公司。
– 提案單位為公會或協會等依我國法規辦理法人登記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單位。

10

申請公告

申請須知

申請說明會

收案

書面資格
審查

SIG分組

通過

不通過/
補件

SIG推動

交流/訪視/
座談會/

專家輔導

*補件請於通知後三個工作日內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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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SIG申請應備文件
1. 計畫申請表 、個資同意書
2. 公司登記證、協會(法人)登記證 (立案證明)掃描檔
(第一階段收件截止:12/28下午17:00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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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入韌性供應鏈推動工作小組SIG

17

https://www.sblpo.org.tw/CMS/NewsCenter/Article/124

2022.12.28前申請贈入會禮

主辦單位保留入會禮變更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