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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視衡量韌性開始…

繼往開來 邁向永續

評量供應鏈韌性

-供應鏈評量架構的建立



報告大綱 #1：企業韌性與供應鏈韌性及其評量架構發展

#2：從綜觀面切入 [掌握企業體質現況]

說明：
(1) 綜觀架構：企業核心議題發展進程
(2) 核心議題：品質→精實→安全→風控→ESG

#3：以微觀面展開 [釐清優先改善重點]

說明：
(1) 微觀架構：韌性階段→16類績效屬性→各項策略指引
(2) 預期階段：意識/永續性/安全性/風險管理文化/通透性
(3) 抵抗階段：供應鏈網路設計/協同合作/風險控制&利潤共享

/強健性/彈性/備援
(4) 回應恢復階段：速度/敏捷性/調適性/市場定位

/資訊共享[可視性]

#4：評量架構特點

P.2



#1：企業韌性與供應鏈韌性及其評量架構發展

說明：

(1) 企業韌性與供應鏈韌性

(2) 供應鏈韌性評量架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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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

營運

財務

組織

風險
衝擊

韌性

供應鏈韌性
(本計畫範圍)

被
動
韌
性

主
動
韌
性

繼往
(過去的努力)

開來
(為未來努力)

可 控(低衝擊)
(在穩定商業環境中競爭)

不可控(高衝擊)
(受自然環境/國際局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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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韌性與供應鏈韌性



風險韌性三階段

韌性屬性16類

企業主要五流程功能

(5F-微觀面)

Anticipation Phase

預期階段

Resistance Phase

抵抗階段

Recovery and 

Response Phase

回應與恢復階段

策略指引
(11類)

表現績效
(5類)

本研究以”修正德菲法”

尋求專家共識，
建立策略指引/表現績效
與3P5F之對應關係

韌性評量發展理念- 找出可落實至流程功能之策略指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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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議題執行現況
(企業概況-綜觀面)

風險韌性五成分

耐受能力(Robustness)

備載能力(Redundancy)

彈性調適能力
(Resourcefulness)

回應即時性(Response)

恢復程度(Recovery)

不只是評量體檢，須能引導企業擬定強化韌性的優先序!!



研究架構

P.6

自行車產業
風險韌性需求

國內外文獻
次級資料

世界經濟論壇
WEF 5R 架構

衡量與策略指引架構初擬

專家訪談
(業界15人；學界11人)

完成衡量與策略指引架構
(供應鏈韌性評量方式)

示範體系韌性衡量評估
(進行6+1家廠商)

完成韌性供應鏈整合與
協作機制建議

POC

POB

自行車產業現況與
供應鏈布局

拜訪廠商掌握
需求

規劃供應鏈提升
與協作項目

#自行車產業： 6家
#3C產業: 1家

共18家



形成韌性供應鏈架構專家共識(POC) 

◼ 執行德菲法，針對韌性供應鏈架構有關績效指標取得專家共識。

◼ 組成專家小組(業界15人；學界11人)，進行2回合問卷。

◼ 主要分為二類型內容，尋求專家共識：

1. 策略指引/表現指標之增、刪、修與重要度評價

2. 策略指引/表現指標與流程功能之對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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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B階段的問卷
第一部分-企業概況 [
第二部分-預期階段 P1
• 意識性
• 風險管理
• 安全性
• 通透性
• 永續性
第三部分-抵抗階段P2 (5F)
• 供應鏈網路設計
• 協同合作
• 風控/利潤共享
• 強健性
• 備援
• 彈性
第四部分-回應與恢復P3 (5F)
• 速度
• 敏捷性
• 調適性
• 市場地位
• 資訊共享 P.8

綜觀面

微
觀
面



由綜觀面與微觀面進行評量

綜觀面: 由企業核心發展議題進程檢視
(品質、精實、安全、風控、ESG)

微觀面:由預期階段與抵抗階段檢視
(以5F與16類韌性屬性組成)

企

業

核

心

發

展

議

題

進

程
ESG

品質

精實

安全

風控

5
項
主
要
流
程
功
能

16
類
韌
性
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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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擬定強化

供應鏈韌性
之優先序建議

韌性屬性
通透性(Visibility)

意識(Awareness)

安全性(Security)

永續性(Sustainability)

風險管理文化(SCRM, supply chain risk mgmt.)

彈性(Flexibility)

備援(Redundancy)

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供應鏈網路設計(SC network design)

風險控制/利潤共享
(Risk Control/ Revenue sharing)

強健性(Robustness)

速度(Velocity)

敏捷(Agility)

適應性(Adaptability)

市場定位(Market position)

資訊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



#2：從綜觀面切入

說明：

(1) 綜觀架構：企業核心議題發展進程

(2) 核心議題：品質→精實→安全→風控→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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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較穩定環境中打下的基礎有哪些：品質、精實、安全?

面向環境可能的劇變有哪些準備的方向：風控、永續?



綜觀架構：企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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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微觀面展開

說明：

(1) 微觀架構：韌性階段→16類績效屬性→各項策略指引

(2) 預期階段(P1)：意識/永續性/安全性/風險管理文化/通透性

(3) 抵抗階段(P2)：供應鏈網路設計/協同合作/風險控制/利潤共享

/強健性/彈性/備援

(4) 回應恢復階段(P3)：速度/敏捷性/調適性/市場定位

/資訊共享[可視性]

P.12



微觀架構：預期階段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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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指引

韌性屬性

執行力 數位化策略指引
執行情況

P1

3P



微觀架構：預期階段 (P1)

P.14

執行力 數位化

韌性屬性 策略指引

策略指引
執行情況



微觀架構：預期階段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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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執行力與數位化程度之雷達圖

檢視現行供應鏈的脆弱情況!!
(意識性/永續性/通透性/安全性/風險管理)

 可進行單一企業或是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檢視
 可進行執行力與數位化之個別與交叉比對

韌性屬性



微觀架構：抵抗階段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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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指引

韌性屬性

執行力 數位化策略指引
執行情況

F1

P2



微觀架構：抵抗階段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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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執行力與數位化程度之雷達圖

檢視現行供應鏈於各流程的脆弱情況!!
(F1: 產品發展、F2需求管理、 F3採購搜源、 F4生產製造、 F5訂單履行)

 可進行單一企業或是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檢視
 可進行執行力與數位化之個別與交叉比對
 可針對各流程進行細部解析 (供應鏈網路設計/協同合作/風險控制/利潤共享/強健性/彈性/備援)

主要流程
(5F)



微觀架構：回應與恢復階段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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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現
方向

績效表現

績效表現
執行情況

P3

F1



微觀架構：回應與恢復階段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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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績效表現程度之雷達圖

檢視現行供應鏈於各流程對風險回應情況!!
(F1: 產品發展、F2需求管理、 F3採購搜源、 F4生產製造、 F5訂單履行)

主要流程
(5F)

 可進行單一企業或是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檢視，擬定改善優先序



#4：衡量架構特點

P.20



本架構主要特點：時序脈絡、流程脈絡、兼顧一致性與彈性

時序脈絡3P：

掌握風險韌性發生的時序脈絡

(P1:預期階段→P2: 抵抗階段→P3回應與恢復階段)發展

流程脈絡5F：
融入供應鏈運作的五個主要流程功能
(F1: 產品發展→F2需求管理→F3採購搜源

→F4生產製造→F5訂單履行)

以上架構之特點乃強調評量的目的在於：

系統性探究強化個別企業供應鏈韌性的具體策略指引與評估指標。 P.21

兼顧一致性與彈性：
由3P5F5R一致性的探究，並引導定義符合各企

業的細部評估指標

彈性
(符合企業特性之績效指標訂定)

一
致
性

縱觀
企業核心議題

微觀
韌性屬性(16項)

策略指引方向

3P/5F/5R

發展構面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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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視衡量韌性開始…

繼往開來 邁向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