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102450067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66	、訪客IP：18.206.87.40


  	姓名	
      	  傅振豪(chen-hao f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
	論文名稱	
      	  運用精實六標準差管理於消費性電子產品SMT生產最佳製程研究以F公司為例
(Use Lean Six Sigma management in consumer electronic products SMT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best process .research F company)
      	   
	相關論文		★ 電子零件通路商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之經營策略研究	★ 企業建立專屬線上競標B2B交易平台之研究-----以國內某汽車廠為例
	★ 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策略之探討
-- 以某公司為例 --	★ 高齡化社會居住空間之探討
	★ 世界級電信設備製造商
的競爭策略研究	★ 政府推動習型組織現況探討
-以輔導會各服務機構為例
	★ 企業競爭商情教育發展之研究
－先進國家與海峽兩岸之比較	★ 中國土地開發決策之內在與外在因素-以南京白鷺湖土地開發與經營為例
	★ 女性創業家精神研究—以天成醫療體系個案為例	★ 台灣電腦代工業國際採購管理系統—以A公司為例
	★ 大陸台資企業員工離職意願與組織公民行為研究—以A公司為例	★ 製鞋化工業在中國之經營策略探討—超強化工公司個案
	★ 海峽兩岸工程師逆境商數分析-以某公司為例	★ 海峽兩岸傳統製造業管理主管之決策風格比較研究－以Ａ公司為例
	★ 機會導向創業家之人格特質研究	★ 科技型創業家人格特質研究－ADD與創新之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至系統瀏覽論文 ( 永不開放)  
      
	摘要(中)	在Motorola 與GE兩家公司成功推動六標準差策略與實際案例下，影響多數電子製造業全面性導入推動六標準差管理手法。其所強調的重點即是持續改善的觀念，利用Define-Measure-Analyze-Improve-Control的架構進行流程改善。藉由六標準差活動可以使更多員工全面瞭解品質觀念，Treichler et al (2002) 認為6σ活動是一種追求最小變異的經營管理思維，藉由統計學上的常態分配與機率模式，來主導企業的營運方針與品質決策，此經營理念在強力且有效地管理工具之配合下，可從公司營運策略、管理方式一直做到產品研發、製程改善（作業改善）、品質提升及售後服務滿意度的提升。

本研究以消費性電子產品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置件為案例,探討SMT設備在置件中，如何透過六標準差手法來提升系統良率，並以精實生產管理去除生產中不必要之浪費，並運用六標準差進行對最佳製程參數之探討。透過該製程分析可將生產之系統穩定度提升，降低不良率風險以提升產品良率。並以P管製圖結合資訊系統來對後期之生產良率進行控制，透過找出關鍵影響因子，與實驗設計手法找出製程最佳參數與改善對策，希望可提供給企業推行或導入精實六標準差專案時之依據和參考借鏡。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個別產業或其他系統融合導入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摘要(英)	At Motorola and GE companies have successfully driven Six Sigma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case under，Affect most comprehensive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mport promote Six Sigma management practices。They emphasized that the focus of that is the notion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Use Define-Measure-Analyze-Improve-Control architecture for process improvement。IN 6σ activity can make employees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quality，6σ activity is a pursuit of management thinking smallest variation , with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statistical probability model，To lead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quality of policy decisions，This business philosophy in the powerful and effective tool of cooperation under management，Available from the company business strategy , management has been done in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improvement (job improvement) ,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to enhance。In this study, consumer electronic products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for sample. Probe 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equipment pick and place Parameters，How to improve by 6 standard deviation of yield enhancement method system，And 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to remove unnecessary production of waste，And the use of Six Sigma to discuss the best process parameters of Discussion。Through identify the key factor，To find the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through experimental design techniques，it ca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 through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alysis，Reduce the defect rate risk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 yield。Quality control charts and combine information systems to control the production yield of the end，Hope can provide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or import Lean Six Sigma project to learn from the time of and reference。Subsequent fusion researchers can import for individual industries or other system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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