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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時代的轉變加上網際網路的盛行，使得企業有機會很快的將產品外銷到世界各地，但也由於全球化的競爭與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企業所面對的競爭比以前更加的劇烈。為了因應市場競爭全球化的衝擊及消費者要求的多變性，使得生產型態由傳統的計劃式生產，轉變為接單式及客製化生產。


由於製造業的生產型態的改變，物料管控的重要性更加的提升，如何調整物料的管理以符合少量多樣的生產型態，物料除了要能夠即時的配合生產的需求量之外，又要降低庫存量以避免因為日益增多的產品品項而造成過多的庫存量。產品品項的快速增加，使得庫存的原物料品項也相對數倍增多，如何管理好所有的物料，在最少的庫存量與能夠即時提供生產線與符合顧客的需求，已經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台灣很多的企業都屬於中小型企業，正面臨少量多樣的市場需求的衝擊，早期企業的產品數量還不多的時候，還看不出物料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企業數年的成長與產品品項快速增加之下，使得物料管控的問題愈來越重要。


企業在成長與轉型過程中一定會碰到此類的問題，如果能夠提早做準備，應該能夠使轉型的過程更順利。當然每家企業的型態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所以解決的方法與方案必須視企業有所調整。但最重要的是提早面對少量多樣市場需求下的物料管控問題，一定可以幫助企業減少不必要的庫存數量與庫存金額，使企業更具有競爭力。


本篇論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接單式生產環境下之物料管控問題，與找尋適合國內中小型企業的處理模式與流程，作為物料管控上之持續改善的參考。本論文以個案公司為例子，研究個案公司解決物料管控上的問題，探討其在導入物料控管的歷程時所碰到的問題與處理對策，並利用電腦資訊系統以協助管控物料問題，以提高效率與效果。由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導入新的物料管控流程，已產生了顯著的效果，未來加上持續改善的機制，應該可以發揮更好的績效並成為公司的另一項競爭優勢。
	關鍵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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