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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乃探討一個企業如何建構 e 採購系統，

採購管理流程如果可以被改善為具有高附加價值的

企業價值鏈中的一環，將可以提昇整體價值鏈效

率。本研究將由車輛產業之企業間電子化成功案例

「山葉機車協力廠商之企業間電子化」的建置切

入，探討其對公司整體之效益，並提供給其他企業

建置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時之參考。此論文之重

要貢獻則為深入探討個案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的

建置與管理意涵。從本次的樣本調查中，發現供應

商可從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中增進其管理能力、提昇

其技術能力等等。 

關鍵字：企業間網路、企業間電子化系統、e採購、
供應鏈、B2B 

Abstract 
The study is about an enterprise how to establish 
e-procument system. If we can improve the purchase 
process to be one of the high-added links of the whole 
value chain, it may promote the value-chain efficiency.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success Vnet system 
example of Taiwan YAMAHA motor company, to 
discuss the whole benefit to compan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model to other enterpris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case deeply 
and find 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 of the extranet 
system implementation. We also find some benefit 
from suppliers of survey samples that the extranet 
system usage can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ability, 
promote thei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and so 
on. 

Keywords：Extranet、e-Procument、Supply Chain 

壹、緒論 

在產業快速競爭的今日，台灣在面對即將加入

WTO 的市場高度競爭之下，必須具備「彈性」
(Flexible)及「速度」(Speed)的競爭能力。而對一個
企業而言，通常採購成本佔其企業所有費用的一半

以上(Bichler and Kaukal,1999)，如此複雜且高成本
的採購管理流程，如果可以被改善為具有高度附加

價值的企業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將可以提昇整體

價值鏈效率，並為公司創造另一競爭優勢。 

國內的機車產業長久以來以低成本的優勢成為

日系機車業的海外代工廠商，但是入關後關稅降

低，成本的優勢將不在，機車企業主可能採取的步

驟代理進口國外機車來因應，但國內的製造工廠要

何去何從?為解決上述的問題點，如回應市場的時
間、快速上市以及提升產品本身的品質等，將是未

來提昇企業競爭能力為主軸，也就是從強化供應鏈

系統為切入點，提昇企業的競爭優勢。故本研究的

動機如下： 

1.協力廠商之企業間電子化可大幅改善複雜的採購
流程：電子化的採購可降低採購成本、縮短交貨

時間、並且可以有效管理協力廠商，增加對供應

鏈的控制能力；而協力廠商也藉由資訊的分享，

即時取得採購情報，也可降低對不確定訂單的風

險。採購流程為企業供應鏈中之一環，如果能將

採購流程效率化將為企業整體價值鏈創造更多的

競爭優勢。 

2.協力廠商之企業間電子化可建立良好的企業夥伴
關係：協力廠商企業間之電子化可提升企業彼此

之管理績效，並藉由資訊的分享及整合，可以改

善企業間之夥伴關係。企業的供應鏈體系是環環

相扣的，唯有資訊的互相分享，以及協助廠商提

昇其經營體質和管理績效，才能創造整體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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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 

3.國內缺乏一完整之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之建置
機制：國內大廠一般多採用國外的供應鏈軟體，

系統複雜且無法兼顧國內的廠商管理文化及流

程，導致企業間電子化不順利且耗費時間。目前

政府推動的產業電子化方案即是希望輔導國內廠

商建置體系內之企業間電子化，以提昇資訊及交

易流通速率，強化產業競爭能力。本研究也希望

可以藉由國內推動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成功案

例之深入探討，可以提供一完整的建置機制供其

他廠商參考。 

本研究選定「台灣山葉機車協力廠商之企業間

電子化」建置為研究對象，乃因「台灣山葉機車之

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建置曾榮獲民國 88
年之資訊月傑出資訊獎─電子商務類之獎項，其電

子化之建置並於民國 89 年通過工業局之產業電子
化之輔導方案成為車輛產業之示範體系廠商。其成

功建置之系統可作為其他產業建置協力廠商之電子

化系統時之參考。 

本研究希望藉由成功之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

個案之建置，深入探討其系統功能之管理內涵及作

業流程，並歸納其推動導入之困難處及其解決之道

及成功建置之步驟。並藉由個案協力廠商之資訊化

程度及系統使用程度以探討企業間電子化所產生之

效益。期能以成功之個案探討，提供企業進行協力

廠商企業間電子化規劃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國內企業間電子商務發展情況分析 

88年 6月 3日行政院通過「產業自動化及電子
化推動方案」之後，先行進行的就是推動資訊業電

子化計畫，也就是所謂的「A、B計劃」。此計畫的
目標是建立資訊業電子化的能力，以提升資訊業產

品供應鏈競爭力，進而帶動資訊業供應鏈 2,500 家
中小企業建立電子化能力。在推動產業自動化及電

子化的時程中，政府的先期策略方向是從產品生命

週期短的台灣資訊業著手，由經濟部技術處來執

行，自 88 年七月起，經行政院核定之後，便以 A
計畫與 B計畫的方式正式執行。 

未來，政府將持續推廣企業電子化活動，推廣

製造業至少七十個體系（含資訊、車輛、石化、紡

織、食品等產業） 4,500家廠商，深入應用 B to B 
(Extranet)電子商務，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企業間電子化之成功案例 

(一)台塑企業採購系統 

台塑集團的 20多個關係企業，只要任何一個部
門有採購需求，便將訊息輸入關貿網路公司架構的

網路環境；獲得核可的廠商則透過關貿網路的網站

查詢台塑的採購需求，同時進行報價，雙方直接在

網路上進行交易，杜絕人為介入操縱，充分發揮自

由競價的市場機制，同時促使價格透明化、合理化。

透過網路採購系統，台塑和供應商省下了 1.5 天處
理詢價報價的時間，而光是紙張郵寄費用，台塑每

個月就節省下了 38萬元。這套系統不但吸引了更多
的合作廠商，也帶來轉作代購服務的機會。目前參

與台塑採購系統的廠商約有 2400家。而系統應用上
的效益有：1.台塑企業可有效的精簡人力。 2.台塑
企業與供應商可節省 1.5 天處理詢報價作業時間。 
3.台塑企業可節省紙張郵寄等費用每月約 38 萬
元。4.供應商可節省紙張、郵寄、交通等費用。 

(二)Compaq 台威計劃 

由康柏電腦(Compaq)聯合在台代工夥伴共同推
動的「e商網台威計畫」，經過半年多籌備之後，目
前台灣地區的網站已經正式上線。這個入口網站初

期提供台威計畫相關資訊，並與康柏總部供應鏈系

統連結，內容包括電子商務供應鏈之產業解決方

案、未來展望、研討會資訊、台威專刊、最新消息、

廠商進度與各式供應鏈管理報表等，並提供協助參

與台威計畫之供應商利用網際網路來使用各個供應

商電子商務協同系統，包含設計協同系統、大宗商

品管理系統、供應商關係管理系統、物料管理系統。

目前台威計劃的第一階段有十家廠商參與，包括華

宇、英業達、廣達、台達電子、誠洲、大眾電腦、

神達、源興、仁寶及鴻海等等。 

根據負責台威計畫的康柏電腦台灣分公司表

示，高速反應能力，產品設計到品質管制的隨時即

時互動作業，進而保持並爭取更多訂單是這項計畫

最重要的貢獻，透過此一台威計畫的落實，台灣資

訊產業大廠將同時得到以延展性的供應鏈透視性作

業，避免資源物料損失，節省大量供應鏈成本。而

這兩大重點正是康柏電腦台威計畫帶給國內資訊產

業最重要的優勢。 

參、Vnet系統之建構與推動 

一、山葉機車資訊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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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MT，
YAMAHA Motor Taiwan Co.)為YAMAHA發動機與
功學社的合營企業，於 1987年設立於台灣省桃園縣
中壢市，展開以機車為中心的開發、製造、銷售等

活動。在業界以提供優良的商品、服務廣大的消費

者為目標。1991年 4月正式將其MIS部門獨立成立
德蒙資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由 YMT 百分之

百投資，提供企業全方位資訊解決方案。近年來

YAMAHA製造生產管理資訊系統（TYMIC）、協力
廠商網際網路系統(Vnet)及未來推動的終端消費者
B to C電子商務活動，都是由德蒙資訊負責規劃、
主導、建置及後續的維護。 

山葉機車的電腦化經過十幾年積極的努力以頗

具成效，其資訊發展歷程如圖 1所示： 

 

圖1  台灣山葉機車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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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net 系統開發之背景 

在面對瞬息萬變的時代及未來加入 WTO 市場
開放競爭，傳統行業如何不被淹沒於巨變的洪流

中？YMT開始實施柔性的企業再造，期能透過策略
規劃再創另一個高峰，且制定資訊策略規劃，定出

未來的資訊發展的重點之一，乃是 YMT 上下游資
訊網路的建構，同時明確規劃開發導入的計畫日程。 

企業的永續經營除了自身的體質不斷的提昇改

造，更要與中衛體系的夥伴共榮共存，這也一直是

YMT經營層的共同的想法。因此，多年來不斷的輔
導中衛廠展開 TPM 品質向上活動及電腦化導入輔

導。在未來的資訊規劃中，提供中衛廠整合資訊系

統服務方案是不變的政策，而如何透過網路提供客

戶更貼心的服務，更是未來努力的課題，在寬頻網

路時代到來與科技日新的今天，唯有整體價值鏈中

所有成員的資訊充分分享，透過企業間電子化的充

分整合，才能提昇整體產業的競爭力。而如何因應

危機，創造出獨特的競爭優勢？可以由以下兩點著

手： 

供應鏈的強化必須從整体的最佳化著手改善，

將上中下游的資訊流整合達成整体效率的改善，避

免長鞭效應的發生，製造商可建立與上游供應商的

Extranet系統，將生產計劃MRP訂單及供應商庫存
開放給雙方查詢，藉此資訊的透明化可使協力廠商

及早因應市場的變化，避免零組件及原物料庫存的

堆積。強化供應鏈成員彼此合作關係，可使機車製

造商在短時間內提高競爭力，而不需投入大量的資

金與改造的精力，在面對內外環境緊迫的壓力下，

供應鏈的強化刻不容緩。 

整合性企業群整合性企業群
資訊系統規劃資訊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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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需求因素下，YAMAHA 之管理資訊系
統不能以滿足內部之需求為主，必需往上、下游廠

商延伸，架構供應鏈資訊系統，唯有整合上、下游

之情報，才能提昇效率，成為產業競爭的新武器。

故 YAMAHA開發了一套 Vnet(YMT協力廠商網際
網路連線系統)，並在 Vnet 上建置一套共同的採購
標準及往來相關的採購文件規格，並透過網路傳

遞，以網路交換採購單資料、交貨情報資訊建立、

品管資訊即時提供及貨款發票的明細往來，以此串

連協力廠供應鏈，充分達到資訊共享、提升決策速

度及維持高品質的目標。 

三、Vnet 系統架構 

Vnet希望提昇上游廠商資訊應用能力，並迅速
傳遞採購情報及加速反應能力，為 YAMAHA 建構
供應鍊系統跨出第一步。其架構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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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整合上中下游製造體系的企業網路架構圖 

由圖 2可知：YMT內部的管理資訊系統配合電
子郵件、辦公室自動化(OA)軟體等的輔助功能，希
望整合零件製造供應體系的情報及下游銷售體系的

相關情報，使得資訊的流通能更加快速，並能迅速

回應市場需求，逐步建構低成車庫存、低零件庫存

且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的彈性製造系統。 

未來，包括客戶資料系統、維修服務系統、零

件銷售系統等的銷售體系，在全省成車經銷商專賣

店的成車經銷體系資訊化中，都是不可或缺之重要

系統，由於建構之初相當困難，預期在上游零件供

應體系第二階段系統完成後，攸關未來的一連串 B 

to C電子商務也將急速發展。 

四、Vnet 系統導入功能與效益 

Vnet 系統之導入共分二個階段，在第一階段
中，YAMAHA 從提昇採購整體效率為起點思考，
建置起一套與供應商互動的採購系統，其功能包括

了：採購訂單資料管理、採購即時情報管理、貨款

帳務管理、收料及評價管理、電子郵件管理等功能。

在第一階段導入之後，YAMAHA 繼續強化系統功
能，並配合響應環保無紙化政策以及提昇採購整體

效率，規劃推動第二階段之功能導入。第二階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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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之功能包括了：訂單無傳票管理、驗收電子化、

電子付款管理(金流)、採購線上報價管理、品質情
報電子流程管理等功能。Vnet系統在二個階段中導

入的功能與系統如表 1所示。導入前後的效益見表
2與表 3。 

表 1  Vnet系統導入功能一覽表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導入功能 主要系統 導入功能 主要系統 

採購訂單資料

管理 

1.正式訂單查詢與下載 
2.預式訂單查詢與下載 
3.試作訂單查詢與下載 
4.訂單異動查詢 
5.訂單狀況查詢 

訂單無傳票管理 1.廠商交貨輸入 
2.廠商提前交貨資料輸入 
3.廠商交貨明細表列印 

採購即時情報

管理 

1.採購通報查詢 驗收電子化 1.PDA點收入庫 
2.收料異常核對 
3.收料一覽表 

貨款帳務管理 
1.交貨檢收承諾書查詢及下載 
2.發票金額與帳款登錄 
3.單價查詢 

電子付款管理(金流) 1.帳款以 FEDI自動轉入廠商帳
戶 

2.廠商付款通知查詢 

收料及評價 
管理 

1.品質納期停工欠品情報查詢 
2.品質納期停工欠品歷史資料查詢 

採購線上報價管理 1.選定參與廠商 
2.廠商線上報價 
3.議價價格一覽表 
4.目標單價設定 
5.廠商報價確認 

電子郵件管理 

1.品質改善對策報告書線上回覆 

2.納期遲延改善報告書線上回覆 

3.母廠與協力廠人員電子郵件一覽表 

品質情報電子流程 
管理 

1.品質情報管理 
2.品質 PDM管理 
3.YMT品質文件情報檢索系統 
4.廠商品質費用轉價管理 

表2  第一階段導入前後效果比較 

狀況 改善前 改善後 

訂購單查詢及下載 

情報 

外包商訂單發放，正式及預示訂單郵寄至協

力廠商需3天時間 

外包商訂單發放，正式及預示訂單透過

Internet，至協力廠商只需0.1天時間 

訂購單每日應納未納

情報 

廠商交貨，收料場課入帳，電腦跑表，自動

傳真遲延報表給廠商,廠商16:30情報取得 

廠商交貨，收料場課入帳，每小時更新

一次，廠商線上回覆交貨狀況，廠商

12:00情報取得 

Q．D(品質‧交貨日期)

情報及對策報告書覆 

Q．D情報發行，自動傳真，廠商對策報告

書填寫，傳真回YAMAHA ，手工文書歸檔 

Q．D情報由Internet發行，廠商線上

回覆 

採購通報發行 採購通報，手工登錄序號並歸檔，自動傳真

系統發行(2天)，廠商文書歸檔 

採購通報，電腦登錄序號並歸檔，廠商

透過Internet即時取得通報 

訂購單入庫情報查詢 未提供廠商查詢，採購人員於系統查詢訂單

入庫狀況，且無入庫情報提供 

YAMAHA AS/400主機提供訂購單入庫資

料，由Internet線上提供查詢，廠商只
能查詢自已入庫狀況 

單價確定通知及查詢 確定單價輸入後，郵寄單價確定通知書給協

力廠商，費時3天 

確定單價輸入系統，透過 Internet協

力廠商可查詢單價異動線上通知(無紙化) 

單價檔可線上查詢 

對帳單及發票結案改

善 

月初付款處理，檢收承諾書(對帳單)，協力

廠商開立發票傳真回 YAMAHA並由採購人員

Key-in 發票 

月初付款處理並透過 Internet提供對

帳單資料，協力廠商發票開立，並在線

上Key-in發號碼發票情報自動轉入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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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第二階段導入前後效果比較 

狀況 改善前 改善後 

訂單無傳票 訂單及送貨單郵計約需10天時間 直接從網路網路上查詢及 Key-in 資料，只需
時 0.1天 

驗收電子化 以手工 Key-in輸入驗收入庫資料 以 PDA點貨檢查，作業更有行動力 
電子付款 發票手工開立約需七天時間才能收集回

資訊，而開立支票並郵寄給協力廠商也需

要8天的時間 

廠商由網路網路系統上輸入發票資料，YMT
在一天內可以將結帳資料以 FEDI方式轉出 

採購線上議價 

報價功能 

人工採購議價報價功能以新機種新品來

看，約需30天的時間才能完成 
在 Internet系統上以採購線上議價報價管理使
採購流程更具效率，縮短時間為 7天 

採購品質情報 

電子流程系統 

書面傳遞品質及開發情報管理相關資

料，約耗時3天 

品質及開發情報電子流程管理僅需 0.5天的

時間及可見至採購品質情報的相關文件流程 

肆、 協力廠商實施Vnet現況分析 

一、問卷設計與回收 

本研究希望透過一些客觀的衡量工具，深度了

解廠商導入 Vnet的現況與效益。而在問卷設計的內
容上，主要是與個案公司主管訪談，以瞭解國內企

業關於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實際的運作與實施狀

況。本研究之研究變數主要可分為五個部分，分別

為協力廠商電腦化程度、系統開發方式、資訊能力、

系統採用程度、實施績效，以下就各構面之研究變

數定義。 

1.協力廠商電腦化程度：廠商電腦化程度之評估項
目則涵蓋了廠商全面的MIS系統，包括了生產管
理、人事管理、營業管理、財務管理等等方面。

而其衡量標準則分別為電腦化程度很高、高、普

通、低、及未導入五點尺度。 

2.協力廠商系統開發方式：指廠商之資訊系統取得
方式，分為由內部MIS(資訊部門)人員自行開發？
外包由資訊廠商客製化設計？購買套裝軟體等

等。系統取得的方式代表廠商資訊應用的能力，

也將對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系統的採用程度有

相當的關係。 

3.協力廠商對中心廠之資訊能力評估：指的是協力
廠商對中心廠之資訊方面能力的評價，評估的項

目包括了對中心廠資訊應用能力、對中心廠資訊

技術、其他車輛業中心廠是否已導入 Internet協力
廠商系統。 

4.系統採用程度：指的是協力廠商透過協力廠商企
業間電子化系統所取得的資料與內部資訊系統資

料處理的方式及整合程度。評估的項目以個案廠

商目前在其協力廠幫企業間電子化系統所提供的

資料分為七類，分別為訂單資料、應納未納資料、

QCD資料、採購通報資料、帳款資料、出貨資料、
品質情報等七類；而其資料處理的狀況再分為直

接轉入、重複 Key-in、以 Excel 處理、或是未處
理。 

5.實施績效：指的是協力廠商使用企業間電子化系
統之實施績效，以個案廠商為例，系統所提供的

資訊來評估協力廠商對中心廠之資訊分享的滿意

程度以及對管理工作的改善程度。 

本研究問卷主要的調查對象是個案公司之協力

廠商，但協力廠商分為直接零件廠商以及間接材料

MRO(Material,Repair,Operation)兩類。由於MRO類
廠商類型太多，且其企業間電子化所產生之績效大

部分是在中心工廠之節省成本及人力方面，對MRO
類協力廠商而言並無直接之效益，且因本研究時間

限制下，將協力廠商中 MRO 類部份不列入本次樣
本調查中，希望留待後續研究時做參考。 

針對個案公司之 120家零件協力廠商進行問卷
調查。並透過個案公司之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之網站

發出問卷，故發出有效問卷共 120份。經等待回收
及跟催後實際回收問卷共 98份，其中一份由於資料
未填寫完整經判讀為無效問卷外，因此。最後之有

效問卷為 97份，回收率為 35.94%。 

二、樣本公司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針對 YAMAHA 協力廠商所設計，用
意在了解企業間電子商務對協力廠商的效益。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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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得知以樣本廠商來看，資本額以一億元以上
之中小企業為主，佔 44.3%，其次為 1000萬至 5000
萬之廠商，佔 23.7 %；其次為 5000 萬至一億元之
廠商，佔 21.6. %；營額額以 1億至 5億為最多，佔
37.1%，其次為 10億以上，佔 35.1%；地理位置則
以北部居多，佔 67%；員工人數以 100-500人之廠
商為最多，佔 37%；大部分協力廠在公司組織上並
無MIS資訊部門，佔 70%；有MIS資訊部門之MIS
資訊人員配置 5 人以下為最多，總樣本廠商平均
MIS資訊人員數只有 1人。 

而連線方式以撥接方式為主，約佔 62.89%，可
見以國內環境來看撥接還是最普遍最方便的連接網

際網路的方式；廠商中以 ADSL寬頻方式連接的廠
商約佔 29.9%，隨著國內固網的開放以及電信費用

的調降，在整體大環境配合之下，預估今年度廠商

以寬頻方式連接網際網路的比例將會再提高；再以

廠商擁有專線之廠商比例來看專線專線比率約佔

12.4%；其中專線速率大約在 64K-128K之間，以目
前的專線費用來看一般之中小企業可能較無法接受

並投資專線，也因此申請專線的廠商會相對不是很

多。另外在協力廠商資訊投資金額方面(含資訊硬體
設備)，樣本之協力廠資訊投資金額都不是很高，年
資訊投資金額(含資訊軟硬體)約集中在 1000 萬以
下，約佔 81.4%，以一般中小企業來看，資訊投資
往往並非是企業主或經營者所注重的，也因此一般

中小企業之資訊電腦化程度都會偏低是可以解釋

的。

表4  樣本公司基本狀況分析 

項目 分類 N 比例 項目 分類 N 比例

1以下 10 10.3% 1以下 16 16.5%

1-5 23 23.7% 1-5 36 37.1%

5-10 21 21.6% 5-10 11 11.3%

10以上 43 44.3% 10以上 34 35.1%

北 65 67.0% 50以下 23 23.7%

中 18 18.6% 50-10028 28.9%

100-500 37 38.1%

500-10006 6.2%

1000以上 3 3.1%

有 34 29.6% 0 63 64.9%

1-5 32 33.0%
平均： 1人 5以上 2 2.1%

有 61 62.9% 有 29 29.9%

無 36 37.1% 無 68 70.1%

有 3 3.1% 有 12 12.4%

無 94 96.9% 無 85 87.6%

64K以下 2 16.7% 1以下 79 81.4%

64-128K 6 50.0% 1-3 17 17.5%

128K以上 2 16.7% 3-5 0 0.0%
其他 2 16.7% 5以上 1 1.0%

連線方式

(專線 )
連線方式

(ISD N)

63 70.4%

MIS人員

(人)MIS部門

連線方式

(撥接)

連線方式

(ADSL)

IT投資金額

(千萬)
連線速率

資本額

(千萬)

營業額

(億 )

員工人數

(人 )
地理位置

14.4%南 14

無

 

三、電腦化程度分析 

以協力廠商電腦化程度來看，以訂單管理、採

購管理、工時管理、庫存管理、產品結構管理、物

料需求計劃、總帳會計、應收帳款、應付帳款、成

本會計、人事薪資、固定資產等八個構面來做評估。

由表 5得知，廠商在財務管理的模組方面會比生產
管理的模組電腦化程度高，如應付帳款、應收帳款

功能其電腦化程度相當高，一般而言，會計系統之

同質性較高，其原理原則也都大同小異，在電腦化

時會較容易開發及導入，因此電腦化程度也相對較

高；而在固定資產方面，因為系統並非必要性且固

定資產規則較難釐定，因此電腦化程度並不高。在

人事薪資管理模組方面，其電腦化程度也相當高，

其原因也是因為人事勤務管理方面因協力廠商大部

份為中小型企業，員工人數並不是太多，流程較不

複雜，再加上薪資計算方面，管理人員多可明確提

出其需求，因此電腦化程度也會較高。而製造生產

管理方面包括庫存管理、訂單管理、產品結構管理

及物料需求規劃其電腦化程度也不低，因為其為協

助生產製造系統，對廠商營收有幫助，因此廠商多

會導入電腦化以簡化作業流程；而在工時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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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屬於較進階之系統開發，且常需配合企業流

程改造因此協力廠商電腦化意願並不高。 

表 5  樣本公司電腦化程度 

項目 平均值 

訂單管理 3.56  
工時管理 2.67  
產品結構管理 3.34  
採購管理 3.53  
庫存管理 3.54  
物料需求計劃 3.13  
總帳會計 3.59  
應收帳款 3.73  
應付帳款 3.69  
成本會計 3.28  
人事薪資 3.51  
固定資產 3.06  

註：5表很高、4表高、3表普通、2表低、1表未導入 

四、系統開發方式分析 

以協力廠商電腦系統開發方式來看，也以訂單

管理、採購管理、工時管理、庫存管理、產品結構

管理、物料需求計劃、總帳會計、應收帳款、應付

帳款、成本會計、人事薪資、固定資產等八個構面

來做評估。由表 6得知，廠商大部分系統開發還是
以自行開發為主，客製設計次之，套裝軟體最少。

以 YAMAHA 協力廠大部分為中小企業製造業為
主，因此也可以得知，大部份的製造業仍是在電腦

系統開發的思考方向是以系統來配合企業流程，也

就是所謂的企業流程電腦化，因此套裝軟體的系統

在一般的中小企業製造業中仍是不容易被接受。反

之，套裝軟體多半強調套裝產品修改不易的情況

下，廠商必須將其作業流程合理化以配合系統運

作，以套裝軟體的比率來看，一般製式化之套裝軟

體仍是不容易為企業所接受。以問卷之八個模組來

看，固定資產及工時管理自行開發比例最高，其與

協力廠商電腦化程度當中之固定資產與工時管理之

電腦化程度偏低的狀況下，如果廠商導入固定資產

及工時管理者其大部份仍是偏於自行開發居多。 

五、系統採用態度分析 

以協力廠商電腦系統採用態度來看，仍以八個

資訊系統構面來做評估。由表 7得知廠商採用系統
有大部分的因素是來自於中心廠採購人員之壓力，

佔 47.4%，以及來自外來大環境的壓力，佔 45.4%；
也就是中心廠商再導入協力廠商企業間電子化系統

時，採購人員其實佔很重要的角色；有 44.3%的廠

商對於系統網路安全性的問題也有信心，有 46.4%
的廠商對於系統資料保密性有信心，因此總體來說

廠商對整各企業間電子化系統的信心仍是十分充分 

表 6  樣本公司系統開發方式 

項目 
自行 

開發 

客製 

設計 

套裝 

軟體 
平均值 

訂單管理 55 12 30 2.26 

工時管理 73 8 16 2.59 

產品結構管理 61 9 27 2.35 

採購管理 54 11 32 2.23 

庫存管理 55 11 31 2.25 

物料需求計劃 64 10 23 2.42 

總帳會計 50 10 37 2.13 

應收帳款 55 11 31 2.25 

應付帳款 55 10 32 2.24 

成本會計 59 8 30 2.3 

人事薪資 65 8 24 2.42 

固定資產 71 7 19 2.54 

註：3表自行開發、2表客製設計、1表套裝軟體 

的。在廠商的使用者方面，有多數使用者同意如果

對公司電腦或是對於系統的功能非常熟悉則會對使

用系統更具信心，也因此，以 YAMAHA輔導廠商
的立場看來，教育訓練的輔導機制能是不可或缺的。 

表 7  系統採用分析 

項目 平均數 
採購壓力 4.04 
公司主管壓力 3.79 
外來壓力 3.9 
系統信心 3.41 
網路安全性 4.03 
資料保密性 4.07 
電腦操作熟悉 3.95 
功能熟悉 4.04 

註：5表非常同意、4表同意、3表普通、2表不同意、 

1表非常不同意 

六、資料處理方式分析 

協力廠商在應用企業間電子商務系統時，如何

與其內部資訊系統整合，以 Vnet系統提供的訂單資
訊、應納未納資料、QCD資料、採購通報資料、帳
款資料、出貨資料以及品質處理七大部份來做評估

由表 8得知大部份的廠商已經將中心廠提供的資訊
與其內部資訊系統作整合，大部份都是由自動轉入

的方式直接轉入系統，不需重複再 key-in。而絕大
部份中心廠提供的。資料也對協力廠商有所助益，

因此未處理的比例也相當低。在訂單資料及帳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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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方面，協力廠商為處理的比例是最低的，也就是

說訂單資訊與應收帳款部份是協力廠商所重視的，

因此其資料處理的方式如果不是自動可以轉入內部

之MIS系統，至少也會再重複輸入或是以 Excel文
書處理軟體加以彙總或是排序過再過進一步之應

用。至於未處理資料最多的是應納未納資料、QCD
資料、採購通報資料，應納未納資料、QCD資料屬
於需要即時回覆之資訊，廠商需立即回覆，並未直

接納入內部資訊系統管理；而採購通報資料因其屬

於文書報表通告資料，廠商至多以列印方式將資料

印出後直接歸檔，並無進一步處理通告資料。 

表 8  企業間電子化系統資料處理方式 

項目 
直接 

轉入 

以 Excel 

處理 

重複 

Key-in  

未 

處理 
平均值 

訂單管理 36 28 28 5 2.98 

應納未納資料 33 32 12 20 2.6 

QCD資料 32 28 17 20 2.63 

採購通報資料 33 23 21 20 2.69 

帳款資料 34 30 24 9 2.86 

出貨資料 35 34 16 12 2.76 

品質處理 30 30 20 17 2.65 

註：4表直接轉入、3表以 Excel處理、2表重複 Key-in、

1表未處理 

七、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功能迫切性分析 

協力廠商對於企業間電子商務系統的功能迫切

性，可由表 9 得知廠商對於品質情報(受入不良)、
品質情報情報(流出不良)、品質情報(市場不良)的部
份最為重視。廠商對於品質情報方面之需求特別迫

切，其中包括了受入不良(廠商交貨後入庫前即由品
檢單位檢驗出其為不良品)、流出不良(在組立生產
線上發現零件不良)以及市場不良(成車售出後在一
年保固期間內零件受損)之情報。台灣山葉機車一向
注重品質，同時也要求協力廠商也要管理品質，因

此在品質情報方面的提供上是廠商最迫切需要的，

也唯有這些品質情報的確實提供才能使品質的管理

更為有效。而圖面傳送之機制也是廠商另一個注重

的重點，目前的方式是中心廠利用郵寄或是人工傳

遞的方式將圖面資料傳送給協力廠，在效率上或是

快速回應上都無法及時因應。 

八、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實施績效分析 

樣本公司之系統實施績效可分別由企業間電子

化系統所提供的訂單資訊、品質資訊、納期資訊、

帳款資訊、採購通報資訊、價格資訊、交貨資訊以 

 

表 9  樣本公司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功能迫切性 

項目 平均數 

線上報價 3.62 

圖面傳送 3.84 

品質情報(受入不良) 4.09  

品質情報(流出不良) 4.10  

品質情報(市場不良) 4.07 

電子市集 3.79 

線上教學 3.79 

生產管理 ASP軟體 3.76 

註：5表非常急迫、4表急迫、3表普通、2表不急迫、1

表非常不急迫 

及教育訓練資訊來看資訊滿意程度以及管理改善程

度。由表 10可看出協力廠商對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之
實施績效多有正面之肯定。 

表 10  樣本公司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實施績效 

項目 平均數 

訂單分享 4.27 

品質分享 4.15 

納期分享 4.20  

帳款分享 4.31 

通報分享 4.29 

價格分享 4.06 

交貨分享 4.16 

資 

訊 

分 

享 

滿 

意 

度 

訓練分享 4.19 

訂單分享 4.35 

品質分享 4.24 

納期分享 4.29 

帳款分享 4.36 

通報分享 4.32 

價格分享 4.24 

交貨分享 4.35 

管 

理 

工 

作 

改 

善 

程 

度 訓練分享 4.26 

註：5表非常同意、4表同意、3表普通、2表不同意、 

1表非常不同意 

九、樣本公司對中心廠的總效益評估分析 

協力廠對中心廠之資訊應用能力有 56.7%的廠
商非常同意 YAMAHA 領先其他車廠，有 55.7%的
廠商非常同意 YAMAHA 在資訊技術上領先其他車
廠，而有 42.3%的廠商也非常同意其他車廠尚未導

9 



入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之說法；而協力廠商對於中心

廠推動企業間電子商務系統時也希望藉助中心廠的

輔導，可以改善公司的流程。可由表 11得知廠商對
於中心廠的一些期望。如在輔導廠商電腦化、協助

廠商電腦教育訓練、輔導內部流程(訂單)的改善、
輔導內部流程(納期)的改善、輔導內部流程(報價)
的改善、輔導內部流程(帳款)以及輔導內部流程(品
質)的改善機制。 

表 11  樣本公司對中心廠的總效益評估 

項目 平均數 

資訊應用能力 4.35 

技術領先能力 4.35 

其他中心廠未導入 Internet系統 3.87 

廠商電腦化輔導 4.22 

電腦教育 4.24 

流程改善(訂單) 4.36 

流程改善(納期) 4.35 

流程改善(報價) 4.26 

流程改善(帳款) 4.34 

流程改善(品質) 4.40  

註：5表非常同意、4表同意、3表普通、2表不同意、 

1表非常不同意 

伍、結論與後續研究 

以 YAMAHA 中心廠的立場來看，已經跳脫本
身的效益觀點，而是希望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可以實

際帶給廠商效益，以提昇體系整體的 e 化為目標，
希望強化整體產業的競爭力。以國內目前的大環境

來看，其實協力廠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各大中心廠的

標準不一，造成協力廠無所適從，其當務之急則是

要整合一個共通的平台以及如何制定產業的標準。

目前車輛產業的台灣車輛產業網路交換環境平台以

及政府主導的各產業的 TIM 電子化市集也正在啟

動中，無論是中心廠或是協力廠，相信大家都在期

待並樂見其成。而以產業共同建置的網路交換平台

是否可行，將是未來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也建議其後續研究可以朝以下幾點方向再深

入探討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之發展： 

一、以產業別共同交換平台之可行性 

以車輛產業為例，進一步探討產業別共同交換

平台之建置方式及導入效益以及平台之可行性與營

運方式分析等等，其中也包括了產業內標準的建置

以及格式的統一，以及產業的共同平台必須包括那

些必要功能、需要交換何種訊息以及如何有效率的

運行，系統平台的推動導入，又以協力廠商的觀點

來看產業內共通的平台可以提供給協力廠商哪些效

益，以及協助協力廠商推動電腦化，以整體產業來

看產業別之交換平台又該如何協助產業提昇整體競

爭力，這些都是未來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Extranet 與企業內部 ERP 整合探討 

企業間電子化系統往往需要一個完整的企業

MIS系統支援，如何將企業內部 ERP系統與企業間
電子化系統作一整合，再進一步以組織的觀點來看

在企業導入企業間電子化系統規劃時，也必須重新

評估企業流程，在作業流程電腦化與作業流程合理

化以及效率化當中作一個區分，同時提昇整理價值

鏈之效率，因此企業再造工程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在。 

三、Extranet 系統串接供應商與客戶 

要讓整體價值戀更有效率的方式就是縮短價值

鏈的成本及資訊傳送的時間，才能快速回應市場的

需求，也才能創造企業的競爭力。於是以企業間電

子化系統整體架構來看，也必須完整的規劃企業與

供應商、企業與經銷商、企業與客戶、或是經銷商

與客戶之流程，如何提昇整體價值鏈的附加價值，

除了流程方面的思考點外，也必須藉助資訊科技來

協助其流程的改善。 

四、企業間電子化系統之安全考量 

安全一直是系統設計方面所必須要考量的一大

重要問題，尤其是在網際網路的時代。在建構平台

開放的系統下，資料的保密以及網路的安全性尤其

特別重要。也因此建議企業在發展企業間電子化系

統時也能規劃縝密的安全措施，如此才能稱的上市

一套完整的企業系統。 

在充斥著一片 e 化的時代中，走的快不見的做
得好，如何建置一套成功的供應鏈企業間電子化系

統，從台灣山葉機車建置的系統中可見端倪。協力

廠商的需求及導入企業間電子化的效益，從分析中

也可看出評價是正面的。電子化的路不可能再回

頭，如何守住並發展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將可能是

在一片不景氣的浪潮之中唯一可能的出路，同時經

驗也告訴我們獨善其身並不是很好的經營方法，如

何與你的客戶以及供應商緊密的連結，以及如何與

競爭對手之間維持平衡的合作空間─協同商務的時

代已經來臨，合作將會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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