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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德國西門子公司、安能集團之

供應鏈制度規劃及新科技在供應鏈

智能化與物流上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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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赴國家：德國 

出國期間：108.12.9~1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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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十年間，顛覆商業模式與市場的雲端運算、數據分析、數位體驗，

如今已成為了商業與科技策略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區塊鏈、虛擬

實境議題更成為近年驅動創新的關鍵，而本公司各經營層面也面臨數

位化的衝擊，供應鏈管理模式的選擇變的更多元、材料供應更即時、

變革的壓力是持續不斷的、唯一不變的是持續的改變，因此，此次參

訪行程是要了解國際知名企業西門子公司及 EnBW 公司在因應數位

科技的衝擊及供應鏈運用數位工具的作為。共計 10 天的參訪，綜觀

這二家公司在因應數位化的共同作法包括(1)企業在創新的過程，必須

有包括策略改變及流程變革的決心 (2)管理需進行跨單位共同合作，

並發展新的作業模式，(3)同時也須考量數位科技所帶來的資安、隱私

與法規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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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一、 緣起 

 隨著物聯網科技之進步，各種長距、低成本感應器於電網以及供應鏈之應

用、相關智能化感應及監測器應用到電力關鍵器材及設備運轉之即時回

饋及履歷管理越發普及，故透過參訪西門子公司及安能集團瞭解其在供

應鏈相關數位轉型推動重點及運用情形，作為發展本公司供應鏈架構及

供應鏈平台未來發展之參考。 

 

另安能集團近年來致力於持續調整組織內部結構與推動德國的能源轉型，

在逐步達成去碳化和淘汰核電的同時，不斷擴大再生能源發展之業務佔

比，包含利用水力、風力和太陽等自然能源，進行再生能源發電，故該公

司之再生能源計畫供應鏈策略及運作情形亦為本次參訪之重點。 

 

二、 參訪目標： 

1.瞭解電力相關產業之行動裝置、大數據、自動化或溯源管理在提升供應

鏈之發展及運用情形，作為發展及強化本公司供應鏈架構之參考。 

2.瞭解物聯網新科技之發展、應用於電力器材及物流之方式，以求優化本

公司供應鏈管理模式，並應用於後續關鍵器材設備之管理，藉此提升管理

效率、減省人力。 

3.瞭解他國電力器材供應鏈新科技、智慧電網之應用以及相關管理制度之

配套調整，及因應新科技管理制度之重要 KPI 項目，以求精進本公司供

應鏈智能化管理。 

 

貳、考察過程 

一、行程 

Siemens 公司為本公司重要供應商之一，該商在供應(採購)制度之設計及實際運

作，尤其是在供應商管理部份頗值深入研究，經指派於 108 年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3 日前往該商進行考察，以作為本公司相關制度未來研究發展之參考，

EnBW 則是德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公司之一，近年來，隨著能源市場數位化步伐的加

快和客戶期望的變化，該公司成立數位轉型專案辦公室，針對核心業務以數位化方

式轉變其業務模式和流程，其做法值得本公司學習，因此轉機至司徒加特於 108 年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7 日前往該商進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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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孟祥國 姓名代號：040028 

 

 

 起 始 日 迄 止 日 

 前 往 機 構 
機構所在

國家城市 

詳 細 工

作 內 容 

 機構名稱 
國 家 城

市 名 稱 
  

1 1081209 1081210   
去程：台北-維

也納-柏林 
 

2 1081211 1081213 

Siemens 

AG， 

Power 

Generation 

Services 

Division 

德國 

柏林 

參訪重點- 

1. 供應鏈策略

及運作方

式。 

2. 供應鏈相關

數位轉型推

動重點及運

用情形。 

3. 物流作業數

位化及智能

化運用。 

Siemens 

邀請函 

3 1081214 1081214   
交通：柏林-司

徒加特 
 

4 1081216 1081217 EnBW 
德國司徒

加特 

參訪重點- 

1.  再生能源計

劃之供應鏈

策略及運作

情形。 

2. 供應鏈相關

數位轉型推

動重點及運

用情形。 

EnBW 

邀請函 

5 1081220 1081221   

返程：司徒加

特-慕尼黑-巴黎

-台北 

 

 

二、考察觀察重點 

西門子公司是一家有著 150 多年歷史、橫跨數個産業的跨國集團，國際總部位於德

國慕尼黑。主要業務集中在工業、能源、醫療、基礎設施與城市四大業務領域。是

一家有著百年歷史、橫跨全球數個產業。

全球集中化採購是該公司採購策略與抑制

採購成本的關鍵，各產業的分支機構其採

購均是公司整個全球採購網的一部分，因

此與分布在全球各個角落的眾多供應商，

如何協同合作？做到“精益採購”？成為我們值得瞭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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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統一採購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西門子公司通信、能源、交

通、醫療、照明、自動化與控制等各個産業部門

(Division)根據各自的需求獨立採購。隨著西門子

公司的逐漸擴大和發展，採購部門發現不少的元

件材料設備需求是重疊的：通信産業需要訂購液

晶顯示元件，自動化和控制分部也需要購買相同

的元件。由於購買數額有多有少，選擇的供應商、産品質量、産品價格與服務差異

非常大。西門子公司因此設立了一個採購委員會(Procurement Council)，來協調全球

的採購需求，把六大産業部門所有公司的採購需求彙總起來，這樣，西門子公司可

以用一致地政策主張與供應商進行溝通，該全球採購委員會直接管理全球物料經理

(Commodity Manager)，每位物料經理負責特定物料全球性採購，尋找合適的供應

商，達到節約成本的目標，確保物料的充足供應。 

 

另西門子採購系統還有一個特色是，在採購部門和研發設計部門之間有一個“高級

採購工程部門”(Advance Procurement Engineering，APE)。作爲一座架在採購部和研

發部之間的橋梁，高級採購工程部的作用是在研發設計的階段就用採購部門的眼光

來看問題，充分考慮到未來採購的需求和生産成本上的限制。 

 

(二)分合有度、專業分工 

集權的中央型採購策略，仍需要反應靈活的地區性採購部門來進行實際操作。由於

産業鏈分布在各個國家，西門子公司在各地區採購部門的角色很不一樣。日本西門

子移動公司採購部門的角色類似於一個協調者，由於掌握著核心技術，日本的供應

商如東芝公司和松下公司直接參與了西門子手機的早期開發(Early Supplier 

Involvement，ESI)。西門子公司需要知道哪些需求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

行的，而東芝和松下等企業也要知道西門子公司想要得到什麽産品，採購部門的主

要工作就是與日本供應商的研發中心進行研發技術方面的協調、溝通和同步運作。

反觀中國西門子公司採購部的角色重心就不同了。其主要任務是利用中國市場的廉

價材料，降低生産成本，提高西門子手機的全球競爭力，而中國低廉的材料價格已

經成爲西門子手機征戰全球性市場的一大利器。 

 

(三)全球一致性的供應商管理策略  

西門子全球擁有 256 個採購部門中擁有 1500 名一線的採購人員。其中的 2 萬家

供應商被指定爲第一選擇，他們的數據被存儲到了西門子內部的系統中。爲了確

定採購政策的落實，西門子對這些供應商進行了分類及差異化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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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供應產品的分類 

(1) 依供應商的產品分為以下四類： 

A. 高科技含量的高價值產品：如電力供應、中央處理器 (CPUs)的冷卻

器、定製的用戶門陣列（gate array，一種封裝在一個晶片里的許多邏

輯門的幾何結構，製造時可以在內部把門相互連接起來去執行一種複

雜的操作，因而可以作為標準產品使用。一種經編程後可以實現某種

特殊目的的門陣列通常稱為用戶門陣列。 

B. 用量大的標準化產品：如印刷電路板、集成電路存儲器 (ICs)、稀有金

屬、鍍鋅的錫片。 

C. 高技術含量的低價值產品：需要加工的零件、繼電器、變壓器。 

D. 低值標準化產品：如金屬、化學製品、塑料、電阻器、電容器。 

 

(2) 依價值分類 

A. 供應風險 

依供應材料設備技術複雜性和實用性來衡量對該供應商的依賴程度的標準。

對一個特定的供應商的供應風險的衡量標準包括： 

-- 供應材料與設備有多大程度的非標準性； 

-- 如果我們更換供應商，需要花費哪些成本； 

-- 如果我們自行生產該部件，困難程度有多大； 

-- 該部份的供應源的缺乏程度有多大。 

B. 採購價值影響或是獲利能力 

影響西門子的供應商關係的底線的衡量標準是與該項目相關的採購支出的

多少。 

 

2. 不同產品的採購策略 

西門子與供應商的關係的性質和密切性程度由上述四種分類來決定。 

(1) 高科技含量及高價值產品採購策略是技術合作型，其特點是： 

A. 與供應商保持緊密關係，包括技術支持和共同負擔研發經費； 

B. 長期契約； 

C. 共同努力標準化和技術的傳承； 

D. 集中於製造過程和質量保證程序，如內部檢驗； 

E. 通過電子資訊交換平台和電子郵件優化訊息交流； 

F. 在處理獲取基礎材料的瓶頸方面給予協助。 

 

(2) 用量很大的標準化產品 

A. 全球尋找供應源； 

B. 開發一個採購平台以彙整國際供應商商情系統； 

C. 在全世界尋求相應的合格供應商； 

D. 安排接受過國際化培訓的最有經驗並且最稱職的採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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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技術含量的低價值產品 

A. 採購策略是保證有效率 

B. 質量審查和專用的倉儲設施 

C. 保有存貨和建有預警系統的安全庫存計劃 

D. 策略性存貨（安全庫存） 

E. 在供應商處寄售存貨 

F. 特別強調與供應商保持良好的關係。 

 

(4) 低價值的標準化產品 

A. 採購策略是有效地集中處理 

B. 通過電子系統減少採購業務成本 

C. 物流工作，如倉儲、需求計劃、報告等工作採外包方式辦理 

D. 增加對數據處理和自動訂單的運用 

E. 運輸流程的簡化 

F. 努力減少供應商和條款的數目。 

 

Siemens 公司亦如本公司採用 SAP 系統，資

訊管理對每一項協同合作的流程都很重

要，攸關協同合作成敗的關鍵要項，因為供

應鏈協同合作有賴於有效的資訊分享，其

次企業與主要供應鏈夥伴的關係也仰賴有

效的資訊管理與協調，達到物流與資產利

用率最佳化。現有的資訊科技能讓 Siemens 公司能夠處理橫跨供應鏈上的大

量資料並進行分析。使該商供應鏈的整體績效及機會的創造更容易理解，其

明顯的效益包括資訊透明化及減少供應鏈上的庫存量。此外，更強調供應鏈

上的資訊交換效率有利於相關成本作業計劃、品質管控及溝通等的資訊交流，

並保持資訊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因此，協同合作除企業內部單位合作外，與

供應商的互信也是計劃的成敗關鍵之一，如計劃未能建置在互信的基礎上，

將事倍功半或甚至徒勞無功。協同合作是對供應鏈的管理及控制與改善的有

效策略，成本會因無效率的流程的減少，而提升營運中的物料透明度，增加

資產利用率因此提高，未來將繼續維持該項策略以提升整體供應鏈效益。隨

網路科技的發展，目前該商供應商包括庫存、產能及生產計畫與排程均可

透過供應鏈管理平台與需求資訊彼此共同分享，再經由數據彙整分析，綜

合平衡供料風險、訂單、產能、庫存和成本，此點對集團化，多組織運作

環境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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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drian Prietzel： VP for Global Parts Management, Inventory & Warehouses 

Michael Neudecker： Senior Project Manager Large Gas Turbine Fleet  

Horst Michaelis：Project Manager Large Gas Turbine Fleet 

   

 

二、EnBW 數位轉型 

EnBW（能源巴登-符騰堡股份公司）是德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公司之一， 

成立於 100 多年前，為約 550 萬客戶 

提供電力、天然氣、水和能源相關產 

品和服務。它由許多子公司組成，包 

括 Netze BW，它負責 EnBW 的網路 

管理，包括網路運營和網路擴展。近 

年來，EnBW 在社會一片能源轉型的 

呼聲中，只好被迫改變，過去幾年大幅調整集團的商業模式，轉攻再生能源和電

網，改做風電的開發商。該公司如今擁有 47 座陸域風場、2 座離岸風場和 7 座生

質能發電廠，成了德國媒體眼中的「綠巨人」。 

 

隨著能源市場數位化步伐的加快和客戶期望的變化，該公司成立數位轉型專案辦公

室，目前正針對核心業務以數位化方式轉變其業務模式和流程。在供應鏈部分推動

項目內容包括從手動流程轉移到基於 

Web 和行動化的流程，跨客戶和供應商

運營。構建了新的應用程式和介面，以

數位化和整合銷售和服務、採購、訂購

和交付流程。作業流程已經簡化和自動

化，並且可以根據業務要求快速輕鬆地

進行更改。這些流程的改進不僅提高了

效率和成本節約，隨著線上客戶數量以及線上服務訂單的數量的增加為客戶和供應

商提供了更快、更佳的服務和支援。在採購實務上該商強調共同參與落實計劃性的

採購。以往採購部門多為受委託辦理採購，無論是採購項目內容、規格條件、辦理

時程等，採購部門通常均忠實辦理所指定個案無從表達意見，惟隨著採購策略的改

變及資訊系統的建置，對重要材料物料的採購，關係人的共同參與成為提升採購績

效重要的功能。計劃性的採購即是在建置不同單位間需求整合的平台，從年度請購

需求計劃擬定開始，包括供應商生產排程規劃、採購及履約風險評估與需求單位人

員及供應商共同合作，採取跨功能的運作模式進行，各關係人不但可提供專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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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更可依需求規劃設計最佳採購模式以整合公司各單位對質、時程、價及量的需

求，有效運用採購體系內資源達到適質、適價、適量及即時供料的採購目標。 

 

另隨著數位化和大數據帶來的新機遇，該商採購管理階層需重新思考採購的附加價

值。用料單位、採購之間的傳統組織界限，以及整個供應鏈之間的界限，將變得越

來越模糊，採購部門作為供應商的主要介面， 可以抓住一些新機會，在企業內增加

其特有的價值主張，例如運用新的網路科技，採購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從成本中心轉向利潤中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採購同時擁有供應商及

用料單位的需求，提供了採購創新的動機。採購部門向供應商和用料單位提供訊

息。透過將數據提供給供應商，並將其訊息提供和客戶使用資料貨幣化。反過

來， 供應商可以利用其產品有關的附加資訊，生產更有針對性的規格和應用，更具

成本效益和功能效率的產品，使買賣雙方目標及利益一致達到雙贏的結果，因此採

購供應鏈數位化的成效亦可由其附加價值的提升與否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 

 

另該商在數位轉型上，亦表示資安及保障個人隱私工作的重要性，強調越來越多會

議及資料交換透過公司網路連接到外部網路進行溝通，而這也代表著越容易成為駭

客及網路犯罪份子的目標，數位轉型不會因此停下腳步，因此，數位轉型的同時，

資安系統也要跟著進步。EnBW 公司已改採用包含自動化安全回應系統，以回應永

不停歇的網路攻擊並透過教育訓練讓預防網路犯罪觀念貫穿整個公司，為所有員工

提供定期且全面的資安教育，讓每位員工擔負起 IT 的資訊安全責任，久而久之，

已形成注重資訊安全的文化。 

 

資料來源 

Hanne Multhaupt：Project Manager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NilsBeeckmann：Head of Project Services 

Anastasia Navyshny：Project Services 

Prof. Nikolaus Elzw：Director Technology 

 

本次出訪為初步瞭解到(1)Siemens 公司數位轉型之採購制度與實務運作及

(2)EnBW 公司在數位轉型上的策略性想法，此行經由該商在台分公司協助及考

察期間拜會該商權責業務人士幫忙下，取得相當多資料，對於關鍵問題，亦能

就其所知詳細解答，受益良多。本次出國計畫能圓滿順利完成，在此表達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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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考察主要係為瞭解參訪廠家在數位轉型架構下的各項工作重點與推動歷程，期

間先後與該二公司相關人員進行討論交流，事後回想，二家公司在面對數位轉型衝

擊下，無論在採購及物料管理策略甚至做法上均大同小異，並對提升供應鏈效益的

努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我們學習，經整理各項心得及建議如下，期能對本公司採

購及供應管理持續精進作業能有所助益。以下就本次考察心得及建議說明如下： 

 

一、採購及供應策略的轉變 

本公司自 101 年 ERP 上線、102 年「材料管控專案小組」的成立至目前公司轉型，

其間採購相關議題的討論及所推動的各項精進方案都遠超過傳統對採購屬業務性工

作的認知，在策略上財物採購採集中採購、而朝統一管理的策略方向發展，採購管

理的功能的發展日漸清晰明確，唯對照參訪公司的發展仍有可精進處，說明如下： 

1. 採購(供應)政策應屬公司整體策略，列入目標體系並應與其他系統相互結合且

彼此影響 

2. 將採購績效提升為公司經營績效改善的具體表現 

3. 強調採購供應鏈的附加價值包括供應商管理、規格整併及採購模式多元化 

4. 運用數位科技提升整體供應效率與效能。 

 

由上述說明，完整的採購供應體系並不僅是採購單位(部門)的業務，用料單位、成

本管理單位、策略擬定管理者及事業部等都必需加入才有可能達到合理化的目的，

並應將整個供應關係以資訊系統連結形成供應網路。因此，為進一步提升本公司整

體採購績效，在落實策略面成效上需從 KPI 值去觀察，參考 Siemens 及各標竿企

業，分別為 1.擴大集中採購 2.採購作業及管理數位化，茲進一步分別說明： 

 

1. 整合供應體系資源擴大集中採購 

集中採購是已經在執行的工作，但本公司所推動的集中採購應不限於作業面的

工作，而應有將有限資源最有效運用策略層次的思考，透過集中採購政策的指

引，以全公司的角度彙整共通材料需求，不僅以一

個訂單或一個單位為整合基礎，而是將一定期間內

(2~3 年)公司整體需求為規劃範圍，透過單位或事業

部間資訊共享、標準化作業及總成本控制，並考慮

區域性等因素，將需求項目及數量併入一個長期契

約。目前本公司材料集中採購金額已達 80%，惟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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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項目僅約 45%，餘 55%項目仍由數以千計的請購、採購及驗收人員辦理，對

照辦理集中採購所動用的時間及人力資源，其差距是非常可觀的；對比 Siemens

及 EnBW 公司之集中程度更是天地之差，因此持續擴大集中採購規模，應是衡

量落實此項政策的重要指標。 

 

2. 採購作業及管理數位化 

數年前當時雖然沒有數位轉型的名稱，本公司卻完成了推動數位轉型最重要的

基礎建設-ERP 系統的導入。隨著數位網路的發

展，用料計劃或採購需求、庫存、耗用情形及

生產排程已可有效彙整，資料均可數據化，買

賣雙方可共同思考以往受限於資訊無法整合而

致無法實施的供應模式例如計畫性生產(排程)

供應模式、庫存水位生產(自動)供應模式、零庫存的 JTT 庫存管理模式、共管

庫存分批結算供應模式或電子商務等變的指日可待，採購供應模式由目前相對

單一的改變可依物料特性採不同的多元供應模式。 

 

二、管理作業及管理機制的重塑工作 

參照 Siemens 公司全球统一採購、分合有度、供應商管理策略。採購的價值建立在

能替公司降低總成本的基礎上，材料處應可努力致力發展方向包括： 

(1) 庫存採購到需求驅動的採購 

(2) 對採購及商品的管理延伸到對供應商資源的管理 

(3) 採購方式單元化到數位化多元化採購模式 

(4) 數據彙整管理到數據分析與運用 

 

茲進一步分別說明如下； 

(一)  庫存採購到需求驅動的採購 

在傳統的採購模式中，採購的目的就是為了補充庫存，即為庫存而採購，採購

過程缺乏主動性，採購計劃較難適應需求的變化。在供應鏈管理模式下，採購

活動則是緊緊圍繞用戶需求而發出訂單，不僅可即時滿足用戶需求，而且可減

少採購費用，降低採購成本。 

 

本公司供應鏈注重於資源整合，是利用管理理念和網路訊息技術，整合不同單

位、不同階段、不同類型材料的管理資源，並結合需求、採購、倉儲、撥配與

物流及後續品質管理一體的供應鏈服務模式，追求實現供應鏈上下游資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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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的目標。在資源整合供應鏈管理模式下，供應商要按

照買方所需物料的時間與數量即時供貨。採購方式是用料需求的需求單驅動採

購訂單，再驅動供應商製造的所謂訂單驅動模式。採購管理由間接、被動（庫

存驅動）改變為主動（訂單驅動），真正做到即時反應單位的需求，進而能使

採購、庫存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提高了資金及庫存周轉的速度。整合後供

應鏈是開放的網狀結構，讓供應鏈上各個環節和要素直接對接溝通，供應商的

參與、共享的系統平台、關係人之間即時訊息揭露，整個整合過程會因彼此互

動達到動態持續優化的效果，有效的提高整體效益。 

 

(二) 對採購及物料管理延伸到對供應商資源的管理 

在以往的採購模式中，採購管理注重對內部資源的管理，追求採購流程的優

化、採購環節的監控或與供應商的談判技巧，對與供應商之間的合作缺乏足夠

的關注，其原因多為缺少有效的資訊互通的平台，彼此間訊息蒐集及管理的不

易。但隨著網路資訊的發展，在供應鏈管理模式下，快速的轉向對外部資源及

供應商和市場的管理，例如 SCM/SRM 的發展及大數據的運用，增加了與供應

商的訊息溝通和市場的分析，加強了與供應商在產品質量控制等方面的合作，

追求計劃性超前控制及供需雙方合作雙贏的局面。 

 

供應鏈管理部門包括採購部門一般而言應保證供應之物料達到適時、適質、適

量、適價、適地的目標，這就是 5R 原則。在過去幾年當中，尤其是網路數位

技術一日千里的發展，有關供應鏈管理有著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企業開始

有能力了解供應商的產製能力，進而能主動協助提升供應商能力。本處在關鍵

性材料管理上，亦復努力朝此方向努力，希望藉由共享平台的開發，得以彙整

內部與外部供應相關資訊的串接與運用，其中包括各階段測試數據蒐集以瞭解

品質可改善項目，揭露 2 年期需求計劃預作規劃以縮短產製時程及訂單處理即

時性以簡化訂購作業等多項效益。為實現此目標，公司內部資訊的適度揭露當

屬必要外，供應商及其協力廠商相關資訊的提供更是有效提升供應鏈效能的關

鍵因素。舉例而言，本處採購之 GIS 或其他關鍵性材料設備，如能掌握供應商

協力廠所提供之關鍵材料例如 GIS 電驛之供應時程及產能，對縮短 GIS 整體供

應時程將有重大之影響。這樣垂直整合關鍵的供應商成員資源，將物料管理觸

角延伸到對供應商資源的管理，最終能達到進一步提高本公司供應鏈整體效

能。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E%9B%E5%BA%94%E9%93%BE%E7%AE%A1%E7%90%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87%87%E8%B4%AD%E7%AE%A1%E7%90%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A%93%E5%AD%98%E6%88%90%E6%9C%A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5%81%E5%8A%A8%E8%B5%84%E9%87%91
https://wiki.mbalib.com/zh-tw/5R%E5%8E%9F%E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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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單一到數位多元化採購模式 

數年前當時雖然沒有數位轉型的名稱，本公司卻完成了推動數位轉型最重要的

基礎建設-ERP 系統的導入。集中採購策略的推動所呈現的效益就是其中最好

的例子，以契約類別為例，我們有發電機組配件統購契約、分組分量開口契

約、跨單位集中採購契約等各位耳熟能詳的採購方式都是拜資訊共享後的成

效，大幅提升了採購的附加價值。 

 

另隨著數位網路的發展，用料計劃或採購需求、庫存、耗用情形及生產排程已

可有效彙整，買賣雙方可共同思考以往受限於

資訊無法整合而致無法實施的供應模式例如計

畫性生產(排程)供應模式、庫存水位生產(自

動)供應模式、零庫存的 JTT 庫存管理模式、

共管庫存分批結算供應模式或電子商務等變的

指日可待，採購供應模式由目前相對單一的變的可依物料特性作多元的供應模

式。除這些較大議題外亦可一同解決目前供應鏈運作中所遭遇各種因訊息不足

所造成的困難，利用分享的資訊加上一點巧思創造多樣化的供應模式，達到降

低本公司與供應商營運成本的同時，也同時降低台電公司缺料的風險及庫存金

額抑制的目標。 

 

(四) 數據彙整管理到數據分析與運用 

隨著供應鏈變得越來越複雜及網路科技的運用，供應鏈協同資料將為本公司數

位化驅動的動力。數位時代資料的運用首當其衝的就是處理大數據的挑戰，本

公司在 101 年引入 ERP 系統，部分數據已經在系統有一定的數據量，物料庫存，

領料數據，訂單數據，收貨數據等並在 108 啟用供鏈管理平台(SCM 系統)，進一

步擴充供應鏈相關資訊蒐集模板規模，針對庫存及採購，目前已具備了一定的

分析基礎。因此儘管有大量的數據資料庫，到底如何應用大數據？以目前本處

供應鏈範圍，在彙整相關數據資料後，可運用在下列工作。 

 

1、供需檢討到訂單處理自動化 

目前不少國內外企業內部訂單或稱撥配補貨、需求，或逕向外部訂購需

求均已採用自動訂購或補貨機制，以成本管控嚴格的台塑為例，每天以

自動訂單處理件數即已高達數萬件。目前本公司訂貨和補貨的基本是物

料需求計劃（MRP）。由於複雜的供應鏈網路，物料計劃是一個非常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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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過程，MRP 計劃運行產生採購申請或計劃訂單，是控制員可以轉換

為採購訂單或生產訂單的前提。需求計劃不僅限於數量計劃，還需要考

慮時間表，不容易滿足實際需求。目前較為業界所關注發展的是需求驅

動的物料需求計劃，是以實際用料資料的演算方式推估未來用料需求，

針對策略性材料設備需求其特點包括(1)使用供應鏈結點創造獨立性(解

耦點)來阻止牛鞭效應及(2)設定庫存緩衝區以每週或更短得期間動態調

整方式來推動訂單的產生。 

 

2、評鑑作業數位化到品質數據分析 

依執掌內容，材料處品質管理的數位轉型涉及不僅是讓評鑑或處理材料

設備不良回饋流程和文件數位化而已，還需要將結果產生的資料用於品

管流程精進、材規修正、降低品質風險及決策等所有環節當中，因此品

質管理數位化成為後續發展數據分析工作的基礎建設。目前在推動數位

轉型工作多著重在數位化，但資料運用仍停留在資料驗證後效益及可行

性分析上。因此繼供應鏈管理平台之後，本處已規劃專案，預計 109 年

底完成品質管理相關數據彙整平台後，相關數據分析將陸續展開，以作

為建置更有效及具附加價值的品管機制得基礎工作。 

 

三、數位轉型下的資安防護 

在數位轉型時，須同步評估如何保障內部資料安全性，包含：Web Server、

Database 以及 Email…等，若因流程改造產生疏失，導致內部或客戶資料的

外流，甚至引來駭客惡意攻擊那就得不償失了。以往的資安防護習慣是以內

外實體隔離方式將可能產生的資安漏洞降到最低，然而現今多採用雲端軟體

服務，以利用雲端的擴充效益、節省成本以及可獲得更高端的維運架構，降

低  IT 人員在資安管理上的負擔。因此，為了兼顧數位化與安全性，因此未

來可慎選具有資安防護的雲端服務及資安管理工具，例如監控報表功能、密

碼強度控制等，以落實資安政策。 

 

肆、結語 

很多國際企業早已不把採購當作花錢的單位而是利潤中心，因為對部份微利的

產業，採購單位替公司在降低總成本的效益常常大於業務部門所創造的利潤。

展望公司未來經營環境，較以往更加複雜，一般採購就規模或降低成本貢獻度

而言，遠不如燃料採購，然而塑造一個有效率、追求績效的採購供應鏈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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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效及價值是多方面多緯度的，出國考察觀察到一個成功且屹立百年的企業

集團，在採購物料管理方面仍不斷的追求更有效的經營模式，值得令人省思。

目前本公司面臨轉型，各相關單位無不急欲塑造經營績效的時刻，或許採購供

應鏈績效的提升，其努力的過程及成果更能彰顯本處甚或本公司在提升經營績

效最佳的註腳。  

 

伍、附件 

1. 參訪議題摘要 

2. Siemens 公司及 EnBW 公司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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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參訪 Siemens 討論議題摘要 

Supply chain managers face issues on a daily basis which require direct attention and 

quick response. In Taipower’s daily routine operation, there are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affect supply chain managers: 

 

1. What are the major issues facing supply chain managers and how it affects the logistic 

function? 

2. Managing Inventory 

Managing inventory goes beyond counting how many boxes are sitting in your 

warehouse. It’s a balancing act. Keeping enough inventory on hand so that all 

customer and client expectations are met. Appropriate timing prevents delays. 

Appropriate quantity prevents insufficient inventory while reducing effect on profits. 

 

Please advised what methodologies or KPI are implemented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balance those multiple goals. 

 

3. Managing Suppliers 

Along with managing inventory comes managing suppliers. Taipower’s Supply chain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the quailed suppliers, make sure their produc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performance in execution the Contracts. They’re also 

responsible for finding suppliers with consistent and reliable service at a price that 

doesn’t hurt our bottom line. Above all, each step requires thought and a process and 

must comply with the integrity requirements. 

 

Please advise how Siemens categories your suppliers, the ways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KPI applied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We are also interested 

to learn your Compliance System.     

 

4. Maintaining Quality 

The glob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 brings concerns about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that 

are made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when components of a product need to meet 

regulatory standards. This puts us at risk of recalls. Taipower’s supply chain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suppliers and their products maintain quality 

standards. 

  

Please advise how Siemens keep the Supplier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in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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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aspect and pursuits up-to-dat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5. Reduce order variability 

Variability in order patterns is a well-known driver of costs in supply chains. 

Variability causes Taipower to build up inventory, which is expensive. Inventory 

swings amplify as they move up the supply chain, causing the bullwhip effect.  

 

In the efforts to reduce the fluctuation of demand, our experience proves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unworkable. Please advise your experience to cope the issue of 

Irregularity.  

 

6. Risk management  

Companies that are too reliant on few supplier are vulnerable if that supplier can’t 

meet demands. Taipower’s supply chain managers must mitigate risks so that a 

typhoon in southern tip of Island doesn’t halt the maintenance jobs in North part of 

Taiwan.  

 

Adequate backup plans help ensure that the Taipower’s supply chain is flexible to 

handle changes. We need to learn how Siemens deal with the risk issue of providing 

sufficient and qualified products.  

 

7.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perhaps the hottest topic across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at the 

moment. Currently, Taipower’s management is also focus on the issu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no doubt, supply-chain vision should be aligned with the 

company’s strategic goals. We also recognize that supply-chain transformations must 

extend to both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However, reluctance to move forward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is apparent throughout the regarding 

managers. The growing talent gap, perceived risks,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change 

and collating clean data to drive digital capabilities, are just a few points holding 

decision makers back.  

 

Therefore, how does Siemens value the nee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on this issue? 

 

8. GPS tracking &RFID technology, cloud architectur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are the 

featur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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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Siemens 公司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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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EnBW 簡報資料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