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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於目前企業委外合作生產活動頻繁，採購活動的執行在總體供應鏈

中最需要各階層的互助相依賴，對於採購活動過程中所面臨的任何一個環

節風險均可能導致無法預測的後果。企業面對這環環相扣的採購風險如何

做事先的衡量評估將其風險降到最低並減少其損失，這當下產業面臨最棘

手的難題。 

本研究以 FPC 軟式印刷電路板設備相關產業為例，將蒐集及彙整相關

產業供應鏈中的採購風險之相關文獻，透過產業專家訪談法之意見彙整，

以建立印刷電路板設備產業採購風險因子衡量架構。利用 AHP 計算衡量

其風險因子權重，並分析釐清各風險因子之間的關係以及權重值，以提供

相關產業對於採購的風險評估決策及資源分配參考之用。 

研究結果顯示有鑑於該產業設備的特殊性，在採購活動執行中著重於

企業內部風險構面，因內部風險在企業採購執行過程有絕對的控制權，其

風險衡量權重結果「交期、市場、自然、品質、成本、技術」等風險為採

購人員首要關注，而其次為「計畫、匯兌、政治、物流」等風險，該產業

採購型態特殊，通常面臨急單效應以及外部風險之市場物料供不應求狀況

因應對策，即是採取以較高成本來換取短交期、高品質的商品來滿足製造

廠的需求。而唯有提升風險控管能力來降低企業損失才是當今採購重要課

題。交期風險」為該產業採購人員職責之首要。 

 

關鍵字：採購風險；風險衡量；分析層級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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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growing trend of production outsourcing, the procurement 
related activities require supports from members along the supply chain. Risk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may result in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Dealing with the interlocking procurement risk requires 
deliberate risk assessment so that its impact can be minimized.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FPC soft-type printed circuit board equipment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measure procurement risk. Initiall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procurement risks of supply chain is collected and reviewed. It is 
followed by the interviews with industry experts to consolidat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curement risk measurement. 
AHP is implement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s of risk facto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isk factor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l risk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xterior risk 
for the FPC SPCB industry. Among all risk factors, delivery risk, market risk, 
quality risk, cost risk and technology risk require procurement manag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Furthermore, planning risk, foreign exchange risk, political risk, 
and logistics risk are considered less important. 
 

Since urgent orders and raw material shortage are frequent for the FPC 
industry, extra cost will be paid off to acquire high quality goods and shortened 
delivery time so that the needs of the factory can be met. Therefore, 
practitioners must enhance their capability of risk management to reduce loss 
caused by the procurement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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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AHP)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世界經濟邁向全球化趨勢，企業在複雜的交易行為中存在著不可

預知的風險，回顧國內近年來發生一些重大的採購弊案，例如：高雄捷運

弊案、國道電子收費系統(ETC)弊案、核四廠採購弊案、軍備局軍事土木

營建工程弊案、高雄都會區鐵路地下化工程弊案等，突顯相關機構人員在

行使採購行為時，利用既有權勢與合法手段謀取自己或第三人不法利益意

圖，致使公共利益受損，嚴重影響政府形象與民眾信賴。 

一般中國人對風險管理的概念，普遍比較薄弱，這緣自於農業社會的

宿命論與民族性。在全球環境變化不大的20世紀而言，一般傳統民營企業

對採購的認知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作生意不就是逢低買進，逢高賣出，

就這麼單純，雖說市場會有風險，採購哪會有甚麼風險？但處於快速變化

的21世紀產業而言，企業採購風險控管已不再是附加的經營條件，而是一

種核心職能。然而採購風險控管不佳不但影響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穩健度甚

至於因此造成惡性倒閉。 

台灣雖是全球電腦資訊工業供應重要區域，但是目前許多技術專利與

關鍵零組件仍需仰賴美、日、韓等國供應。組裝代工廠雖然接受許多原廠

設備製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及自行設計製造(Ow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DM)訂單，但是關鍵性零組件卻仍需仰賴國

外採購進口。例如：2011年3月11日日本東北地區強震引起海嘯和核災事件

及10月泰國水災等，所造成斷鏈危機對我國機械製造產業帶來採購與供應

的風險。其日本更為我國機械關鍵零組件的主要供應來源，包括控制器、

馬達、導螺桿、伺服與驅動系統、自動化元件等。金融風暴之後，全球機

械設備湧現大批訂單，在2010年就已經出現零組件及原料搶貨的情形，供

應已經相當吃緊，又逢遇上毀滅性的災害，瞬間癱瘓所有運作，在這期間



機械零組件的供應及有關設備產業的技術性採購都產生購入斷料的危機

以及市場價格混亂局面。由此可見在整個供應鏈架構中「採購」是非常重

要且更不容忽視的環節。 

過去採購相關研究，對於採購方式已累積相當多探討描述責任歸屬、

品質、進度與預算、能力需求、選擇程序、特別考量及優缺點的定性理論。

而對於採購方式的決策，亦有多篇研究透過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德菲爾法(Delphi)及模糊理論(Fuzzy Theory)等調查分析採

購方式並排列採購方式之優劣順序，以供業主參考（蒲鶴文，1997；常斐

春，2002）。但回顧過去的文獻也極少有研究是站在業主或管理者的立場

或由供應鏈風險管理的觀點探討採購風險衡量，對於如何選擇與採取實質

之風險對策，仍停留於概念性地描述風險對策的意涵與內容，且少有從採

購風險因子構面作一清楚的陳述或探討。 

採購則是企業涉外部門，一個動用企業資產最大一部份的功能部門，

因為採購成本通常佔其企業所有支出的一半以上(Bichler and Kaukal, 1999)。

又因為企業一般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收入，必須去支付供應商所提供原物

料、設備及服務等費用。本研究以印刷電路板設備產業來探討，發現大部

份的成本中，以材料及外包工程成本的比重最高，從40%~80%不等，然而

採購部門接口多，管理複雜性高，出事的機率比起其他機能部門要高出許

多，採購行為處於一個高度不確定性的環境。把外部資源內部化是採購的

重點任務，倘若無法有效的管控這些外部資源，稍疏忽任一環節即帶來無

法預期的傷害。輕則成本增加，生產不順等；重則造成企業經營上的難題。

因此，本研究除了企業的採購風險衡量之研究之外，也將研究結果提供未

來產業評選供應商風險的重要衡量之參考指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面臨整體產業環境千變萬化之際，供應商與企業之間

的合作，會因為資訊不對稱、資訊扭曲、市場不確定性以及其它政治、經

濟、法律、大自然劇變等因素的變化，而導致各種無法預測的風險。因此，

本研究擬針對印刷電路板設備產業之採購風險發展其衡量架構，並加以驗

證及分析，探討採購風險之類別及其因素，並設計其風險衡量方式。簡言

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三點： 

(1)探討供應鏈整合環境下，企業的採購風險之意涵及類別。 

(2)針對印刷電路板設備產業採購風險類別之因素，利用AHP層級分析

法發展 

   評估方法，衡量其風險值。 

(3)研究成果提供印刷電路板設備相關產業之採購風險衡量參考依

據。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詳述說明如下： 

一、 擬定研究方向 

    首先確認研究主題以及相關研究問題，進行研究計畫之擬定，探

討其研    

 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二、 文獻蒐集與探討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與閱讀文獻，進行資料整理做為本研究

之參考 

 依據。主要分為兩部份探討，分別為 AHP 層級分析法之文獻與應用

領域之 

 文獻。 

三、 確定研究方法 

     經由文獻搜集與探討後確定運用 AHP 層級分析法為該研究之方

法。 

四、 確定因素層級架構 

     透過文獻探討及專家訪談之後確定衡量採購風險之架構。 



五、 權重計算與結果分析 

     運用 AHP 層級分析法權重計算之結果做分析。 

六、 論文撰寫 

     撰寫該研究結果與未來研究建議。 

 

 

 



 

 

 

擬定研究方向 

文獻蒐集與探討 

確定研究方法 

權重計算與結果分析 

論文撰寫 

圖 1-1 研究流程圖 

確定因素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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