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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商品日益新潮，以至於製造業者將花費許多金錢於設備的更新與投入以跟上產品發展的

速度，然而現今全球機械設備的租賃市場的規模已十分龐大，台灣在工具機的租賃市場也正在逐漸發展中，若加工

廠能以部分租賃設備的方式代替購買不僅能節約設備的開銷，同時避免設備保養的成本與資本投入過剩的風險。 

因此本研究想要藉由大型加工廠租賃部門的立場切入，探討設備的資源配置方針，研究中提出了一套購買及租

賃工具機台方式，以過去台灣 15 年工具機台的需求值加入指數平滑法做預測，作為此研究中需求變化的模擬環境，

並把資料定義為已知及未知，利用已知的歷史需求量尋求適當的購買決策點，再由預測的需求量減去購買的數量去

決定租賃數量，且由不同的租賃時間長度、價格和機台購買的決策點，代入利潤模型做計算，以尋求較好的購買與

租賃策略。希望透過此方式作良好的設備資源配置，幫助企業實行工具機投資時更明確的判斷哪些關鍵因素會影響

企業的收入，並探討以哪種投資方式能獲得更多利潤。 

關鍵詞：租賃設備、需求預測、工具機、資源配置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現今生活中的商品瞬息萬變，而這些各式各樣的商品都是來自於一道道複雜的加工程序而完成的，在工業的製

造程序中工具機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更可以將它想像為製造業的基礎，曾經有人說：「沒有一流的工具機，就

沒有一流的製造業」，可想而知運用工具機的產業領域是相當廣泛的，上百種的零件與組裝程序的複雜程度導致每

台工具機的造價不斐，現今的科技致使商品不斷推層出新，若想要因應時勢跟上商品流行的趨勢，想必企業也必須

耗費大把資金，才足以滿足顧客需求。 

企業在進行設備汰換及投資時有很多種方法可以選擇，其中包括：以舊換新、購買中古二手機台、整機或是租

賃，每一種投資方式都存在相當的風險，由於工具機的組成十分複雜，每個零件的耐久性和壽命都難以評估，甚至

機台的剩餘價值更是難以斷定，若以前上述方式做機台的汰換與更新，都關係著機台的耐久性和剩餘價值和維修保

養等問題，但企業能從中選擇最小風險及最大彈性的交易方式，便是機台租賃。 

1.2 研究動機 

全球租賃產業正在蓬勃發展，小至個人用戶的生活用品大至公共設備，範圍相當廣泛，其中生產用機械設備的

市場規模達道 1,300 億美元以上，相對於西方國家，台灣的租賃市場滲透率低且尚未被廣泛利用如表 1.1 所示，根

據臺灣經濟研究院的普查資料顯示，至 2012 年 7 月為止，台灣租賃業廠商數為 2,666 家，除了獨立型態的租賃公

司之外，包含銀行轉投資、企業集團投資、車商轉投資及外商投資，其中以銀行轉投資為最大宗。而主要租賃者盤

點如表 1.2 所示。  

若依據租賃業務分類，台灣目前租賃市場的主要業務為運輸設備、原物料與生產用機械設備等類，其中，生產

用機械設備的租賃合約金額以平均約 10 %的年成長率成長中，且我國在生產用機械設備中為前五名的出口國如圖

1.1 所示，若能將租賃與工具機做結合，必能更加促進國內外機台的銷售流通，目前國內有提供工具機租賃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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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包含：工具機的原生製造商、中古工具機交易廠商及銀行轉投資的租賃商。 

表 1.1 全球設備租賃市場規模(2011) 

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 2011 年交易金額 年增率(%) 市場滲透率(%) 

1 美國 268,800 38.86 21.00 

2 中國大陸 60,390 42.85 4.97 

3 德國 60,110 6.78 14.70 

4 日本 59,330 1.00 6.77 

5 法國 33,300 6.53 11.10 

6 義大利 22,940 -8.03 12.30 

7 俄羅斯 22,840 64.67 28.00 

8 加拿大 22,450 24.00 20.80 

9 英國 14,640 11.13 19.80 

10 瑞士 11,850 4.77 10.90 

11 澳大利亞 11,550 6.87 27.50 

12 巴西 10,430 -30.35 未知 

13 韓國 9,570 8.16 8.70 

14 波蘭 9,280 14.10 11.60 

15 瑞典 9,230 0.64 18.20 

16 挪威 7,660 18.70 22.50 

17 哥倫比亞 7,560 7.80 未知 

18 西班牙 7,120 -25.60 4.10 

19 奧地利 6,790 7.92 13.10 

20 比利時 5,870 10.78 8.10 

38 台灣 1,260 20.20 6.79 

資料來源：World Leasing Yearbook，2011/02。Equipment Leasing & Finance Foundation，“2012-2013 Equipment Finance 

Market Study” 

 表 1.2 租賃業者體系分類 

體系 家數 主要租賃業者 

銀行轉投資 16 一銀租賃、萬泰租賃、聯邦國際租賃、日盛國際租賃、遠銀國際租賃、華開租賃、永豐

金租賃、遠信國際資融、台灣企銀國際租賃、華南國際租賃、陽信國際租賃、大眾租賃、

中國信託資產管哩、台灣工銀租賃、台中銀租賃、元大國際租賃 

企業集團 3 中租迪和、中泰租賃、和欣金融國際集團 

車商 4 裕融企業、和潤企業、台灣賓士資融、中華資融 

外商 4 台灣歐力士、統一東京、台灣奇異資融、台灣菱聯租賃 

獨立租賃公司 2 永欣租賃、洪洋租賃 

合計 29 

資料來源：台北市租賃商業工業同會、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工具機業者提供客戶租賃服務之可行性及運作模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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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6 年工具機出口前 20 名國家 

資料來源：生產財2017年6月號 大阪機械服務中心、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工具機業者提供客戶租賃服務之可行性及運

作模式(2014) 

1.3 研究目的 

在 2014 年經濟部國際貿易局提出的工具機暨零組件整合行銷計畫書中提出了工具機業者與租賃業之間的異業

合作，且進攻中國大陸與美國的設備租賃市場，由此可見，機械設備租賃將會是未來產業的趨勢。因此想藉由此觀

點，由顧客端的角度切入，將機台的租賃視為設備投資的方式之一，加工廠在購買與租賃之間取得平衡，降低不必

要的投資花費同時避免承擔設備保養及維修的開銷與風險。 

由於設備租賃將是未來的一種產業趨勢，以加工廠商(承租方)內部的租賃部門的角度，希望能透過利潤模型的

模擬，尋求適當的機台購買與租賃投資策略，一方面能夠替加工廠省下不必要的投資成本，也希望透過機台租賃能

夠刺激國內機台的消費及流動性。 

由機械加工廠(承租方)的角度切入，透過實際發生的需求變化作為需求的模擬環境，代入本研究構思的租賃與

購買策略，再經由利潤模型計算，希望能從中獲得哪些參數為影響策略的關鍵因子，並尋求較高獲利的資本投資策

略。 

1.4 研究流程 

首先確立研究主題及範圍，蒐集相關文獻與研究架構，接著建立假設的顧客利潤模型，再來進行數據的整理與

分析，最後將結果分類做出結論與未來發展方向。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租賃之定義 

 不論是個體用戶、企業、政府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著各種工程標的物，例如：商品、土地和公共建設等等，最

普遍的獲得兩種方法分別是：用現金購買或得所有權、在有條件性的交易合約中能夠實行延期付款。然而現今的消

費趨勢是透過租賃代替上述兩個方式而獲得標的物，且租賃業者還能從中獲得衍生出的利潤。 

 租賃是承租商及租賃商雙方因為工程標的物在合約下達成的交易關係。關鍵的組成要素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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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租賃組成元素 

資料來源：D. N. Prabhakar Murthy、Nat Jack(2014) 

1. 工程標的物(Engineered Object) 

D. N. Prabhakar Murthy、Nat Jack(2014) 整理出工程標的物的範圍包括：顧客型產品、經濟型和工業型產品，

顧客型產品指的是車子、家具、電腦等等。經濟型和工業型產品涵蓋礦業、運輸業、製造業、醫療行業等等的器材

及機械設備。 

2. 出租人(Lessor) 

D. N. Prabhakar Murthy、Nat Jack(2014) 整理出有各種型態的商業夥伴，包含金融機構、保險公司、設備製造

商及公司內部附屬的租賃部門。 

3. 承租人(Lessee) 

D. N. Prabhakar Murthy、Nat Jack(2014) 整理出三種類型的承租方，包含：個體用戶、商業機構、公家機關及

政府。 

4. 租賃合約 

在租賃合約中有幾個關鍵變數，像是價格、租賃長度、及各種合約條款例如：更新標的物、終止及延長合約的

選項等等。 

2.1.1 選擇租賃的理由 

Fishbein et al. (2000) 提出以下四點： 

1. 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將導致生產設備的汰換速度持續加速中。 

2. 持有設備的同時成本也不斷增加。 

3. 可以將設備保養視為非核心事項。 

3. 能夠合法節省稅務使租賃變得更吸引人。 

2.1.2 租賃之優劣處 

分別以租賃方和承租方的觀點描述。 

以租賃方觀點： 

Murthy et.al (2014) 提出  

→對租賃商而言優勢：租賃像是投資，期望回收收入和利益。 

→對租賃商而言劣勢：有各種類型的風險會發生。 

以承租方觀點： 

Murthy et.al (2014) 提出  

→對承租商而言優勢：不需要大筆初始資金，能在租賃期間分攤付款，且在標的物間有很大的選擇彈性並由租

賃商提供維修保養。 

→對承租商而言劣勢：當需求變化時提早終止合約將接受罰款，且具有租賃商提供的保養不及於需求的風險會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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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設備租賃服務之運作模式 

企業可以藉由租賃模式取得的標的物範圍十分廣泛，凡是具有折舊性質的固定資產都可作為租賃的標的物。而

設備租賃分為兩種類型的運作模式： 

1. 營業性租賃：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2014) 營業性租賃為租賃公司短期出租既有的機械設備給有 需求的顧客，通常此種類型

的租賃合約大多較短約一年之內，機械加工廠用來應對加工能力飽和、無法消化訂單的情況。在此種租賃類型下，

機械加工廠只能在有限的選擇內挑選機台進行加工，在每段合約期間內逐期付租金，但不必付出維護保養費用，反

之；租賃商必須負擔機台的維護管理及稅務等等成本。換句話說機械加工廠擁有使用權，實際獲得所有權為租賃商，

租賃商也必須提列折舊在資產負債表上。 

2. 融資性租賃： 

融資性租賃則是機械加工廠選擇好工具機型號並和工具機廠洽談好技術服務或售後服務協議，租賃公司再以融

資的方式出資購買機械加工廠指定的工具機，並將工具機租賃給機械加工廠使用，機械加工廠必須在約定期限內逐

期支付租金，租賃合約期滿終止或期間中止後，租賃公司進行中古工具機的去化處理。反之；在此種租賃類型下，

機械加工廠商獲得所有權且必須在財務上提列折舊。如圖 2.2 所示。 

 

圖 2.2 一般工具機融資性租賃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工具機業者提供客戶租賃服務之可行性及運作模式(2014) 

2.2 租賃的評估方法(Lease Evaluation) 

租賃評估一直是經濟學界持續探討將近三十多年的議題了，然而在評估過程中必須沿著 IAS17 租賃會計進行，

Alessandro(2009) 再創建自己的租賃價格模型後，評價了此模型和 IAS17 租賃會計的穩合成度，且從過去文獻中整

理出了三大租賃評估的研究類型： 

1.初階的比較方法： 

在此類型的研究中最主要在比較租賃與購買之間的優劣，且尋求一個制式化的模型，能夠使有需求的顧客透過

此模型去決定是否進行租賃或購買，而在兩者之間最大的關鍵在於稅務的節省。 

2.系統性方法： 

在此類型研究中以尋求租賃市場中供給與需求端的平衡價格為目標，並非局限於個體用戶的價格理論，考慮總

體經濟學，減少租賃過程中產品資訊的不對稱性所造成的檸檬問題。 

3.以實際期權理論為主軸的方法： 

期權定價中的兩個要素為產品本身價值及時間價值，因此此方法最主要用於會隨時間波動的變動型資產。在期

權理論中包含美式期權及歐式期權，美式期權強調在合約期間內承租人有權利取消租賃；歐式期權強調，承租人能

夠以標的物的剩餘價值，在租賃合約結束時行使購買的權利。 

2.3 租賃設備的租賃長度與保養策略探討 

在租賃合約的內容中，主要包含出租人、承租人、租賃長度、設備租金、故障時的維修、逾時罰金賠償及租賃

設備的保養，因此為了讓設備維持正常運作，出租方必須訂定符合機台設備性能及生命週期的適當合約，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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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生產損失及確保出租方賺進利潤。 

在租賃設備的研究中時常以租賃公司的立場探討設備最佳的租賃長度以及維修保養策略及創建設備出租的總

體利潤。Yeh et al.(2011) 是以出租者的立場，將週期性預防保養引進租賃契約中並建構設備於租賃期間內之總利潤

數學模式，並尋求最佳預防保養策略與設備租期長度，此研究結果顯示，設備租賃期長度的受設備的可靠度所影響，

而設備出租所獲得利潤之高低取決於預防保養的執行與否。Chang&Ro (2011) 再加入了設備的剩餘價值進行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在進行設備的預防保養下，若考慮剩餘價值的條件，能夠使設備租賃期間整體獲利更高。後續還有

許多類似租賃設備的最佳保養策略研究，如 Chang&Lin (2012)、Chen (2012)、A. Ben Mabrouk et al (2016) 等人之研

究貢獻。 

2.4 工具機業者與租賃服務產業之異業結合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2014) 在工具機業者提供客戶租賃服務之可行性及其運作模式此計畫研究中調查顯示，台

灣目前的租賃市場的主要業務為：運輸設備、原物料及生產用機械設備三項，在 2012 年的租賃業統計資料中，此

三項業務即佔了總租賃合約金額的 84%，其中生產用機械設備的租賃合約金額自金融風暴後開始以 10% 的平均

成長率逐年升高，每年均占總租賃合約金額的 20%~30%。如圖 2.3 所示。 

 

 

 

圖 2.3 臺灣租賃市場規模(2008~2012) 

資料來源：台北市租賃商業同業公會，2013/03。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2014) 計畫研究中生產用機械設備租賃的細項發現，工業用機械設備(如：金屬切削工具機、

金屬成型工具機、雷射加工機等等)的租賃比率有逐年擴大的跡象，但市場滲透率大約只有 5％ ，於成熟的租賃市

場相比還有許多的成長空間，且我國的租賃對象多為中小企業的客戶為主，協助他們突破訂單充足卻缺乏資金擴充

產能的困境，因此在計畫中進行了多方面的產業結構的分析，且實際和租賃商、工具機廠商等進行面談分析利弊。 

由於台灣目前的工具機租賃都是以融資性租賃為多數，因此計畫中發現了在融資性合約到期後，租賃公司要解

決二手工具機的去化處理，而目前的中古工具機去化處理的形態中都各有缺陷，於是此計畫中提出了一個整合工具

機廠、租賃公司、中古設備商三方的經營模式。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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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中古工具機循環再流通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工具機業者提供客戶租賃服務之可行性及其運作模式(2014)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2014) 三方的企業資源與專業知識為基礎，就工具機產品供應、維修服務、中古工具機的

處理，以及金融周邊服務等方面進行分工，建立流暢且統一的中古工具機鑑價、認證、登錄、融資、再租賃等流通

步驟，將舊租約的中古工具機作為新租約的標的物，再次投入融資性租賃市場，促進中古工具機的再利用。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可發現雖然設備租賃的觀念已長時間的被廣泛討論，但大多數都是以出租方的角度進行深

度的研究，因此想綜合以上文獻所獲得的觀念，以承租方(機械加工廠)的角度切入，進行工具機購買與租賃策略之

研究。 

第三章 模型建立 

3.1 問題定義 

在需求變幻莫測的訂單環境中，不僅僅是訂單數量的多寡難以捉摸，商品日益求新的世代中，更難預期商品型

態的變化，因此機械加工廠在有限的資金內，該如何將設備投資的效益發揮到最大，除了維持最基本的生產營運以

外，應該保有足夠的生產彈性去面臨未知的顧客訂單，因此研究中想要藉由機台的購買和租賃之間達成的平衡去執

行營運的策略，因為企業的利潤是機台設備而產生的，並不一定要獲得機台本身的所有權，而租賃也是企業理財方

式的一種，租金可列為費用報支，可以合法節省大筆稅金，且經常換新且性能好的機器，甚至遇上短期生產需求時，

以租賃代替購買就不必為日後閒置機台而擔憂，且租金每月固定且不必考慮折舊問題，便於企業內部的營運績效評

估。 

3.2 數學符號定義與基本假設 

本論文中所使用的數學符號定義及基本假設說明如下： 

3.2.1 數學符號定義 

表 3.1 數學符號定義 

Dn n=1…n 每月訂單需求量 

Tmj j=1…3 加工時間(分/件) 

Sj j=1…3 報廢率(%) 

Tdn n=1…n 每月需求生產時數 

Ej j=1…3 產能使用率(%) 

Tgn n=1…n 每月淨需求生產時數 

Tw  每月工作時數 

Qtn n=1…n 每月機台需求量 

β  決定購買係數 

Qp 決定購買的機台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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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數學符號定義(續) 

V 機台的購買價格(台) 

Cr 機台安裝成本(台) 

Cf 夾具成本(台) 

Ct 刀具成本(台) 

Ci 總投入成本(台) 

Yd 耐用年限 

Drn n=1…n 每月折舊成本(台) 

Ch 人工成本 1op/2mach (小時) 

Cmj j=1…3 每月保養成本(台) 

Cp 消耗品成本(件) 

U 每月機台耗能(台) 

Lk k=1…k 每月租金  

Otn n=m…n 每月加班費用 

P 加工件售價 

TC 總作業成本 

TR 總收入 

MR 總利潤 

α[0,1] 平滑常數 

DFn n=1…n 每月預測機台需求量 

FEn n=m…n 每月租賃(預測不足)台數 

DEn n=m…n 每月實際不足台數 

ELn n=m…n 每月租賃後不足台數 

i  加班費加成係數 

 

3.2.2 基本假設 

本論文是以機械加工廠商的角度去探討，建構設備租賃與購買期間的總利潤模式，其中模式的基本假設如下： 

 此研究假設的顧客需求為常態分配產生。 

 需求預測使用指數平滑法。 

 加工廠內一個月工作 Tw 小時。 

 訂單必在交期內出貨，機台不足時以加班方式完成。 

 將租賃與購買的設備設定為價格 V 統一。 

 假設機台耐用年限為 Yd 年，最後機台剩餘價值等於零。 

 將機台壽命分為三期，購買的機台性能隨時間老化，租賃的機台性能則永遠位於生命週期的第一期。 

3.3 模型建構 

在利潤模型建構之前，首先本研究以隨機分配產生數個月份的需求值，並將需求區分為已發生及未發生，已發

生之需求值做為購買機台的參考值，未發生之需求值再進一步藉由預測方法計算出預測之需求值，預測之需求值以

作為租賃機台的參考值，接著計算生產端的需求時數及台數轉換、資產端的成本計算及每月固定的支出成本，最後

藉由三方之計算倒出總利潤模式。 

 

728



3.3.1 需求預測方法 

 由於機械加工廠面對的顧客訂單是未知的，因此採用了既有的歷史訂單資料，加上預測分析，去模擬未來市

場走向。本研究使用的需求預測方法為指數平滑法，范有寧(2010) 指數平滑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夠看出移動趨勢，

許多企業和公司都使用此方法來計算未來銷售狀況。使用此方法首先必須決定指數平滑係數，此系數界於[0,1] 之

間，且關係著是否緊密的貼近上期歷史資料。指數平滑法公式為： 

                     ‧ 1… 																																																																										 1  

公式(1)為預測預測需求資料之產生方法，這期預測為上其預測加上指數平滑係數 α乘上上期已發生之需求減

去上期預測之需求。 

 

3.3.2 數學模式 

	
‧ 	

60 1
1… , 1…3 																																																																																							 2  

公式(2) 將每月訂單需求值乘上加工時間並且考慮機台的報廢率再轉換為生產時數。 

																																																																																																																																															 3  

由於公式(2) 生產時數未考慮到產能使用率，因此藉由公式(3) 轉換成淨生產時數。 

                                																									  																																																																																																																						 4  

公式(4) 將每月淨生產時數轉換為每月所需的機台數。 

                 							Qp β ∙ Min 1… 																																																																																																																	 5  

接著從已知數據中的月份內找出最小值並給予一個購買系數β，介於[0,1] 之間，愈趨近於零，購入機台數愈少

相對租賃機台數量愈多。 

                    																																																																																																																																							 6  

藉由公式(5) 計算出預購買之數量後，從公式(1) 中推導的每月預測台數減去購入台數即為預租賃之台數。 

                   			 																																																																																																																																								 7  

而實際發生之需求值減去購入之台數，為實際不足之台數。 

																																															 														
, 	
0,

																																																																															(8) 

當實際不足台數大於預租賃之台數時，將產生產能不足的問題。 

∙ 																																																																																																																																											 9  

將公式(8) 產能不足的部分以加班的方式完成當月訂單。 

																																																																																																																								 10  

公式(9) 為總投入資產成本的合計。 

12 ∙
																																																																																																																																									 11  

將總投入資產成本的合計除以折舊年限 再轉換成每月平均之折舊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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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12) 

租賃期間內的總成本 為總資產成本、每月支出固定費用、租金及加班費用之合計。 

∙ 																																																																																																																																		 13  

租賃期間總收益  為單加工件售價乘上每月需求之合計。 

																																																																																																																																					 14  

將總收益減去總成本及為租賃期間內之總利潤。 

第四章 案例說明 

4.1 案例背景 

此研究以一家大型加工廠的租賃部門角度切入，想要以低成本高彈性的方式做購買與租賃機台的探討。以訂單

式生產方式為研究背景，將台灣工具機暨零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的統計資料(從 2005 年至 2016 年台灣工具機台的需

求值如表 4.1 所示)作為此研究中需求變化的模擬環境，且將前三年(2005 年至 2007 年)的資料視為已發生，從已知

歷史資料去找出機台購買的決策點 Qp，研究的起始點假設為 2008 年如圖 4.1 所示，並加入指數平滑法做需求預測

DFn，使需求預測根據變化中的資料做波動，透過需求預測去決定租賃的數量 FEn，再通過不同的租賃時間長度(租

賃合約長度分為四種：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24 個月以至於對租賃公司下訂單點分別有四個時間點如圖 4.2 所

示)、而四種租賃長度也會分別產生不同價格的租金 Lk，租賃期間越長價格越低，代入利潤模型做計算，以尋求較

好的購買與租賃策略。 

表 4.1 2005~2016 年台灣工具機生產、出口、進口、需求統計表 

 

 

 

 

 

 

 

 

 

 

 

 

資料來源： 台灣工具機暨零組件工業同業公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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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需求發生時間軸 

 

圖 4.2 下單時間點 

將加工廠廠內機台分為兩種： 

購買的機台(Qp)：廠內每月固定擁有的機台數，不隨需求變化，由2005至2007年的歷史月份需求資料中n=1…36

帶入公式(5) 計算。 

租賃的機台(FEn)：每段合約期間內擁有的機台數，隨需求變化，從 2008 至 2016 年 n=37…144 由公式(6)計算。 

1.2 參數設定 

本案例加工廠每天上班 16 小時一個月上班 20 天因此 Tw=320 小時考慮時間達 12 年共 144 個月，n=144，實際

發生為前三年，因此租賃開始期間為 m=37。將預測指數平滑指數定為 α=0.8 且分為兩個購買的決策點，β=0.7 及

β=0.9。由於機台壽命分為三期，購買的機台性能隨時間老化，租賃的機台性能則永遠位於生命週期的第一期，因

此機台性能的相關係數也分為三期假設(j=3)，機台耐用年限設定為 11 年 Yd=11 並將租賃長度分為四種分別是 3 個

月、6 個月、12 個月、24 個月，因此將 6 個月以上的合約租金給於折扣最後在計算利潤模型中，固定支出成本費

用及加工件定價的相關參數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相關參數表 

機台性能 機台細項價目 租金價目 利潤計算相關數值 

Tm1 16 V 4350000 L1 70000 Ch 350 

Tm2 17 Cr 150000 L2 63000 P 600 

Tm3 18 Cf 750000 L3 56000 i 1.33 

S1 0.0075 Ct 450000 L4 49000 P 600 

S2 0.01       

S3 0.015       

E1 0.75       

E2 0.7       

E3 0.65       

Cm1 15000       

Cm2 17000       

Cm3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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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數值結果與分析 

 β=0.7 

找出前 36 個月的最小值為 D6=1201 再乘上購買決策系數 0.7 得到購買量 Qp=841 台。在橘色線下所涵蓋的部

分為購買機台能負荷的生產量，除此之外接以租賃的機台進行生產。	 

 

圖 4.2 需求分佈圖 β=0.7 

以租期合約長度為三個月 r=3、六個月 r=6 依此類推進行租賃時，能夠覆蓋的需求產能表示如圖 4.3 到圖 4.6 所

示，其餘皆以加班方式完成需求訂單。 

  

圖 4.3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7, r=3  

 

圖 4.4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7,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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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7, r=12 

 

 

圖 4.6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7, r=24 

 

 β=0.9 

找出前 36 個月的最小值為 D6=1201 再乘上購買決策系數 0.9 得到購買量 Qp=1081 台。在橘色線下所涵蓋的部

分為購買機台能負荷的生產量，除此之外接以租賃的機台進行生產。 

	  

圖 4.7 需求分佈圖 β=0.9 

以租期合約長度為三個月 r=3、六個月 r=6 依此類推進行租賃時，能夠覆蓋的需求產能表示如圖 4.8 到圖 4.11

所示，其餘皆以加班方式完成需求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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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9, r=3 

 

圖 4.9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9, r=6 

 
圖 4.10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9, 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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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租賃狀況分佈展示圖 β=0.9, r=24 

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5.1 結論 

從總體利潤比較表 4.3 來看 β=0.9, r=3 的購買與租賃策略能夠獲得的利潤最高，而從兩個不同的β 值角度觀

察出此需求環境因為沒有劇烈變化，能夠放心投入較多的資產成本，而較短的租期能夠較貼近預測的需求走向，因

此租期越短利潤越高。另外從表格中能查覺一例外為 β=0.7 的利潤值中租期長度 12 個月賺進的利潤大於 6 個月，

由於加班台數比較表 4.4 的數據顯示為合理成長，因此不會是因為加班費支付過多所影響到利潤，推斷應該是受到

租期長度 12 個月的租金較便宜所產生的影響。 

表 4.3 總利潤比較表 

總利潤 β=0.7 β=0.9 

r=3 26907202336  31222499856 

r=6 26863004896  31119445856 

r=12 26899848416  30995771536 

r=24 25931896256  30357466176 

表 4.4 加班台數比較表 

從閒置機台的數量來看，由於購買台數較高已經覆蓋了大多數的產能，因此在預測無法精準跟上實際變化的過

程中租賃台數容易過多，導致閒置機台增加。 

表 4.5 閒置台數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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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機台 β=0.7 β=0.9 

r=3 7554  2912 

r=6 7182  2512 

r=12 8158  2646 

r=24 9100  2753 

閒置台數 β=0.7 β=0.9 

r=3 10685  4791 

r=6 12713  7283 

r=12 16035  10555 

r=24 30237  21918 

735



5.2 未來研究方向 

若未來的研究中能夠考慮不同機台的型號及價位且將租賃長度交錯的方式進行租賃，相信此研究能夠更貼近於

實際發生之生產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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