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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VMI可改善供應商和經銷商的需求預測、補貨

計畫、促銷管理。

過去研究普遍認為VMI對經銷商有利、對供應

商較為不利。

有關供應商管理存貨的文獻大多數是質性研究

，較少是偏向於量化分析。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透過模擬之市場需求，以量化方式進行分析。

衡量經銷商與供應商為自身利益或整體利益調

整預測與庫存控制的影響

調整提供POS數據之經銷商數目，以分析VMI

的經濟規模效益。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研究方向限制

只考慮單一種類產品的供應鏈。

 研究方法限制

利用啟發式解法求出最適庫存策略，不一定為實際之

最佳解，且模擬實驗有隨機誤差的干擾。

 實驗設計的限制

分析結論未必適用於其他實驗環境與條件。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管理存貨

Monte Carlo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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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

最小成本並滿足客戶需要的服務水準下，對供應者到消費

者間整個通路的整體管理，從原物料供應至工廠生產製造

到配銷中心，到送往最終顧客端的整個通路管理。

長鞭效應

因下游的需求波動，而導致供應鏈上游的資訊被扭曲，使

得上游造成更大幅度的波動，導致供應鏈的績效降低。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供應商管理存貨供應商管理存貨

 VMI為「經由POS和EDI的資訊，供應商迅速了解銷售點

的存貨，經由計算得知應運送何種商品以維持在銷售點

的適當存貨，目標在增加產品週轉率與降低存貨，並提

高服務品質。」

 VMI績效

降低庫存量、改善庫存週轉率，進而維持庫存量的最佳

化，且能避免缺貨的問題產生，進而提升顧客服務績效

並建立長期且穩固的關係。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預測與庫存管制預測與庫存管制

定量補貨策略(Q model)

(s, Q)；當庫存量低於再訂購點s時，則訂購一定數量Q

移動平均法(Moving Average Methods)

根據過去實際銷售量的平均值進行下一期之銷售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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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Monte CarloMonte Carlo模擬模擬

以模擬產生隨機亂數(random number)為主，不考

慮系統隨時間變化的影響。

使用線性同餘法(簡稱為LCG)，在Excel中產生虛擬

的隨機亂數數列，然後再利用反函數的關係

將數列轉換成所需要的機率分配型態。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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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運用ExcelExcel進行模擬進行模擬

可產生出不同的機率分配型態

大量的數學統計函數

統計圖表及繪圖的功能

命令式語言程式如VBA，可控制實驗進行

普遍使用性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VARTAVARTA
 VARTA是由美國西北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
系的Barry L. Nelson 教授等人所研發的程式，可
產生多組具有複雜相關性的時間數列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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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Excel模擬產生銷售數據

VARTA產生完整的銷售數據

庫存控管的調整

模擬產生銷售數據模擬產生銷售數據
 將Uniform(0,1)亂數利用以下公式轉換成兩組常態分佈

的亂數Z1、Z2。

Z1 = SQRT(-2·LN(U1))*COS(2p·U2)

Z2 = SQRT(-2·LN(U1))*SIN(2p·U2)

 Z1 and Z2 ~ N(0,1)

 轉換成銷售數據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noisebaseDemandt 

銷售數據的相關性銷售數據的相關性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銷售數據的自我相關性銷售數據的自我相關性

 利用AR(1) Process 將常態分佈的X、Y轉換成為各自
的數據皆具有自我相關性(auto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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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數據產生與季節性轉換數據產生與季節性轉換

 五家經銷商數據其中三組

由VARTA產生，兩組在

Excel產生。

 利用乘法模式轉換為具有

季節性變化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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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季節性轉換季節性轉換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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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實驗程序模擬實驗程序

 將經銷商各期需求輸入模擬架構

 經銷商依設定庫存策略向供應商訂貨，或是供應商依

設定之補貨策略向經銷商出貨

 供應商依生產策略調整自身庫存量

 以啟發式解法尋找最佳庫存或補貨策略

 單次實驗為200週的模擬長度

 進行50次實驗以建立95%信賴區間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供應鏈整體庫存策略最佳化供應鏈整體庫存策略最佳化
經銷商與供應商交替搜尋較佳的庫存策略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P1

P2

P3

P4

個別成員庫存策略最佳化個別成員庫存策略最佳化

P1

P2

P3

P4

庫存控管參數反覆搜尋過程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實驗與分析實驗與分析

基本實驗設定

季節性變化的影響

動態策略的影響

採用POS資料的影響

基本實驗設定基本實驗設定
 Case1：銷售數據不具相關性、自我相關性及季節性

變化，經銷商不做預測且根據自身利潤最大

化的來制定靜態訂貨策略。
 Case2 ：銷售數據具有相關性、自我相關性及季節性

變化，經銷商仍然不做預測且根據自身利潤

最大化的來制定靜態訂貨策略。

 Case3 ：銷售數據同Case2，但經銷商以移動平均法動

態調整庫存策略，仍以自身利潤最大化來調

整訂貨策略。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基本實驗設定基本實驗設定

 Case4 ：銷售數據同Case3，供應商採用兩家經銷商POS

資料進行預測。

• Case4.1 ：經銷商依照自身利潤最大化訂貨，供應商
以整體利潤最大化為進行生產。

• Case4.2 ：由供應商主控訂貨與補貨，皆以整體利潤
最大化為依據。

 Case5 ：供應商採用全部五家經銷商POS資料進行預測

且根據產銷雙方整體利潤最大化來主控訂貨與補貨。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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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實驗設定基本實驗設定

 五家經銷商的基本設定

每單位產品售價5元

持有成本為1元

訂貨成本為100元

實驗週期為200期

 供應商的基本設定

每單位產品售價3元

持有成本為0.6元

遲交訂單為每單位0.3元

開工成本為300元

產能每期為800單位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基本實驗設定基本實驗設定

Case1庫存策略搜尋結果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實驗50次的
平均利潤

季節性變化的影響季節性變化的影響(Case1 vs. Case2)(Case1 vs. Case2)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藍色代表供應短缺

季節性變化的影響季節性變化的影響(Case1 vs. Case2)(Case1 vs. Case2)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季節性變化的影響季節性變化的影響(Case1 vs. Case2)(Case1 vs. Case2)

季節性變化使得經銷商與供應商

造成嚴重的銷貨損失

 根據季節性變化再調整最適庫存策略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動態策略的影響動態策略的影響(Case2 vs. Case3(Case2 vs. Case3))

供應商利用移動平均法

動態調整生產策略，可

彌補供應商在庫存成本

及開工成本上因季節性

因素而造成的損失提高

利潤。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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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採用POSPOS資料的影響資料的影響(Case3 vs. Case4.2)(Case3 vs. Case4.2)
 經銷商動態調整庫存策略，市場銷售情形

Lost sale 8.025

經銷商利潤 292.12

Lost sale 5.107

經銷商利潤 300.27

 供應商取得兩家經銷商POS資料，經銷商出貨情形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採用採用POSPOS資料的影響資料的影響(Case3 vs. Case4.2)(Case3 vs. Case4.2)
 經銷商動態調整庫存策略，供應商被動出貨情形

backorder 107.942

供應商利潤 980.92

backorder 52.015

供應商利潤 981.20

供應商取得兩家經銷商POS資料，主控訂貨與補貨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採用採用POSPOS資料的影響資料的影響(Case4 vs. Case5)(Case4 vs. Case5)

 供應商取得所有五家經銷商POS資料，主控訂貨與補貨
取得五家的實際需求資料比兩家資料更能準確地預測
市場需求，供應商的生產量能更為符合實際需求，因
此庫存成本減少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所有所有CaseCase利潤比較利潤比較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需求具有相關性及季節性變化時，供應商和經
銷商利潤因而受到影響而顯著降低。

利用預測方法調整庫存策略可彌補供應商在庫
存成本及開工成本上因季節性因素而造成的損
失，進而提高利潤。

供應商運用所有經銷商的POS資料進行預測，
可明顯改善供應商庫存成本且提升總利潤。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實驗只設有五家經銷商規模。如果增加經銷商

數量，可更加準確衡量VMI之規模效益。

使用專業的模擬軟體工具(ARENA)，可進行更

複雜完備的模擬實驗

可採用更為先進的預測方法以提高績效

ξ緒論 ξ文獻回顧 ξ研究設計 ξ實驗與分析 ξ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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