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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專題與雲林某生產農產品工廠合作，個案公司為需要生產多樣化產品

的傳統產業工廠，需要儲存多種不同種類之原物料，因此倉儲區的規劃與空間利

用相當重要。經過多次觀察與工廠負責人溝通後，發現工廠倉儲凌亂，陳年原物

料堆積於四處，報廢機具未處理，原物料未依分類擺放，標示不明確，入庫流程

未統一，導致入庫時無法妥善規畫空間進行擺放。和公司協議後決定專題第一學

期研究方向為觀察倉儲區凌亂之原因，並進行真因驗證及對策擬定，並於第二學

期進行改善實施及效益評估，再次觀察測量確認實施後效益。本次專題將以改善

倉儲區擺放未依分類、標示不明確之情形。進而增加倉儲區之空間，減少領料時

間，提高作業效率並且能加以規劃倉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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