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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市場激烈競爭的產業環境中，全球化營運發展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議題和趨

勢。尤其對於台灣的企業而言，不管是大型企業或是中小型企業，在特殊的兩岸環境中和

全球化運籌模式下，企業經歷一波波結構性的改變。擁有全球化的產銷運籌能力是全球化

的競爭中必備的，才能使企業具有國際化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本錢。而全球的佈局、多角

貿易、多工廠、多營運中心等議題，其背後均需要一套完整且強而有力的資訊系統來支持

運作。在這樣複雜的全球經營流程中，現有國內廠商常用的大型 ERP，包括 SAP、TIPTOP、

ORACLE、QAD等，其現有的基本功能和模組，因為多公司別的獨立法定個體及交易流程的

煩雜和各公司不同的整合需求，包括流程、分析報表、決策資訊，現況在無客製的情況下，

無法百分百滿足營運總部各階層整合資訊的需求，更遑論要主動預警、追蹤問題及決策建

議。本研究透過對戰情資訊系統的全面深入探討和了解，希望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能滿足營

運總部各階層需要的策略性資訊系統-即時戰情資訊系統 

關鍵字：戰情資訊系統、策略性資訊系統、商業智慧。 

Abstract 

Enterprises are unaffordable and must to face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operation in 

development under such a strict and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 nowadays. ERP, SAP, TIPTOP, 

ORACLE and QAD were the most use in native enterprise, but all of them cannot be 

customized for each enterprise with different needs or requirements. Further, there is still many 

of systems need to be integrated such as ERP, CRM, SCM and FLOW… etc. This research 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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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a completed EWR system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each level in an enterprise. 

Keywords: Enterprise War Room ,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壹、前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市場激烈競爭的產業環境中，全球化營運發展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議題和趨

勢。尤其對於台灣的企業而言，不管是大型企業或是中小型企業，在特殊的兩岸環境中和

全球化運籌模式下，企業經歷一波波結構性的改變。要在全球化的競爭中生存並維持競爭

力，首要之務是擁有全球化的產銷運籌能力，才能使企業具有國際化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

本錢。而不論是中小企業還是大型企業，全球的佈局、多角貿易、多工廠、多營運中心等

議題，其背後均需要一套完整且強而有力的資訊系統來支持運作。在這樣複雜的全球經營

流程中，現有國內廠商常用的大型 ERP，包括 SAP、TIPTOP、ORACLE、QAD 等，其現有的

基本功能和模組，因為多公司別的獨立法定個體及交易流程的煩雜和各公司不同的整合需

求，包括流程、分析報表、決策資訊，現況在無客製的情況下，無法百分百滿足營運總部

各階層整合資訊的需求，更遑論要主動預警、追蹤問題及決策建議，而資訊的整合除了

ERP 外，還包括了 CRM、SCM、FLOW...等其他系統。本研究透過對戰情資訊系統的全面深

入探討和了解，希望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能滿足營運總部各階層需要的策略性資訊系統-即

時戰情資訊系統。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期在過國性企業擔任顧問及資訊策略部門主管，整合底層資料而發展出的商業智慧

和即時整合資訊，是每個企業高層都需要的，透過營運總部戰情資訊系統的建立，讓企業

有效整合跨組織、跨工廠及跨系統的策略性即時資訊系統，而透過現代網路技術及資料採

礦技術的提昇，其應用的階層不在局限於高階主管，而是各階層有需要用到整合型資料的

都能透過系統得到：事先預警資料、事後追蹤問題資料、細部下層資料追蹤、及各類型的

資料分析。而其通知警示的工具，不再只是被動的等使用者 RUN 報表，包括主動 E_MAIL 

寄發警示，Skype、MSN 通訊軟體，手機簡訊…等等主動及非主動工具。而且由單向可

以進化成雙向溝通，因此此研究動機在於如何有系統的整理出即時戰情資訊系統的建立

Know-How，而目的在於透過一個真實的案例建立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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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2.1、戰情資訊系統(Enterprise War-Room) 

「企業戰情室」一詞源於軍事用語，目的在形容商場如戰場，能最先掌握情報資源的

人，就是贏家，而快速蒐集商情的主要技術核心，就是資訊系統的整合。俗話說，商場如

戰場，故目前企業戰情室的概念已被廣泛應用於商業戰場上。在業界，企業戰情室指的是

透過蒐集、獲得組織運作過程中的各種內部與外部資訊，並其轉換、整合、儲存到資料倉

儲(Data Warehouse)中，透過 Data Mining、OLAP 等工具分析後，產生適當的圖、表呈現

給企業的主管， 以供其作為決策依據的技術以及過程 (通用數碼, 2004)。根據統計，美

國財星雜誌前 500 大企業都已經成功導入企業戰情室，而且對其預算仍持續增加中，由

此可見即時戰情在企業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然而，「企業戰情室」系統中，究竟該包含那些資訊目前仍無正確答案。 因為對於不

同產業來說，「企業戰情室」系統中所應該提供的資訊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研究

中所相關的文獻和資料探討，我們對「企業戰情室」的定義如下： 

企業戰情室 = 資訊工具(BI、SCM、OA….) + 管理主題 

管理主題 = 管理角色(職能) + 管理知識 

戰情資訊系統，其概念上是以以下的各方式為基礎：利用 BI 的觀念來處理資料、整

合資料的展示、及時的追蹤與立即的行動、成效的再評量與顯示、輔以以儀表板來顯示動

態的經營過程並且將所資料蒐集的密集化、及時化、發掘資料的內涵並且將資料結構的重

整，而在執行使用的方式上，重視的是：及時回應與控管、資訊系統的全面整合、資訊系

統架構的重新思考、新科技新媒體的應用的運用企業戰情室的最大特色，在於可以提供符

合存取者個人化的介面設計，讓不同的職能別與管理模式都可以得到最完整、最全面的決

策資訊，使組織上下可以更方便且更有效率的完成日常業務，有效地提升企業管理彈性與

應變能力，同時也利於管理者於事後做進一步的稽核與改善，快速地來應變市場與顧客之

消長情形。 

在戰情資訊系統的應用上;其理念重視於：集中掌控的管理概念、主動反應的精神、

Always On 的思考、資料的加值創新應用。戰情資訊系統在企業中順利導入並運作後，將

可以為企業帶來衝擊性的效益：  

 統整企業決策資訊，提供即時化的資訊傳遞。建立快速反應的決策機制 

 資訊一致性/及時性/彈性  

 發掘隱藏性問題 

 以經營管理的角度，來檢視企業運作績效。 

 降低決策系統建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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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組織目標與執行力 

 即時反應變動的企業環境 

 提升決策者落實決策後的計劃執行力。提昇決策品質與企業競爭力 

 整合 ERP 交易資料與非 ERP 之決策參考資料。 

 

「圖 1:EWR value to enterprise / user」  資料來源:inforpower 

2.2、策略性資訊系統 

何謂策略資訊系統呢？廣義來說，所有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來幫助組織創造競爭優

勢、持續擁有優勢的資訊系統都是所謂的策略資訊系統。策略資訊系統可以在組織的各個

階層發揮效益。為了要幫助組織創造競爭優勢、持續擁有優勢，策略資訊系統常常會導致

組織營運宗旨或願景的改變，也可能會改變組織的產品、服務、營運活動或是組織與環境

的關係。策略系統和商業智慧較大的不同在於策略資訊系統的使用層級是公司各單位各層

級，而商業智慧的設計較著重於中高階主管的需求。 

資訊策略資訊系統是能支援組織達成策略性目標的資訊系統。其主要的系統功能：（1）

改進作業效率（2）促進組織創新系統特徵，此種策略性的目標必須配合適當的競爭策略

才能實現。企業採用資訊系統的主要目的是提昇各項例行業務的作業效率，企業與資訊系

統之間的關係是屬於組織採用資訊系統的單向關係。隨著資訊科技與通訊科技的日進千

里，近年來，利用電腦化資訊系統來處理資料與資訊的成本越來越低廉，速度也越來越快

捷。因此，企業組織建置資訊系統、應用資訊系統來提昇企業營運績效、取得競爭優勢的

趨勢也越來越普遍。組織與資訊系統之間的關係變成互相影響的雙向關係。 

參、企業營運總部即時戰情資訊系統建立 

3.1 個案企業之相關產業概況 

個案企業 A 公司，其主要的產業是在戶外防水連接器產業，該公司是美國上市公司

在台灣的子公司。戶外連接器除可應用於能源產業中之發電設備，亦可應用在其他電子或

電氣設備，如戶外 LED 顯示器、船用 GPS 及連接器、軍事及飛航用連接器、安全監控設

備、運輸載具、通訊設備及基地台等，應用範圍廣，商機無限。而此產業未來十年內將針

對新興能源所需之專用連接器，開發高附加價值、高品質之產品，其技術層次及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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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高於目前國內連接器廠商仍停留在一般電腦、通訊設備所使用之低階連接器水準。而各

國際公司無不盡全力在尋求新的策略方向及爭取國際訂單以求帶來重大效益，如太陽能發

電產業將以平均年增率 20%以上快速成長，為具有高度發展潛力的替代能源產業。而國內

太陽能相關產業，從上游的矽晶圓材料到下游的光電電池模組、發電系統等，投入者眾，

但對於電池模組與系統周邊的連接器零件等，尚未引起重視，A 公司在太陽能設備專業連

接器產品開發，將有助於國內太陽能產業鏈更為完整，能發揮國內製造業的優勢進軍全球

蓬勃發展的太陽能發電市場。 

3.2 個案企業主要產品服務 

A 公司成立於 1993 年，主要生產以防水為主要功能的連接器及產品組裝，以自有品

牌行銷全球，產品也從傳統的一般電腦連接線，A/V 音響線，汽機車配線，轉型開發生

產以防水為訴求，使用在特殊環境領域，如航空通訊、船用電子、以 GPS 、戶外 LED 連

接器、太陽能戶外連接器等為主的連接器及連接線。目前在台總部主要為研發、業務中心

和後勤資源，從產品的設計、工程繪圖、模具的開發製造、塑膠件射出成型、組裝、測試

完成，全部都在廠內一氣呵成，提供給客戶完整的服務，並每年投入研發經費開發新產品

且獲得近百項專利。 

3.3 個案應用 ERP 前主要問題說明 

個案 A 公司，該公司營運總部設置於台灣，大陸工廠及境外公司，及海外接單中心。

實體合法成立的公司別有多個，其間有許多覆雜的多角貿易，關係企業間有彼此間的採購

和接單內部交易。個案企業目前使用鼎新的企業解決方案，包括了 TIPTOP GP 1.3 、

WORKFLOW GP 最新版、而其中 TIPTOP GP 1.3 在營運總部的功能上，已經具備有多角

貿易的功能，然而在營運總部的架構下，幾乎所有的流程都跨組織、跨工廠、跨系統、跨

層級，而這中間又簽涉到公司的內控內稽和管制點.及需符合當地法令合法個體的要求。

因此主要問題包括了 

1、就流程而言：許多的流程整合是無法在現有架構中完成，其大部份主要的問題在

於同一個流程需求是跨組織的不同單位，就流程而言要整合不同組織於統一的介面流程上

並追蹤之。這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這些整合大部份都需要和 ERP 串連，但是目前 A 公司

的版本是 1.3，和最新版本 5.2 有很大的差距，其中 ERP 對自動簽核 EasyFlow 間的整合

問題相當的多。2、就資訊提供而言：太多單位要的都是整合型的資料，這些資料都不是

現有系統報表就能提供，且現有鼎新的程式架構和時下新一輩的程式設計師常用的工具絕

然不同，如何架構一套可常可久且現有程式設計師能快速上手的資料不同公司資料於統一

的介面和報表分析中並 Drill down 追蹤問題。3、就員工操作介面而言：整合統一的介面

讓員工一次看到所有公司別的所有需要資訊，而不用在各個公司別之間一直切換。 

而這些需求在不同的營運總部中的各職能上都會有需求，其中包括了：研發總部、採

購總部、接單總部、產銷協調總部、財務管理總、部物流運籌總部、策略/營運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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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服務總部 的需求需要整合，而這些需求在以上的流程、資訊和介面上，都需要有

一個策略性系統來擔任整合的角色。以下是幾個比較重要需整合的案例是在系統建立前所

評估的需整合事項。 

「表 1:整合前問題案例」 

需求說明流程 資料別 職能別 說明 需整合單位 需整合系統 

新產品開發流程的整

合 
集團別 

業務 

研發 

1:OEM/ODM 接單式生產，台灣接單後轉

大陸工廠生技生產樣品，經台灣工程確

認後轉業務接單出貨 

2:標準品新產品台灣研發開發且開模

試量產後移中國大陸工廠生產 

業務、研發、大陸生

技、大陸營運 

ERP、WORKFLOW 

EDM 

營運總部，產銷協調

報表的資訊整合 
集團別 

業務 

營運 

接單流程分為四部份，需排除掉內部交

易部份，下層能直接帶出追蹤報表。 

1:台灣接單台灣出貨。 

2:台灣接單大陸出貨且境外有價差。 

3:台灣接單大陸出貨且原價直出。 

4:大陸接單大陸出貨。 

業務、台灣大生管、大

陸生管、大陸生產 

ERP、WORKFLOW 

 

跨組織研發相關流

程，如 ECR/ECN 及相

關流程整合 

集團別 研發 

整合台灣的研發及大陸各生產及責任

單位 ECR/N整合系統中，並出完整的文

管公告系統。現有鼎新 ECR/N系統無法

做到跨公司別。 

研發 / 生產 /生技 /

業務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EDM 

集團即時出貨業績統

計分析 
集團別 

高階 

業務 

需扣除集團內部交易、銷退資訊、MISC 

雜項認定、需認列模具訂單 

需區分開發業務及時際接單業務、需和

銷售預測比較，需多角度分析 

高階主管 / 業務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集團即時接單業績統

計分析 
集團別 

高階 

業務 

需扣除集團內部交易、MISC 雜項認

定、需認列模具訂單需區分開發業務及

時際接單業務、需和銷售預測比較 

高階主管 / 業務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集團各類檔案的的統

一和取得 
集團別 各單位 

包括圖檔的取得、SOP的取的、合格書

的取得….等檔案文件和版本的統一。 

各單位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集團生產成本分析 集團別 
高階 

財務 

依產品別/業務別/組別/客戶別分析各

層級的成本分析，且台灣多角貿易部份

需扣除掉多角貿易價差部份，直接追蹤

到生產廠別的成本。 

高階主管 / 業務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集團物料產銷即時資

料 
集團別 各單位 

整合界面，單一查詢，即可以知道所有

集團單棵料件的所有資料情況。 

各單位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集團資料性統一問題

及申請建立流程 
集團別 各單位 

包括料號、客戶資料、供應商資料、會

計科目、BOM表……等等很多資料在集

團都有需同步但是又有部份參數要各

自不同的問題，須要整合。 

各單位 ERP/EasyFlow/ 

戰情資訊系統 

3.4個案公司戰情資訊系統導入策略 SWOT分析 

在個案公司導入 ERP 前後，陸續客制化需求逐漸浮現，因此透過公司高層及資訊主

管使用，利用：優勢-機會 (Strengths Opportunities) S-O、弱勢-機會(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W-O、機會-威脅 (Strengths Threats) S-T 及弱勢-威脅(Weaknesses Threats) W-T 等四種策

略，來對該公司在導入戰情資訊系統前的剖析，並分析確認導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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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SWOT 分析」主要是用來分析組織內部的優勢與劣勢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

脅。SWOT 分析屬於企業管理理論中的策略性規劃。包含了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此

一思維模式可幫助分析者針對此四個面向加以考量、分析利弊得失，找出確切之問題所

在，並設計對策加以因應。 

SWOT 矩陣策略配對方法包括：SO 策略表示使用強勢並利用機會，即為"Maxi-Maxi"

原則；WO 策略表示克服弱勢並利用機會，即為"Mini-Maxi"原則；ST 策略表示使用強勢

且避免威脅，即為"Maxi-Mini"原則；WT 表示減少弱勢並避免威脅，即為"Mini-Mini"原則。 

「表 2: SWOT 矩陣策略」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優勢(S) 弱勢(W) 

機會(o) 
SO 策略 

(擴大策略/利用這些) 

WO 策略 

(補救策略/改進這些) 

威脅(T) 
ST 策略 

(克難策略/監視這些) 

WT 策略 

(靜止策略/消除這些) 

利用 SWOT 分析架構，將企業之 S、W、O、T 四項因素進行配對，可得到 2×2 項策

略型態，茲說明如下： 

SO: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力、爭取機會（Max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最佳策略，企

業內外環境能密切配合，企業能充分利用優勢資源，取得利潤並擴充發展。  

ST: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力、減低威脅（Max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在企業面對威脅

時，利用本身的強勢來克服威脅。  

WO: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Min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在企業利用外

部機會，來克服本身的弱勢。  

WT: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Min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企業必須改善

弱勢以降低威脅，此種策略常是企業面臨困境時所使用，例如必須進行合併或縮減規模等。 

個案公司導入戰情資訊系統 SWOT 分析 

（一）外部環境分析 

1.威脅 

（1）現有市場上的戰情資訊系統價格昂貴，且架構或版權上每年均需付維護費用。 

（2）現有的都只是系統架構，主要的內容都還是要逐一客制，包括資料來源公式及

公司別整合都無法馬上延用。還是需要逐一系統分析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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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制化價格昂貴且公司初期需求不明確，會導致客制專案延遲 

（4）各家系統及廠商彈性不一，且現有資訊人員對該系統不熟悉，如要上手需要時

間及教育訓練。 

2 機會 

（1）廠商可以馬上提供在其他公司導入的內容、經營指標和分析報表，讓公司在短

期內讓系統較快速建立 

（2）產品化的系統，在權限控管、未來發展、後續維護都會比自行開發來的長治久

安。不會因為人員的異動和時間的變遷，對公司造成系統發展上的問題。 

（3）透過專業顧問的協助，可以快速吸收管理經驗和經營管理。 

 (4）鼎新 ERP 系統程式碼開放，易於了解系統及整合其他系統。 

（二）內部環境分析 

1 劣勢 

各單位的需求不明確，且各單位現階段沒有明確提出需要的管理經營指標、管理報表

和分析報表。 

資訊部們本身對於各單位的需求和專業知識不足。 

各單位自主性強且溝通困難整合上需花費較多時間。 

自行開發系統安全、穩定度及後續維護都會是問題。 

2 優勢 

資訊人員技術沒問題，且都有導入設計 BI 和戰情資訊系統的經驗。 

內部高階主管對資訊了解且全力支持。 

各部門高階主管本身對各領域的專業知識充足。 

資訊部門熟悉各系統流程及所有系統細部資料，在整合上較容易。 

透過 SWOT 的分析和高階主管的決策，最後做成了兩階段開發建議，第一階段：在

現有架構上，資訊部以先滿足現有需求及最經濟且快速方式，以資訊部最熟悉的工具和架

構開發雛型系統，。開發內容方面，成立專案小組，並且聘請外部經營管理顧問，針對各

部門的經營分析需求、日常報表需求、跨國整合需求及流程整合需求等並和各單位展開需

求訪談和系統分析。第一階段的主要目地在雛型系統上建立完成各單位的完整需求。第二

階段在於都釐清所有系統需求後，再評估是否需要導入較完整且長治久安的系統架構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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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採礦技術。並將需求完整建置到新評估的系統。 

 

「圖 2: A 公司策略性資訊系統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個案系統開發 

4.1 系統架構說明 

 4.1.1 開發工具架構及系統架構說明 

本系統開發架構，資料庫部份，延用鼎新 ERP 目前所使用的 ORACLE 9i DataBase，

其它架構上採用 ColdFusion 相容的 Railo 3.x community 架構，前端開發工具，包括 PHP、

Java 和 CFM。採用的原因除了他在圖形介面的強大功能和能輕易完成儀表版的功能外，

包括了學習最簡單，最少程式學習及開發時間(標籤式語法)。功能強大，提供更完整的互

動式使用者環境(RIAs)。符合業界開放的標準(Java)  

 

「圖 3:系統架構整合圖」資料來源: 零壹科技 網路加值部 林靖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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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oldFusion MX 系統整合功能」資料來源: 零壹科技 網路加值部 林靖崴 

 

「圖 5:企業戰情室解決方案」資料來源:漢康科技 

4.2 各主要案例及說明應用 

    個案公司目前已完成的各流程和整合，以下僅就幾個重要且整合的戰情資訊系統

功能明顯的案例逐一說明。針對個案公司，以下依集圖營運總部及工廠的跨國經營架構，

透過戰情資訊系統有效解決幾個問題和案例 

「表 3:解決案例說明」 

序 需求說明流程 資料別 說明 需整

合單位 

需整合系統 

案例一 
營運總部，產銷協

調報表的資訊整合 
集團別 

接單流程分為四部份，需排除掉內部交易部份，

下層能直接帶出追蹤報表。 

1:台灣接單台灣出貨。 

2:台灣接單大陸出貨且境外有價差。 

3:台灣接單大陸出貨且原價直出。 

4:大陸接單大陸出貨。 

業務、台

灣 大 生

管、大陸

生管、大

陸生產 

ERP、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案例二 
集團即時出貨、接

單業績統計分析 
集團別 

需扣除集團內部交易、銷退資訊、MISC 雜項認

定、需認列模具訂單 

需區分開發業務及時際接單業務、需和銷售預測

比較，需多角度分析 

高階主管 

/ 業務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案例三 
集團物料產銷即時

資料 
集團別 

整合界面，單一查詢，即可以知道所有集團單棵

料件的所有資料情況。 

各單位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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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營運總部客訴流程 

8D REPORT 
集團別 

整合台灣的業務和台灣的研發及大陸的品管和生

產及責任單位於 8D 客訴系統中，並出完整的 8D 

REPORT 於系統中。現有鼎新系統客訴系統並不是

依 8D 方式運作。 

業務 /生

產 /生技 

/品保研

發 /責任

單位 

EWR、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案例五 
集團各類檔案的的

統一和取得 
集團別 

包括圖檔的取得、SOP的取的、合格書的取得….

等檔案文件和版本的統一。 

各單位 ERP 

WORKFLOW 

戰情資訊系統 

   4.2.1產銷協調整合資訊 

產銷協調是所有公司很重要的一個環節，而這家公司的特性非常的特殊，包括大部份

的訂單均為 OEM/ODM 訂單，且少量多樣，交期短，共用物料少，因此大部份的訂單採

取接單式生產，也為了此生產特性，該公司投資上游主元件原料生產— PIN 針，此部份

可以有效降低客訴及縮短交期和提昇品質.標準品銷售則只佔全公司約 2 成訂單. 

 

「圖 6:A 公司主要生產接單方式」 

因為接單公司別的不同及多角貿易間的複雜交易，因此現有系統並沒有一張可以完整

追蹤且符合產銷協調需要的報表，因此此張報表經每月兩次的業務和生管產銷會議後調整

完所有訂單的預交和排交日期後，所有有權限的人馬上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所有的產銷資

訊。並且可以即見即所視的 drill down 到下一層列出所有該資料的明細，直接追蹤。 

「表 4：集團產銷協調表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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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下一層產銷明細資料-已接單明細表」 

 

此戰情系統可以設定固定時間，自行寄送相關報表到訂閱人的手中，使用者每天不需

要進系統，只要收 mail ，就可以知到定閱的資料 

 

「圖 7：系統自動發行報表畫面」 

   4.2.2 多角度整合業績報表 

業績報表是所有高階主管及業務主管要知道且即時掌握的資訊，但是業績的統計公式

和那些出貨要統計那些出貨不統計，多角貿易的內部訂單要排除，銷貨退回的金額處理模

式，以及匯率的處理、等等都需要事先站在營運總部的角度下協調清楚後在統合開發。另

外在業績的分析上，會需要多角度的分析，包括組別、業務別、客戶別、產品類別、產品

應用別、銷售國家別、銷售幣別、以上各角度在月結後，還要能分析出各角度別的毛利分

析。等等很多各單位不同的需求，都需要整合在戰情資訊系統中。 

 

「圖 8:多角度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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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銷售業績表，每組別可以再 drill down 列出時際銷售明細用以事後追蹤成本和預

測達成狀況。 

「表 6:依組別業績報表(含毛利)」 

 

客戶別銷售業績表，每客戶別可以再 drill down 列出時際銷售明細用以事後追蹤成本

和預測達成狀況。 

「表 7:依客戶別業績報表(含毛利)」 

 

業務別銷售業績表，每業務別可以再 drill down 列出時際銷售明細用以事後追蹤成本

和預測達成狀況。 

「表 8:依業務别業績報表(和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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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個案的起始發想，主要在於，鼎新系統的 TIPTOP 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且資訊和原始

碼開放，但中小企業資訊人力有限，如果有所報表都以 GENERO 去客製及整合，會有人

力上及架構上的問題，因此以現有人力所熟悉的工具去開發架構，會是最快速的。 

就技術面而言： 

1、系統架構免費：戰情資訊系統在一般中小企業中，能夠在不花大錢的狀況下用現

有網路資源、免費軟體 Railo 3.X community Server 是本專案的主要特色 

2、資訊取得便利：可以有效解決營運總部在資訊整合和決策的需求並透過網路技術

讓散在世界各地的集團員工能輕易取的資料，是本專案的另外一個特色。 

3、程式客製簡單：系統架構簡單且客製方便，讓資訊人員只要在懂 PHP 語法及整合

系統資料庫的情況下就很容易上手達到快速客製的目地 

4、多樣化的工具：可以透過 MAIL / 簡訊等等工具，報表格式可以是各種圖型和各

類型檔案，即見即所示的資料可以一層層追蹤問題，設定各種自動報表的訂閱和發送，達

到自動化的目地。 

就決策資訊而言： 

1、資訊的整合：所有呈現的資訊是經過整合的即時資訊， 

2、流程的整合：整合現有的流程及追蹤資訊到此系統中 

3、介面的整合：單一介面，單純需要資料的人員，不用在登錄 ERP 系統佔用版權數

只需要進到戰情資訊系統就可以滿足所有整合資料。 

    企業營運總部架構下，其流程的整合和資訊的整合是很重要的，但是其重點不在

技術面，本案例已經提出一個可行且成本少的架構，市面上包括原廠在內有更多更完善且

嚴謹的解決方案。重點在於系統的內容及專業管理知識。營運總部、區域總部及工廠等，

各職能及各職級所需要的管理需求為何?透過此系統可以把產業最重要的問題--整合，發揮

到極限。因此，此系統解決產業的問題： 

1、對一般操作者而言：解決了各單位快速且正確的資料取得，一些不需要進到 ERP

使用的人員直接轉到此系統中使用。 

2、對中階管理者而言：自動發送及整合的管理報表，可以有效讓管理者掌握狀況，

並發現問題進而預防問題、解決問題。透過各種分析報表及資料追蹤，可以了解問題所在，

並即時提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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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高階主管而言：透過累積的資料，可以做出策略性的決策，透過各種 KPI，可

以了解公司經營的績效， 

企業戰情資訊系統的議題，目前很熱門且有商業需求，而其中包括兩部份，其中一部

份的技術包括資料採礦、儀表版、N-TIRE 架構、資料庫….等等系統面的技術，此部份國

內外廠商都有很多的解決方案，只要用心評估，不難找出公司需要的解決方案，另一部份

則是需透過商業顧問的產業知識和職能知識，此部份是重點所在，公司的經營需要那些資

訊、那些流程、那些稽核點、那些 KPI 那些分析報表及公式，這需要有經驗的人員去建

置出來。而雖然各家公司經營型態不同，但在很多部份是可以參考使用的，以財務營運總

部為例在戰情資訊系統中，整合合併報表中，我們會希望看到包括的 

財務五力分析、成本分析、財務趨勢分析、財務結構分析、人均分析…. 而此部份會

是後續本研究團隊希望繼續研究探討的議題，包括在營運總部議題下的各子議題: 研發總

部、採購總部、接單總部、產銷協調總部、財務管理總、部物流運籌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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