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執行總報告摘要表 

內容摘要： 

一、預定工作目標 

1. 供應鏈資訊串流：規劃建立供應商平臺，整合供應鏈流程，組織供應商

資料，支援供應鏈製造、轉運、分銷和銷售，並設立定期評鑑機制。建

立庫存管理系統，預測庫存水位並串接銷貨單、進貨單和生產入庫，以

提供即時準確的庫存資訊。 

2. 智慧機械：利用 SOLIDWORKS PDM 與雲端戰情系統整合現有作業系

統，簡化設計到製造流程及資料管理的複雜性。設計智慧化戰情系

統，分析資料以生成稼動率、訂單、效率等報表，並建立整廠統計、警

示、管理等儀表板。 

3. 人工智慧：規劃嵌入式 AI 人工智慧辨識追蹤系統 YOLO v8，透過嵌

入式系統與數位鏡頭，設計得以即時辨識和追蹤作業人員的人工智慧系

統，進而蒐集現場人員之作業動作相關數據，優化自動化機械手臂參數及

最佳化運作。以感測器收集充放電資料，優化製程。 

4. 資安防護: 企業檔案伺服器管理系統盤點和端點資訊安全措斷調研。

檔案伺服器和 ERP 

資料備份計畫、網路安全強化、資安檢測。零信任端點偵測與防禦資安規

劃。 

二、重要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1. 由於數據準確性預期達到 95%以上，決策正確率增加 95%以上，可以

減少因決策錯誤而等待或拖延而產生的設備空閒時間，所以產能利用率增

加 10%，稼動率增加 3%。 

2. 因為無紙本作業，數據人力成本減少至少 50%以上，本應於人工資訊

收集作業的人力可以轉至其他生產作業。 

3. 各個階段的文件及設計圖皆可被追蹤、變更通知與搜索，縮短各部門

溝通時間亦縮短研發時程 30%~ 40%，加速新產品上市時間 20%~30%，減

少產品成本 20% ~ 35%，確保資 

料的安全性及積累設計知識，整合產品開發環境、進階同步工程。三、計

畫執行架構 

本計畫就長園科技於智慧化轉型中，規劃供應鏈資訊串流、智慧製造、AI 

分析與企業資安防護四大分項共八個子項目來推動，並達到本計畫之預期



目標。整體計畫架構如下所示： 

四、研究成果達成情形 

(一)直接效益 

1. 採購人力效率增加 40%，統一平台減少資訊誤差及人力浪費。 

2. 產能利用率能從提升 15-20%，交貨準時率提高至 90%，將減少因缺

料而停工的成本 30 

萬/年。 

3. 庫存成本降低 50,000 元/年。 

4. 供應商的產能利用率能提升 15%以上，交貨準時率提高至 90%。 

(二)衍生效益 

1. 企業發展：強化公司人員對產線智慧化設計觀念，提升研發人員素

質、建立關鍵技術，並進一步了解不同技術概念的新思維，增進創新訂單

智慧化設計的整體思路，有助於公司拓展市場版圖。 

2. 研發方面：使其內部同仁能更聚精會神於相關產品的研發，在技術門

檻的透過下，朝向高值化產品目標邁進、定位產品的等級、取得差異化的

價格優勢及利基市場。 

3. 提升企業品牌形象：透過此計畫的執行，讓原本工具機零組件製造廠

的品牌模式，轉變為提供整體方案、透明生產數位資訊的科技公司，進而

提升品牌形象與價值，提升國內外客戶對本公司技術映像對應，藉此對公

司產品的肯定與提升品牌認同度。 

  



(三)非量化效益指標 

1. 提升產業智慧製造能力，導入數位化軟體研發技術及資訊整合能力：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及聯達智能的技術支援，將能補強產業機械設備商過去

在自動化製程上，人工智慧軟體開發／整合／雲端服務上廣度及深度的不

足，整體提升研發部競爭能力，以滿足工業製業少量多樣化的需求。 

2. 提升產業拓展市場及強化競爭力： 

本計畫所提出的需求內容，成功解決了過去在與上下游客戶互動中所面臨

的各項議題，展現出良好的市場前瞻性與可預期性。不僅顯著提升客戶的

品質保證，增強客戶的滿意度與信賴感，為未來的全球業務拓展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並有效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3. 提升公司整體技術實力： 

改變產業過去偏重自動化產線開發及整合的模式，透過本計畫產業機械設

備商將奠定人工智慧輔助製造開發的基礎，透過數據累積提升公司整體技

術研發實力，同時更是下一次創新研究的開端。 

4. 引進策略聯盟： 

部分軟體技術委由 SI 輔導開發及提供軟體平台技術支援、人工智慧技術

開發策略顧問服務，此策略結盟可有效降低本公司前期研究開發成本及風

險，並結合雙方資源，提高市場開發性及公司核心競爭力，促進產業活

絡，共創雙贏局面。 

5. 企業形象建立及區隔： 

本計畫所開發之供應鏈串流管理服務，具備高穩定且即時傳輸、即時回饋

的特性，期望能透過良好的品質管理建立優質的品牌形象，並以智慧產線

監測、人工智慧創新與傳統形式的中產業機械設備製造商有所區隔，強化

公司製程能力後，生產製程標準化之品管制度，確保産品品質及性能可靠

性，透過優質平價商品，品質穩定度佳；完好的員工訓練與售後服務，具

良好品牌形象。 

6. 社會貢獻： 

本計畫執行過程，與各學術單位或是業界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交流，分享研

發精神與過程，提高年輕人對傳統製造產業投入的意願。 

7. 製程碳足跡追蹤、碳減量與碳足循環管理： 

智慧化產品不斷創新，更積極投入節能、低排碳製程優化，運用自 AI 應

用的機械加工設備，持續投入全系列零組件的生產，大幅提升技術能力、

加工精度等。 

五、重要檢討與建議 

在短期內，專注於完善已導入系統的使用，確保所有員工能夠熟練掌握新



技術並有效運用。同時，透過初步的市場調研來評估客戶需求和回饋，迅

速做出調整以提升產品或服務的品質。 

中期規劃則著重於擴大市場影響力，通過增強客戶關係和建立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來提升競爭優勢。此外，進行產品多元化，根據市場需求推出新產

品。 

長期規劃，致力於持續的創新和技術升級，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

制定永續發展策略，以兼顧社會責任和環保要求，強化企業形象，為未來

的成長奠定基礎，在競爭中保持穩定 

的增長和發展。 

註： 

1. 全表至少3,000字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列使用。 

2. 請單獨提供具代表性之成果照片5張(請以JPG檔案，解析度300dpi或檔案大小1MB以上) 

3. 以上資料將列入當年度計畫成果對外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