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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ill of Materials）涵蓋產品的功能規格，是業務接單的重要資
訊，也是採購物料、裝配產品的資料源頭。生管部門接受到訂單資訊轉成

製令，用BOM展開物料需求，採購部門根據需求資訊負責將物料配套達
交；發料部門根據事先規畫的裝配節拍完成配套發料。

外觀看起來一樣，但實際上功能是大同小異的產品，在生產製造時需要

用不同的BOM，才能正確的制定與執行，生產製造的裝配、發料、備料⋯
等作業。在接單報價以及成本分析時，也需要產品完整正確的BOM，經營
結果才不失真。BOM是管理物料、成本、製造SOP，以及售後服務的準
則，它是做好產品銷售、製造與服務的原點。

同款多樣多代的BOM

工具機是為使用者創造財富的設備，而成本和差異是讓企業可以永續經

營的關鍵。為滿足不同產業使用上的需求，會將同款式的產品做小幅修改，

來滿足特定客戶或產業的需要，同款式衍生出不同樣式的產品，在工具機

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產品量產期間基於品質、功能、規格的改良、追加

與提升，以維持競爭力，就會衍生不同世代的產品。產品停產以後，使用

者仍會繼續使用，設備商必須提供機器維修需要的零組件。故產品生命週

期較長的工具機產品，需要同款多樣多代的BOM來管理。

尺寸規格相同的產品，因應行業別需求上的差異，產品製造商會以同規

格但功能有差異的產品來滿足市場。譬如，零件加工業，訴求換刀和加工

速度；模具加工業，強調曲面加工功能；生產線則要求追加自動上下料、

省人化，以及製程連貫的能力。同規格但功能大同小異的差異產品會越來

越多，就需要同款多樣的產品管理，業務人員才能夠精確的比較分析產品

間的差異，讓各類顧客都得到滿意的銷售服務。

產品不斷的改良精進，是企業持續和擴大市

場占有率的手段。產品在生產製造期間，經常

面臨性能和品質提升的設計變更，這種不改變

規格與功能的產品進化結果，衍生出同規格與

功能，但不同代的產品。在生產線安排時，考

量先進先出的存貨管理，以及達成訂單要求的交

期與功能，生產製造部門需要有效處理「同款不

同樣、同樣不同代」的用料差別問題，才能保

證裝配不缺料、產出穩定。

每項產品的交易，需要BOM才能計算出成本。

交易時我們要以客戶需要的規格和功能，選擇合

適的BOM來決定售價。製造後需要評估不同時

間的製造成本，以及產品改良前後的成本分析

資訊。成本部門透過利潤分析來呈現產品的貢

獻度，進而訂出有助於永續經營的策略。

業務單位推薦產品時，需要同款多樣的產品

異同分析。製造與成本部門則需要同樣多代的

完整資訊，才能精準的生產出大同小異的產品，

以及掌握精確的成本。故完整的產品生命週期管

理需要保留與區分，同款不同樣、同款不同代、

同樣不同代的BOM，才能及時獲得差異化與成

本化的優勢商品資訊。

BOM建構與維護的關鍵和困難

BOM的建構可區分為產品的「用料明細資

訊」和「生產製造資訊」兩大步驟。用料明細

資訊也稱eBOM，是要清楚且明確的交代，整機

是由那些零組件及需要的量來組成。eBOM內容

資料必須唯一，尤其是共用模組件，當維護資料

時可以減少工作量、提高時效和正確性。

產品生產製造資訊可稱mBOM，主要是加工

製程資料、組裝順序、作業時間、供應商、節

拍發料等資訊。譬如，零件的製程資料應包括，

從胚料到依圖加工完成入庫，或訂購到交貨入

庫的相關資料；整機或模組件的製程資料，是

從第一個零件裝配成模組件或整機，到入庫、

出貨的範圍。

由後往前拉，裝配、發料、備料、設計是產

品生產製造的主要作業。裝配作業是根據產品

零組件組成的內容，制定裝配節拍和裝配工作

內容的SOP。裝配程序和進度，是設定即時有
效配套發料作業的依據。備料作業則需要決定

每個零件、組件的供應商、價格、交期，以及

採購、轉加工或訂製等供貨性質。新產品完成

設計，以及量產的設計變更，必須明確的定義，

組件需要的零件與數量，裝配成產品的零件、

組件及數量。

備料是根據零組件的供貨性質建立資料，而

備料和設計是為了要服務裝配作業，以裝配觀

點建立的BOM，讓eBOM和mBOM的樹狀結構
一致，可以提高資料易讀、易懂的可視化。以及

讓設計變更衍生製造資料維護的工作，能夠更

單純與便利。BOM建立的五個原則和資料維護
與使用的三個規則，詳細內容，歡迎參閱劉仁

傑教授與作者共著的《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

2012年，p197》。

回歸原點，做好BOM管理

2006年9月起，台灣工具機業積極導入TPS，
執行成效就像春筍般不斷冒出來，從一知半解

到遍地開花，效益有目共睹。根據我們實際觀

察與了解，實踐精實變革的各企業，從建立示

範線的應用型，進階到調適型、學習型變革的

過程中，遭遇許多的困難和障礙，BOM的正確
與時效是關鍵要素之一。

裝配現場缺料或備錯料，生產不順的聲音不

絕於耳。屬於資料源頭的BOM漏建、eBOM轉
成mBOM的錯誤與瑕疵、設計變更後資料維護
的時效與品質不佳等，衍生管理浪費的問題需

要解決。滿足主線、副線的裝配節拍化思維，

並納入產品規格、功能，以及設計變更的生失

效資訊，以多階樹狀結構，建構同款多樣多代

的BOM。整體而言，BOM的建立要掌握原點
開始、一次建好、一次建對，資料維護最簡單，

讓業務、採購、裝配及成本等單位，可以即時

分享活用，才能協助精實管理的落實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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