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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成功案例：利用 Minitab 圖形功能優化庫存 

Jon Finerty | 03 July, 2023 

對於供應鏈管理者而言，有效的庫存管理在確保穩定營運、降低成本和滿足客戶需求方面扮演著關鍵的

重要角色。為了達成最佳庫存水準，必須擁有穩定強大的監控系統。在這篇 Blog 中，我們將探討 

Minitab 圖形工具的實際應用，例如：柏拉圖、管制圖和散佈圖，以及它們如何針對庫存模式提供寶貴

見解，實現更高效率的決策流程。 

 

發揮柏拉圖的強大力量 

柏拉圖 (Pareto Chart) 是一種特殊型態的長條圖，其中的值按最大到最小排序進行繪製。柏拉圖用來辨

別並排序影響特定結果的最重要因素或問題。應用於庫存管理時，它意味著很大一部分的問題和成本可

以追溯到一些少數關鍵項目或類別。透過將精力集中在這些 "最重要的關鍵少數" 上，供應鏈管理者可

發揮其優化庫存的最大影響力。  

https://support.minitab.com/en-us/minitab/21/help-and-how-to/quality-and-process-improvement/quality-tools/supporting-topics/pareto-chart-basics/


The Minitab Blog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on The Minitab Blog  

 

 

 

 

分析柏拉圖時，需考慮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 確定關鍵少數：確定對庫存問題影響最大的項目或類別，如：缺貨、庫存過多或交貨時間過長。

這些關鍵少數應該成為改善工作的主要焦點。  

 

• 設定改善優先順序：根據柏拉圖，確定對庫存優化影響最大的部分。相對應分配資源並確定應對

措施的優先順序。  

 

• 深入探究根本原因：一旦確定了少數幾個關鍵原因，調查導致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進行根本原

因分析，查找像是需求預測不準確、供應商績效問題，或流程效率低等因素。  

 

• 制定行動計劃：清楚地了解關鍵問題及其根本原因，制定針對性的行動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與

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合作，如：供應商、銷售團隊和生產人員，實施必要的變革和改進。 

  

使用管制圖讓流程維持管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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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圖 (Control Charts) 是統計工具，可直覺地表示隨時間變化的製程變異。它們能幫助辨別製程何時

處於管控 (穩定) 狀態或失控 (表現出意外變化) 狀態。透過使用管制圖監控關鍵庫存指標，供應鏈管理者

可以主動辨別和解決相關庫存問題，例如：缺貨、庫存過剩或不規則需求模式。  

 

下列是分析管制圖時需考慮的一些關鍵點：  

 

• 辨別失控訊號：監視管制圖以查找超出管制界限或表現出異常模式的任何資料點。這些訊號表明

該製程失控，需要進行調查以確認根本原因。  

 

• 調查根本原因：當檢測到失控訊號時，進行徹底分析，確定庫存問題的根本原因。可能檢查有關

供應商績效、流程效率低，需求預測不準確，或庫存政策不完善等因素。  

 

• 採取糾正措施：根據分析，制定並實施適當的糾正措施，使庫存管理流程恢復穩定管控狀態。與

跨部門團隊合作，包括供應商、銷售和營運團隊，有效解決已確定的根本原因。  

 

• 監控和持續改善：持續監控管制圖，確保所實施的糾正措施成功讓流程恢復管控狀態。定期更新

和分析管制圖，確定任何可能需要進一步關注新出現的趨勢或問題。  

 

 

Minitab 提供了稀罕事件管制圖，如：事件間隔時間 (T 管制圖) 和幾何移動平均 (G 管制圖)。這些管制

圖可用於監視和管控庫存管理某些方面，例如：追蹤交貨時間、分析補貨模式，監視庫存績效指標和檢

https://support.minitab.com/en-us/minitab/21/help-and-how-to/quality-and-process-improvement/control-charts/supporting-topics/basics/understanding-control-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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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流程變化。使用這些管制圖，供應鏈管理者可以做出數據導向決策，優化庫存水準且提高整體供應鏈

績效。 

 

在此 Blog 中，了解如何根據您的資料類型選擇正確的管制圖。  

  

透過散佈圖揭示關係 

 

散佈圖 (Scatter Plots) 為分析不同變數 (如：需求和庫存水準) 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工具。供

應鏈管理者可以利用散佈圖透過以下方式優化庫存： 

 

• 辨別模式和趨勢：檢查散佈圖是否有任何明顯的模式，例如：集群、趨勢或異常值。這些模式可

以呈現變數之間的關係並提供對庫存動態的洞察。  

 

• 評估相關性：使用 Minitab 的相關係數功能來量化變數之間關係的強度和方向。正相關表明隨

著一個變數的增加，另一個變數也趨於增加；負相關則表明存在反向關係。  

 

• 辨別影響因素：辨別對其他因素有重大影響的庫存因素。這些影響因素可引導庫存優化策略的決

策。例如：如果發現需求量和缺貨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則可能有必要在高需求期間增加庫存

水準。  

 

• 執行模擬分析 (What-If Analysis)：Minitab 能讓您透過散佈圖中的變數操作來探索不同的場

景。這使得供應鏈管理者能夠評估庫存因素變化的潛在影響，例如：調整交貨時間或實施替代採

購策略。 

 

https://blog.minitab.com/en/understanding-statistics/what-control-chart-should-i-use
https://support.minitab.com/en-us/minitab/21/help-and-how-to/graphs/graph-builder/scatter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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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時間序列圖視覺化趨勢和季節性 

 

時間序列圖 (Time Series Plots) 用於視覺化和分析一個變數或一組變數在特定時間內如何演變。使用時

間序列圖，供應鏈管理者可以：  

 

• 預測未來需求：透過將預測技術和模型應用於時間序列資料，管理者可以對未來需求模式進行可

靠預測。這些預測是優化庫存的基礎，確保擁有足夠庫存水準來滿足預期的客戶需求，同時最大

量減少庫存過剩或缺貨情形。 

  

• 管理季節性波動：透過圖形分析，管理者可以觀察重複出現的模式並相應調整庫存水準。了解季

節性可以讓管理人員針對旺季的需求增加來制定計劃，調整安全庫存水準並最佳化補貨策略，避

免缺貨或庫存過多。  

 

• 監控庫存績效：藉由將實際庫存水準與預期目標或預測值進行比較，管理者可以評估其庫存計劃

的準確性並作出必要調整。監控庫存績效得以進行持續改善，並確保最佳化庫存水準以滿足客戶

需求，同時最大化降低成本。  

 

• 辨別異常值和異常現象：時間序列圖可幫助管理人員辨別庫存資料中偏離預期模式的異常值或異

常現象。這些異常值可能表明需求突然激增或下降、供應中斷或其他異常情況。透過辨別和調查

這些異常情況，管理人員可以採取糾正措施來優化庫存水準，降低風險並提高整體供應鏈績

https://support.minitab.com/en-us/minitab/20/help-and-how-to/graphs/graph-builder/time-series-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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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Minitab 的圖形功能讓供應鏈管理者能夠從庫存資料中獲得有價值的見解。利用柏拉圖、管制圖、散佈

圖和時間序列圖的視覺化呈現，管理人員可以更深入了解庫存模式、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準確預測需

求，並優化庫存水準以提高效率。採用 Minitab 的圖形工具，讓供應鏈專業人員能夠做出數據導向決

策、成功促進庫存優化，且最終提高整體供應鏈績效。 

 

準備好更深入了解您的供應鏈資料了嗎？利用 Minitab 的供應鏈模組看看有多簡單！ 

探索我們的供應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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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minitab.com/en/visualizing-success-leveraging-minitabs-graphical-capabilities-for-inventory-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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