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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 

本計劃利用 DEA 推估效率三指標及 Tobit 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 

一.家族控股與生產效率 

1.SF－即台灣集團企業家族控股之強控股能力，當台灣集團企業家
族控股中具強控股能力相對於弱控股能力的廠商在純生產效率顯
著下降 0.1813，技術效率會顯著下降 0.185，而規模效率無顯著變
化。 

2.WF－台灣集團企業家族控股之次強控股能力，當台灣集團企業
家族控股中具次強控股能力相對於弱控股能力的廠商在純技術效
率明顯下降 0.1674，技術效率會顯著下降 0.1823，而規模效率會
顯著下降 0.0372。 

3.FC－台灣集團企業家族控股之控制型態，當台灣集團企業家族單
一家族主導控制型態的廠商在純技術效率明顯上昇 0.0192，規模
效率及生產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4.FCH－台灣集團企業家族控股之家族控制集團持股比，當台灣集
團企業家族控制集團持股比愈高的廠商在規模效率明顯下降
0.0006，純技術產效率及生產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二.公司治理與生產效率 

1.DIR－台灣集團企業公司治理之董事會規模，台灣集團企業公司
治理之董事會規模愈大的廠商在純技術效率明顯下降 0.0057，規
模效率及生產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2.CEO－台灣集團企業公司治理之 CEO 雙重性，台灣集團企業公
司治理之 CEO 雙重性的廠商在規模效率明顯上昇 0.0182，純技
術效率及生產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3.BH－台灣集團企業公司治理之董監事持股比例，台灣集團企業公



司治理之董監事持股比例的廠商在純技術效率明顯上昇0.0007，
規模效率顯著下降 0.0009，而生產效率無顯著變化。 

4.IH－台灣集團企業公司治理之機構法人持股比例，台灣集團企業
公司治理之機構法人持股比例愈高的廠商在規模效率明顯上昇
0.0007，純技術效率及生產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三.國際化、其他自變數與生產效率 

1.台灣集團企業國際化之各項變數在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及生產
效率均無顯著變化。 

2.RD－台灣集團之研發支出率，台灣集團企業在研發支出率愈高
廠商在純技術效率明顯上昇0.0008，生產效率顯著下降0.0010，
而規模效率顯著下降 0.0020。. 

3.AD－台灣集團之廣告密集度，台灣集團企業廣告密集度愈高廠
商在純技術效率明顯上昇 0.0004，生產效率顯著上昇 0.0005，而
規模效率並無顯著變化。. 

4.LEV－台灣集團負債比率，台灣集團企業負債比率愈高廠商在純
技術效率明顯下降 0.0004，規模效率顯著上昇 0.0005，而生產
效率並無顯著變化。. 

5.AGE－台灣集團公司年齡，台灣集團企業公司年齡愈久廠商在
規模效率明顯上昇 0.0018，生產效率顯著上昇 0.0011，而純技
術效率並無顯著變化。 

 



 

一、 心得報告： 

針對本計劃之研究成果，參與 2011 年 6 月 24 日~ 6 月 28 日在日本所舉辦之研討會： 

AIB 2011 Annal Meeting ,Nagoya,Japan，個人在6月27日所發表論文之編號為 ID#295。

由於 AIB 係國際知名之學術機構，與會之論文質量俱佳，且可學習並吸收跨領域之前瞻

性研究議題。 

  



二、論文被接受証明： 

 
 

 



 

 

  



 

 

 

 



三、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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