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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鋼?產業是國家建設的基本產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關連性既深且廣，與整體經濟興衰息息相關；鋼鐵產品又可分

為普通鋼與特殊鋼。不鏽鋼是添加了鎳(Ni)、鉻(Cr)等合金的特殊鋼，具有生命週期長、成型加工容易、外觀精美及環保等

多項特性，被廣泛使用於民生用品及工業產品上，因此不鏽鋼的需求與國民經濟人均GDP成正相關，愈先進的國家對不鏽

鋼的使用量愈大。 企業管理者如何有效地運用公司的有限資源，在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使公司的成本最小化，營收最大

化，進而創造出最大收益，有效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其最關心企業之經營績效是否良好，除了管理者本身之外，最主要

的還是企業投資者。 本研究探討台灣不鏽鋼產業上市櫃共六家公司的財務資料，使用適合之財務構面，利用灰關聯分析方

法篩選適當之財務比率，運用熵理論求算出每個屬性之權重，再使用TOPSIS方法計算台灣不鏽鋼產業六大構面的個別績

效排序及整體績效排序。

關鍵詞 : 不鏽鋼產業、財務比率、灰關聯分析、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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