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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地區生技保健食品廠商之經營績效分析，研究期間為2007年�2010年共四年時間，以國內15家廠商為

樣本，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其先在不考慮其權重及環境變數等因素，採用一般DEA

模式進行經營績效分析，評估台灣地區生技保健食品廠商經營效率之比較，亦藉此探討影響經營效率之技術效率、純技術

效率及規模效率之差異性。 根據2007年�2010年廠商整體效率分析，15家中有8家效率值1，其值表示該公司，已經是最適

生產及最佳經營效率，其中景岳生物、晶宇生物及葡萄王生技三家廠商是連續四年，是最適生產及最佳經營效率。基本上

，這些分析所獲之資訊，大致能對台灣地區生技保健食品廠商在未來經營效率提升之策略擬定與政府政策擬定之參考。

關鍵詞 : 資料包絡分析法、保健食品、生技保健、差額變數、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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