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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華職棒大聯盟不同國籍投手之績效評估，採用 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的研究

方法，採用 DEA 模式為Non-controllable NCN-I-C Model，以計算出CPBL 四隊投手 之效率值以提供做為進一步分析與討

論的相關演算結果。 將 2009 年至2010 年CPBL（CPBL）兄弟象、統一獅、興農牛、La new 熊等四隊曾登錄一軍之投手績

效過程初步依評估指標予以評估其效率， 其中投入項為：1.投球局數、2.投球數、3.打席；另外，產出項為：1.勝場 數、2.

被安打數、3.三振數、4.失分、5.自責分、6.球員隔年之月薪。 結果發現兄弟象對外籍投手比較倚重；統一獅的本國籍投手

表現不 錯，相較之下不會過於倚重外籍投手。短期而言，各隊仍會尋求即戰力 又有實力的外籍投手。其實長遠來說，建

議球隊設法調整薪水的結構， 留住國內優秀人才，並積極從少棒開始培養本土球員。這樣的作法來改 善戰績將更為理想

，也能增加球賽的精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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