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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inless steel industry is the fundamental industry of nation-building, the cornerst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ustry

relevance is so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that it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and recess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y;

stainless steel is also divided into general steel and special steel. Stainless steel is special alloy steel enhanced with nickel (Ni),

chromium (Cr)⋯etc. for longer life cycle, easy formation and process, elaborate exterior and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which is extensively applied to daily articles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Therefore the demand for stainless steel is in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ational GDP per capita, and in other words,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higher demand for stainless steel.

Business manager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the company, under various constraints, the company's cost

minimization, revenue maximization, thus creating the maximum benefit,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is a good addition to the managers themselves, the most important or

corporate investors. In this study, the stainless steel industry in Taiwan listed a total of six companies of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the financial aspects, we choose the variables in accordance with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and then calculate the sort of individual

and total effect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industry in Taiwan by using T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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