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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後，使得原本經營規模不大的陶瓷業發展前景更為險峻，針對鶯歌區陶瓷企業主問

卷調查指出:企業主最希望政府協助事項以「提供資金協助」為最多。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百分比分析法、重

要順序分析法及因素分析法，探討鶯歌陶瓷產業其融資方式、融資決策考量因素、融資所遭遇的困難，是否因公司特性（

經營型態、資本額、毛利率及負債比率）不同而有所差異。 本文獲致的結論如下： 一、鶯歌陶瓷產業籌措短期資金來源

：不同的公司特性皆以自有資金優先，其次為銀行借款。 二、鶯歌陶瓷產業籌措中、長期資金來源：資本額愈高3001萬元

以上、毛利率愈高6％以上及負債比率愈低20％以下以自有資金優先，其次為銀行借款。其他則以銀行借款為優先來源。 

三、鶯歌陶瓷產業融資決策考量因素： （ㄧ）經營風險、獲利能力普遍是首要考量因素，不因公司特性 的不同，而有太

大的差異。 （二）因素分析法為：因素一：資本結構－融資順位；因素二：資本結構－融資權衡；因素三：企業經營能力

。 四、鶯歌陶瓷產業融資困難原因： （ㄧ）不同公司特性，大多以金融機構審查嚴格及借款利率太高為融資困難首要原

因，其次為缺乏擔保品及缺乏保證人。毛利率5％以下的廠商，則以盈餘穩定度、財務比率欠佳同為融資困難原因。負債

比率40％以上的廠商則因產業不景氣成為融資困難首要原因。 （二）因素分析法：因素一：企業融資限制；因素二：企業

前景；因素三：融資法令；因素四：企業內部風險；因素五：融資成本。 五、鶯歌陶瓷產業對政府輔導取得資金應加強措

施的看法：公司特性不同，但大都以降低貸款利率為第ㄧ優先選擇項目，增加銀行貸款額度及增加專案融資貸款額度為第

二項應加強措施。

關鍵詞 : 陶瓷產業、融資策略、融資順位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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