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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資訊部門組織特性及銀行類型對於銀行業進行創新活動時的差異，以及銀行業

進行創新活動與其所得到的效益之間的關係。針對國內銀行業之資訊部門主管，以郵寄問卷的方式，並透過單因子與雙因

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與假設檢定。主要結論如下： 創新策略與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有關。這表示目前

資訊科技使用者已有相當經驗，具有一定水準。 創新策略會受資訊部門本身規模大小影響，而不受資訊部門所處層級高低

影響。就資訊部門本身規模方面而言，顯示資訊部門本身規模真能對創新策略發揮影響力。就創新策略不受資訊部門所處

層級高低影響而言，可能原因是各行庫間資訊部門層級相去不遠因而降低層級之影響力。 創新類型與資訊部門規模有關。

此點顯示人的重要性：因為資訊部門規模包含人數多寡，而創新活動又是人類腦力激盪的結果。 不同銀行類型會左右創新

活動活躍程度。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專業性，例如專業銀行，就銀行法定義言之，專業銀行可說已有基本客戶群，不同行業

別之專業銀行不得任意跨行經營業務，因此市場可說已經固定，各安其位即可，不若一般商業銀行業務皆可經營，故彼此

競爭力強，亟需積極創新以求生存。 創新類型對效益面有所影響，而創新策略則無。此點可能代表意義是由於策略屬於間

接性規劃，而不同創新類型較容易直接影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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