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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生產力衡量的觀點，針對化學纖維紡織產業之管理系統之經營績效模式進行分析比較。 透過化學纖維紡織產業之

管理系統投入與產出研究範圍界定，深入探討管理系統之投入產出衡量 指標，並應用層級分析法估算各子層級構面及衡量

指標之相對權重，最後加入資料包絡分析法以 評估主構面指標之改善模式。本研究將以中部某化學纖維紡織產業為例，進

行該公司管理系統績 效衡量與評估，以對個案所蒐集到之數據給予分析，針對結果提供改善建議，以驗證本研究之生 產

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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