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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之大學院校近十年來大量改制增設，如何創造優勢、提昇競爭力，實為各私立大學當務之急。本研究選擇 Kaplan 和

Norton 所提出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制度，為私立大葉大學規劃出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管理架構，以利個案學校

在面對變遷與競爭時，能適時因應，化解困境。 本研究廣泛參閱國內外對非營利組織、高等教育學校與平衡計分卡制度相

關之重要文獻，並訪談個案學校的29位高階主管及教職員生，資料分析後擬定出提昇個案學校經營績效的可行策略。其所

有相關結論在正文中均有詳細說明，在此擇其重要結論簡述如下： 一、個案學校現行經營績效考核制度，尚未能有效結合

報酬獎懲制度與長期策略目標，因而較缺乏整體性評量。 二、平衡計分卡可使個案學校現行經營績效考核制度更具完整性

。 三、應用平衡計分卡可即時統合人力、物力，協助解決個案學校所面臨之問題，實現整體目標。 四、藉由平衡計分卡

所提供的基礎架構來描述和呈現策略，可有效將策略轉化為具體行動目標，提高執行成果，並同時兼顧短期與長期目標。 

五、私立大學比其他營利機構更適合使用平衡計分卡。 六、以平衡計分卡分析個案學校，得出各構面最具代表性之關鍵績

效衡量指標──在顧客構面為「招募優秀師資」；在內部程序構面為「教學品質之掌控程度」；在學習與成長構面為「教

職員重視團隊績效之程度」；在財務構面為「學生註冊人數」。 本研究顯現此一個案學校目前在穩定中求發展、營運頗佳

。如果能有效運用平衡計分卡，進一步針對缺失、補強學校經營績效，則再創學校成長高峰指日可待，且必然成為眾多私

立大學中，更受各界矚目、喜愛、看重之優質大學！ 關鍵字：平衡計分卡、非營利組織、高等教育、經營績效、績效衡量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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