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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個亞洲半導體市場，擁有全球前三大的晶圓製造商，雖然美、日等先進國家逐漸退出晶圓代工市場，台灣仍必須面對為

數眾多之後進亞洲半導體代工廠商以低價搶單策略加入此市場，故提升經營效率是台灣晶圓代工業者極需面對的課題。本

研究以亞洲地區之半導體晶圓代工業為樣本對象，共計8家，並以各公司之年度公開說明書及台灣證券交易所於2003公佈

之統計資料為主。 本研究以DEA來評估投入資源與產出結果是否具備效率性，並以營收為產出變數，資產、員工人數做

為投入變數。本文使用Frontier Analyst 軟體計算CCR改良模式之樣本公司之總效率值，及以BCC模式求解出技術效率值,並

以總效率值、技術效率值得出DEA規模效率值。結果顯示TSMC、DongbuAnam等兩家企業之效率值為1，即其投入與產出

之運作屬於最佳狀況，為最有效率之單位，為其他相對無效率晶圓代工廠商仿效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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