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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年，由泰國通貨危機引發東南亞地區一連串金融風暴，我國雖因政府以及市場相關機制因應得宜，唯經濟景氣亦受波

及；國內企業出走，房地產持續低靡，傳統產業要求紓困，證券市場總市值縮水，突顯了金融產業經營之困境，亦直接導

致國內的問題金融機構產生。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如何挽救發生財務危機銀行回復至正常營運狀態的過程，包括： 一、

探討個案銀行發生危機之原因。 二、探討個案銀行發生危機後，可採行的救援策略及措施。 三、評估上述策略及措施之

執行成效。 四、藉由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希作為金融主管機關及銀行經營者之借鏡。 研究結果顯示： 一、財務危機銀行

的內部因素不同，對其問題發生的影響有顯著的 差異。 二、財務危機銀行發生危機時的外部因素不同，對其問題發生的

影響亦有顯著的差異。 三、財務危機銀行發生危機問題之類型、程度有所不同，故其救援策略的擬定、執行亦有顯著的差

異。 四、財務危機銀行救援策略的擬定、執行不同，對其救援成效和銀行營運現狀改善有顯著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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