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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企業價值一向是個熱門的議題，其對管理者、投資人尤其重要，尤其是歷經安隆案，市場參與者紛紛對績效評估

、企業管理模式產生疑慮，此時更是需要一套全方位的經營管理新工具。 1980 年代晚期，紐約Stern Stewart & Co. 財務顧

問公司利用殘餘收益的觀念，發展出來一種稱為經濟附加價值的財務績效衡量指標。經濟附加價值係衡量公司在某一段期

間所創造的經濟價值是否高於其投入資本的資金成本的一種績效指標。換句話說，投資如果要獲得合理報酬，報酬的金額

必須大到足以彌補其所承擔風險。伴隨經濟附加價值的提出，Stern Stewart & Co也發展出另一個稱為市場附加價值可以準

確衡量公司股東損益的方法，可作為衡量企業價值的指標。以往實證研究，大多分析傳統獲利指標與經濟附加價值對市場

附加價值的關係，但財務資訊都有其資訊價值，本研究也討論財務資訊之公開說明書中的財務分析。 關鍵字：經濟附加價

值，市場附加價值，傳統財務績效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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