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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IC設計業其高成長性吸引全球的目光，在加上政府近年來致力推行「兩兆雙星」策略，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討台灣IC設

計產業的發展歷程與產業環境，以上市上櫃之廠商為主體，採用資料包絡法衡量資源投入產出效率，作為提升IC設計產業

生產效率之參考，並結合層級分析法求出影響生產效率之投入變數的權重值，作為產業發展策略的依提，進一步提供IC設

計產業生產效率策略參考，實證結果為： 由CCR-DEA結果可知整體相對效率平均值為78.8%，表示IC設計產業整體

有11.2%的改善空間。其中，各DMU達到有效率者(CCR值為1)，共7個，屬高效率單位。由BCC-DEA結果可知技術效率平

均值為84.7%，表示IC設計產業整體有15.3%的改善空間。其中，各DMU達到有效率者(BCC值為1)，共12個，屬高效率單

位。由DEA規模效率結果可知結果可知技術效率平均值為93.4%，表示IC設計產業整體有15.3%的改善空間，其中各DMU

達到有效率者，共7個，屬高效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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