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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銀行產業競爭日益激烈，尤其在金控成立之後其經營績效之管理愈顯重要。本研究擬利用以商業銀行作為合併主體

之華南金控、富邦金控、玉山金控、台新金控、建華金控及中信金控之財務比率，取其2001年金控成立年前後各兩年的時

間，亦即1999年至2004年年底之財務報表資料，分別作財務績效之評估與比較。 而在財務變數方面，共分為獲利性、流動

性、資本適足性、效率性、成長性等相關財務變數指標共計20項財務比率，而本研究在考量樣本較少及台灣金控的成立期

間較為短暫，擬採用學者較常使用之財務比率法作為研究變數，針對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後對於銀行子公司經營績效的變

化作推論性的評估。 研究結果發現，銀行經營績效在成立金控之後，明顯獲得正向發展者，僅獲利性指標及成長性指標，

在現金流動性、資本適足性以及效率性等指標的表現方面，則呈現負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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