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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今日競爭激烈充滿變數的環境裡，如何獲取比競爭者有利的競爭優勢，乃為企業所常思索之課題。 企業的績效衡量指標

在過去常偏重在財務性構面如獲利能力或股東權益報酬率等，但隨著整體環境的趨勢改變，逐漸的有近七成的企業對他們

所主導的績效衡量指標感到陌生甚至失望，亦即傳統的財務績效衡量指標，所衡量的過去經營結果為落後性的指標，而且

著重短期績效，如此卻不一定與企業未來經營之策略方向與目標緊密結合而有所相關。 Kaplan & Norton（1992）所共同

發展出之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card）從組織的願景與策略發展出主題目標與量度，藉由財務構面、顧客構面、內部

程序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四個構面量度，透過公司由上而下的主導，經不同部門、不同人員間之持續性構通，將之付諸

實施行動之有效利器並考核組織的績效，所以平衡計分卡不僅是『績效評估制度』更是『策略管理制度』。 本個案以國內

某法催公司為例探討下列問題： 1. 個案公司是否有明顯的願景，願景的執行策略及目標政策的因果關係。 2. 藉由平衡計

分卡概念為個案公司設計一套完整包含財務性及非財務性指標，以四大構面績效管理制度並加以訂定策略主題、策略目標

、策略衡量指標。 3. 以個案公司法務催收業為例，希望能對國內相關產業有所建議及參考價值。

關鍵詞 : 平衡計分卡 ; 策略 ; 法催 ;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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