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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由於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科技公司的管理階層對於公司決策成敗的影響力，有時遠超乎其持有之股權比例

。本研究採2003年以前上市的科技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科技公司董事會內部化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研究對象以台灣上

市科技公司為主，研究期間為民國92年至95年，具有完整財務資訊者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得出樣本數共計234家。經實

證的結果發現：一、內部董事的持股比率與企業經營績效呈正相關。二、內部董事佔董事會席次比率與企業經營績效呈正

相關。三、內部化與持股之偏離倍數與企業經營績效呈負相關。 四、公司股權集散比率與企業經營績效呈正相關。因此欲

強化臺灣之公司治理，使公司監察機制健全化為公司治理重要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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