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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國內某大知名餐飲連鎖餐經營企業，旗下三種品牌及其中一家直營店十一家分店，進行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研究分析，第一層為事業部，第二層直營店，分別選出人力、食材、設施、管銷為投入項，收入為產出項，作為績效評

估系統之主架構，再依投入項對產出項有貢獻之因數來作為量化指標之建構，而產出項係組織經營目標之具體呈現。本研

究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之CCR模式及BCC模式，分析出個案公司效率及改善目標及方向，以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之研究與運算結果，在總體績效模式中得知相對有效率之決策單位以外，對於事業部相對無

效率的決策單位，應針對人力、設施、管銷等項減少投入量，直營店相對無效率單位，應針對研究開發、管銷投入等項減

少投入量。事業部與直營店對於規模效率相較低於平均值的決策單位，應擴大規模以提高生產效率。

關鍵詞 : 生產力 ; 資料包絡分析法 ; 經營績效 ; 餐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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