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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台灣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面臨國際大型金融機構進入，規模偏小、逾放比偏高、體質偏弱，效

率較差之國內金融機構將難以面對國際大型金融機構之競爭。因此當各家金融機構在擴大規模或成立金控的過程中，運用

併購之策略便成為最通用的方法之一，而政府於2004年宣示之二次金改亦是鼓勵透過併購之策略，所以併購幾乎已被視為

是企業擴增規模與版圖最直接而且最快速的捷徑。 2001年政府宣佈凍結銀行分行之設立，因此從本國金融併購的案例中，

可看出併購之銀行主要透過併購來取得分行通路，而且所花費之代價每一分行從數億元到數十億元不等。因此本研究則專

注於金融業之併購，強調通路整合策略及新通路發展策略可行性之探討，研究重點包括︰ ㄧ、金融併購後通路策略之基本

原則 二、金融併購後各種通路策略 三、金融併購後通路資源之整合及運用 四、金融併購後如何強化既有的通路 五、金融

併購後如何發展新的通路 本研究採定性研究方式進行探索性研究，首先針對相關文獻資料作回顧整理；其次對於具有金融

併購經驗之實務界人士做深度訪談以蒐集資料，並將資料加以彙整分析歸納。於實務上之研究金融併購大都著重於財務、

組織等方面之分析及研究，對於通路的發展少有著墨，因此希望藉由本研究來發掘金融併購後「通路整合」之相關問題，

並探究有效解決之道，可作為實務上金融業進行併購後，強化原有通路及發展新通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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