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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向來即為台灣重要產業發展之ㄧ的IC產業近年因亞太地區市場需求逢勃發展下牽動著國內重要的經濟局勢，而我國的IC產

業自2002年起每年的年產值皆有穩固的成長，2004年的整體IC產值也已達到1兆990億新台幣，2006年也有1兆3933億元的

卓越表現。國內屬於IC生產後段製程的封裝測試產業的廠商近年的競爭愈趨激烈，各廠商如何在市場競爭中不被購併甚至

退出市場，廠商其經營效率的優劣為重要課題之ㄧ。 本研究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與Malmquist生產力指標，針對2003年至2005年國內上市上櫃IC封測產業廠商共廿四家，評估各廠商其經營效率與生產力

變動情形。以各公司年度公開說明書、相關財報及台灣證券交易所於2003-2005公佈之統計資料為主。本文以DEA評估受

測單位之投入資源與產出結果是否具備效率性。研究模式投入與產出變項為：固定資產、普通股股本、研究發展費用、營

業費用、員工人數、總資產報酬率、每股盈餘、營業淨利等。研究發現整體上產業各效率值前兩年有一定幅度的成長趨勢

，94年則出現下滑。整體IC封裝測試產業出現無效率是因為生產效率無效率與技術無效率造成。整體IC封測產業的規模效

率值達到0.93，大部份廠商效率值也都有0.9以上。本研究藉分析結果客觀的提供廠商未來資金、設備、人力等重要投入規

劃及提昇經營效率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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