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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銀行信用評等、授信品質與不良債權對其市場附加價值的影響，採用Logistic Regression 統計分析法針對我

國上市上櫃之銀行業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從2004年至2006年。主要研究結果，有三點：(一)信用評等對不良債權呈顯著

負向影響，表示銀行的信用評等愈佳，其逾期放款比率愈低、備抵呆帳覆蓋率愈高，償債能力愈好，使不良債權發生的比

率減少。(二)授信品質對不良債權呈顯著負向影響，表示銀行的授信品質越高時，銀行授信管理制度與審核程序越加嚴謹

，風險控管更臻完備，愈能有效降低逾期放款，防制不良債權之發生。(三)不良債權對市場附加價值呈顯著負向影響，代

表不良債權愈高，銀行的逾期放款愈多，備抵呆帳覆蓋率越薄弱，形成呆帳金額攀升，侵蝕銀行的損益，導致銀行的虧損

，造成投資人信心不足，股價下跌，使銀行市場附加價值下降。目前正值國內銀行的整併時期，這些研究結果或可作為銀

行經營及投資人投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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