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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LED產業發展已近三十年，並成為我國光電產業中最具競爭力的產業之一，其產業結構相當完整。在近年來，由

於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廠商持續的研發下，技術及生產良率正快速成長中。目前LED產品尚有許多的技術難題待突破，對於

技術落後美日先進廠商的台灣LED產業，若能提早投入次世代的技術發展，將可尋求扮演專利領先者的機會。 　　本研究

之對象為台灣上市上櫃之LED廠商，研究範圍為92年至95年，探討其投入與產出衡量指標，並利用多目標資料包絡分析法

、差額變數分析及Malmquist生產力指數評估各年度研發績效與跨期效率變動情形，並提出改善模式。 　　研究結果發現

，結合多目標於傳統DEA中可提高效率評估之鑑別度，其中宏齊與光鼎的四年平均整體效率最好，而最差的則是全新；晶

電及宏齊的四年平均技術效率最好，最差的則是全新。對於相對無效率之廠商，則透過差額變數分析提出如何改善之方向

與幅度。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則可以衡量跨期效率變動情形，光磊與億光在四年中的進步最快速且目前研發績效良好；

而泰谷則是進步最緩慢且目前效率最差的廠商。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給各廠商在提升技術發展的創新研發能力和制定產業

發展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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