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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提要內容： 隨著台灣受到經濟因素衝擊，受通貨膨脹、石油危機及禁止伐木政策的影響，使木製家具逐漸衰退取而代

之是金屬家具興起，經濟部統計至2007年金屬家具製造業者共有623家占整個家具市場48.3％。本研究認為台灣金屬家具業

者應藉由導入平衡計分卡將企業願景轉化為實際且可行之策略方案，發展出確保企業短期與長期目標的績效管理制度系統

化，以提高競爭力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本研究於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期間對個案A公司實地觀察與相關人員進行訪談

，藉由平衡計分卡導入建構完整的績效管理系統。依平衡計分卡的財務、顧客、企業內部及學習與成長四大構面分析A公

司，研究發現A公司在實際執行平衡計分卡後顯現營業額成長率及淨利率都未達到預定目標值，金屬家具市場日趨白熱化

且相似產品易於模仿製造以低價之優勢剝奪部分市場，且A公司內部流程中自行研發新品呈現缺口狀態，新產品開發不足

使新產品及新客戶佔營收比率無法達到預定的目標值，且先前供應鏈體系發展不健全，使企業內部流程構面裡呈現很大的

缺口，員工技術水準不足、流動率高，藉由執行平衡計分卡得知A公司達成度與策略目標值仍有落差的存在，因將其落差

作為公司管理者定期檢討並持續修正訂定行動之依據，以強化競爭優勢。 本研究以平衡計分卡之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及

學習與成長 四構面為基礎，藉由A公司之個案分析研究結果作為台灣金屬家具產業導入平衡計分卡作為績效管理工具之參

考。成長策略是為財務構面主要策略目標，在有效控管成本下營收成長、毛利率成長、淨利率成長，更應積極開發新市場

或成立海外製造基地以降低生產成本。競爭日趨白熱化的金屬家具產業裡顧客滿意度是為企業成敗之關鍵，除保持舊顧客

的忠誠度外，更應積極開發新客戶並研發新產品，將產品差異化以滿足不同目標市場顧客的需求。金屬家具產業屬傳統製

造業，因此內部流程較著重於整體供應鏈體系，供應鏈體系建構不完整將嚴重影響企業整體發展，控管庫存週轉天數、供

應商進貨良率、訂單交期準確性及自行研發新品能力，皆是企業內部流程中所需注意之處。員工是企業的資本，員工專業

技術影響產品品質之優劣進而影響企業，金屬家具產業應訂定一套留才、育才及精兵機制，加強員工獎勵政策及在職訓練

提高員工士氣、生產力及技術水準，故培養人才是為金屬家具產業當前所需投入的。 平衡計分卡的導入可將企業的願景、

目標轉為實際策略具體 的行動方案，使企業的發展方向更為明確，兼顧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構面，

使企業績效管理制度成一整體概念，以更有系統更重要之評量因素創造企業學習成長機會。

關鍵詞 : 金屬家具產業(Metal Furniture Industry)，績效管理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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