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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科技產業乃是21世紀全球公認的明星產業，而我國經濟部也已將之列為「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中的雙星產業之一

。其中生技產業大致可分為三類：生技製藥、醫療器材、新興生技產業，生技製藥業在2005年之前營業額一直都是生技產

業的總營業額裡最高的，直到2006年才被醫療器材所取代，所以本研究將運用不同的資料包絡分析法針對生技製藥業作經

營績效之評估。在評估過程中，兩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由於在一開始之假設上錯誤，造成整體總效率值偏低，分析可能原

因有國內主要是生產學名藥為主，所以在中介項的假設不成立；以及研發遞延性，會造成獲利較晚的情形。而在模糊多目

標資料包絡分析法中，各廠商效率值可能由於環境之影響，有起伏之趨勢，在差額變數分析中，顯示將近50%的廠商有過

度投入的傾向，另外在敏感度分析中，隸屬度h之改變對效率值無明顯影響，最後在與傳統資料包絡分析法之鑑別力比較

方面，傳統DEA的相對有效率數比例約佔35.71~50%多於模糊多目標DEA的7.14~21.43%，因此在鑑別力而言，模糊多目

標DEA優於傳統DEA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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