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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科技產業被世界各國公認為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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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灣生技廠商在面對國內外競爭者的威脅及自身條件的限制下，如何將有限資源作最適當之配

置，已是刻不容緩之課題。故本研究運用Seiford and Zhu(1999)提出之資料包絡分析法二階段評估法，探討2006年上市上櫃

生物科技醫療產業中12家公司之獲利效率及股票市場效率之表現，並以差額變數分析作為效率改善方向，最後發展獲利效

率-股票市場效率決策矩陣，探討獲利效率與股票市場效率關係，提供管理者更多管理方向及改善效率之資訊。

研究結果顯示：永信、東洋、加捷、友華和晟德公司在第一階段達最佳的獲利效率，而第二階段股票市場效率大多不理想

，僅有永信、中化和五鼎三家公司達最佳效率，顯示出高獲利效率未必有高股票市場效率，且獲利效率與股票市場效率相

關性不高。在差額變數分析中，大多數的廠商有過度投入的傾向。最後，在決策矩陣分析中，建議企業不應偏頗單一效率

指標之追求，而忽略其他效率之達成，應同時兼顧獲利效率及股票市場效率的提昇，以研擬改善策略，有效地提昇企業經

營效率，達成企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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