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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銀行透過?融控股公司多元化的?融產品供應商角色，紛紛成立「財富管理」理財服務部門，以專人服務方式推展高收益理

財商品，來獲取高額的手續費及佣金收入，替金融機構帶來可觀的低風險利潤。然而，就在所有金融機構都不約而同的投

入「財富管理」的戰場時，如何利用良好的薪酬福利制度及財富管理人員的工作績效，來拉大與競爭者間的差異，創造理

專、顧客、銀行的附加價值，將是決定往後財富管理業務勝負的重要關鍵。

基上所述，本研究以個人變項、薪酬福利為自變項，工作績效為依變項，探討薪酬福利及工作績效彼此之間的關聯性，藉

由實證研究的結果，幫助管理階層了解財富人員的薪資結構，會間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績效。企業應在重視工作績效外，

更應平衡考量佣金及薪酬制度的設計，作為財富管理市場之人力資源策略未來的參考方向，以期達到投資人、企業及個人

三贏的局面。

本研究以台北地區銀行從事財富管理員工為研究對象並採問卷調查方式，合計回收387份有效問卷，以信度分析、因素分

析、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及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做分析，本研究獲致以下之研究結果：

1.個人變項的差異，在工作績效中之「工作成效」與「顧客滿意」有顯著相關性存在。

2.薪酬福利與工作績效相關分析中，兩者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3.薪酬福利中之「公平性」與工作績效中之「工作成效」具正向顯著相關。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金融機構應重視服務的職員，建立以專業為導向的薪資制度及加強財富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訓練，公

平合理的升遷制度，完善的薪資福利，強化金融商品研發能力及風險控管機制，運用資訊科技與管理資源結合，提昇客戶

滿意度，藉以增強工作績效及公司競爭力。

關鍵詞 : 財富管理、薪酬福利、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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