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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伴隨全球化競爭接踵而至，台灣企業欲求生存與發展正如火如荼的積極從事海外市場佈

局活動，但當企業積極進行全球化佈局的同時，企業組織該如何有效的掌握海外投資企業經營狀況與績效，這將是目前台

灣企業最迫切解決的課題。

以平衡計分卡為策略管理工具，聚焦於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四大構面，並向下連結各項關鍵績效指標

做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基礎架構，但為能擺脫傳統經營績效衡量之舊習及增進企業未來價值面向，故將過去已發生的實績

與未來預計達成的目標都一?列入考量，使提出的經營績效評價真正達到公平與客觀。

本研究將以平衡計分卡理論做為整體經營績效評價基礎，運用層級分析法對各評價指標設定權重，最後以灰關聯分析法進

行經營績效之評價，將為跨國企業建立一套客觀且公平之經營績效評價模式。

關鍵詞 : 平衡計分卡、關鍵績效指標、層級分析法、灰關聯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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