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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於2001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目的則在使金融機構朝向「股權集中化、大型化」，故以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之風險管理為研究動機。 　　本研究乃是採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分析玉山金融集團成立金融控股

公司的規模報酬是否遞增。其次運用風險值評估方法中的歷史模擬法計算出玉山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後風險值之差異。 本

文主要之研究結論如下： 1. 根據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之實證分析如下，得到α＋β＞1，驗證了玉山金控達到規模

經濟。 2. 玉山金控成立前的風險值為＄36682元，成立後的風險值為＄43122元，可知成立後的風險值較高，但是成立後的

報酬率也相對較高。 3. 惟有透過第二階段的再合併，納入玉山的其他子公司，才能持續提高綜效，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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