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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金融海嘯前後，台灣及美國銀行產業之存活分析。研究期間以2001至2008年，並將2001年至2006年之研究資料

定義為金融海嘯前，2001年至2008年定義為金融海嘯後。採用Bankscope資料庫之財務資料及Datastream之總體經濟變數資

料，運用因素分析中之主成分分析進行資料之萃取，再使用存活分析中之半參數模型進行兩國之存活分析。研究結果指出

，台灣及美國銀行產業之存活率在2006年後，皆呈現下降之趨勢，但台灣銀行產業在2008年存活率即開始回升，而美國銀

行產業在2008年呈現倍數下降之趨勢。金融海嘯前台灣銀行產業並未有顯著影響存活之因素，而金融海嘯過後，經營相關

因素顯著影響台灣銀行產業；美國銀行產業在金融海嘯前有五項顯著影響因素，包含獲利相關、總體相關、放款相關、貸

放相關及經營相關因素。金融海嘯後，僅有四項顯著影響因素，可得知台灣及美國銀行產業金融海嘯前後，皆產生了結構

性之改變。

關鍵詞 : 存活分析、因素分析、C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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