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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銀行彼此競爭日趨激烈，漸漸的壓縮各分行的

生存空間，對於分行績效的深入了解，為不可忽視

的議題。目前社會已開始重視整體效率，而績效考

核目的為瞭解將來在執行業務之前瞻性、排除了主

觀的介入及降低投入獲得更高的產出。 
績效為透過評估過去的經營績效來作為預測

發展的基礎，並可提供企業相關管理者作為管理決

策的控制數據，以利於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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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機與目的 

績效並非只是評估一間公司的好與壞，而是積

極地提供管理人員有用的決策方向，透過評估過去

的經營績效來作為預測發展的基礎，並可提供企業

相關管理者作為管理決策的控制數據，以利於達到

預期目標。 

三、 相關文獻與研究方法 

績效是積極地提供管理人員有用的決策方

向，透過評估過去的經營績效來作為預測發展的基

礎，並可提供企業相關管理者作為管理決策的控制

數據，以利於達到預期目標。 

(一) 相關文獻 

 

(二) 研究方法 

Super-SBM 能計算出一個相對的綜合性指

標，使單位彼此間的經營績效進行排名，亦能取得

單位間較大的權距，明顯的判斷分行間差異及改善

方向。其方法是以非射線與純量計算效率模式的

SBM為基礎的，區分原效率結果為 1的決策單位，
透過 SBM先從樣本抽離，而後再將剩餘的決策單
位建構效率前緣與前述抽離的決策單位之距離比

較。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能呈現單位間不
同期間的技術改進結果顯示，進一步了解單位的變

動屬性。其方法是以衡量 DMU 於不同時期之總
要素生產力的變動情形，與同時納入技術效率變動

與技術變動所改變的結果。 

四、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Super-SBM 

排名較前的單位，多因為該地區之銀行密度較

低、人口數較高、主要交通路線或靠近工業區、科

學園區等。根據 2018年至 2020年之三個年度各營
業單位平均績效值結果顯示，整體營業單位仍需進

行績效的強化與改善。 

(二)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排名較前的單位，相對偏向初期新成立的行

舍，正處於積極開發客戶階段與訂定適合當地的策

略，故技術性變革會有較明顯的變化與成長性。根

據本研究顯示，2018年至 2020年之各營業單位之
Malmquist 值平均為增加趨勢，但就整體而言
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平均仍屬於有待進步空間。 

五、 結論 

本銀行目前經營績效容易忽略負成長之營業

單位的彼此差異的程度，以及超過設定的門檻後分

數皆為相同，無法讓能力好的營業單位發會出最大

的實力，而本研究透過相對績效進行綜合檢視其中

成本過剩的問題及進步方向，能提供方向讓營業單

位去努力，亦較不失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