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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與企業競爭力之研究摘要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我國總體經濟自八０年代起，由高度成長轉為中度成長後，隨產業結

構調整腳步加快，兩大部門產業結構已明顯朝向服務業發展。近年受數位

化、網絡化、知識化及全球化影響，企業面臨轉型之競爭壓力加劇，因此

如何在此錯綜複雜之經濟環境下，加強蒐集相關產業資訊，檢視其經營體

質，以因應國內外日益競爭激烈需求，允為政府與業界戮力以赴之目標。

為深入了解我國產業結構變遷與競爭力之因果關係，爰利用歷次工商及服

務業普查資料，探討各產業經營特性與競爭優勢，供為政府調整產業政策

與工商業研訂經營方針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追蹤樣本（Panel data）分析：本研究方法係以 90 年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資料為基礎，運用企業之識別鍵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BAN），連結歷次普查個別企業之時間數列資料為追蹤樣本（Panel 

data）。由於製造業傳統產業與服務業部門之時間數列較長，為研

究及資料處理實務方便，爰採近十五年來，即 75 年、80 年、85

年、90 年近四次普查資料串聯結果之 Panel data，實證探討製造

業傳統產業與服務業部門中，該 Panel data 歷經八０至九０年代

產業結構調整期間，及 90 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之衝擊，尚能持續存

活之利基，並比較與 Non-Panel data間之經營效率。 

二、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係以生產邊

界為衡量效率之基礎，先將投入與產出資料透過數學規劃之技巧模

式，求出生產邊界，再將各廠商（即決策單位，DMU）之實際資料

與生產邊界比較，俾衡量各決策單位之生產效率，此法具有簡易且

不受函數式之限制、亦不需估計生產函數之參數等優點。新興產業

為近十年來政府戮力輔導與獎勵之重點產業，其中又以二兆行業之

半導體業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為主，故本分析法採近二次普查

結果前揭二行業為範圍，進行整體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規

模報酬分析，以探討該等產業之經營效率。 

 

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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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Er 是指受評估之 DMU的相對效率 

        kh 是指第 k個 DMU的相對效率值 

       ru 是指第 k個 DMU之第 r個產出值的虛擬乘數（Virtual 

multiplier） 

          iv 為第 k個 DMU之第 I個投入值的虛擬乘數 

          rjy 是指第 j個 DMU之第 r個產出值 

          ijx 是指第 j個 DMU之第 I個投入值 

          r代表產出項的個數，r＝1,…, l  

          i代表投入項的個數，i＝1,….,m  

         j為 DMU的個數， nj ,....,1=  

模式中 ku 係指規模報酬指標，當 ku ＝0表示屬於規模報酬固定； ku ＞

0屬於規模報酬遞減，反之，則屬於規模報酬遞增。 

三、多元線性迴歸模式（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分析：

運用 90年普查結果，就工業與服務業兩大部門分別選取利潤排名前

1,000 大企業，與「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中具競爭力之產

業，依據我國行業標準分類歸納為 11項重點服務業，利用多元線型

迴歸模式計量模型進行分析，以探討利潤受相關要素成本影響程度

及其經濟效益，供為未來產業政策及企業經營策略之參考。 

 

模型架構： 

（一）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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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線性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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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定 

1. 迴歸線之顯著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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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定係數： 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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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別參數之顯著性檢定： 

0 0kH β =：  

1 0kH β ≠：  

檢 定 統 計 量 ： pkt
S

T pn
k

k

,...,1,0,~
ˆ

* )1(
ˆ

== −−

β

β
， 當

)1(,
2

*
−−

>
pn

tT α ，拒絕原假設 

參、內容摘要 
一、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趨勢： 
（一）服務業部門對產業貢獻日增，兩大部門生產總額結構差距已漸縮

小。 

（二）製造業非傳統產業產值擴增 3.5倍；知識密集型服務業 90年產值

成長貢獻率首次超越五成。 

 

二、 製造業傳統產業競爭力分析－Panel Data分析法 

（一）近十五年製造業傳統產業結構之變動 

1. 木竹、食品、成衣製造業十五年來減少 8 千家，就業機會合

計縮減 27萬 5千個。 

2. 企業進入率十五年來下滑 28個百分點。 

3. 虧損企業十年來增加 13.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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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存活企業競爭力追蹤 

1. 持續存活四次普查之傳統產業約 2萬 5千家。 

2. 持續存活者以大型企業產值占達七成居多。 

3. 持續存活企業之競爭優勢：包括(1) 勞動生產力續增;(2) 委

外生產比攀升;(3)大規模企業投入研發金額續增;(4)對外投

資或多角化經營態勢愈趨明顯;(5)產業價值鏈漸轉移至高附

加價值發展 

4. 高獲利與高虧損企業競爭力比較 

 

三、 新興產業營運效率分析－DEA分析 

（一）近二次普查新興產業發展概況 

1. 政府積極輔導下，新興產業確能吸引較多新進者，但淘汰速

度加快中。 

2. 近五年來生產總額成長率為製造業的五倍，且產業結構更趨

集中。 

3. 資訊工業吸納最多的人，半導體工業生產總額與自有資產成

長最快，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發展最穩定。 

（二）半導體工業營運效率分析－資料包絡分析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應用 

 

四、服務業部門競爭力分析－Panel Data分析法 

（一）近十五年服務業部門產業結構之變動 

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產值增加 15.5倍，成長最快。 

2. 批發及零售業吸納從業員工近五成，對就業之貢獻最大。 

（二）服務業部門企業進出概況 

1.服務業部門之企業進入率大於退出率。 

2.金融及保險業、醫療保健業平均五年存活率約為八成。 

（三）持續存活企業競爭力追蹤 

1. 勞動生產力續增；勞動成本下降。 

2. 知識密集型企業競爭力較優；金融及保險業居首位。 

 
五、企業經營效率分析－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法 
（一）獲利能力分析 

1. 90年工商業平均收益力、自有資產週轉率與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5.1%、37.0%與 1.9%，以工業部門降幅較大。 

2. 其他服務業、醫療保健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住宿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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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業躍居服務業部門高收益力與高週轉率行業。 
3. 迴歸模型顯示工業部門高獲利企業，每增加單位研發及購買技

術成本所創造之利潤高達 1.7倍。 
4. 高獲利之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增僱員工創造之經濟效益較固定

資產投資為優。 
5. 相較於固定資產之投入，增僱員工或提高勞動報酬更有助於提

升重點服務業中通訊媒體服務業之經濟效益。 
（二）安定性分析 

1. 工商業平均流動比率 169.7%，顯示企業之變現及短期償債能力

尚佳。 

2. 工商業平均速動比率 153.4%，服務業部門實際變現及短期償債

能力較高。 

3. 工商業平均固定比率 141.9%，顯示企業自有資本投入較高。 

4. 服務業部門負債構成比率 76.1%，舉債籌措資金較為普遍。 

（三）、成長力分析 
1. 勞動裝備率十五年來擴增 3倍；金融及保險業續居首位。 

2. 服務業部門勞動生產力十五年來提升 2.5倍。 
3.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續降，有助於提升產業競爭力。 
4. 工業部門資本生產力十五年來下滑近五成。 
5. 90年工商業資本密集度平均為 318萬元，以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增加九成最快。 
6. 工業部門十五年來附加價值率增加 3.3個百分點。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傳統產業持續存活廠商之 Panel Data，相較於 Non-Panel Data

而言（以 90年為例），全年生產總額高出 48.9％、勞動生產力高

出 59.2％、年底實際運用資產高出 99.8％；其競爭優勢，主要

為大型化、有從事外銷、研發及具高附加價值之特性。 

（二）傳統產業中逐漸衰退之成衣、皮革、木竹、家具、橡膠業，自八

０年代產業開始西進後，國內自行生產之比重已降至六至七成，

顯示海外布局深化，及對外投資帶動下，委外生產比已有攀升趨

勢。 

（三）新興產業確能吸引較多新進廠商加入，尤以資訊工業為最，惟整

體淘汰速度加快；資訊與半導體工業產業結構更趨集中，為新興

產業二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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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 Panel Data結果顯示，服務業持續存活十五年之企業，其經營

規模及生產力均優於全體服務業部門，以金融保險業之生產總額

與實際運用資產對服務業之貢獻率達六成以上最高。 

（五）90 年工商業平均流動比率 169.7%、固定比率 141.9%、平均負債

構成比 69.6%，顯示企業之變現及短期償債能力尚佳，而自有固

定資產則以自有資本投入為主，惟服務業部門營運上較仰賴外借

資金之挹注，整體而言工商企業之安定性尚屬穩健。 

 

二、建議 

（一）由傳統產業之 Panel Data 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欲永續經營發展，

除應加強研發、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外，並應朝企業整併方向努力，

以提升企業之競爭力。 

（二）經 DEA 分析觀察半導體製造業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結果，中

小規模企業應再增加投入，擴大生產規模，以提高效率；大規模

企業處於規模報酬遞減階段，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存有顯著改

善空間；就整體效率觀察，均應加強生產要素利用效能，以提升

技術效率。 

（三）利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式分析得知，工業部門高獲利之企業，相較

於增僱員工或擴增資產，對於研究發展之投入，可創造出較佳之

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