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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快速的發展，投資環境也跟著快速的改變，我國於 1989 年逐一實

施金融自由化政策後，公營銀行也逐漸民營化，國內銀行有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

立，使得我國金融市場的競爭趨於激烈，利潤逐一被分蝕殆盡。針對於此，我國

財金當局為了改善金融業者營運環境，遂透過建立金融控股公司的機制，減少過

多的金融機構家數，同時也藉著金融控股公司的成立，擴大本國銀行的營運規

模，提升金融機構綜效，以達到金融市場的重整。而面臨加入世界貿易組織與本

國開放放資投資比率後，國際化的情勢日趨明顯，因此本國以通過金融控股公司

的機制，期待提升本國銀行的績效，增加國際經爭優勢。本文建構兩階段模型針

對銀行績效進行評估，探討開放外資投資後對本國銀行的衝擊，在第一階段模型

中以隨機便界模型探討各銀行之間的效率，並找出何種因素影響銀行經營決策進

而影響效率值，在第二階段模型中利用 logistic 迴歸對影響效率值的因素進行探

討，檢視其對本國銀行效率值的衝擊，本文研究結果顯示，除了一般要素投入外，

外資比率越高、銀行資金以及人事規模越大將對效率值有正向的影響，此結論也

與金融控股公司建立的目的相同，同時也可提供本國銀行未來發展趨勢的新方

向。 

關鍵字：隨機邊界模型、金融控股公司、外資比率、銀行績效、logistic 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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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mpanied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wan 
liberalized the financial policy after 1989, in which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bank 
industry began running. The number of banks in Taiwan increases rapidly and the 
liberalized financial policy caused the profit decreasing violentl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aiw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nd 
expected to reform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After affiliating WTO, many foreign 
banks were established in Taiwan and contend for profit. Under radical changes of 
financial market, the government expected that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can 
raise th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banks. Firstly, we construct the two stage model to estimate the efficiency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and efficiency. In the first stage, we 
estimate the efficiency b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and find out the factors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In the second stage, we us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obtain the efficiency impact from the other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ate of 
foreign fund, the capital scale and human scale of bank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efficiency. These results find that the bank should increase the scale of 
banks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finding also can provide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e policy that may raise the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banks.  
 
Key words: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he rate of foreign 
fund, bank performance,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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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金融市場為社會大眾資金聚集的主要途徑之ㄧ，也為工商企業界提供資金的

主要來源，當資金使用的效益提高，社會資源也會趨於理想配置，而金融體系的

營運效率也會隨之提高。自從金融自由化政策在我國於 1989 年實施後，國內銀

行的數目與日俱增，而 2001 年，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更放寬國外金融機構進入本國金融市場的權限，但同時卻也大幅提升

本國金融市場的競爭性。在金融市場的競爭越來越激烈的情況下，存、放款利率

縮小，逾期放款比例卻逐漸攀升，使得金融產業所面臨的隱藏性問題產生，而體

質不佳的金融機構也逐一浮現。我國財金當局為了改善金融業者營運環境的問

題，以及提升本國業者對於國外市場的競爭力，遂積極建立金融控股公司的機

制，目的在於重整金融市場，減少過多的金融機構，同時也藉著金融控股公司的

成立，藉以擴大本國銀行的營運規模，提升金融機構綜效。 

   金融機構大致上以直接金融機構與間接金融機構作為區分，直接金融機構並

沒有從事資金仲介的工作，其主要是協助市場上金融商品的發行，維持金融市場

運作的機制；而間接金融機構的工作則有所不同，資金的仲介為其主要的工作之

ㄧ，吸收大眾社會進行存放款變成為其資金來源的一個主要方式，因此探討金融

市場的健全與否勢必從金融機構進行分析，而金融中介機構中又以銀行為主要的

組成成分，因此銀行的績效與金融仲介機構息息相關，因此針對我國金融市場目

前所面臨的重重問題，本文擬以銀行的績效評估做為分析的依據。此外，我國於

2003 年宣布取消限制外資投資比例並移除對外資投資之各項限制，此一政策勢必

會對本國金融產業造成影響；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以建構兩階段模型分析成立金

融控股公司與開放外資投資後，對本國銀行在經營績效上有何衝擊，在第一階段

模型中以隨機邊界模型對本國銀行效率值進行評估，並在第二階段模型中以

logistic 迴歸分析探討銀行結構改變的外生變數，是否對於銀行績效有所影響。本

文以外資比率高低、銀行人力規模與資金規模作為外生變數，藉由兩階段模型評

估在何種環境條件下，銀行具有較良好的績效評估，並以國際化的趨勢提供本國

銀行增加績效的方法。 

貳、 文獻探討 

   Farrell (1957)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廠商的生產函數已知及生產函數具有

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等性質下，以等產量曲線來說明如何利

用實際觀察點與等產量曲線邊界的關係求得技術效率的大小，探討廠商的技術效

率與配置效率，開啟了以邊界的觀念探討效率，同時更包含了隨機干擾項的設

定，作為說明在實際生產過程中人為無法控制的因素，如此更能貼近實際的生產

情況；Aigner、Lovell and Schmidt（1977）提出隨機邊界模型，此分析法將確定邊

界的概念加以改良，針對誤差項的分配進行假設，以半常態分配說明效率值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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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的特性，此設定也使得利用隨機邊界模型分析績效的技術更進一步；Schmidt 

and Sickle（1984）提出採取追蹤資料模型進行效率分析，在樣本分析上加了縱斷

面的時間性影響，如此將可涵蓋樣本的最大資訊，並且也考量到效率隨時間變化

的問題。 

   黃台心（1997）利用隨機邊界模型探討台灣銀行效率，以民國 70 年到 81 年

為研究期間，以追蹤資料估計 22 家本國銀行的效率值，並以超越成本對數進行

最大概似法估計，估計結果找出勞動與資本兩要素間，具有替代關係；而資金與

勞動與資本具有互補關係，樣本銀行普遍存在經濟無效率；而公營銀行配置效率

佳，民營銀行技術效率較好，但是樣本銀行並未隨著時間改善無效率問題；林炳

文(2001)運用隨機邊界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針對台灣銀行合併後的

效率分析，樣本期間為民國 86 至 88 年間 43 家本國銀行，利用追蹤資料進行分

析，並指出銀行藉由合併後，其效率可以大幅提升，而也較著重在配置效率上的

改善；林灼榮、徐啟升、吳義雄（2004）以民國 83 年至 90 年為研究期間，以台

灣 15 家開放銀行為研究對象，利用概似比檢定程序，建構半常態分配的超越對

數隨機邊界成本函數，推估台灣新開放銀行成本效率與分析投入產出的特性，結

果顯示成本無效率並未隨時間惡化，但也無顯著的不同，而八年內平均技術進步

率並未明顯提升，顯示開放銀行在技術層面上並未因為營運環境的高度競爭而有

所進步；林炳文(2004)利用兩階段法(two-stage model)中第一階段隨機邊界成本函

數法與第二階段成本無效率效果模型，針對民國 86 到 88 年間 46 家國內商業銀

行進行合併後的效率分析，結果指出績效較為不良與績效較為優良的銀行合併

後，效率並無明顯提升，異質性銀行合併後比同質性銀行合併後的績效較為良

好，原因是同質性銀行合併後較無創新性。 

   Drake and Hall (2003)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針

對日本的 149 家銀行，分析 1997 年各銀行內是否存在規模經濟與各銀行間經營

效率之比較分析，並分析銀行是否可以透過合併進行改造，以達到經營效率之改

善與提升規模經濟的效果；Noguchi et al. (2002)利用 DEA 對銀行績效進行評比，

不同於過去的資料包絡分析法，作者針對權重部分給於相同權數不同排名，使得

績效排名方式重新做調整，以解決過去排名權重交叉效率為零的情況發生；

Hughes et al. (2003) 利用隨機邊界模型估計效率，其中以市場價值為邊界進行分

析，從 1992 年至 1994 利用 169 家美國銀行為樣本評估對象，研究發現在全球化

的現象下，銀行應採取合併的策略以提升績效，而較強勢的管理權會對銀行績效

帶來負面的影響；Bonin et al. (2005) 以兩階段法對銀行效率進行研究，第一階段

以隨機邊界分析法對 1996 年至 2000 年中，11 個轉型中的東歐國家內銀行進行效

率評估，在第二階段的迴歸型中探討效率值與資產報酬率與業主權益的影響，研

究發現當國營銀行效率未低於私有銀行時，轉型中民營化的銀行效率值並不會比

原本為公營銀行時高，同時國外銀行具有效高的成本效率，分別對公營銀行與民

營銀行的效率進行比較，銀行規模為影響各銀行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Fiordelisi 

(2007) 發展以股東價值效率測量銀行績效，並以隨機邊界模行為分析方法，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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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德國、義大利與英國的銀行進行評估，樣本期間為 1997 年至 2002 年，此

法較能明確解釋股東價值的創造，並且較能符合實際狀況，相較於過去傳統的效

率分析為一個較良好的測量方法。 

   綜合上述文獻中，針對銀行效率的方法分析相當廣泛，切入討論的方法也大

為不同，而大抵上分析方法皆是針對銀行在經營績效上的特定因素進行評估，而

本文以探討成立金融控股公司與放寬外資投資後，對國內銀行業的衝擊，並以本

國銀行效率的評估績效，而以建構兩階段模型估計國內銀行效率值，並找出效率

值高低的因素，並在探索放寬外資投資後，各銀行外資比率提高的現象下對本國

銀行組成結構的影響，同時針對影響的因素進行分析對銀行效率產生何種的影

響，因此在第二階段中，針對放寬外資投資後對銀行影響較為明顯的變數探討對

效率值所造成的影響。 

參、研究方法 

   近年來，外資投資的限制逐漸開放，而且在國際化的趨勢下，本國銀行市場

的競爭勢必越來越明顯，各銀行如何在此競爭的環境下提升效率，並找出適當的

經營策略則為提升銀行本身的效率則為當務之急。本文建構兩階段模型探討開放

外資投資後，開放外資後對於本國銀行的影響，同時瞭解開放外資後何種經營策

略為可以提升銀行績效、增加競爭優勢。本文首先利用隨機邊界模型評估國內銀

行績效，並利用隨機邊界模型所估計出的效率值在第二階段模型中建構 logistic

迴歸，探討開放外資後，外資投資比率、銀行資金規模、與人力規模對效率值的

影響。 

   第一階段模型中以 Cobb-Douglas 成本函數對隨機成本邊界模型計算各家銀行

的績效。過去有許多學者利用 Cobb-Douglas 成本函數進行隨機邊界的效率分析，

在 Cobb-Douglas 成本函數中包含了廠商經營績效的訊息，實際上，隨機邊界模型

利用廠商的理論生產目標建構出生產邊界，並以理論生產目標建構出生產邊界，

計算實際生產值與邊界之間的差異評估績效，實際生產的值與邊界間的差距即為

隨機邊界模型中誤差項的無效率項，一般來說理論成本函數設定如下： 

iE = ),,( iji PYTC                                                  (1) 

其中 iE 為第 i 家廠商的生產成本廠商的生產成本， iY 為第 i 家廠商的的產出， ijP

第 i 家廠商使用的第 j 種生產要素的價格。 

   本文使用隨機邊界法估計式(1)中的理論邊界值，並依此邊界值計算各銀行與

其之間的差距，藉以找出各銀行之間的無效率值，利用 Kumbhakar and Lovell (2003, 

p.149)建構出隨機邊界成本函數，模型建立如下： 

,,...,1,...,1,lnlnln 0 JjIiPYE i
i

ijiiyi ==+++= ∑ εββ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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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β 為截距項， yβ 、 iβ 為待估參數， iε 為複合殘差項，且 iε = iv + iu 。其中， 

),0(~ 2
vi Nv σ ，為生產中無法掌握的因素，廠商無法控制的對稱性隨機干擾項，

N 呈現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另一為衡量廠商技術無效率的項目，

),0(~ 2
ui Nu σ+ ，N+ 呈現單邊常態分配分配(truncated normal distribution)， iv 與 iu 彼

此互為獨立，  

   本文考慮各解釋變數之間的相互影響，將式(2)中的模型改以完整模型(full 

form model)進行效率值的評估，模型建立如下： 

i
i

ijiyiyy
i

ijiiyi YPYPYE lnln
2
1)(ln

2
1lnlnln 2

0 ∑∑ ++++= βββββ               

JjIiPPP i
i

kj
ikk

ijij
i

iiii ,...,1,,...,1lnln
2
1)(ln

2
1

,

2 ==+++ ∑∑∑
≠

εββ         (3) 

其中 yβ 、 yyβ 、 iyβ 、 ijβ 和 iiβ 為本文待估參數 

   對效率的評估則是利用誤差項中所估計出的無效率項，無效率項的產生為理

論生產值所形成的邊界與實際生產值之間的距離所計算獲得，因此所估算出無效

率項的數值越大，表示實際生產值與邊界之間的距離越大，廠商的生產行為效率

越低，本文為了使評估尚可較容易判讀各銀行之間的效率差異，將改對無效率值

進行轉換成為效率值以方便接下來的分析，文中的無效率項可以利用下式進行轉

換得到效率值： 

)exp( ii u−=θ                                                        (4) 

   先前的模型中並未探討到時間的因素，因此模型僅能就單期的事件進行探

討，同時其所包含的資訊也較為不足；為了克服此問題，本文增加時間因素進入

模型中，並將式 (3)延伸為包含時間因素的混合資料(panel data)模型，因此資料會

因為資訊涵蓋時間因素而大幅提升資訊中所包含的訊息，進而增加效率值估計的

準確度，模型延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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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tit uv +=ε ， itv  為隨機干擾項， iu 為無效率項，本文假設其為正值並不隨

時間變動而產生變動。 

   由於開放外資投資後，本國銀行經營策略上勢必受到外資的影響而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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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決策的改變進而影響到銀行本身的效率，本文利用式(4)估計出外資進入後各

銀行之間的效率，但開放外資後銀行後勢必有許多外生變數也產生變動，因此效

率值也必會受到影響。在開放外資下，除了經營決策的變動外，對於銀行本身組

成的體制勢必有所改變，而各種改變皆會對銀行的效率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在第

二階段以 Mester (1996) 和 Carvallo and Kasman (2005)所建立的 logistic 迴歸探討哪

些外生因素會影響經營績效，進而改變效率值，本文以外資持股比率、銀行資金

規模與人力規模作為分析影響效率的因素，而影響銀行效率的外生變數模型如

下： 

itiii
it

it ehumancapitalexrate ++++=
− 32101

ln γγγγ
θ

θ
                        (6) 

   其中 itθ 代表各銀行的效率值， 0γ 為截距項， 1γ 、 2γ 、 3γ 為待估參數，exrate
表示外資持股比率，capital 表示銀行資金規模，human 表示銀行人力規模， ite 為

估計過程中所產生的誤差項。 

 

肆、 資料說明 

   本研究樣本銀行為目前台灣地區 14 家金融控股公司底下的銀行業，其中選取

13 家銀行進行效率分析，研究期間從 2003 年 1 月開始到 2006 年 12 月，樣本為

季資料，因此 13 家樣本銀行所組成的 Panel data 共計 208 筆資料1來進行金控公司

底下銀行業效率之評估。 

  本文中兩種產出分別為(1)利息收入(Y1)：包含短期放款及中長期放款以及、

貼現等其他放款利息收入；(2) 政府債券與其他投資收入(Y2）：政府債券包括商

業銀行購買政府發行之公債、國庫券，其他投資則包含了購買公司行號發行的公

司債、商業本票、金融券債、可轉讓定期存單、上市公司股票及企業投資等項目

之收入。 

   要素投入包含了(1)資金使用量(M)：自有資金以股東權益為主、外來資金包括

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外匯存款、公庫存款等；(2) 資本

使用量(K)：固定資產淨額為固定資產為主，扣除累計折舊；(3) 勞動使用量(L)：

銀行員工人數。至於資金價格(PM)，本文以平均存款利率計算；資本價格(PK)則以

折舊率為資本使用價格，折舊除以固定資產淨額即為折舊率；勞動價格(PL)則以

人事費用除以員工人數。 

 

 

 

                                                 
1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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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證分析與討論 

(一)、國內銀行績效評估 

   針對 13 家台灣地區金融控股公司旗下之銀行，利用式(1)對 2003 年到 2006 年

的成本函數進行估計以衡量各家銀行之成本效率值及對影響銀行成本的變數進

行分析與探討，所得實證結果如表一。 

式(5) yiβ 一般代表衡量規模報酬的倒數
γ

β 1
=y ，γ 為衡量規模報酬的指標（請詳

看 Kumbhakar and Lovell, 2003, p.148)，而由於 2yβ 在 5%的顯著統計水準下為小於

一的正值，由此推論本國銀行具有規模報酬，而當銀行增加在對政府債券及其他

投資時，隨著增加的幅度越大時，銀行越是具有規模經濟，很顯然規模經濟越大

的銀行似乎在進行其他投資時資金較為充足，同時也較能靈活運用資金，因此相

對來說具有較好的效率。在國際化的情勢日趨明顯下，本國銀行相較於外國銀行

規模相對較小，因此規模的擴大勢必為國內銀行未來發展的趨勢，但國內銀行規

模普遍較小，因此在成本在配置上無法達到最適，效率值無法提升，所以國內銀

行在資金市場勢必相對缺乏成本效率，因此提升國內銀行的規模為當下解決銀行

成本效率不彰的方法。在要素投入交乘項( 12β 、 13β 和 23β )皆為顯著下顯示要素間

互補或是替代的比例關係對於成本將會有顯著的影響，也即是銀行若能確切掌握

各要素價格間變動的資訊，並能以此資訊做出最即時的應映對策，銀行可藉由適

當的要素配置強化各銀行的成本效率；所計算出的統計判定係數 2R =0.7720 說明

了本模型為適合進行統計估計之模型。 

表一 隨機邊界模型估計結果 

 參數估計值 P 值 

Constant 0β  6.5794 0.342 

lnY1 
1yβ  -0.3439 0.712 

lnY2 
2yβ  0.9166 0.020 * 

ln
2Y1 

11yyβ  0.1088 0.015 * 

ln
2Y2 

22 yyβ  0.0489 0.018 * 

lnY1lnY2 
21yyβ  -0.1792 0.001 * 

lnPK 1β  -0.7533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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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M 2β  2.1861 0.010 * 

lnPL 3β  2.0634 0.068 

(lnPK)2 11β  0.2644 0.000 * 

(lnPM)2 22β  0.0090 0.898 

(lnPL)2 33β  0.1508 0.007 * 

lnPK lnPM 12β  -0.1886 0.002 * 

lnPK lnPL 13β  -0.3067 0.000 * 

lnPM lnPL 23β  0.4104 0.000 * 

lnY1 lnPK 
11yβ  0.0475 0.250 

lnY1 lnPM 
12yβ  -0.090 0.253 

lnY1 lnPL 
13yβ  0.0409 0.559 

lnY2 lnPK 
21yβ  -0.0078 0.770 

lnY2 lnPM 
22yβ  -0.0332 0.436 

lnY2 lnPL 
23yβ  -0.0061 0.844 

2R =0.7720   

*代表 5%的顯著水準 

   表一中 1β 和 3β 在在 5%的統計水準下並不顯著，此意涵資本與勞動兩投入要

素對成本之間的影響關係並不敏感，銀行若藉由調整此兩種要素來控制成本的效

果將不會達到有效的成果；而 2β 在 5%的統計水準下則為顯著，說明了當資金價

格上升的時候，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在資金價格與成本之間的關係為敏感的

情況下，當市場產生變動時，能夠明確掌握資金價格訊息，並對資金價格有完善

的控制，也即為利用調整利息的變動的手段，必能妥善的控制成本進而提升效

率，因此本國銀行在利息運用及控制上若能達到最即時的掌控，則必能提升銀行

效率。 

   圖一標示各銀行的平均效率值，最高者是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其效率值為一，

在所有樣本中，其規模最大；至於效率最差銀行則是中華開發，其效率值為 

0.3482，其規模則是最小。從以上分析，本文發現規模較大的銀行，其效率似乎

較大，此點也符合實務上的觀察，亦即銀行業試圖以規模擴大的經營策略，用來

提升效率並強化國際其國際競爭力。金融當局也藉由成立金融控股公司，期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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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擴大本國銀行的營運規模，提升金融機構綜效，並在外資開放下提升本國銀行

競爭力。 

 

0 2 4 6 8 10 12 14

圖一  銀行效率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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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 and Greene (1976, p. 661)和 Nemoto and Asai (2002)定義規模經濟(scale 

ecomomies，SE)如下： 

SE = 1 - 
y
E

ln
ln

∂
∂

 = 1 – ( yβ  + yyβ ln Y + ∑
i

jyi Plnβ )             (7) 

式子(7)中，
y
E

ln
ln

∂
∂

代表銀行的邊際成本，當 SE 為正值時，本國銀行具有規模經

濟，反之；當 SE 為負值時，本國銀行則為規模不經濟。透過表一所得的各項估

計值，本文發現本國銀行平均 SE 值為 1.3959，此結果說明目前本國銀行具有規

模經濟。為了進一步瞭解各銀行間的效率差異，以及影響效率差異的因素，本文

利用決策樹對樣本銀行進行分群，依效率值將可以使樣本銀行區分為三群，分群

結果如表二，其中效率值大於等於 0.7432 者定義為高效率群介於 0.7432 與 0.4838

之間者為中效率群，低於 0.4838 者則為低效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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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國金控公司旗下 13 家銀行效率值分群 

高效率群 中效率群 低效率群 

中信銀 台北富邦 中國商銀 

華南銀 國泰世華 復華銀 

台新銀 日盛銀 交銀 

一銀 玉山銀 中華開發 

 建華銀  

 

   本文並計算各銀行群的規模經濟（SE），發現高效率群銀行 SE 值為 1.7524，

中效率群銀行 SE 值為 1.7142，而低效率群銀行 SE 值則為 0.9291，三群銀行皆具

有規模經濟，其中高效率群與低效率群銀行之規模經濟值差異不大，故影響兩銀

行效率值差異的主因可能還有其他外生因素，而低效率群銀行的規模經濟值則明

顯低於其他兩群，充分說明規模大小是造成此群銀行效率較低的原因之ㄧ，而在

效率群銀行中，中華開發銀行的規模最小，因此其在成本控制上就不容易達到要

素間最適配置，以致於過多資源浪費造成效率不彰的原因，因此若要提升低效率

群組銀行之效率，擴大其經營規模為當務之急，其中；中國國際商業銀行更於

2008 年與兆豐國際商業銀行進行合併整合，更充分顯示在國際化的壓力下，提升

各銀行規模為提升效率的然行方式。 

 

(二)、影響銀行績效的外在因素分析 

   在國內成立金融控股公司以及放寬外資投資限制後，各銀行之間的效率值必

然都會受到影響，但除了本身投入要素外，何種外生因素也會間接影響到各銀行

的效率值則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國內銀行外資比率的提升勢必影響銀行的經營行為，進而間接影響到銀行的效

率，同時外資比率的提升對於銀行本身體質必定有所改變。另外，如同前文的分

析結果，規模似乎也會影響績效，而規模的擴大意味著會帶動員工數量的提升，

或是資金數量的增加，因此本文把外資比率、資金規模與人員規模做為外生變

數，利用 Mester (1996) 和 Carvallo and Kasman (2005)所建立的 logistic 迴歸模型，

亦即式子(6)，探討外生變數與效率值之間的關係，並以此說明成立金融控股公司

與放寬外資投資後，此三外生變數對於效率的影響，所得結果列於表三： 

 

 

 



 
 
 
 
 
 
 
 
 
 
 
 
 
 
 
 
 
 
 
 
 
 
 
 
 
 
 
 
 
 
 
 
 
 
 
 
 
 
 
 
 

 

環境與管理研究第十卷第二期(2009) 
        外資比例對銀行的績效影響研究 

          P88-P101 

99 

表三  外生變數對效率值的影響 

解釋變數 iγ   p 值 

截距 1.3074 0.000* 

外資持股比率 0.0067 0.000* 

銀行資金規模 0.0001 0.001* 

銀行人事規模 0.0011 0.000* 

   從表三顯示：各係數值皆在 5％水準下為顯著，可以說明外資比率、銀行資

金規模與人力規模會具有正面影響到銀行的經營績效，其中外資持股比率與效率

之間的顯著關係說明了開放外資投資後，外資持股比率高的銀行效率值較高。當

外資持股比率大幅上升之銀行，國際化程度也勢必相對上升，而當外資持股比率

高時，其更能及時接受國際資訊，所以面對國際局勢突然的轉變時能夠馬上產生

有效的應映對策，減少損失甚至增加利潤；同時外資持股率越高的銀行對於董事

會的影響力也越大，甚至可以決定到董事會的管理決策，因此在國際情勢產生突

發狀況時，能夠趨使董事會有下達最有效應映國際局勢變化的決策，因此在國際

化的影響下，外資比率提高將可提升營運績效、加強財務的透明度與在國際上的

競爭力，進而提升效率。本文中效率值最高的銀行為中信銀，在 2006 年底外資

持股比率為 51%，占了中信金股權結構的一半以上，也是本研究的樣本銀行中外

資持股比率最高的銀行，也確切的說明外資佔有率與銀行的經營績效。 

   銀行資金規模與銀行人事規模與銀行績效有正向關係可以從實務上獲得應

驗，例如金融控股公司成立的目標便藉由重整金融市場，減少過多的金融機構，

並擴大本國銀行的營運規模，提升金融機構綜效。再加上放寬外資投資後，外資

銀行的經營方式與組織文化對本國銀行都具有啟發作用，而且造成本國銀行大幅

修正過去在資金及人事規模的配置。因此除了外資進入本國銀行進而提效率的情

況下，本國也可以就由金融控股公司的整合，對於本國體制較不健全的銀行進行

合併以擴大各銀行的規模，進而提升本國銀行在國際化中的競爭優勢。 

 

陸、結論 

   本文透過隨機邊界模型，估計各銀行的績效，本文透過二階段分析模式，證

實外資持股比率、資金規模與人力規模具有顯著影響銀行績效的主要外生變數，

亦即規模越大的銀行對成本的控管也會較優良，因此其成本效率較高。國內銀行

相較於國際市場規模普遍較小，因此在成本在配置上往往無法達到最適，效率值

無法有效提升，所以國內銀行在資金市場勢必相對缺乏成本效率，因此提升國內

銀行的規模為當下解決銀行成本效率不彰的方法。而外資持股比率可能是有效促

進國內體質改善，並刺激國內銀行進行整併的主要力量，因此，如何適當的引進

外資，並避免國外力量影響本國經濟發展，實為政府政策設計時的主要考慮因

素。另外，要素間互補或是替代的比例關係對於成本將會有顯著的影響，也即是

銀行若能對國際情勢的掌控更確切，各要素價格間變動的資訊更能確實捕捉到，

並能以此資訊做出最即時的應映對策，銀行可藉由適當的要素配置強化各銀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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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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