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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食安問題造成社會負面影響，政府因而做出政策，要求業者需撰寫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已逐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執行，雖然相對於外

國起步較慢，但是已建立 CSR 的重要里程碑。近年來，天下雜誌與元大寶來投信協助

編製天下 CSR 指數，打敗美國道瓊、香港恆生等指數，說明執行 CSR 的重要性，且

在未來是項投資人重要的參考指標。國內探討 CSR 對經營績效影響的文獻較國外稀少，

國外大多分析方式僅限於相關係數分析，但結果都呈現 CSR 的表現對企業的經營績效

帶來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以 DEA 進行分析，又 ICT 產業為我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

業且在全球供應鏈佔一席地位，因此以 ICT 產業為例，探討執行 CSR 對於企業之經營

績效是否有正面影響? 使用 DEA 之結果實證，執行 CSR 能為部分企業績效帶來正面

影響，因 DEA 有效率單位多，本研究利用社會網路分析法，以特徵向量中心度排序

受評估單位，最後繪製參考網路關係圖，輔助 DEA 在眾多有效率單位中，挑選出最

適合效仿執行 CSR 方式之標竿。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資料包絡分析法、社會網路分析、ICT 產業、Tob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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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problems was shock to our country, and thus government make a policy that 

requires the industry need to write CSR report in the future, this shows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gradually emphasiz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Index CSR was compiled with CommonWealth Magazines and Yuanta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that defeated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and the Hang 

Se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dex Series (HSSUS). Thi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SR and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 for investor in the future. 

Dicussing the effect that CSR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s literature compare to foreign 

are less in Taiwan. Most of analysis are using 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 in foreign.We 

adopted the DEA approach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CSR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ICT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executing CSR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find the 

benchmark of ICT Industry. Finally, Tobin regression is adopted to examine whether or not 

other factors may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by using a general idea 

of BCG to classifying companies. 

 

Keywords：CSR, DE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obin’s Q 

 

1.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面臨來自各方的競爭者及環境、科技資訊的快

速變化下，更應該隨時檢視公司之經營績效，藉由經營績效改變公司的經營策略以免遭

淘汰。 

在國際中圍繞著環境保護、勞工基本保障、食品安全問題等議題越來越多，相關的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不斷被重視及探討，近年來，投資者除重視公司績效外，也重視環境

保護、勞工權益和社區利益等面向。 

現在公司是否能於同一時點負責起經濟責任、環境責任與社會責任這三重底線，已

成為判斷企業是否符合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依據，而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議題包含了以

下八項範圍：（黃建銘，2009） 

1.員工權益與人權 

2.消費者權益 

3.股東權益 

4.經營資訊揭露與公司治理 

5.環境保護 

6.社區參與 

7.供應商關係 

8.遵守政策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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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已被國際所認可，且為積極推動及拓展的議題之一，從中可

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逐漸被重視，也成為公司經營的基本職責，在未來甚至會成為一

種趨勢。以圖 1 中天下雜誌與元大寶來投信合作推出的「天下 CSR 指數」為例，自 2012

年開始從獲獎企業中，選出上市櫃、得分前二十五名之公司，依據排名由高至低給予權

重，編製出天下 CSR 企業指數，1 成為投資人重要理財參考指標，且打敗美國及港陸同

類型指數，平均每年都有超過一成的投資報酬率。（黃昭勇，2012） 

 

 

 

 

 

 

 

 

 

 

 

 

 

資料來源：企業天下公民，http://topic.cw.com.tw/csr/about-1.aspx。 

圖 1.天下 CSR 企業指數 

 

在台灣，政府與國民均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政府推動之政策如，經濟部工業

局「產業永續發展與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建立的「台灣企

業社會責任網」，上述均表示政府拓展企業社會責任的用心；除了政府推行外，國民、

企業亦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舉凡天下雜誌-CSR 天下企業公民、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

獎、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和財團法人的「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等，現今公開資訊觀測站亦提供下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連結，這些再再表示企業社

會責任的重視度日漸上升，在未來可能為投資參考指標。 

為探討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帶給公司經營績效上的正面影響，本研究選擇我國發展

較為蓬勃，屬於資訊、通訊及相關設備的領域，同時是國家基礎建設中相對重要的高

科技產業-ICT 作為研究。 

經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了解我國 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產業鑑於網際網路與通信科技蓬勃興起，帶動資訊與通信科技的發展；ICT 不斷擴大

領域，深植各個層面，促進六大新興產業發展如圖 2。然而，面對新時代的競爭，應

謹慎布局，才能於趨勢下創造新商機，使 ICT 產業競爭更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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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eed.nctu.edu.tw/files/news/483_7ebf435c.pdf 

圖 2.新興產業驅動經濟成長 

 

以投資者角度而言，欲瞭解一個產業，須深入觀察企業各層面，現今，由於社會

新聞事件：員工罷工、環境汙染、社會公益等事件，皆影響投資者對該產業的投資狀

況，因此除觀察基本的財務報表外，本研究認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逐漸興起，企

業除考量一般財務績效、經營面向外，應加入外部化條件-企業社會責任因素一同考量，

由於台灣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獻相對於國外較為貧乏，國外有許多探討企業社會責

任表現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文獻，但大多數分析的方式僅限於利用相關係數來分析，如

Sen& Bhattacharya（2001）、Stanwick P.A. &Stanwick S.D.（1998）；黃建銘(2009)。 

因此本研究的動機為，使用測量經營績效常用之方法-DEA，結合企業社會責任相

關變數作為另一探討方式，當企業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時，是否對其實質經營績效有正

向的影響，並結合「以社會網路分析法」，取得同儕效仿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標竿。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將企業社會責任變數置於投入項中，以分析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對企業經營效率是否有正向影響；以國內資訊與通信科技(ICT)產業為例。並進一步

以社會網路分析法，瞭解所有企業中最適合同儕效仿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標竿企業，

茲將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 了解資訊與通訊科技產業(ICT)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公司。 

2. 找出企業社會責任最具影響力的面向，並定義其面向的由來。 

3. 將篩選出的企業社會責任變數視為投入項，並以企業獲利項目作為產出項，以資料

包絡分析法進行結果分析。 

4. 了解當企業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時，對於公司經營績效是否有效率。 

5. 「以社會網路分析法」，了解ICT產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中值得效仿的標竿企業。 

6. 利用Tobin’Q迴歸分析取得其他可能影響企業績效的額外變數。 

7. 以BCG管理矩陣概念，繪製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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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 研究樣本與資料來源 

2.1.1 研究樣本 

本研究資料來源以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為主，其主要用途是提供國內外

證金、金融、產業與總體經濟方面數據資料。（王振伊，2012） 

選取之期間從2011年至2013年，採用年資料，挑選ICT產業其中-電腦及周邊、通訊

網路、電子零件組三個類別，作為研究樣本。 

有學者認為，受評估單位之個數應為投入與產出項個數和之兩倍或兩倍以上，否

則將導致評估結果較不具解釋性，因此為使資料具完整性與同質性，經由扣除資料不

完整、性質差異過大及負值之公司後。 

本研究將 378 間歸類成 269 間為沒有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109 間為有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之公司，經由資料包絡分析法後之結果，各自算出比重並比較。發現在有

效率之單位有 12 個受評估單位其中有效率單位之有執行之公司佔約 4.6%；沒有執行

之公司佔約 2.6%，瞭解執行之企業社會責任公司相對於沒有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

而言，其效率較佳。 

後續本研究則將有公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受評估單位挑出，共 17 間，將投入

項變更為企業社會責任面向之變數進行分析，觀察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對於公司

經營績效是否正有向影響。本研究選定表 1 所列之 17 間受評估單位。 

表 1.企業社會責任公司 

執行企業社會責之公司(共17間) 

華通 中華電 遠傳 

仁寶 飛宏 和碩 

佳世達 欣興 普萊德 

宏碁 晶技 康舒 

英業達 台灣大 啟碁 

華碩 合勤控 
 

 

2.2 研究變數 

本研究效仿華東經濟管理期刊張英奎與翟壘壘之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取出相關投入

項分別為員工面、消費者面、債權人面、環境保護面，產出項則以企業財務績效面向資

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作為研究變數，上述之變數皆從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的Finance DB、Parent Company Finance DB、Consolidated Finance DB及財務資訊揭露等

項目查詢，茲將分述如下表2投入產出之定義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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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投入與產出項之定義與公式 

投入及產

出定義 

投入及產

出名稱 
投入及產出公式 

投入項 

企業社會

責任面向 

員工面 
支付員工之薪資

營業收入總額
 

消費者面 
營業成本總額

營業收入總額
 

債權人面 
稅前息前淨利

利息費用
 

環境保護

面 

環境保護費用

營業收入總額
 

產出項 

企業財務

績效面向 

總資產報

酬率

(ROA) 

全年稅後淨利 +  全年利息 ∗ (1 −  稅率)

期初和期末資產平均
 

股東權益

報酬率

(ROE) 

全年稅後淨利

期初和期末股東權益平均
 

 

2.3 研究方法說明 

2.3.1 資料包絡分析法效率評估衡量說明 

資料包絡分析法是計算受評估單位之間的「相對效率」，若隨意選取不相關之單

位進行比較，則將使評估結果不具分析價值，因此受評估單位的選取很重要，當參與

評估之單位被假設為「相似的」且「可計算的」(measurable)時，亦即所有參與評估之

單位皆為同質的情況下，這樣計算結果才有具分析價值（Fareell，1957；許君毅 2004），

而所謂受評估單位的同質性為（Golony& Roll，1989；許君毅 2004）：所考慮的受評

估單位有相同的組織任務或目標；各個受評估單位均處在相同之市場環境或情況下；.

各受評估單位間具有相同的績效要素，亦即投入產出變數除了數量上的差異，其餘特

徵皆為相同。 

當確認受評估單位同質性之後，再來必須考慮受評估單位之數量；當受評估單位

數量不足時，較特殊的受評估單位極容易因投入、產出組合的不同而被資料包絡分析

法認定為具有相對效率（甯正文，1996；許君毅 2004）。 

依據Bowlin（1987），Golony& Roll（1989）及許君毅(2004)所提出之經驗法則顯

示，受評估之單位個數至少應為投入項與產出項個數總和的二倍，亦即受評估單位總

數≥2（投入項個數＋產出項個數）； Cooper et al.（2001）；王振尹(2012)則建議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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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單位的總數必須至少為產出項與投入項總額的三倍，資料包絡分析法才具有統計之

意義。例如，假設有兩個投入項及一個產出項，而受評估單位的數量至少就需要

2*(2+1)=6；3*(2+1)=9個以上的受評估單位；因此，進行資料包絡分析法（DEA）時，

受評估單位之選取必須注意其同質性及受評估單位的數量多寡，將上述步驟完成後就

可進行資料包絡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以資料包絡分析法分析中同時搭配BCC模式及CCR模式使用，以

瞭解受評估單位的固定規模報酬及技術效率變動，進行資料包絡分析法時，必須先對

模式導向進行界定，其導向分別為投入導向及產出導向兩種方式，投入導向是指在固

定產出量的情況下，對投入量加以控制，亦即如何使投入量達到最小而可以達到固定

產出；產出導向則與投入導向相反，即是在固定投入量下，對產出量加以控制，意義

在計算產出要素可以加大之影響。投入導向或產出導向之適用性，端視受評估單位對

於投入產出要素的控制能力而定（林坤龍，2000；許君毅2004）。本研究在進行資料

包絡分析時，考慮投入生產要素之特性，採用投入導向。 

2.3.2 社會網路分析法 

社會網路分析是網路理論(network theory)內其中一種研究慣例(tradition)，主要研

究網路結構問題。社會網路分析法中，點代表行動者(actor)，線則代表點與點之間的

關係，而點與線構成的圖形則代表社會網路的集合與樣式。其核心在於藉由行動者間

之關係研究社會現象和結構，所以社會網路分析在社會學中被廣泛的應用在社會結構、

政治結構、組織結構與經濟結構等研究中(Berry et al., 2004: 1004；劉軍，2009：1–7；

蔡秉蓁，2014)，而研究者於進行社會網路分析時，常使用之分析軟體有NetMiner、Pajek、

UCINET等。 

社會網路分析的研究方法約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驟、確定研究對象與網路邊

界(boundary)、第二步驟、蒐集資料，第三步驟、分析網路關係屬性。 

進行網路分析前，須確定欲研究的行動者單位是個人、組織或是國家。再來為了

讓研究議題更明確、分析結果有意義，須界定網路邊界。目前界定網路邊界的方式有

兩種，分別是實際取向(realist perspective)，亦即透過網路內的行動者對於網路系統的

主觀看法(subjective perceptions)所建構出來的邊界；和名目取向(nominalist perspective)，

也就是依據研究者的研究概念或分析目的所界定出邊界範圍(Knoke&Kuklinski, 1982: 

22-25；蔡秉蓁，2014)。7 

最後，在取得資料後，須視想要研究的變數，將網路內的行動者關係轉換成資料

矩陣(data matrix)，方能進行後續各種網路關係屬性分析(Scott, 2000: 38-62)7；下表3為

資料矩陣範例。 

表 3. A、B、C 關係表 

 

 

 

 

表 3 意思為，A、B、C 分別為人名，之中的 0 表示(沒有關係、不認識)，1 則表

示(有關係、認識)，以 A 為例，表示 A 與 B 沒有關係，不認識；與 C 則為有關係，好

朋友。 

 A B C 

A 1 0 1 

B 0 1 1 

C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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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網路分析中，常用的網路屬性分析指標有密度(density)、中心度(centrality)

等兩種，中心度是社會網路分析法用來測量網路內各行動者重要性的測量指標。常見

的中心度指標有程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

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特徵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四種，本研究採

用中心度中之特徵向量中心度做計算，茲簡單介紹分述如下：7 

特徵向量中心度被用在評估網路內每個行動者的影響力大小。其計算方式為，首

先將每個行動者的連結數量轉化為相對分數，並分配給網路內每個行動者。其中，行

動者所擁有的連結數量越多，代表其在網路內的重要性越大，相對分數也越高。其次，

分別計算與每個行動者相連的所有鄰居之相對分數總和，即為每個行動者的特徵向量

中心度值。總分越高的行動者，表示其與越多重要行動者直接相連。故此，該行動者

在網路內的影響力會比其他行動者大(Scott & Carrington,2011: 427；蔡秉蓁 2014)。 

因此本研究利用資料包絡分析中，企業社會責任投入變數找出各受評估單位間之

關係，透過社會網路分析法中用以評估網路內每個行動者的影響力大小之特徵向量中

心度計算 17 間受評估單位的影響力，建立各個受評估單位間之網路關係圖，本研究利

用四項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取得各公司間三年之平均值後，再將各公司間三年之平均

值取出最終之平均值，最後以公司為基準相加後若其加總之值大於平均值之兩倍就視

該兩間公司之間有關係，以此類推後計算出特徵向量中心度之值，為使讀者更容易判

讀結果，本研究利用 UCINET 軟體將結果繪製轉換為 17 間企業的網路關係圖，從圖

中選出最適合同儕效仿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標竿企業。 

2.3.3 Tobin’Q 迴歸分析 

使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效率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環境因素是無法控制的變

數，雖然本研究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變數探討對於 ICT 產業之經營績效是否有正向影響，

但又考量到除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外，有些經營面相關的變數仍然會影響 ICT 產業的經

營績效；因此本研究利用 Tobin’Q 迴歸分析目的為，找出除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外，額

外會影響 ICT 產業經營績效之變數。 

因資料包絡分析法所得出的效率值一定屆於 0~1 間，屬於截斷樣本模型（Censored 

Sample Model）或受限之應變數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Model），以致於採

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估計參數時會產生偏誤（biased）或不一致

性（inconsistent）。 

當觀察的結果變數具連續性，但在某特殊值受到限制，此時採用 Tobin（1958）

提出的 Tobin 截斷迴歸模型（Tobin 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估計參數可避免偏誤。

Miller 與 Noulas（1996）、Sathye（2005）、鄭秀玲與劉育碩（2000）、黃台心與陳

盈秀（2005）、.王振伊(2012)等多位國內外學者皆以相同方式對資料包絡分析進行評

估。以下為 Tobin 迴歸的原始模型，yi
∗為應變數，但yi

∗只有大於 0 時才能全部觀察到，

而yi
∗小於或等於 0 時只能觀察到 0。 

 

yi = {
yi

∗ , if yi
′ > 0

0   , if yi
′ ≤ 0

 

yi
∗ = β

′xi + εi , i = 1, … … . , n  εi~N(0, σ2) 
 

以 Tobin’Q 回歸分析，除企業社會責任因素，可能影響公司績效之額外變數，分

別為，評估三項人力資本變數分別為平均每人營收(PEARN)、平均每人配備(PEQU)、

平均員工附加價值(PVALUE)、研究發展費用(r_d)、每股盈餘(eps)，定義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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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變數： 

企業社會責任變數之整體效率值 

投入為企業社會責任-員工面、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面、企業社會責任-環境面、

企業社會責任-債權人面，產出為 ROA、ROE。 

2.自變數： 

本研究之人力資本變數是根據陳麗慧(2004)所選定，以下為人力資本變數的簡單

介紹與公式： 

 (1)人力資本變數-平均每人營收(PEARN) 

ln 平均每人營收(PEARN) = ln
公司營收

員工人數
 

 

(2)人力資本變數-平均每人配備(PEQU)  

ln 平均每人配備(PEQU) = ln
固定資產總額

員工人數
 

以上兩者對於企業而言，應瞭解企業的營收、固定資產及用人人數，因當公司於

起步階段時，難免會經歷探索期，當上軌道後則應瞭解營收與固定資產與員工人數的

分配是否適當，如此一來才能為企業節省成本創造更多利潤。 

 

(3)人力資本變數-平均員工附加價值(PVALUE) 

ln 平均員工附加價值(PVALUE) = ln
企業淨利

員工人數
 

平均員工附加價值，當企業達穩定階段時，則將思考員工的附加價值，除了雇用

工作能力好、效率高的員工外還會考慮該員工是否有能力為企業創造獲利，如此一來

則能為企業達到最高效能的狀態。 

 

3.研究發展費用(R_D) 

研究發展對於企業而言是項必要支出，縱然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落實的完善，若沒

有創新，公司也將會面臨淘汰的危機，所以本研究認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固然重要

但研發創新對於企業也是重要的。 

4.每股盈餘(eps) 

每股盈餘對於觀望的投資人及股東而言是項重要的參考指標，其意義為企業為一

張股票賺到多少錢，因此從此角度看起則能看出每股盈餘對於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之 Tobin’Q 迴歸之公式如下所示： 

Tobin′sQ = α + β
1

PEARN + β
2

PEQU + β
3

PVALUE + β
4

R_D + β
5

EPS 

 

2.3.4 BCG 管理矩陣 

BCG矩陣是在1970年由Boston Consulting Group所提出。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矩陣是針對企業的多個不同事業部分析，其中以各事業部之市場佔有率及市場

成長性，就各事業部加以定位，以作為企業思考企業事業部策略的基礎。BCG矩陣以市

場成長性與市場佔有率將企業所有的事業部分成四類，分別是明星(Star)、問題兒童

(Problem Children)、金牛(Cash Cow)與落水狗(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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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金的需求而言，這四類各不相同，明星(Star)在資金上可以自給自足，又可為企

業創造成長，即市場成長快速、佔有率又大的產品，但隨著市場逐漸開放，競爭者增加，

因此，此階段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金牛(Cash Cow)需求資金投入低，當市場年成長

率下降時，仍有相對的市場佔有率，且可創造現金以投入其他事業，甚至能提供其他事

業資金上的支援；問題兒童(Problem Children)發展空間大，擁有高成長率但市場佔有率

較低，此時需要提供資金以期培養成為明星；落水狗(Dog)獲利低，但相對的資金投入

量也低，公司可能必須審慎考慮此事業的去留，如果沒有理由再繼續維持，則應準備將

該事業體結束、清算或出售。 

發展過程完整的事業部，一般而言會依序經歷問題兒童、明星、金牛、落水狗等

四個階段。而企業對於其旗下的各個事業部，則可以採行三個基本策略。這三個基本

策略，分別是成長策略〈Growth〉－積極擴大市場佔有率；維持策略〈Maintain〉－

不做大量投資維持市場佔有率；收割〈Harvest〉－放棄投資，提取現金，並準備脫離。

（MIC 產業顧問學院） 

本研究則以BCG管理矩陣概念，將其分為整體效率值，取其平均值分類高低；再以

特徵向量中心性值，取其平均值分類高低，分成四個類組，標竿組、道德組、營利組、

過街老鼠組，目的在於分析企業應加強企業社會責任面向和改善公司效率。 

3.實證結果與分析 

經以上章節描述後，對於資料分析有更詳細的瞭解，本章進入資料分析之實證研究，

依照資料包絡分析法之定義與理論，選定受評估單位(DMU)，取出相關之投入、產出項

作為研究變數，選定研究期間後進行評估模式之運算，再以社會網路分析法繪製網路關

係圖，透過其瞭解ICT產業中最適合學習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標竿企業。 

3.1 資料包絡分析法 

此分析為2011年至2013年，受評估單位為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17間企業，其投入項

使用企業社會責任面向之變數，分別為員工面、消費者面、債權人面、環境保護面，產

出項為企業財務績效面向ROA、ROE。主要目的是藉此證明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其

對於公司績效是否會有正向的幫助。 

在進行資料包絡分析前其投入及產出項必須符合同向性（或稱單調性，Isotonicity）。

因此，本研究使用 Eviews7 檢定投入及產出之相關性分析後，發現投入及產出項的相

關性皆為正數，所以符合同向性的需求如下表 4，符合同向性之要求後進行資料包絡

分析法，於表 5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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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投入及產出項之相關性分析 

 消費者

面 

債權人

面 

環境保護

面 

員工面 ROA ROE 

消費者面 1.000000 0.065065 0.368880 0.892645 0.085293 0.017922 

債權人面 0.065065 1.000000 0.445062 0.075010 0.191370 0.258263 

環境保護面 0.368880 0.445062 1.000000 0.385711 0.335742 0.272040 

員工面 0.892645 0.075010 0.385711 1.000000 0.088529 0.035304 

ROA 0.085293 0.191370 0.335742 0.088529 1.000000 0.783849 

ROE 0.017922 0.258263 0.272040 0.035304 0.783849 1.000000 

 

表 5.  17 間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效率分析 

受評估單位 整體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華通 0.915 1 0.915 規模報酬遞增 

仁寶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佳世達 0.8 1 0.8 規模報酬遞增 

宏碁 0.759 1 0.759 規模報酬遞增 

英業達 0.532 0.998 0.533 規模報酬遞增 

華碩 0.235 0.995 0.236 規模報酬遞增 

中華電 0.371 1 0.371 規模報酬遞增 

飛宏 0.692 0.988 0.7 規模報酬遞增 

欣興 0.624 1 0.624 規模報酬遞增 

晶技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台灣大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合勤控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遠傳 0.708 1 0.708 規模報酬遞增 

和碩 0.645 1 0.645 規模報酬遞增 

普萊德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康舒 1 1 1 固定規模報酬 

啟碁 0.917 1 0.917 規模報酬遞增 

平均值 0.776 0.999 0.777 
 

 

表 5 中，已整體效率方面來看，有效率之受評估單位共有 6 間公司，分別為仁寶、
晶技、台灣大、合勤控、普萊德、康舒，發現通訊網路類之單位較為有效率；在技術
效率方面，受評估單位幾乎為有效率之單位，除了英業達、華碩、飛宏，但其均接近
1。 

占大部分的通信網路類比其他類別，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時都更為用心，不論在
整體效率或技術效率中，通信網路之企業社會責任之比率，均比電腦及周邊設備、電
子零件來的大。 

因此，本研究結果發現，執行企業社會責任時，可看出部分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
任後會使公司績效有加分效果，從分析表中能發現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為公
司帶來獲利，改變公司整體形象，並且能有效率的配合政府政策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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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國 ICT 產業面對國際時更具競爭力。 

另外，本研究參考Hsieh and Lin（2010）；翁晟瑜(2012)研究評估方式，將其效率
值由1.0至0之中，分成6個等級－效率值為1.0；效率值0.8以上、未滿1.0；效率值0.6以
上、未滿0.8；效率值0.4以上、未滿0.6；效率值0.2以上、未滿0.4；效率值0以上、未
滿0.2；12為方便研究觀察及比較，將2011年至2013年受評估單位之整體效率值繪製成
簡單的歸納分析如表6。 

表 6. 歸類落實 CSR 較完善的受評估單位之整體效率值 

效率值等級 受評估單位 合計公司數 百分比 

效率值=1 

仁寶、晶技、台灣
大、合勤控、普萊
德、康舒 

6 35.3% 

0.8≦效率值
<1.0 

華通、佳世達、啟
碁 

3 17.6% 

0.6≦效率值
<0.8 

宏碁、飛宏、欣興、
遠傳、和碩 

5 29.4% 

0.4≦效率值
<0.6 

英業達 1 5.9% 

0.2≦效率值
<0.4 

華碩、中華電 2 11.8% 

0≦效率值<0.2 無 0 0% 

總和 17 17 100% 

 

表6中，可以看出效率值達到1.0水準的企業所佔百分比最高達到了35.3%，其次為
中位數效率值的0.6≦效率值<0.8達到了29.4%，表示部分企業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同
時，使企業之績效提升，表中沒有最低效率值的企業，因此表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能
為公司提升些許效率甚至為部分企業帶來正面的幫助，以利企業提升更高的競爭力。 

3.2 社會網路分析 

王振伊(2012)中提到所謂的標竿是指同儕中表現最佳(best-in-class)的參考點，可成

為同儕的學習典範，雖然常用於公司績效評估的分析方法為傳統資料包絡分析法，但此

法造成多個標竿的產生，若結合了社會網路分析法，則可進一步瞭解所有企業中最適合

學習的標竿企業。 

因此，經由資料包絡分析完成績效評估後，為從17家受評估單位中找出最適合效仿
企業社會責任之執行之標竿，本研究利用四項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取得各公司間三年之平

均值後，再將各公司間三年之平均值取出最終之平均值，最後以公司為基準相加後若其
加總之值大於平均值之兩倍就視為該兩間公司之間是有關係的，以此類推後繪製17間企
業的網路關係圖，為了從受評估單位中找出效率的差異程度，本研究利用「以參考網路
為基礎之排序法」，結合社會網路分析法的特徵向量中心性將受評估單位進一步排序，
表7為受評估單位排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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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7 間公司之特徵向量中心性排序 

排名 受評估單位 特徵向量中心性 

1 合勤控 68.235 

2 中華電 51.049 

3 台灣大 40.782 

4 華通 37.423 

5 欣興 36.029 

6 遠傳 33.477 

7 康舒 32.838 

8 華碩 30.96 

9 飛宏 30.96 

10 晶技 30.358 

11 啟碁 29.032 

12 仁寶 25.147 

13 和碩 25.147 

14 普萊德 20.302 

15 英業達 17.362 

16 佳世達 16.084 

17 宏碁 16.084 

 

為了使讀者更容易判讀結果，本研究利用UCINET軟體將結果轉換為參考網路圖。

繪製了以下圖3的網路關係圖，目的是要瞭解除了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得到有效率之企

業外，另可透過網路關係圖中得到最適合ICT產業學習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標竿企業，

以下圖3為17家受評估單位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程度結果的網路關係圖。 

 

圖3. 17間網路參考關係圖 

圖3中，連線越多及箭頭指向越多的受評估單位，表示該受評估單位被相關連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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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估單位參考的數量呈正相關。 

透過參考網路圖，可以發現台灣大、合勤控，兩家公司在資料包絡分析法中整體效

率及技術效率皆為有效率之受評估單位，且於參考網路圖中也成為17間受評估單位中其

他公司參考次數最多且權重大的公司，由此可見，上述兩間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確實

能為公司帶來正面績效外，同時也成為同儕之標竿。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電信，在 DEA 中為無效率之受評估單位，但發現該公司在

網路圖中受到其他公司參考的次數並不會比上述兩間公司少；且透過財務報表發現中

華電信 2011 年到 2013 年之每股盈餘，雖些幅度下降但基本上 2012 及 2013 年間都呈

現在 5.12 的平穩狀態，投資報酬率穩定，表示公司的經營能力穩定並沒有大起大落；

且從純益率來看 2011 年至 2013 年期平均為 21.9%，其公司真正本業的獲利能力在這

三年中也是穩定狀態。 

雖然企業社會責任對中華電之公司績效沒有明顯的影響，但透過財報顯示該公司

為穩定有效率之公司。 

另外，中華電為「天下 CSR 指數」成分股之一，其於 2015 年 4 月名列證交所首

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的公司，且於 2014 年 9 月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成分股，

並且同時入選「新興市場指數」及「世界指數」成分股，成為全球八大永續電信服務

業者之一，因此中華電能成為同儕間學習執行企業社會責任面的標竿公司。 

3.3 Tobin’s Q 迴歸分析 

本研究使用 Eviews7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 Tobin 迴歸分析，針對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整體效率之迴歸分析結果進行探討，以 α 值 0.1 找出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整體效率值的

顯著性變數。茲將其整理如下表 8。 

 

表 8. Tobin 迴歸分析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Prob. 

C 0.840750 0.096115 8.747344 .0.0038 

PEARN 0.105734 0.072322 1.461998 .0.1437 

PEQU -0.269701 0.077936 -3.460568 .0.0005*** 

PVALUE -0.117469 0.094591 -1.242856 .0.2143 

EPS 0.399041 0.099397 4.014615 .0.0001*** 

R_D -0.189993 0.080758 -2.352606 .0.0186** 

 

從表中發現，人力資本變數-平均每人配備（PEQU）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其符合

陳安琪（2006）及陳麗慧（2004）實證結果均顯示，當投入固定資產越多，將會拉低

公司績效；另外，電子產業因同業之間同質性過高，因此若只著重在投入固定資產，

並無法與同業做出區隔，反而使公司績效降低。 

每股盈餘呈現顯著正相關，由於每股盈餘為公司獲利能力之重要指標，由公司歷

年的每股盈餘趨勢可以看出公司之營運與獲利狀況是否穩健成長，或呈現衰退狀況，

且每股盈餘高代表公司每單位資本額的獲利能力高，表示公司具有某種較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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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產品行銷、技術能力、管理能力等等，使得公司可以用較少的資源創造出較高的

獲利（MoneyDJ 財經知識庫）。因此每股盈餘對於企業經營績效帶來正向影響。 

研究發展費用（R_D）呈現顯著負相關，每股盈餘為顯著正相關，在研究發展費

用變數中，其符合 Baumol（2002）；陳麗慧（2004）認為市場競爭中，大部分企業會

從事研究發展創新以求生存，一旦研究發展成為產業常態的時候，研究發展不一定會

帶來利潤；所以若過度花費心思在研究發展上，而忘記公司原本的核心反而會導致公

司績效變差。 

 

3.4 分佈圖 

經上述分析，了解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企業的優勢及值得效仿的標竿。本研究將

特徵向量中心性及整體效率值，取其平均值加以分類，將企業區分為四類，並繪製出

以 BCG 管理矩陣為概念之分佈圖，其目的為可供讀者判別出四個象限標竿組、道德

組、營利組、過街老鼠組，藉由分佈圖瞭解企業經營不佳之原因，是否為企業社會責

任落實較其他公司不完善，而造成經營效率之不良，如圖 4。 

本研究以企業社會責任面角度解釋該企業的經營績效，位於標竿組的企業分別有：

晶技、台灣大、合勤控、康舒、啟碁，代表該企業之整體效率及企業社會責任執行面在

同業平均水準之上，為其他同業之學習對象，其中以網路分析法中，台灣大及合勤控屬

於被參考箭頭次數中頻率高的企業，在此證明兩間企業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提升

了公司的經營績效，是值得效仿的對象。 

位於道德組的企業分別有：華碩、中華電、遠傳，代表該企業雖企業社會責任面向

較其他公司執行力更強但對於企業整體效率上仍需加強，才能創造出更大的獲利空間，

其中網路分析法，華碩、中華電及遠傳，均為參考次數中頻率高的企業，在此證明同業

間應效仿上述三間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面向的執行。 

位於營利組的企業分別有：華通、仁寶、佳世達、普萊德，代表該企業之整體效率

雖然高但在執行社會責任面向較其他同業低，表示該企業應參考上述明星事業及金牛事

業之企業，改善企業社會責任面向之政策，以求公司經營績效更好。 

位於過街老鼠組的企業分別有：宏碁、英業達、飛宏、欣興、和碩，代表該企業

之整體效率及企業社會責任面向均較為弱勢，表示這些企業應相對於其他企業更需改

善和學習，且更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使得企業之經營績效更好。 

 

 

 

 

 

 

 

 

 

 

 

 



探討企業社會責任執行與公司營運績效之相關研究-以資訊通訊產業（ICT）為例  77 

 
 

華通 

仁寶 

佳世達 

普萊德 

晶技 

台灣大 

合勤控 

康舒 

啟碁 

宏碁 

英業達 

飛宏 

欣興 

和碩 

華碩 

中華電 

遠傳 

 

 

 

 

圖 4. 分佈圖 

 

4.結論與建議 

4.1 實證結論 

本研究經過實證分析後發現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能為公司績效帶來加分效果，

提升品牌形象，驗證先前蘇麗娟(2013)表示之當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時經營績效也會

隨之擴大，也進一步使企業社會責任對經營績效提升，提升經營績效與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為企業追求的目標。張慧貞(2012)顯示從事公益活動有助益於提升企業形象，增加利

害關係人之信賴度，間接提升經營績效。王琬青(2012)說社會責任企業的財務績效表現

顯著優於非社會責任企業…等等，證明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而本研究整歸

納出以下四點結論： 

1. 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以企業社會責任面向變數為投入項，財務績效面向變數

為產出項進行資料包絡分析，實證結果證明，顯示資料證明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重

要性，且有助於提升企業之效率值，對公司之經營績效帶來加分效果。 

2. 社會網路分析法中，透過四項企業社會責任變數找出公司之間的關係並繪製成網路

關係圖，目的是要瞭解17間公司中最適合同儕效仿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標竿，雖然

以資料包絡分析法中可看出大部分為有效率公司，但透過網路關係圖，則進一步瞭

解最適合效仿之標竿企業，以中華電信為例，雖其效率值並不優於其他受評估單位，

但關係圖顯示為企業參考指標，表示，除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瞭解企業的經營績效

外，還可搭配社會網路分析法得到最適合的標竿。 

3. Tobin’Q迴歸分析中，以整體效率值作為應變數，探討是否有其他環境因素影響企業

效率值，從實證分析中道出，公司的經營績效分析中不僅要納入一般經營面向變數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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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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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必須一同考量，如此一來能為企業創造更高的價值與提升競

爭力。 

4. 若目標在於追求經濟利益、獲利極大化的企業，主要應先改善經營投入項，達到目

標後，在進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這樣該企業定能創造更多的利益。 

 

最後，每位企業家均期望公司能在創造利潤與偏好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保有公

司形象，進而成為兼具企業社會責任且獲利狀況良好的企業公民，透過先前學者與本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企業可以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同時落企業社會責任；如此一來企

業可經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創造利潤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使企業在面對同業與國際

時能更具競爭力，另外也能為政府帶來經濟效益，讓我國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上落

實得更加完善。 

 

4.2 研究改善與建議 

本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我國目前漸漸趨勢化，雖然相對於外國起步較慢，但

已是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及許多企業逐漸意識到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要性，且對於我國人民及利害關係人等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也算是企業對社會大眾及

利害關係人的承諾，甚至有助於企業本身之形象，因此本研究認為這是項值得探討的議

題，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兩點建議： 

1. 由於國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公開的公司數並不多，以致於要尋找相同時間相同產

業的樣本數較少，但因我國政府逐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因此建議後續學者要探討

此議題時可以拉長時間及樣本數。 

2.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方法為傳統資料包絡分析法，建議後續學者能使用更高階段的資

料包絡分析法來進行分析，一方面可以同時考慮到經營面，另一方面也可以顧慮到

企業社會責任面，如此便能更完整的看出企業對於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後之經營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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