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        多元努力線性獎酬契約之實證研究       ※
※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89－2416－H023－048

執行期間：89 年 08 月 01 日至 90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張寶光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共同主持人：歐進士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學系

       傅鍾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張福星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多元努力線性獎酬契約之實證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 under Multi-Efforts: The 
Case of Taiwanese Firms

計畫編號：NSC 89－2416－H023－048
執行期限：89 年 08 月 01 日至 90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張寶光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共同主持人：歐進士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學系

         傅鍾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張福星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實證我國企業不同管理
階層對財務與非財務指標在獎酬契約中非
等權重的情況。採問卷調查方法進行資料
之蒐集。主要研究結果為，無論是成本領
導或產品差異化之策略，在財務構面上，
愈高階管理人員對財務績效指標重要性認
知程度顯著大於愈基階管理人員。而在非
財務構面上，愈基階管理人員對非財務績
效指標重要性認知程度顯著大於愈高階管
理人員。

關鍵詞：多元努力、財務指標、非財務指
標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measures on compensation contract 
empirically.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 and field interview, we explore the 
nature of these problems. Results show: in 
financial dimension, the higher position the 
managers are, and the more emphasis on it. 
But in nonfinancial dimension, the higher 
position the managers are, the less emphasis 
on it. And this tendency is consistently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division.

Keywords: multi-effort, financial measures, 
nonfinancial measures



一、計畫緣由與目的

在現代的企業環境中，大部份的工作
均要同時付出多種努力才能有效達成。當
多元努力間具有較高之異質性，且能針對
重要的努力向度加以明確衡量時，此時，
獎酬契約之設計不僅要能分攤風險與激勵
努力工作，且應可做為指引代理人分配其
在多種職責中的努力，此即多元努力與傳
統單一努力代理模型之根本差異，評估多
元努力的準則主要為財務及多元非財務績
效指標。

在以財務及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為
內容之獎酬契約研究中，已由理論之角度
推衍出獎酬契約中財務及多元非財務績效
指標間的非等權數關係，此種非等權數的
線性加總關係，隱含不同企業在其不同的
策略規劃及搭配各項管理作業活動時有其
不同的最適結構關係，才能有效地評估及
激勵經理人之多元努力，同時提昇企業之
價值。實證上，尤其是以最能代表整合財
務及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於獎酬契約中的
平衡計分卡績效評估制度研究，尚未對獎
酬契約中財務與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間的
權數關係進行探討，故本研究即擬由實證
的角度來瞭解企業內不同管理階層間對前
述權數之結構為何及有何認知差異，以供
企業管理者獎酬契約設計之參考。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延續多元努力
獎酬契約的研究脈絡，以獎酬契約中財務
與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非等權數結構之預
期為基礎，結合當代績效評估的主要發展
結果－平衡計分卡之財務及多元非財務績
效向度，採我國之產業進行實證調查，以
探討不同管理階層間對獎酬契約中財務及
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結構的認知異同，以
驗證財務及多元非財務績效指標非等權數
獎酬契約結構之理論預期及增加此方面之
實務證據。

二、文獻回顧

在我們日常所處之經濟環境中，大部
份的工作是需要同時付出多元努力來完成
的。傳統之代理模型係針對單一努力進行
模型設計，未能考慮到多元努力間之異質
性，當此等多元努力間之同質性高或只能

以彙總性之財務指標來衡量其努力水準
時，單一努力之代理模型已能提供風險分
攤與激勵努力之適當契約型式。惟當工作
所需的多元努力具高度異質性，且能針對
主要之努力向度加以有效衡量時，則獎酬
契約之設計不僅要能分攤風險與激勵努力
工作，且應可做為指引代理人分配其在各
種職責中的努力，而此表達了多元努力與
傳統單一努力代理模型的根本差異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

實務上為克服傳統上過度倚賴財務
指標做為績效評估標準所帶來之缺點，如
經理人傾向短視近利或產生反功能決策
等，許多企業已在獎酬契約中納入非財務
績效衡量指標做為重要組成元素，以包含
由當期財務績效（盈餘）所無法完全捕捉，
卻與未來企業績效密切攸關之活動，例如
客戶滿意度、品質及時間等 (Banker et al., 
1997; Ittner, et al., 1997)。然在此非財務指
標已為實務界所熱衷之時，對採何種獎酬
設計可有效執行及其施行條件，卻尚未累
積足夠之證據 (Hemmer, 1996)。而這剛好
為理論研究提供一良好機會，藉由分析、
比較在多元努力之情境下，是否納入多元
非財務績效指標之最適獎酬契約，對經理
人與股東之影響，可提供實務上運用非財
務績效指標的導引。

績效衡量指標具有指引員工努力方
向及激勵之功能，若指標設定不當，將造
成資源的錯誤配置，致重大影響企業之競
爭優勢。惟一般而言，傳統上獎酬契約所
依據之財務績效指標，並不足以及時且充
分地反映經理人員各方面之努力成果，尤
其在許多難以觀察但攸關長期績效的努力
上。Holmstrom & Milgrom (1991) 指出：
在多工 (multi-task) 環境下衡量代理人績
效時，若未適當地納入代理人某項工作價
值的衡量指標時，則代理人將放較少注意
力在此工作上。使得僅以財務指標衡量績
效，可能無法提供最有效之方式來激勵經
理人採行公司所有權人所希望的行動
(Feltham & Xie, 1994)，且容易導致反功能
決策與短視及窗飾等行為。Kaplan & 
Norton (1992) 及 Bushman et al. (1996) 皆
指出僅依財務結果為基礎的年度紅利計
畫，會促使經理人過分強調短期的會計報



酬而阻礙公司的長期投資。故當財務性衡
量指標無法充分反映經理人長期導向之努
力成果時，經理人可能忽略這方面之努
力。若能加入非財務衡量指標於獎酬契約
中可降低績效衡量之雜訊，將有助於提高
經理人長期利益導向之努力，並減少短視
行為 (Hemmer, 1996; Hauser et al., 1994)。

企業納入非財務指標以評量經理人
之績效時，可提供更及時、充分之績效衡
量 (Banker et al., 1997, Ittner, et al., 
1997)。惟財務指標係透過會計程序有系統
地整合大部份價值攸關資訊之結果，具有
一定之整體代表性；而大部份之非財務指
標僅具有局部代表性，個別來看其整體代
表性不足。故若除原有之財務指標外，只
納入單一之非財務指標時，可能僅部份改
善前述短視或反功能決策問題。
Holmstrom & Milgrom (1991) 首先分析經
理人須執行多項工作時，加入非財務績效
指標之最適獎酬契約型式；Hemmer (1996) 
則探討使用不同的非財務績效指標（比例
及數值之不同型態）時，應如何依個別績
效指標之特性而選用適合之獎酬契約；至
於多個非財務績效指標先後或同時納入獎
酬契約之問題則未探討。此外，實務上更
常見的是，經理人須同時付出多種努力以
達成品質、時間、成本等多元目標，其獎
酬契約如何設計亦未見探討。

一般而言，當存在需同時付出多元努
力的工作時，若代理人某些向度的努力與
主理人的利益一致時，則這向度的努力指
標並不必納入獎酬契約中。但當代理人其
他向度的努力所產生之利害關係與主理人
不一致時，則須將此種向度努力之指標納
入獎酬契約中。惟此受到各指標之可衡量
度及納入之成本效益的限制，故實務上除
傳統之財務指標外，所額外加入的非財務
指標之數目有其限制。

為了解決多個非財務績效指標先後
或同時納入獎酬契約時，對經理人最適行
為與對企業主剩餘淨利之影響，及最適獎
酬契約之型式。傅鍾仁與張寶光(民 87)乃
以二元非財務指標之分析為基礎，仍舊依
循代理理論之典範，採線性獎酬契約型
式，比較在已存在財務績效指標下，未納
入、納入單一、及納入二元非財務績效指

標等三種情況下之最適線性獎酬契約型
式，及其對股東與經理人最適行為之影響。

模式分析之主要結果如下：(1) 若已
有財務績效為基礎之經理人獎酬契約中，
在大部份之情況下，加入單一非財務績效
指標（如品質）後，將降低財務績效指標
在獎酬計畫中之權數，並引導經理人加強
在此非財務指標（品質）方面之最適努力
水準，進而提高此方面之績效。惟加入單
一非財務績效指標（品質）後，將降低經
理人在其他非財務指標（如速度）方面之
最適努力水準及績效。 (2) 在前述既有財
務指標與單一非財務績效指標之基礎上，
若再加入第二非財務績效指標（如速度）
於獎酬契約中，將提昇經理人在第二非財
務指標之最適努力水準及績效；惟將進一
步降低財務績效指標在獎酬計畫中之權
數，同時將降低經理人在第一個非財務指
標之最適努力水準及績效。

歸納前述之文獻，雖已在理論上澄清
了多元努力環境下獎酬契約的設計中，非
財務績效指標之重要性，及多元非財務績
效指標間之關係，然而卻未進一步進行產
業獎酬契約中財務及非財務績效指標結構
之實證調查。

與多元努力獎酬契約之設計有密切關
係的，首推 Kaplan and Norton(1992)所倡
導的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d Card, 
簡稱 BSC)制度，BSC 是當代績效評估發
展趨勢的主流，此制度不但修正了傳統以
財務績效為主的獎酬契約之先天上缺點，
例如未顧及公司整體的獲利能力及使各階
層管理人員產生次佳化之行為等，進一步
強調多向度的非財務績效指標之搭配，而
且將績效評估系統與企業之經營策略結
合，並聯結上獎酬制度，使得關鍵性績效
評估指標與獎酬制度結合，協助達成整體
的策略目標。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天下雜誌(民 89)出版的

「2000 年天下 2000 大企業調查」光碟統
計資料為抽樣母體。以系統抽樣法方式，
每隔 4 家即選取 1 家為樣本，計選取 500



家企業之行銷部門及製造部門為受試者。
在寄發問卷前，先以電話與公司內之公關
室或人事室人員聯絡，請其協助問卷之調
查。

(二)衡量工具
本文主要衡量變項包括財務與非財務

績效指標、策略、組織績效。其中績效指
標缺少現成量表可以引用，所以在研究過
程中，除了參考有關文獻探討外，亦在問
卷形成後隨即實施專家訪談，藉以蒐集實
務工作者的各項資料，以發展出適當量
表。至於策略、組織績效各變項衡量，則
因有許多已發展完成的量表可供利用，故
直接引用或做適度的增刪。

(三) 研究構面之信度及效度檢定
本研究在問卷預試後，曾針對預試問

卷做信度檢度，但為深入瞭解所有回收問
卷各問項的信度結果，將再次針對各構面
因素進行 Cronbach’s á 信度係數分析。另
外在效度方面，因本問卷之題目發展乃以
平衡計分卡為架構，結合學理基礎、相關
學者實證研究、邏輯推理、專家共識邏輯
基礎，故具有相當高的效度。行銷及製造
部門問卷之各構面 Cronbach’s á 皆大於
0.7，故效度及信度皆在可接受之範圍。

四、結果與討論

為了解各管理階層之間對績效指標
認知程度之差異，乃採單變量變異數分
析，結果如下。
(一)成本領先策略

製造部門及行銷部門在財務構面
上，愈高階管理人員對財務績效指標重要
性認知程度顯著大於愈基階管理人員。而
各管理階層之間對財務構面重要性認知
程度也存在顯著的差異。在非財務構面
上，愈基階管理人員對非財務績效指標重
要性認知程度顯著大於愈高階管理人
員。但行銷部門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上，
中、基階管理員認知程度無顯著差異。推
測其原因可能是行銷部門以顧客為中
心，主要任務是以滿足顧客為優先任務，
另一方面也必須不斷的充實本質學能，以
因應多變市場，因著重技術之增進，對

中、基階管理人員而言，更是體會甚大，
經常舉辦教育訓練，造成中基階管理人員
對於此構面認知差異小。
(二)產品差異策略

製造部門及行銷部門在財務構面上，
愈高階管理人員對財務績效指標重要性認
知程度顯著大於愈基階管理人員。但行銷
部門之中、基階管理人員在財務構面上認
知度無顯著的差異，探究原因可能是行銷
部門乃是公司主要財務收入來源，對公司
業績負有重責，尤其中、基階管理人員都
存在有業績責任，故在行銷部門內，中、
基階管理人員對財務構面認知差異會較不
顯著。在非財務構面上，愈基階管理人員
對非財務績效指標重要性認知程度顯著大
於愈高階管理人員。但製造部門及行銷部
門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上，各階層管理員認
知程度無顯著差異，推測其原因，可能企
業仍缺乏加入學習與成長之完整績效考核
制度，致使管理人員漠視這個構面的重要
性。但是學習與成長構面卻是驅使企業獲
致成功的原動力，故建議公司在建立績效
評估制度時，不可忽視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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