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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績效評估之研究 
 

李俞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施致平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黃蕙娟 /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評估 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經營的績

效。研究方法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以 2009 年 30 支球隊為受評估單位，設定

球隊付予球員的總薪資為一項投入衡量指標與球隊排名積分、平均每場觀眾人

數及勝率為三項產出衡量指標，透過 BCC 模式及 CCR 模式分別計算出 30 支球

隊的總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的效率值，並透過差額變數分析作為改善球

隊績效之參考依據。結果顯示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中共有 4 隊具有

總效率，分別為紐約洋基隊、洛杉磯道奇隊、佛羅里達馬林魚隊及匹茲堡海盜

隊；具技術效率共有 11 隊；具規模效率者共有 6 隊。在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

影響球隊績效表現的重要指標為「勝率」及「觀眾人數」。結論：薪資會影響球

隊的排名積分、觀眾人數及勝率，因此薪資可以作為衡量球隊績效的控制變項，

此亦為美國職業棒球隊最常用來提升觀眾人數及球隊戰績的方法。 
 

關鍵詞：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資料包絡分析法、績效評估、差額變數 

 

通訊作者：李俞麟 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mail: andyleeyulin@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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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30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teams in 2009.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which 
uses the total team salary paid to players as an input, three output measures (team 
record, ranking points, and average attendance per game), and the BCC and CCR 
models to calculat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techn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efficiency value, and the slack analysis to merit team performance for the 30 teams.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teams reached overall efficiency, 11 teams reached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ix teams achieved scale efficiency. Additionally, winning 
percentage and audience attendance were significant indicators of efficiencies based 
on sensitive analysis. Salar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eam record, and was 
the most common strategy used to improve MLB team records. 
 
Keywords: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lac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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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問題背景 

運動產業在美國是一個龐大的產業，根據 2002 年 Street 與 Smith 的統計，

整個運動產業產值達 1,966.4 億美元，2010 年更高達 4,140 億美元 (Plunkett 
Research, 2010)，也使得民眾在運動產業中消費金額達收入的 8.6% (Mullin, 
Hardy, & Sutton, 2007)，其中，職業運動在運動產業中扮演著關鍵且重要的一

環，主要靠著龐大的觀賞者來支撐職業運動的生存（葉公鼎，2001）。美國主要

的四大職業運動分別為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美

國職業籃球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美國職業足球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以及美國職業冰上曲棍球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 ，其中又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觀賞人口最多，是美國所有職業運動聯

盟觀賞人數最高的 (Stone & Pantuosco, 2009)。職業運動組織的收入主要來自於

門票收入、電視轉播權利金、廣告贊助收益、周邊商品販售等（程紹同，2000），
尤其又以門票收入及電視轉播權利金為主要收入來源。而職業運動組織的球隊

的戰績好壞更是直接影響門票收入及電視轉播權利金，因此，許多球隊為了提

升球隊戰績，不惜花大錢請實力堅強的球員來提高球隊陣容。Zimbalist (2010) 
研究指出 1990-2007 年美國職業大聯盟各個球團在球員的總薪資方面的投資，

結果顯示球員的總薪資佔球隊營收的 42%-67%，從此方面可看出球隊對於球員

的重視程度；雷文谷與吳靜怡（2010）針對 2002-2009 年 8 個球季中球團所付

出的總薪資與球隊的表現是呈正相關的，從人力資源的角度說明球員是球隊中

重要的資產，也是影響球隊戰績的關鍵因素。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中
洋基球隊為例，在 2009 年球季中，球員總薪資為 208,097,414 美元，為全聯盟

30 支球隊之冠，也使其在該球季中獲得世界大賽的冠軍。但也有一些球隊花了

大錢請實力堅強的球員，但戰績卻未能與薪資成正比，戰績不佳；也有一些運

動組織只花少許的薪資，卻能使球隊獲得不錯的戰績，以 2008 年光芒隊為例，

球隊總薪資為 43,820,597 美元，為全聯盟倒數第 2 低的團隊薪資總額，卻在當

年可以獲得 97 勝 65 敗的成績，並且奪下 2008 年美國聯盟 (AL) 的冠軍，可以

稱為名符其實的高投資報酬率球隊。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了避免球隊不惜花大錢

來交易好球員，使得各個球隊間實力不平均，制定了奢華稅 (luxury tax)，最有

名的例子是 2003 年紐約洋基隊以球隊總薪資超過 1.17 億，繳交超額薪資的

22.5%奢華稅 (Ajilore & Hendrickson, 2005)。從相關文獻發現，球隊積極花大錢

投資在球員的身上，無非是想提升球隊的成績，但究竟投資多少金額才是足夠

的，又在全聯盟三十支球隊中，那些球隊的投資是最有效率的，透過本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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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資料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來分析球隊總薪資、球隊觀

眾人數、排名積分與球隊成績之間的效率值，挑選出效率值最佳的球隊並探討

其原因。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美國職業棒球為研究範圍，以 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 30 支球隊為

研究對象，分析球隊總薪資與球隊戰績的關係。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與戰績。 
（二）評估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績效表現。 
 

三、績效分析相關文獻 

（一）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是一種管理工具，在一個有意義的組織評估下進行調查和分析，

藉著評估所得的結果，可以來核對組織原本所設立的目標與目的，因此，績效

評估在企業界的應用已甚為普遍（許士軍，2000）。績效評估強調的重點即在於

以最少的投入而能夠獲得最多的產出，為一項綜合性指標，在運動領域獲得普

遍的使用（蔡佳惠，2009）。由實施績效評估的技術面觀之，存有兩個重要的核

心項目，即評估指標架構及其各項指標權重的決定，其中資料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是最常被使用的工具（林文斌、陳一進，2005）。  
（二）資料包絡分析法  

DEA 係由 Charnes、Cooper 與 Rhodes 於 1978 年所提出，其觀念源於

Farrell 於 1957 年所提出的生產效率 (productive efficiency) 觀念，特色為所選

定之評估指標不需另行決定其權重值，可以實際資料做為分析依據，而成為研

究績效表現的主流方法 (Charnes, Cooper, & Thrall, 1991)。 
（三）績效評估於運動產業相關研究 

績效評估從 1992 年起，已經廣泛被使用在運動產業之中，其中包含職業運

動、大學運動、奧運選手、運動場館經營…等項目內，而研究最多的種類仍屬

職業運動最多，尤其大部分的研究都在探討運動員的績效表現，顯示在運動產

業之中，績效評估對於職業運動的重要性，相關研究詳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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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運動產業績效評估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作者（年代） 

職業棒球球員 

江志坤（1994）；林文斌、鄧元湘、陳一進與廖俊欽（2005）；Anderson 
與 Sharp (1997)；Howerd 與 Miller (1993); Sueyoshi, Ohnishi 與
Kinase(1999) 

職業冰上曲棍球球員 Leibenstein 與 Maital (1992)  

NCAA 大學籃球球員 Fizel 與 D’Itri (1997)  

美式足球球員 Scully (1995)  

田徑運動員 Cook, Doyle, Green, 與 Kress (1996)  

職業足球球隊員 Dawson, Dobson, 與 Gerrard (2000); Haas (2003)  

職業籃球隊經營 Berri 與 Jewell (2004) 

職業棒球球隊經營 
吳濟華、何柏正與游秉睿（2008）；施致平（2008）；雷文谷與吳靜

怡（2010）；Sanderson 與 Siegfried (2003); Sexton 與 Lewis (2003) 

運動場館經營 孫美蓮與康正男（2005）；鄭志富、呂宛蓁與曹校章（2006） 

職業網球選手 蔡佳惠與趙芳梅（2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職業棒球績效評估之運用 
根據國內外文獻分析，績效評估於職業棒球之運用自 1993 年已有研究開始

進行，主要可區分為運動員及球隊績效評估兩個部分，如下表 2 所示，其中又

以運動員的績效評估使用最為廣泛，而在球隊的經營績效部分比較欠缺，然此

部分對於職業運動乃屬經營之關鍵，因此，也促使本研究以球隊經營績效為著

眼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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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績效評估於職業棒球之運用 
年份 作者 研究內容 

1993 Howard 與 Miller MLB 球員薪資與守備表現投入產出關係 

1994 江志坤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球員

表現 

1997 Anderson 與 Sharp MLB 打者攻擊表現 

1999 Sueyoshi、Ohnishi 與 Kinase Nippon Professional Baseball, NPB 球員表現 

2003 Sexton 與 Lewis MLB 球隊經營績效評估 

2003 Sanderson 與 Siegfried MLB 球員薪資與球隊表現評估 

2008 吳濟華、何柏正與游秉睿 CPBL 球隊經營績效與管理改進策略 

2008 施致平 CPBL 球隊對母企業績效評估 

2010 雷文谷與吳靜怡 MLB 球隊薪資與球隊戰績之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係以 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為受評估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s)，即將所有 DMU 的投入與產出項投影到幾何空間中，以

尋找最低投入或最高產出作為邊界，有鑑於本研究以影響球隊績效因子之全面

性觀點進行分析，首先參照相關文獻，以球隊總薪資為投入變項，以球隊勝率、

排名積分及觀眾人數為產出變項，並蒐集 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

隊在全年 2,430 場比賽，每隊 162 場例行賽記錄，評估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

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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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從文獻上分析，影響職棒球隊績效表現有許多的因素，本研究透過文獻分

析法，取得影響球隊績效評估的指標，再採用量化方式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評

估美國職業棒球球隊的績效表現。整體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蒐集與整理有關美國職業棒球績效表現的因素，本研究參考 Sexton 
與 Lewis (2003) 運用二階段的DEA，選取選手總薪資 (total player salaries, 
TPS)、總攻壘數 (total bases gained, TBG)、總失壘數 (total bases surrendered, 
TBS)、球隊勝場數 (games won, GW) 等項目為投入產出指標，分段尋求球隊相

對效率值及 Ajilore 與 Hendrickson (2005) 所提出以球隊的總薪資計算球隊的

競爭力指數 (competitive balance)、球隊勝率 (winning percentage)、球隊平均打

擊率 (team batting average) 及球隊平均投手防禦率 (team ERA) 的結果，有鑑

於本研究針對球隊的績效表現，選擇以球隊總薪資做為投入的指標，以球隊的

勝率、排名積分及平均每場觀眾人數做為產出指標，評估投入與產出的效率值。 
（二）統計分析法 

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及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評估美國職業棒球球隊績效表現。 
 

三、研究工具與檢驗 

本研究採用 Cooper, Seiford 與 Tone (1999) 所提出的 DEA 概念，共分成

CCR 與 BCC 兩個模式，CCR 模式中的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 scale, 
CRS)，可評估總效率值 (overall efficiency, OE)；BCC 模式則是將 CCR 模式之

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 scale, CRS) 的假設放寬為變動規模報酬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 之模式，所謂變動規模報酬，指的是當投入增加

時，產出的增加並非成一固定的比例關係，即生產的規模會影響其生產效率，

因此，BCC 模式可以評估技術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 與規模效率 (scale 
efficiency)，尤其一個無效率的決策單位，其無效率之原因可能源自不同規模報

酬之營運，因此，透過瞭解個別決策單位所處之規模報酬狀態，可提供更多改

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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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課題，以 EMS1.3 版本做為主要的分析軟體，

配合研究目的與資料特性，將球隊所提供的總薪資當成投入變項，球隊例行賽

的勝率、排名積分及觀眾人數為產出變項，瞭解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

的績效表現。  
 

參、結果 

 

本研究將研究結果分為：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勝率與觀眾人數分

析、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與戰績分析、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績效表

現、VRS模式下F類球隊的技術效率差額變數分析值、VRS模式下G類球隊的技

術效率幅射狀投射分析值、VRS模式下敏感度分析表等七部份進行說明。 
 

一、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勝率與觀眾人數分析 

根據 2009 年 MLB 官方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

球隊總薪資中以紐約洋基隊的薪資最高，達 208,097,414 美元，其次為紐約大都

會的 145,367,987 美元及第三位芝加哥白襪隊的 134,058,500 美元；球隊總薪資

最低的隊伍為匹茲堡海盜隊的 25,197,000 美元，倒數第二的球隊為佛羅里達馬

林魚隊共 35,774,000 美元，而倒數第三的聖地牙哥教士隊共 37,800,800 美元，

依照統計數據得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的平均薪資為 88,267,551
美元，計有 12 支球隊高於平均薪資，18 支球隊低於平均薪資；除此之外，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的整體平均觀眾人數為 30,295 人，共有 14 個球隊平

均每場的觀眾人數高於全聯盟的平均人數，另外有 16 個球隊平均每場的觀眾人

數低於全聯盟的平均人數；其中勝率最高的球隊為紐約洋基隊的 .636，平均每

場觀眾人數達 39,923 人，勝率最低為華盛頓國民隊的 .364，平均每場觀眾人數

達 26,993 人；平均每場觀眾人數最多為洛杉磯道奇隊的 39,987 人，勝率

為 .586，平均人數最低為奧克蘭運動家隊的 22,995 人，勝率則為 .463，詳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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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9 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勝率與觀眾人數統計表 
排名

積分 
球隊 總薪資 勝率 

平均每場 
觀眾人數 

薪資排名 

30 紐約洋基 208,097,414 0.636 39,923 1 
29 洛杉磯天使 118,964,000 0.599 33,261 6 
28 波士頓紅襪 122,435,399 0.586 35,840 4 
27 洛杉磯道奇 100,008,592 0.586 39,987 11 
26 費城費城人 111,209,046 0.574 37,773 8 
25 克羅拉多洛磯 72,428,000 0.568 31,853 21 
24 聖路易紅雀 87,703,409 0.562 36,545 13 
23 舊金山巨人 82,616,450 0.543 33,683 14 
22 德州遊騎兵 73,439,238 0.537 27,441 19 
21 佛羅里達馬林魚 35,774,000 0.537 24,567 29 
20 明尼蘇達雙城 67,634,766 0.534 28,815 23 
19 亞特蘭大勇士 94,313,666 0.531 30,458 12 
18 底特律老虎 119,160,145 0.528 30,840 5 
17 西雅圖水手 112,053,666 0.525 27,449 7 
16 坦帕灣光芒 68,230,934 0.519 25,895 22 
15 芝加哥小熊 134,058,500 0.516 37,026 3 
14 密爾瓦基釀酒人 80,182,502 0.494 33,956 16 
13 芝加哥白襪 100,598,500 0.488 28,608 10 
12 辛辛那堤紅人 73,558,500 0.481 26,535 17 
11 多倫多藍鳥 72,563,200 0.463 25,154 20 
10 奧克蘭運動家 56,089,250 0.463 22,995 27 
9 聖地牙哥教士 37,800,800 0.463 27,631 28 
8 休士頓太空人 102,996,414 0.457 30,895 9 
7 紐約大都會 145,367,987 0.432 35,375 2 
6 亞利桑那響尾蛇 73,516,666 0.432 28,270 18 
5 堪薩斯皇家 81,384,553 0.401 25,145 15 
4 克里夫蘭印地安人 66,757,366 0.401 25,140 24 
3 巴爾的摩金鶯 61,885,566 0.395 25,826 26 
2 匹茲堡海盜 25,197,000 0.385 24,971 30 
1 華盛頓國民 62,001,000 0.364 26,993 25 
 平均數 88,267,551 0.500 30,295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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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與戰績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透過相關分析法來瞭解薪資、排名積分、平均觀眾人數及勝

率之關的關係，透過皮爾遜 (Pearson) 積差相關來分析薪資與球隊排名積分、

勝率及平均觀眾人數之間的相關程度。其中，在球隊排名部分，為符合吳濟華

與何柏正（2008）所提出 DEA 的使用必須考慮投入與產出指標具有同向擴張

性 (isotonicity)，因此，本研究利用球隊排名積分的方式，將所調查的 30 個球

隊，以 31 減去球隊在該季所得到的名次，即為球隊所得到的排名積分，以紐約

洋基隊為例，2009 年的例行賽排名為全聯盟第 1，其所得到的積分則為 30。由

表 4 結果顯示，球隊的薪資與排名積分、勝率及平均觀眾人數之間有顯著正相

關存在 (p< .01)，在投入與產出的部分，以薪資與平均觀眾人數的相關程度 .636
最高，薪資與排名積分的相關程度 .473 最低。孫遜（2004）指出，變數之間要

有相關性存在才適合做績效評估，有鑑於本研究分析，變項之間確有相關性存

在，因此保留此 4 個變項，也說明運動組織花大錢來聘請優秀球員，是可以正

向提升球隊的戰績 (Berri & Jewell, 2004)，相關分析的數據，詳見表 4 所示。 
 
表4  美國職業棒球運動組織薪資與戰績相關分析摘要表 

 薪資 排名積分 平均觀眾人數 勝率 
薪資     

排名積分 .473*    
平均觀眾人數 .636* .649*   

勝率 .525* .986* .658*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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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績效表現 

如表 5 與 表 6 所示，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績效表現，依 Norman 與 
Stocker (1991) 將技術效率強度大小 （TE 值） 分成 E (TE = 1) , F ( .90≤ TE< 1) , 
G (TE< .90) 3 類。總效率最大值為 1，共有 4 支球隊，分別為紐約洋基、洛杉

磯道奇、佛羅里達馬林魚及匹茲堡海盜隊，總效率值最小者為堪薩斯皇家隊

的 .36；規模效率最大值為 1，分別為洋基、道奇、紅雀、巨人、馬林魚及海盜

等 6 支球隊，最低值為 .38；技術效率值最大值為 1，分別有洋基、天使、道奇、

紅雀、巨人、釀酒人、洛磯、雙城、教士、馬林魚及海盜等 11 支球隊，最低為 .46。 
 

表 5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30 支球隊績效表現摘要表 
 總效率值 規模效率值 技術效率值 技術效率強度分類 

最大值 1 1 1  

最小值 0.36 0.38 0.46 11E’s (TE= 1)  

平均值 0.66 0.76 0.81 4F’s ( .90≤ TE< 1)  

標準差 0.20 0.19 0.18 15G’s (TE< .90)  

變異係數 0.04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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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9 美國職業棒球球隊效率值指標一覽表 
薪資排名 球隊 總效率 規模效率 技術效率 

1 紐約洋基 1 1 1 
2 紐約大都會 0.52 0.56 0.60 
3 芝加哥小熊 0.63 0.68 0.74 
4 波士頓紅襪 0.72 0.78 0.81 
5 底特律老虎 0.48 0.54 0.61 
6 洛杉磯天使 0.82 0.92 1 
7 西雅圖水手 0.40 0.51 0.60 
8 費城費城人 0.82 0.86 0.89 
9 休士頓太空人 0.52 0.61 0.70 
10 芝加哥白襪 0.44 0.56 0.67 
11 洛杉磯道奇 1 1 1 
12 亞特蘭大勇士 0.60 0.67 0.76 
13 聖路易紅雀 0.95 1 1 
14 舊金山巨人 0.86 1 1 
15 堪蕯斯皇家 0.36 0.38 0.46 
16 密爾瓦基釀酒人 0.86 0.95 1 
17 辛辛那堤紅人 0.49 0.82 0.91 
18 亞利桑那響尾蛇 0.55 0.78 0.92 
19 德州遊騎兵 0.63 0.86 0.98 
20 多倫多藍鳥 0.43 0.49 0.52 
21 克羅拉多洛磯 0.85 0.96 1 
22 坦帕灣光芒 0.56 0.92 0.99 
23 明尼蘇達雙城 0.75 0.86 1 
24 克里夫蘭印地安人 0.41 0.49 0.56 
25 華盛頓國民 0.56 0.59 0.61 
26 巴爾的摩金鶯 0.47 0.58 0.61 
27 奧克蘭運動家 0.54 0.59 0.63 
28 聖地牙哥教士 0.87 0.97 1 
29 佛羅里達馬林魚  1 1 1 
30 匹茲堡海盜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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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VRS 模式下 F 類球隊的技術效率差額變數分析值 

如下表 7 和表 8 所示，在 VRS 模式下，TE 值介於 .90 和 1 之間共有 4 個

球隊，分別以德州遊騎兵隊與亞利桑那響尾蛇隊來做說明。當德州遊騎兵隊的

球隊總薪資從73,439,238降到69,106,322美元時，提升觀眾人數由原本的27,441
人至 31,282 人，則球隊的 TE 值就會等於 1，也就是達到最有效率情形，在亞

利桑那響尾蛇部分，因 TE 值較小，因此，在球隊總薪資部分減幅就達 22.82，
觀眾人數要提升 18%，才能使球隊達 TE 值為 1。 

 
表 7 德州遊騎兵球隊技術效率差額變數分析表 

技術效率值 球隊總薪資 排名積分 觀眾人數 勝率 

原有值 73,439,238 11 27,441 0.537 

建議值 69,106,322 11 31,282 0.537 

調整比例 -5.90% -- 14% -- 

 
表 8  亞利桑那響尾蛇球隊技術效率差額變數分析表 

技術效率值 球隊總薪資 排名積分 觀眾人數 勝率 

原有值 73,516,666 24 28,270 0.432 

建議值 56,740,162 24 33,358 0.449 

調整比例 -22.82% -- 18% 4% 

 

五、VRS 模式下 G 類球隊的技術效率幅射狀投射分析值 

如下表 9 所示，在 VRS 模式下 G 類球隊在技術效率幅射狀投射調整比例

表中得知，技術效率值最高為 .89，其球隊為費城費城人隊，由表 10 所示，費

城費城人隊若將球隊總薪資，由原本的 111,209,046 美元調降到 107,750,444 美

元，平均觀眾人數由原本的 37,773 人提升到 39,283 人，則可以使球隊達到最佳

的效率 (TE=1) ；最低值為 .46，其球隊為堪薩斯皇家隊，由表 11 所示，堪薩

斯皇家隊要使球隊達最佳效率，必須將球隊總薪資降低 41.71%，同時要提升排

名積分 20.07%、觀眾人數提升 15.02%及勝率提升 21%，才能達到 TE 值等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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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VRS 模式下 G 類球隊在技術效率幅射狀投射調整比例摘要表 

指標項目 
統計值 

 
技術效率值 

各項評估指標的調整比例(%) 

球隊薪資 排名積分 觀眾人數 勝率 

最大值 0.89 -41.71 20.07 15.02 21    
最小值 0.46 -2.13 1.16 4.00 0    
平均值 0.65 -18.18 8.27 6.71 5    
標準差 0.08 2.60 1.36 0.70 1.56 

 

表 10  費城費城人球隊技術效率幅射狀投射分析表 
技術效率值 球隊總薪資 排名積分 觀眾人數 勝率 

原有值 111,209,046 25 37,773 0.574 
建議值 107,750,444 25 39,283 0.574 
調整比例 -3.11% - 4% - 

 

表 11  堪薩斯皇家球隊技術效率幅射狀投射分析表 
技術效率值 球隊總薪資 排名積分 觀眾人數 勝率 

原有值 81,384,553 4 25,145 0.401 

建議值 47,439,055 10 28,921 0.485 

調整比例 -41.71% 20.07% 15.02% 21% 

 

六、VRS 模式下敏感度分析表 

敏感度分析是為了比較投入項目個數與產出項目個數、受評估的單位個數

及投入與產出項資料等改變對球隊效率之影響程度，依照需要選擇投入或產出

項目來分析，提供影響效率的參考依據，由表 12 得知，影響效率值程度最重要

的產出指標為平均每場的觀眾人數，平均改變的比例為-5.84%，也就是說全聯

盟 30 支球隊的平均技術效率值為 .82，當刪除觀眾人數評估項目時，聯盟的平

均技術效率值即下降至 .77，變動幅度為-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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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VRS 模式下敏感度分析表 
依序剔除的 
評估指標 

技術效率平均 
改變比例% 

狀況說明 

排名績分 -0.03 改變約9個球隊的效率值，其中改變最大的為紐約洋基隊。 

觀眾人數 -5.84 
將改變半數以上的球隊效率值，而且皆為負向的影響，減

幅最大為皇家隊達-26.78%。 

勝    率 -2.32 
將改變半數以上的球隊效率值，而且皆為負向的影響，但

唯獨洛杉磯道奇隊不受影響。 

 

肆、討論 

 

一、分析與討論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MLB 之 30 支球隊中，達總效率球隊有 4 隊，比率僅

達 13%；達技術效率有 11 隊，比率為 37%；達規模效率有 5 隊，比率為 17%，

若以職業運動經營的角度而言，此結果則仍有努力的空間；然而，在達總效率

的球隊共有 4 隊，分別為洋基隊、道奇隊、馬林魚隊及海盜隊，以球隊總薪資

排名計算，洋基隊為全聯盟總薪資排名第 1 名的球隊，道奇隊為第 11 名的球隊，

而馬林魚及海盜隊的球隊總薪資為全聯盟倒數 1、2 名，由此推估，薪資並非絕

對影響球隊績效的單一因素，此研究結果同於 Sexton 與 Lewis (2003) 和 Berri 
與 Jewell (2004) 之研究，然異於 Sanderson 與 Siegfried (2003) 所提出團隊薪資

高其球隊績效就會好的觀念，因此，本研究建議，球隊在進行績效衡量時，不

應全然只運用薪資上的調整，必須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球隊的管理模式、球員

的生涯規劃等，才得以更加周全。 
在球隊技術效率強度表現部分，同時具有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但未具有總

效率的球隊為紅雀隊及巨人隊，研究者推估原因認為，此兩球隊在勝率及排名

積分部分都屬尚佳的情形，然而在觀眾人數部分未能提升，其原因主要是同區

之中有另外吸引票房的球隊，亦即道奇隊與小熊隊兩個傳統球隊，這兩支球隊

分別位於洛杉磯市區及芝加哥市區內，以人口數來計算這兩座城市分別占全美

的第二及第三大城市，總人口數分別為 1,800 萬及 900 萬人，遠高於巨人隊位

於舊金山市的 700 萬人及紅雀隊位於聖路易市的 280 萬人 (U.S. Census Bureau, 
2008)，導致造成人數未能提升，以致未達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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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適合比賽規模及球隊表現中，共可分為 F 類與 G 類兩種類型，在這兩

類型的球隊之中具有高團隊的薪資及低戰績表現的共同特性，為解決未具效率

值的球隊具有的高團隊薪資、低勝率及低觀眾人數現象，Sexton 與 Lewis 
(2003)、林文斌等（2005）和蔡佳惠與趙芳梅（2009）提出，應減少投入變項，

增加產出效能，才能提供改善效率的方法，因此，職業球隊可利用本研究所計

算出來的差額變數，瞭解該球隊應該投入資源在那一項指標的提升，以符合最

大效益。 
此外，在影響球隊績效因素部分，本研究利用敏感度分析發現，影響績效

評估最重要的指標為「勝率」及「觀眾人數」，整體而言，排名積分對於整體的

效率值影響程度為 30%，其中又以洋基隊影響最大；在「觀眾人數」及「勝率」

的刪減會造成-5.84%及-2.32%的技術效率平均改變，也代表這兩個指標是最重

要的兩個因素，同於 Sanderson 與 Siegfried (2003) 的研究，薪資最直接影響球

隊的勝率與觀眾人數，也是最容易衡量球隊績效的因素。然而，從研究結果發

現，「勝率」的刪除，對洛杉磯道奇隊的效率值是沒有影響的，研究者推估其原

因，可能來自於當地民眾對道奇隊已建立長期的忠誠度，以致於球隊的勝率不

會明顯影響觀眾進場看球的意願。 
綜合上述分析，從激勵的角度而言，薪資確實會影響球隊勝率、排名積分

及觀眾人數，因此大多數的球隊會以薪資來做為衡量績效的控制變項，也是職

業球隊最常用來掌握球隊未來戰績的方法。 
 

二、建議 

依據上述分析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本研究發現，球隊薪資預算的確對大部分球隊有提升球隊戰績的正面影

響，但對於小部分的球隊卻產生影響程度不佳的效果，若以職業運動有

效經營的角度，建議未來球隊可利用本研究所分析所得之結果，來做預

算的增減與調整之參考。 
（二）後續研究建議 

1. 受限於研究資源有限，本研究僅能針對美國職業棒球球隊的薪資與進場

觀眾人數、排名積分及勝率進行分析，未能與球隊收入及當地人口總數

進行連結，然此亦為影響之重要變項，因此，建議未來後續研究者可以

增加此資料，並利用統計方法，瞭解其變項之間投入與產出的關係。 
2. 國內投入職業運動經營績效評估的研究極少，本研究僅能就可蒐集到的   
資料進行分析，建議未來研究者得以拓展有關課題的研究，亦得以建立

一套有效衡量之具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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