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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農會產業經濟特性與成本效率分析* 

傅祖壇**、盧永祥*** 

 

以往有關農會成本效率與經濟特性之研究，皆以農會信用部為主要分析對

象，亦未考量農會其餘的三個事業部門，故不易瞭解農會整體的經濟特性。因此，

本研究以農會的服務、經濟、金融三項事業層面指標來代表農會的整體產出。研

究結果顯示，2000 年台灣地區的農會整體平均而言，具有規模與範疇經濟，而服

務事業層面則不具特定產出規模與範疇經濟，經濟、金融事業層面則具有特定產

出規模與範疇經濟；此外，僱用較高學歷程度的員工、降低農會分支機構數皆可

改善農會的成本效率。 
 

關鍵詞：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範疇經濟、特定產出範疇經濟、成本效率 

 

1 前言 

台灣的農會在 1900 年時，於三角湧(三峽鎮的舊名)成立台灣第一個農會，1944

年開辦信用業務，1950 年創辦毛猪共同運銷制度，1955 年開辦農事推廣教育，1960

年成立家畜保險業務，因此，農會四大事業部門之基本架構也隨之形成。目前台

灣共有 304 個農會，會員人數超過 190 萬人。百年歷史的台灣農會，是屬於一個

多功能與多目標的非營利性之農民自治組織。也在政府的輔導及協助下，成為擁

有資源最豐富與組織結構最健全之農民團體，亦是台灣農村地區分佈最廣且最重

要的農民組識，其具有信用、供銷、保險、推廣四大部門，是一個兼具經濟、政

治、社會、教育等多種功能之綜合性組織(傅祖壇、盧永祥，2003)。 

農會長久以來擔任著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橋樑，在農業發展與協助農業政策的

推行上，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近年來，隨著台灣政經環境的快速變動，其因

謠言、逾放、超貸、開放新銀行設立等因素，致使農會在經營上亦不斷的出現危

機。自台灣銀行業於 1991 年開放新商業銀行之設立以來，也對農會的經營造成嚴

重的衝擊，由 1990~2000 年農會信用部的四項重要金融指標可知，只有逾期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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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指標呈現上升，其餘的存款總額佔市場佔有率、放款總額佔市場佔有率、分

支數市場佔有率三項指標皆呈現下降趨勢(賴勇賓，2002)。 

此外，由 1991~2000 年農會各部門盈虧餘絀情況可知(見附圖 1)，信用部門的

盈餘在 1996 年起，呈現逐年快速遞減的趨勢，相對於推廣、保險部門之結餘則呈

現較緩和的遞減；供銷部門的盈虧則在 1993~1997 年呈現虧損的現象，自 1998 年

起則開始有盈餘產生。若由 2000 年的農會總盈餘可知，信用部門佔了 97.8%，其

餘則為供銷部門，信用部門則為農會主要的經濟來源，此外，農會總盈餘除了彌

補虧損外，亦必須分配不得少於 62%至農業推廣、訓練等用途。由此可知，國內

整體政經環境的巨大變化，則會快速又直接的影響到農會信用、供銷部門之收益，

進而致使推廣、保險部門的經費來源產生短絀，對整體農會營運影響深遠。農會

在面臨如此挑戰下，如何有效整合、運用資源，以發揮最大的經濟規模效益，以

避免資源重覆投資的情形，為目前經營上首要之課題。 

另一方面，農會在不同功能之偏重下，其投資方向及產出表現結構亦將不同。

另外，農會會因有不同特定經營目標及經費限制，而影響各事業的經營方針，所

以，在評估農會的產出表現或績效，若忽略這些產業特性，則所估計結果將會產

生失真。因此，必須對目前農會的產業經濟特性做進一步的瞭解與分析。然而，

所謂的「極大化經濟規模」及「促使資源整合共享」所隱含的概念，即是經濟學

上所說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的

概念(曾能蔚，2003)。因此，首先須針對目前台灣地區農會的規模與範疇經濟有概

略性的瞭解，再藉由資源調整的機制，使資源做合理的重配置，以提升農會的經

營績效、競爭力。 

以往有關農會之研究，則偏重於組織面、體制面及經濟面之探討。在經濟方

面，也均著重於農會信用部之經營績效、經營風險等研究(賴怡君，1997；陳永琦，

1998)；在經營效率方面，以往均著重於農會信用部的探討(謝宗權，1995；江宗良，

1995)，目前也以多層面產出結合方式來衡量整體農會的經營效率(傅祖壇、盧永

祥，2003)。而在農會成本效率的相關文獻，亦以金融事業部門(信用部)為重心，

且相關研究眾多(陳道宣，1998；陳錚程，2001；周嘉玲，2001)，也探討信用部的

規模與範疇經濟(Huang, Fu and Huang, 1999；顏晃平，2000；賴勇賓，2002)，而

相關文獻亦未針對農會之特定產出規模與範疇經濟加以探討。由上述可知，相關

農會的成本效率及經濟特性研究，則以信用部門為主，其餘三個事業部門皆未加

以考量。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四大事業部門來衡量整體農會之成本效率，除了規

模與範疇經濟外，亦進一步推估特定產出規模與範疇經濟，如此一來，對於農會

的產業經濟特性與成本效率亦可有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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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理論模型 

本節先介紹本研究的理論模型，首先闡述成本函數體系之設定，其次由規模

與範疇經濟來說明農會的產業經濟特性，最後再討論成本效率之設定。 
 

2.1 成本函數 

本研究界定的投入與產出各有三項，用以探討台灣地區農會的規模經濟、範

疇經濟，故擬採用 Translog 成本函數體系進行相關參數值之估計(Christensen and 

Greene，1976；黃台心，1998)，本研究的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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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與 *C 代表實際觀察總成本與最適總成本， iY 代表第 i項產出， jP 代表

第 j 種要素投入價格。 iS 與 *
iS 代表第 i項投入實際要素份額與最適要素份額。α 、

β 、γ 為模型中待估計的參數，ε 、 iu 為隨機干擾項。 

此外，成本函數必須滿足下列的條件： 

(1)對稱條件： 
               kiik αα = ,   3,2,1, =ki  

               kjjk ββ = ,   3,2,1, =kj  

(2)一階齊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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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素價格之非遞減函數，因此必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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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jPC, 一般均大於零，因此只要檢驗要素份額不小於零即成立。 

    (4)要素價格為凹函數，因此必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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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也將逐一驗證，以確定成本函數之係數估計結果是否符合經濟

理論。求解時，則使用 Zellner 於 1962 年提出的近似無相關迴歸估計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ethod；SUR），將總成本函數與要素份額方程式進行聯立求

解，得到推估的參數係數值。 

 

2.2 規模與範疇經濟 

藉由規模與範疇經濟的概念來洞悉整體農會之經營概況，亦可針對台灣地區

農會的產業經濟特性做概略性的瞭解。因此，利用 2-1 式與 2-2 式所推估出的成本

函數參數估計值，來計算規模與範疇經濟值，相關的計算公式則參考 Glass, 

Mckillop and Hyndman (1995)與黃台心(1998)，其簡述如下： 

(1)總規模經濟 (Overall Scale Economies，OSE ) 

    總規模經濟係指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遞減。若以農會的

三項產出之設定下，則總規模經濟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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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與Y 分別為要素價格與產出向量， ),(* YPC 表示生產該三項產出的總成

本， ),(* YPC g 為最適成本函數對第 g 產出的偏微分，即： 

),(* YPC g = gYYPC ∂∂ /),(*  

若 1>OSE ，表示遞增規模報酬； 1=OSE ，代表固定規模報酬； 1<OSE ，代

表遞減規模報酬。 

 

(2)特定產出規模經濟（Product-specific Scale Economies， gPSE ） 

    特定產出規模經濟是指第 g 產出之平均成本與其邊際成本的比率，其公式可表

示為： 

g

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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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其中 ),(*
gnYPC − 係指生產所有產出中，除了 g 產出以外的總成本。 1>gPSE ，

表示 g 產出為規模報酬遞增； 1=gPSE ，表示規模報酬固定； 1<gPSE ，表示規模

報酬遞減。 

 

(3)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SC ） 

    範疇經濟係指單一廠商同時生產兩種產出的總成本，比該兩種產出由個別廠

商生產時，所花費的成本總和還少，此時即表示該廠商具有範疇經濟。範疇經濟

的定義可由公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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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0>SC 表示具範疇經濟，反之， 0<SC ，則為範疇不經濟。 

    此外，以 Translog 成本函數進行推估時，若變數的值為零，取對數則無意義，

亦無法計算，因此，變通的方式則以極小值 )(ε 取代零。Gilligan, Smirlock and 

Marshall (1984)以 0.001ε = 取代零，Kim (1986)則以樣本平均值的 10%代替零，

Mester (1987)以樣本極小值的 10%取代零，Mester (1996)則用樣本極小值取代零。

哪種方法較佳，並無定論。因為使用這些變通方法計算得到的 SC 值，有時高達

10 倍以上，如 Berger and Humphrey (1991)、Pulley and Humphrey (1993)等 (黃台

心，1998)。本研究在比較不同計算方法的結果後，則選擇採用 Mester (1996)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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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計算，即以樣本極小值來取代零，則上式可以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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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樣本極小值來取代零時，亦會產生 0=− ggY ε 的現象，因此，再以調整後

的最小值取代之。 

 

 (2)特定產出範疇經濟（Product-specific economies of scope， gP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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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YC g 表示只生產 g 產出之成本， ),(* PYC gn− 表示除了產出 g 以外的總

成本。若 0>gPSC 表示 g 產出具有產出之範疇經濟，反之，則為範疇之不經濟。 

 

 

2.3 成本效率 

隨機邊界法源自於 Aigner, Lovell and Schmit (1977)，發展到 Battese and Coelli 

(1995)的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則以超越成本對數函數作為成本函數之設

定，並以最大概似估計法來聯合推估成本函數模型與無效率模型，以獲得效率值，

並探討影響效率值之因子。其函數設定如下： 

iiiii uvxC ++= β                       (2-8) 

其中，C 代表總成本， ix 代表第 i 廠商的產出項、要素投入價格等， iβ 為待

估參數值， iv 服從常態分配 ),0( 2
vN σ ， iu 服從截斷性常態分配

2( , )i uN µ σ ， iµ 則

為無效率 iu 的平均值，因此可將無效率模型設定如下： 

iii z δµ =                            (2-9) 

其中， iz 代表影響第 i廠商成本無效率的特性變數， iδ 為待估參數值。最後再

以最大概估計法求解(2-8)式與(2-9)式。此外，成本函數變異 )( 2σ 包含隨機誤差變

異 )( 2
vσ 及人為造成的無效率變異 )( 2

uσ ，即 )( 222
uv σσσ += ；所以，亦可由所求的

γ 值，即 )/( 222
uvu σσσγ += ， 10 ≤≤ γ ，來判別變異是由那個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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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與變數定義 

本研究使用的產出層面指標之結合方式，請參閱傅祖壇、盧永祥(2003)之說

明，此處僅針對投入變數、產出層面加以陳述，相關變數定義亦可詳見附表 1~3。 

主要資料來源為 2000 年由台灣省農會編印「台灣區各級農會年報」及「台灣

地區基層農會信用部業務經營分析」，針對台灣地區全部的 268 家各鄉、鎮級基層

農會作為分析對象，並未涵蓋台北市、高雄市各區農會及各縣、市級農會。 

因此，產出、投入及要素價格之變數定義如下所述，此各相關變數作為 Translog

成本函數參數係數值的推估，並進一步求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並將各變數樣

本之統計量列於表 3-1： 

(1)服務事業層面( 1Y )：係指農會所提供的推廣與保險服務，結合了推廣事業的「推

廣活動」、「農村社會業務」及保險事業的「保險事業所入」

三大項要素指標。 

(2)經濟事業層面( 2Y )：係指經濟事業部門的運銷業務與供銷業務，其要素指標由

「運銷業務」、「供銷業務收益」及「其他經濟收入」三大

項所組成。 

(3)金融事業層面( 3Y )：係指農會信用部之產出項，以仲介法加以定義，要素指標

由「調整一般性放款」、「政策性放款」、「其他非利息收入」

及「收益性」四大項所組成。 

(4)資本成本( 1X )與其價格( 1P )：資本成本係指四大事業部門的支出(其他非利息

支出)與折舊費之總和；資本成本除以固定資產淨額(資本

使用量)，即為資本價格。 

(5)資金成本( 2X )與其價格( 2P )：農會的資金成本由存款利息支出與借款利息支

出二項所組成，除以全年平均存款與借入款年底餘額之和

(資金使用量)，即為資金價格。 

(6)員工總額( 3X )與其價格( 3P )：農會在四大事業部門所支付之用人費用(勞動成

本)除以員工總額(勞動使用量)，即為勞動價格。 

(7)總成本(C )：即為資本成本、資金成本及勞動成本三項之總合。 

(8)資本成本份額( 1S )：係指資本成本佔總成本之比值。 

(9)資金成本份額( 2S )：係指資金成本佔總成本之比值。而資本成本份額、資金

成本份額及勞動成本份額三項加總應等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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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探討影響農會成本無效率的因素方面，則必須將特性變數納入無效

率模型(2-9 式)，再與成本函數模型(2-8 式)聯立求解。所以，必須對特性變數加以

設定，由於成本效率與管理能力、產業特性等有相關，因此，以學歷、年齡變數

來代表員工的人力素質與管理能力；再以分支機構、都市化程度來代表產業特性。

由此可知，本研究的特性變數則包含「學歷程度比」、「年齡比」、「分支機構」及

「都市化程度」四項變數。變數定義詳見附表 4，變數統計量則列於表 3-1： 

 
表 3-1 各變數之樣本統計量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服務事業層面 1.000 0.857 9.836 0.064 
經濟事業層面 0.997 0.914 6.586 0.051 
金融事業層面 1.017 0.728 7.360 0.099 
總成本* 412.887 322.840 2187.044 50.986 
資本價格 1.147 0.968 6.677 0.176 
資金價格 0.055 0.151 2.433 0.004 
勞動價格* 0.804 0.216 1.515 0.242 
資本成本份額 0.374 0.135 0.831 0.126 
資金成本份額 0.473 0.123 0.793 0.100 
勞動成本份額 0.153 0.046 0.260 0.017 
學歷程度比 0.310 0.131 0.700 0.040 
年齡比 0.500 0.138 0.862 0.111 
分支機構** 3.507 2.499 13 0 

註：有*號，單位為百萬元；有**號，單位為處；其餘皆為比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 實證分析結果 

本節首先討論 Translog 成本函數參數估計值之結果，接著再計算規模經濟、

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及特定產出範疇經濟，最後再探討農會的成本無效

率情況。 

4.1 Translog 成本函數估計結果 

本研究以 2000 年台灣地區 268 家農會做為分析對象，將四大事業部門的多產

出結合成為農會三大產出層面指標，以進行農會產業特性與成本效率的相關分

析。因此，設定為 Translog 成本函數模型，在實證分析的過程中，則以勞動價格

為基準，針對總成本、資本價格及資金價格進行標準化計算，則可將標準化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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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數(2-1 式)與二條要素份額方程式(2-2 式)以 SUR 估計法進行聯合求解，則可

求算出各變數之參數估計值，即可利用參數估計值來計算規模經濟、範疇經濟等。 

在正規條件要求成本函數為要素價格的非遞減函數，亦估計出的成本份額函

數值必為正值。因此，將推估出的成本函數參數估計值代入每一樣本中，則可得

到資本要素份額( 1S )與資金要素份額( 2S )的全部觀察值皆為正值。在邊際成本方

面，服務事業層面( 1Y )與經濟事業層面( 2Y )的邊際成本，則各有 28 個觀察值為負

值，金融事業層面( 3Y )方面則有 7 個觀察值為負值，故在各產出的邊際成本方面，

絕大部份樣本點符合正規條件。在成本函數是要素價格的凹函數方面，在 1H 中，

僅有 3 個觀察值為正，在 2H 則僅有 10 個觀察值為負，顯示大多數符合理論要求。

既然表 4-1 的參數估計結果，大多數符合理論之要求，則可再進一步計算規模經濟

與範疇經濟。 

 
表 4-1 台灣地區農會 Translog 成本函數之參數估計值 

變數名稱 參數符號 參數估計值 標準差 
Constant 0α  7.57325 0.07380 *** 

lnY1 1α  0.28207 0.06510 *** 
lnY2 2α  -0.05123 0.05918  
lnY3 3α  0.78387 0.08412 *** 
lnP1 1β  0.24868 0.02860 *** 
lnP2 2β  0.58102 0.03977 *** 

(lnY1)2 11α  -0.22042 0.08381 *** 
(lnY2)2 22α  0.07093 0.05615  
(lnY3)2 33α  0.49656 0.11385 *** 

(lnY1) (lnY2) 12α  0.02396 0.05269  
(lnY1) (lnY3) 13α  0.01870 0.06950  
(lnY2) (lnY3) 23α  -0.10781 0.07532  

(lnP1)2 11β  0.08842 0.01244 *** 
(lnP2)2 22β  0.03594 0.01341 *** 

(lnP1) (lnP2) 12β  -0.03836 0.00892 *** 
(lnY1) (lnP1) 11γ  -0.03526 0.01270 *** 
(lnY1) (lnP2) 12γ  0.04695 0.01062 *** 
(lnY2) (lnP1) 21γ  0.06238 0.01135 *** 
(lnY2) (lnP2) 22γ  -0.05786 0.00943 *** 
(lnY3) (lnP1) 31γ  -0.04051 0.01755 ** 
(lnY3) (lnP2) 32γ  0.04499 0.01499 *** 

註：**，***分別代表在 5%及 1%的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成本函數方程式中，產出項係數 3 個，產出交乘項係數 6 個，投入價格係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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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入價格乘項係數 3 個，產出項與投入價格交乘項係數 6 個，共計有 20 個參

數估計值。由表 4-1 可知，大部份的參數估計值均在 5%及 1%下達顯著水準，只

有在 2Y 本身及與 1Y 、 3Y 之交乘項係數中，和 1Y 、 3Y 二者之交乘項係數，共計 5 個

參數估計值未達顯著水準。 

 

4.2 產業經濟特性之結果 

本研究以 2-3 式至 2-7 公式來估算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及

特定產出範疇經濟四大項，以探討台灣地區農會產業之經濟特性，瞭解當時農會

的經濟現象。 

4.2-1 規模經濟 

由表 4-2 可知，台灣地區農會整體平均規模經濟值為 1.1454，顯示台灣地區農

會享有規模經濟，亦處於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就產業的特性而言，若持續增加

產出量則可降低長期平均成本。此外，亦有 106 家的農會，約佔 40%，處於規模

報酬遞減的階段，表示此農會必須採取內部調整的方式，來調整三項產出之規模。 
 

表 4-2 規模經濟與特定產出規模經濟 

特定產出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 

服務事業層面 經濟事業層面 金融事業層面

平均值 1.1454 0.8791 1.0158 1.0092 
標準差 0.4895 0.2159 0.4040 0.0941 
最大值 5.3451 1.5808 5.6890 1.5387 
最小值 0.6502 0.0075 0.3106 0.8507 
值大於 1 162 家 (60%) 100家 (37%) 109家 (41%) 130家 (49%)
值小於 1 106 家 (40%) 168家 (63%) 159家 (59%) 138家 (5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再由農會類型可知(見表 4-3)，鄉村型農會的規模經濟大於都市型農會，但無

顯著的差異；小型農會的規模經濟顯著大於大型農會，則表示小型農會隨著產出

的增加，長期平均成本的降低幅度大於大型農會。1 

 
1 鄉村型農會為地區總人口數低於5萬人、農業人口比例高於40%；而其餘皆為都市型農

會。大型農會為農會總資產平均值以上，小型農會則為農會總資產平均值以下。 
 

第五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s Economic Empirics



 11

表 4-3 農會類型與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 

特定產出規模經濟 
農會類型 規模經濟 

服務事業層面 經濟事業層面 金融事業層面

都市型農會 1.1126 0.9061  1.0589  1.0269 
鄉村型農會 1.1784 

 
0.8520  0.9727  0.9914 

** 

大型農會 1.0074 0.9682 1.0974 1.0762 
小型農會 1.2332 

*** 
0.8325

*** 
0.9732

***
0.9741 

***

註：**，***分別代表在 5%及 1%的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2 特定產出規模經濟 

由台灣地區農會之特定產出規模經濟來看(見表4-2)，則顯示在經濟事業層

面、金融事業層面的平均規模經濟值大於1，處於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亦表示在

經濟事業層面(109家)、金融事業層面(130家)可以繼續擴大產出規模，其餘則處於

規模遞減，增加產出只會提高長期成本；在服務事業層面則呈現平均規模經濟值

小於1，處於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表示持續增加產出量則會提升長期平均成本，

若以農會推廣的角度而言，提供的服務具差異化，故推廣服務越多其成本相對而

言可能亦較高。 

若由農會類型可知(見表 4-3)，在服務事業層面中，不同農會類型的特定產出

規模經濟值均小於 1，且鄉村型農會小於都市型農會，小型農會顯著小於大型農

會，表示鄉村型農會、小型農會在產出的增加，會導致成本的提升高於都市型農

會、大型農會，其原因可能來自於服務對象的差異，亦對服務(推廣)的需求也不同

所導致的結果。在經濟事業層面及金融事業層面中，都市型農會、大型農會的特

定產出規模經濟值均大於 1，大型農會皆顯著大於小型農會，都市型農會在經濟事

業層面則平均高於鄉村型農會，在金融事業層面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所以，

都市型農會、大型農會在經濟事業層面、金融事業層面必須再擴大規模，以降低

長期成本。 
 

4.2-3 範疇經濟 

由表 4-4 可知，台灣地區農會整體平均的範疇經濟值為 0.0700，顯示整體而

言，台灣地區農會具有範疇經濟，表示農會同時生產三項產出的總成本比農會個

別生產三項產出所花費的成本還低，因此，農會多樣化的產出，比農會偏重單一

產出較具有成本效益。此外，仍然約有半數(48%)的農會不具範疇經濟，表示農會

生產不具多樣化，即個別生產三項產出的總成本較同時生產三項產出的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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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由此可知，農會的生產成本仍不具成本效益。 

 
表 4-4 範疇經濟與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範疇經濟 

服務事業層面 經濟事業層面 金融事業層面

平均值 0.0700 -0.2588 0.1857 0.1163 
標準差 0.2818 0.2575 0.1400 0.2056 
最大值 1.6619 1.7027 0.9346 1.0217 
最小值 -0.3624 -0.7580 -0.0782 -0.4000 
值大於 0 139 家 (52%) 33家 (12%) 259家 (97%) 192家 (72%)

值小於 0 129 家 (48%) 235家 (88%) 9家 (3%) 76家 (2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再由農會類型可知(見表 4-5)，鄉村型農會的範疇經濟值顯著大於都市型農

會，二者其值大於 0，皆具有範疇經濟；小型農會的範疇經濟值顯著大於大型農會，

且小型農會具有範疇經濟，而大型農會則不具範疇經濟，由此可知，大型農會若

將三項產出個別生產時，則總成本亦會較同時生產低。 

 
表 4-5 農會類型與範疇經濟、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農會類型 範疇經濟 

服務事業層面 經濟事業層面 金融事業層面

都市型農會 0.0239 -0.2881 0.2016 0.0813 
鄉村型農會 0.1161 

*** 
-0.2295

** 
0.1698

* 
0.1513 

*** 

大型農會 -0.1142 -0.4136 0.2155 -0.0074 
小型農會 0.1663 

*** 
-0.1779

*** 
0.1701

*** 
0.1810 

*** 

註：*，**，***分別代表在 10%、5%及 1%的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3 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由特定產出範疇經濟來看(見表4-4)，則顯示在經濟事業層面、金融事業層面

的平均範疇經濟值大於0，亦表示在經濟事業層面(259家)、金融事業層面(192家)

具有範疇經濟的現象；在服務事業層面則呈現平均範疇經濟值小於0，亦不具範疇

經濟，更有高達88%的農會在服務事業層面不具範疇經濟，亦表示88%的農會若將

服務事業層面與其他二項產出分離生產，則總成本將會低於同時生產三項產出的

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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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再由農會類型可知(見表 4-5)，在服務事業層面中，不同農會類型的特定產

出範疇經濟值均小於 0，表示不同的農會類型在服務事業層面皆不具範疇經濟，且

鄉村型農會顯著大於都市型農會，小型農會顯著大於大型農會；所以，都市型農

會、大型農會在服務事業層面中，若與其他二項產出分離生產時，對於總成本減

少的幅度則會高於鄉村型農會、小型農會；亦即都市型農會及大型農會較鄉村型

農會及小型農會適合將服務事業層面分離生產。 

在經濟事業層面及金融事業層面中，大部份的農會類型在特定產出範疇經濟

值均高於 0。在經濟事業層面中，都市型農會、大型農會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及

小型農會。在金融事業層面中，鄉村型農會、小型農會則顯著高於都市型農會及

大型農會，惟有大型農會在金融事業層面不具範疇經濟，亦即將金融事業層面與

其他二項產出分離生產，則總成本將會低於同時生產三項產出的總成本。 

 

4.3 成本效率 

本文依據Battese and Coelli (1995)所提出的隨機成本邊界函數作為分析成本效

率的理論模型基礎。在成本函數的設定方面，則以 2-1 式的 Translog 成本函數為主，

再與 2-9 式的無效率模型，一同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求解，並以 Frontier4.1 軟體進

行估計，Frontier4.1 估計出的成本無效率值介於 1 與無窮大之間，成本無效率值越

大則代表成本效率越差。因此，在隨機成本邊界的參數估計值方面則不再加以說

明，主要針對無效率部份之參數估計結果來加以說明。 

研究影響成本無效率值的特性變數可知(見表 4-6)，在四個特性變數中，除了

年齡比之外，學歷程度比與成本無效率值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分支機構與都市化

程度則與成本無效率值呈現顯著正相關；因此，結果亦顯示僱用較高學歷程度的 

 
表 4-6 成本無效率函數參數估計值 

項 目 估計參數 T 統計量 
常數項 0.7900 2.0612 ** 

學歷程度比 -0.0813 -4.0561 *** 
年齡比 -0.0915 -0.8414  

分支機構 0.0483 3.9626 *** 
都市化程度 0.3945 5.9171 *** 

2

2 2
u

u v

σγ
σ σ

=
+

 0.8455 3.0043 *** 

註：**，***分別代表在 5%及 1%的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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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降低農會分支機構數都可改善農會的成本效率，此外，都市化程度愈高時，

則農會的成本無效率亦易偏高。另一方面，γ 值的估計值為 84.6%，表示變異來自

於成本無效率因素 uσ 所佔的比例重，隨機誤差的變異少，即總變異中有 84.6%是

由於無效率因素所導致之變異。 

在成本無效率值的次數分配情形方面，依其分佈將 268 家農會的成本無效率

值分為 11 個區間(見表 4-7、附圖 2)。依 Battese and Coelli (1995)所述，成本無效

率值是代表個別廠商生產時，偏離最小隨機成本邊界的程度，值越大則表示偏離

最小隨機成本邊界程度亦高，則成本效率越差。 
 
 

表 4-7 成本無效率值次數分配 

效率區間 次數 百分比 
1.0~1.4 8 2.99% 
1.4~1.8 30 11.19% 
1.8~2.2 39 14.55% 
2.2~2.6 54 20.15% 
2.6~3.0 38 14.18% 
3.0~3.4 21 7.84% 
3.4~3.8 17 6.34% 
3.8~4.2 20 7.46% 
4.2~4.6 14 5.22% 
4.6~5.0 11 4.10% 
5.0 以上 16 5.97% 
合計 268 100% 
平均值 2.9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 268 家農會的成本無效率值可知，整體的成本無效率值為 2.97，其中以

2.2~2.6 的無效率區間所佔的比例最高，為 20.15%；此外，若以成本無效率值分配

的集中度而言，大致集中在 1.4~3.0，約佔 60.1%，大部份則落入此區間。成本效

率值是一種相對衡量的概念，並非絶對效率值的衡量，所以，藉由成本效率值的

分佈情況，則可比較農會間的相對成本效率之差異；因此，共計 37%的農會其效

率值高於 3.0 以上，其相對表現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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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 

本研究以 2000 年台灣地區 268 家農會為對象，首先，運用傅祖壇、盧永祥(2003)

對產出層面之變數設定，再藉由 Translog 成本函數體系所推估出的參數值來推算

農會的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及特定產出範疇經濟，以瞭解農

會的產業經濟特性；其次，再由 Battese and Coelli (1995)所提出的隨機成本邊界來

推估農會的成本效率。 
 

5.1 研究結果 

以服務事業層面、經濟事業層面及金融事業層面三項產出，配合資本價格、

資金價格及勞動價格三項要素價格及總成本，進行相關參數值之推估，以探討農

會的產業經濟特性。其次，以「學歷程度比」、「年齡比」、「分支機構」及「都市

化程度」四項特性變數來探討影響農會的成本無效率之因素。故研究結果如下： 

1.台灣地區的平均規模經濟值為 1.1454，具規模報酬遞增，不過，仍有 40%的

農會處於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此外，小型農會隨著產出的增加，長期平均成本

之降低幅度大於大型農會。 

2.在特定產出規模經濟方面，經濟事業層面、金融事業層面皆處於規模報酬遞

增，且都市型農會、大型農會必須再擴大規模，以降低長期成本。服務事業層面

則處於規模報酬遞減，且小型農會在產出的增加，會導致成本的提升高於大型農

會。 

3.台灣地區農會平均的範疇經濟值為 0.0700，具有範疇經濟，表示農會多樣化

的產出，比農會偏重單一產出較具有成本效益；此外，有 48%的農會不具範疇經

濟，表示農會的生產成本仍不具成本效益。而鄉村型農會的範疇經濟值顯著大於

都市型農會；小型農會顯著大於大型農會，且大型農會則不具範疇經濟。 

4.在特定產出範疇經濟方面，服務事業層面中，有高達 88%的農會不具範疇經

濟，且不同類型的農會亦不具範疇經濟，而都市型農會及大型農會較鄉村型農會

及小型農會適合將服務事業層面分離生產。經濟事業層面、金融事業層面皆具有

範疇經濟；而經濟事業層面中，都市型農會、大型農會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及

小型農會，金融事業層面則反之，且大型農會亦適合將金融事業層面分離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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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成本效率的影響因素方面，顯示僱用較高學歷程度的員工、降低農會分支

機構數都可改善農會的成本效率；另一方面，總變異中有 84.6%是由於無效率因素

所導致之變異。在成本效率值方面，整體的成本無效率值為 2.97，其中以 1.4~3.0

的區間所佔的比例最高，為 60.1%，此外，有 37%的效率值高於 3.0 以上，其相對

表現欠佳。 
 

5.2 未來研究方向 

1.資料期間的擴充。未來可建立 86 年至 92 年，以瞭解產業經濟特性、成本效

率的演變情況。 

2.模型設定的改進。本研究以 Translog 成本函數體來估計產業經濟特性，再由

隨機成本邊界來推估農會的成本效率。未來可嘗試由 Battese and Coelli (1995)所提

出的隨機成本邊界來推估經濟特性與成本效率，亦可比較其差異。 

3.特性變數蒐集不夠完整。影響農會整體成本效率的相關特性變數可能有遺

漏，亦可能會造成模型估計的誤差，例如農會總幹事的學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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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1991~2000 年農會各部門盈虧餘絀情況 
資料來源：台灣區各級農會年報(2001)。 

 

 

附表 1 產出層面要素及細項指標名稱與定義 

層面名稱 要素指標名稱 細項指標名稱 
(a)推廣指導方法* 

(1)推廣活動 
(b)推廣事業費* 
(a)農民訓練* 
(b)活動與服務* (2)農村社會業務 
(c)代耕事業 
(a)家畜保險所入 

1.服務事業層面 

(3)保險事業所入 
(b)農民健保所入 
(a)毛猪數量 

(1)運銷業務 
(b)果菜數量 

(2)供銷業務收益*  
2.經濟事業層面 

(3)其他經濟收入*  
(1)調整一般性放款*  
(2)政策性放款*  
(3)其他非利息收入*  

3.金融事業層面 

(4)收益性*  
註：有*號者，見附表 3 之指標定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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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投入變數之要素名稱與定義 

變數名稱 要素名稱 
1.勞動使用量 員工總額 

(a)其它非利息支出* 
2.資本成本 

(b)折舊費* 
(a)存款利息支出 

3.資金成本 
(b)借款利息支出 

註：有*號者，見附表 3 之指標定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附表 3 產出、投入之細項變數定義 

推廣指導方法 
集會+方法結果示範+新聞報導或廣播+展覽及展示+經驗發表及鑑別比賽+講
習訓練+觀摩研習+競賽活動 (單位：次數) 

推廣事業費 農事事業費＋四健事業費＋家政事業費 (單位：千元) 
農民訓練 第二專長訓練+農村青年創業訓練 (單位：人數) 
活動與服務 其他福利設施與文化服務+康樂活動 (單位：次數) 
供銷業務收益 門市部收益+超市收益+調配處理中心收益+農民購物中心收益 (單位：千元) 

其他經濟收入 
經營市場收入+經營農場收入+電腦業務收入+農畜檢驗收入+其他業務收入+
財務收入+其他收入+出資收入+手續費收入+整理收入+呆帳收回收入+專案計

畫收入+雜項收入+委託及共同利用業務 (單位：千元) 

調整一般性放款 
[無擔保一般放款+擔保一般放款+貼現+透支+無擔保統一農貸+擔保統一農

貸]×(1-逾期放款比率) (單位：千元) 
政策性放款 專案放款+農建放款+農機放款+購地放款+農宅放款 (單位：千元) 

其他非利息收入 
代辦業務收入+證券投資收益收入+租賃收入+其它業務收入+出資收入+手續

費收入+整理收入+呆帳收回收入+專案計劃收入+雜項收入 (單位：千元) 
收益性 本期損益/總資產 (單位：%) 

金融事業支出 

內部往來利息支出+代辦手續費+證券投資損失+租賃費+呆
帳+其它業務支出+業務費用+會議費用+管理費用+攤銷非

常損失+整理支出+專案計劃支出+雜項支出+存款利息支出

+借款利息支出 (單位：千元) 

經濟事業支出 

共同供銷成本+共同運銷成本+農業倉庫費+利用加工費+經
營市場費+經營農場支出+電腦業務支出+政府委託費+農畜

檢驗費+代辦手續費+呆帳+其他業務支出+業務費用+會議

費用+管理費用+攤銷非常損失+整理支出+專業計畫支出+
雜項支出 (單位：千元) 

保險事業所出 

保費賠款所出+再保賠款所出+再保費所出+再保佣金所出+
提存未滿期責任準備+廢畜處理所出+補助協助所出+其他

保險業務所出+業務費用+管理費用+專案計畫所出+雜項所

出+補助保費所出+其他所出 (單位：千元) 

其它非利息支出 

推廣事業所出 
農業推廣業務所出+文化福利業務所出+輔導稽核業務所出

+訓練講習業務所出+補助及協助所出+專案計畫所出+其他

所出 (單位：千元) 

折舊費 
房屋及建築+機器及設備+電腦設備+農林設備+畜產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雜項

設備 (單位：千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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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特性變數名稱與定義 

變數名稱 定義 

1.學歷程度比 員工學歷專科(含)以上人數/員工總數 (單位：%) 

2.年齡比 員工年齡 40 歲以下人數/員工總數 (單位：%) 

3.分支機構 辦事處+純信用部分部 (單位：處) 

4.都市化程度 虛擬變數，1：都市型農會，0：非都市型農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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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成本無效率值次數分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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