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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管理人員之社會資本、創業導向及 

組織創新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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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周子敬 

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副教授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摘要 

本研究在於建構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之結構方程模

式。本研究以匿名式網路問卷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調查，以國內某一公營銀行位於

管理階層的員工為正式發放對象，共發放了 3,999 份問卷，回收 1,659 份，有效

問卷為 1,541份（38.51%)。後續以敘述統計及結構方程模式加以驗證研究內容及

建構模式。相關研究結果歸納為銀行管理人員的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

現況良好；模式顯示社會資本、組織創新與創業導向三個假設均為極強烈顯著正

向關係。由於本研究為台灣某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

首次建構之結構方程模式，因此本研究可提供給銀行領導者、金融行政主管機關

以及銀行管理人員本身未來提升銀行管理人員創業導向或組織創新之參考。 

關鍵詞：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創業導向、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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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bout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or banking 

managers.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anonymous Interne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rew 

3,999 banking managers of a public bank by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in 

Taiwan. Analyses we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 

testifying research contents, and construct the model.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the status 

of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for banking 

managers of a public bank in Taiwan are good; the model shown that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ree hypotheses all had 

strongly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Owing to a first model about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for banking managers of a 

public bank in Taiwan. This study therefore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leaders of 

banks, financial supervised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banking managerial staffs 

themselves for promoting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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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台灣知識經濟迅速發展，資訊網絡系統普及金

融商品競爭激烈的今日，公營銀行相較於數十年前

獨佔資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正面臨著與各民

營銀行相互競爭的局面，因此創新（innovation)產

品及服務成為企業謀取營利及生存的重要工具。為

了在進入金融全球化的資本環境與國內驟變的經

營環境佔有良好的競爭實力，善用資本的重要性更

為明顯，組織部門勢必要不斷地改造與創新，來維

持其競爭力和價值。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SC）是理解創造力

的一個概念，可以為創業和組織化帶來創新和團隊

學習。Goyal and Akhilesh (2007)認為社會資本、組

織創新和創業導向彼此的影響有其研究實質的重

要性。國外研究經驗證明，社會資本能夠減少不確

定性和交易成本並提高交易的效率，進而鼓勵專業

化，增加在人力資本，物資資本和觀念創新上的投

資。社會資本，位為個人社交網絡及社區強度，近

幾年來已經被驗證為從教育到醫療的潛在決定因

子（Aral, 2017; Beaman, 2012; Carrell et al., 2011; 

Chetty et al., 2022; Eagle et al., 2010; Hedefalk & 

Dribe, 2020; Laschever, 2009; List et al., 2020; 

Sacerdote, 2011)。 

創業行為是認知過程的結果。一些研究經常應

用 Ajzen (1991)的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來解釋決策過程，從而導致創建新

的企業（Farooq, 2018）。創業導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O）是組織解決創業時問題與響應環

境變化的一系列相關活動在管理實務上的具體表

徵。創業導向  (EO) 是企業成功的價值推測

（Soomro et al., 2020）。創業導向被認知為創業教

育的中心 (Farooq, 2016)。早先，Miles and Snow 

(1978) 即認為創業導向是所有企業都要面對的一

個問題，它涉及到企業的行業定位、產品市場關係

和企業資源分配，而所有這一切都會影響到企業的

績效。歸納前人的研究，可以知道高創業導向的企

業更願意不斷地更新他們的市場供給產品或者服

務，實驗新的管理或者製造的方法，而且總是採取

著領先競爭者把握市場或行業動向，這一切就是造

成企業成功的重要要素（Covin & Miller, 2014; Liu 

et al., 2021）。 

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I）被認

為是在競爭激烈的市場中保有優勢的主要因素之

一（Richard et al, 2011; Petuskiene & Glinskiene, 

2011）。原因是具備創新能力的組織可以比非創新

的組織更快地應對環境所帶來的挑戰，可以增加組

織的工作效率（Jimenez et al, 2008）。OI包含了新

的想法、方法促使在市場中成功達成目標（Molina 

and Martinez, 2010）。組織設法拓展新的市場，透

過改革來提高它們的性能（Menguc & Auh, 2010）。

組織創新（OI）正是透過新想法、新技術、資源、

技 能 和 管 理 系 統 來 改 變 市 場 趨 勢

（Ussahawanitchakit, 2008）。 

本研究模式架構圖將創業導向繪製在中介因

素的位置，相關理論根據如 Farsi et al (2013)認為

社會資本及組織創新關係中，創業導向扮演著中介

角色，還有 Kiani et al (2022)指出創業熱情及科技

創新關係中，創業導向同樣扮演著中介角色等等。 

研究模式與假設 

本研究模式架構圖如圖 1，其中有 3 個假設，

分別是 H1：社會資本對組織創新有影響；H2：社

會資本對創業導向有影響及 H3：創業導向對組織

創新有影響。後續會應用 SmartPLS 4 之結構方程

模式軟體加以驗證。 

 

圖 1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創業導向研究模式架構圖 

研究目的與內容 

本研究目的在於建構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

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之結構方程模式，為達上述研

究目的，遂將研究內容區分如下： 

1. 了解銀行管理人員不同背景之現況 

2. 了解國內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現況 

3. 了解國內公營銀行管理人員創業導向現況 

4. 了解國內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組織創新現況 

5. 驗證國內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創業導

向與組織創新之間的關係 

6. 建構國內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創業導

向與組織創新之結構方程模式 

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研究以國內某一公營銀行管理階層員工為

正式發放對象，共發放 3,999 份問卷，回收 1,659

份，有效問卷 1,541 份（38.51%），問卷回收樣本

狀況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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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問卷回收樣本狀況 

職級 人數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有效問卷率 

領組/四等專員 854 854 360 341 94.7% 

副科長/三等專員 1290 1290 325 260 80.2% 

科長/二等專員 905 905 194 186 95.9% 

襄理/一等專員 468 468 575 562 97.7% 

副理 270 270 119 111 93.3% 

經理 205 205 83 77 92.8% 

副總經理 6 6 2 2 100.0% 

總經理 1 1 1 1 100.0% 

合計 3999 3999 1659 1540 92.8% 

研究結果 

背景資料 

本研究有效問卷為 1540份。女性 805人(52.3%)、

男性 735 人(47.7%)；年齡方面，25 歲(含)以下 2 人

(0.1%)、26~30歲 5 人(0.3%)、31~35歲 14人(0.9%)、

36~40歲 78人(5.1%)、41~45歲 275人(17.9%)、46~50

歲 459 人(29.8%)、51~55 歲 339 人(22%)、56~60 歲

246 人(16%)、60 歲以上 122 人(7.9%)；最高學歷方

面，高中/職 28 人(1.8%)、大學/專 1289 人(83.7%)、

碩士 222 人(14.4%)、博士 1 人(0.1%)；工作單位方

面，銀行櫃檯 32人(2.1%)、外匯 134 人(8.7%)、個金

業務 72人(4.7%)、企業金融 147人(9.25%)、授信 247

人(16%)、理財 58 人(3.8%)、經濟研究 18 人(1.2%)、

金融商品企劃 28人(1.8%)、其他 510 人(33.%)；職務

方面，領組/四等專員 341 人(22.1%)、副科長/三等專

員 236人(15.3%)、科長/二等專員 186人(12.1%)、襄

理/一等專員 586 人(38.1%)、副理 111 人(7.2%)、經

理 77 人(5%)、副總經理 2 人(0.1%)、總經理 1 人

(0.1%)；年資方面，未滿 1年 4人(0.3%)、1~5年 16

人(1%)、6~10年 19人(1.2%)、11~15年 121人(7.9%)、

16~20 年 291 人(18.9%)、21~25 年 576 人(37.4%)、

25 年以上 513 人(33.3%)；每天工作時數方面，5 小

時以下 1 人(0.1%)、5~9小時 868人(56.4%)、9小時

以上 671 人(43.6%)；年收入方面，50 萬以下 7 人

(0.5%)、50~100 萬 450人(29.2%)、100~150 萬 906人

(58.8%)、150 萬以上 177人(11.5%)；住宿情形方面，

在外租房 46 人(3%)、與家人住 1494人(97%)；交通

方式方面，步行 63人(4.1%)、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529

人(34.4%)、自行騎/開車 948 人(61.6%)；最常使用的

社群網站方面，Facebook 268 人(17.4%)、Line 477 人

(31%)、Mobile 01 24 人(1.6%)、PTT BBS 8 人(0.5%)、

Wechat 1 人(0.1%)、Youtube 46 人(3%)、巴哈姆特電

玩資訊站 2人(0.1%)、雅虎奇摩知識 660人(42.9%)、

維基百科 22 人(1.4%)、其他 32 人(2.1%)；在社群網

站是否會分享經驗方面，會分享 802 人(52.1%)、不

會分享 738人(47.9%)。 

社會資本、創業導向及組織創新之現況 

有關社會資本、創業導向及組織創新三個因素

個別之現況，以及整體現況表詳如表 2 至表 7。其

中『社會資本』共計 18題（平均數分佈從 3.20~4.19)；

『創業導向』共計 22題（平均數分佈從 3.15~4.15) ；

『組織創新』共計 9題（（平均數分佈從 3.54~3.71))，

均採國際標準 6 點李克特等級量表填答，範圍從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以上三個因素項目的標準差

（SD)分佈均在 1 點多附近，故分佈差異不大。就

整體平均數表現來看，社會資本中的『認知的』、

創業導向的『冒險性』，以及組織創新的『產品創

新』是三個因素中變數平均數最高的。 

表 2 社會資本現況 

因素 ID 項目 M SD 

結構的 SC1 

A1 在虛擬社群中，由會員所分享的知識是易懂的 4.19 1.19 

A2 在虛擬社群中，由會員所分享的知識是準確的 3.25 1.03 

A3 在虛擬社群中，由會員所分享的知識是完整的 3.28 1.01 

A4 在虛擬社群中，由會員所分享的知識是可信的 3.20 1.01 

關係的 SC2 

A5 在虛擬社群裏，幫助其他人是公平的 3.69 1.11 

A6 我知道在虛擬社群中其他會員會幫我，所以幫忙其他會員是公平的 3.73 1.13 

A7 如果我有需要，我相信在虛擬社群的會員會幫我 3.59 1.13 

A8 我藉由參與虛擬社群獲取了會員的尊重 3.44 1.11 

A9 我覺得參與社群能提升我在虛擬社群中的狀態 3.44 1.15 

A10 參與虛擬社群能夠增進我專業領域的聲譽 3.25 1.12 

A11 藉由我在社群中的名聲及狀態的參與，我可以獲得一些回饋及獎勵 3.28 1.16 

A12 我願意幫助其他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 3.84 1.13 

A13 我喜歡幫助其他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 3.78 1.13 

A14 我覺得協助其他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解決問題是開心的 3.95 1.16 

A15 我很樂於幫助其他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因為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3.79 1.16 

認知的 SC3 

A16 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會使用共同的詞語或術語 3.77 1.10 

A17 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在討論中會使用較淺而易懂的溝通方式 3.94 1.11 

A18 在虛擬社群中的成員使用較易懂的敘事方式來張貼訊息或文章 3.9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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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會資本整體現況分析表 

因素 n 題數 M SD 

結構的 (SC1) 1540 4 3.48 .89 

關係的 (SC2) 1540 11 3.62 .94 

認知的 (SC3) 1540 3 3.89 1.03 

整體 1540 18 3.63 .84 

表 4 創業導向現況 

因素 ID 項目 M SD 

自治性 

EO1 

C1 
我的公司支持有自主管理及努力的個人及團隊，其與想要仰賴資深經理來引導工作的個

人及/或團隊相比 
3.89 1.36 

C2 我的公司期待個人與團隊在發展過程中，追求商機來調整他們的行為 3.93 1.11 

C3 
我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相信個人或工作團隊獨立操作及命令外的組織鏈以獲得最好的

結果，而不是在傳統階層內操作 
3.81 1.12 

C4 
我公司的高層主管相信如果目標跟績效目標由領導者決定而不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將能

夠讓個人或團隊最有效率 
3.83 1.09 

C5 我公司的經理相信最好結果發生在個人及/或團隊決定他們所追求的企業機會 3.93 1.08 

C6 
在我的公司裡，個人及/或團隊被期待使用存在策略及標準操作程序，以做為決策基礎，

以被鼓勵或不在盒子裡思考的決策基礎 
3.85 1.04 

C7 
在我的公司裡，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在追求業績及機會時，會選擇自己做決定而不是立

即性的問主管 
3.66 1.65 

C8 
我們公司的執行總裁(CEO)和高層管理團隊(不是雇員啟動及輸入)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以確認及選擇我的公司追求的企業機會 
4.03 1.09 

創新性

EO2 

C9 
一般來說，我公司裡的高階主管們偏愛對於嘗試及真實產品行銷與服務上的一個極力強

調，與研發、科技領導及創新上的相對比較 
3.78 1.08 

C10 我的公司在過去五年裡沒有銷售新的產品線或服務和其他許多新的產品線或服務比較 3.15 1.27 

C11 在我的公司中，產品或服務線中的改變大部份中有較小自然的當作與戲劇性相比較 3.67 1.03 

C12 
我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傾向實驗和原始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模仿其他公司用於解決

他們問題的方法 
3.64 1.07 

C13 
我公司的產品主要設計自己獨創的過程及方法而不是使用其他人開發或證明過的方法

及技術 
3.58 1.12 

積極性
EO3 

C14 在面對競爭時，我的公司特別會立即與之抗衡而並非在結束後才有所行動 3.75 1.13 

C15 
在面對競爭時，我的公司很少在一開始的時候先介紹新的產品服務，行政技術和操作科

技 
3.64 1.09 

C16 
在應對競爭者，我的公司特別尋求避免競爭撞擊，偏愛一個"活及讓活”(live-and-let-live)

的態度(不是一個"不作競爭者"(undo-the-competitors)的態度) 
3.69 1.03 

C17 
我公司的高層主管有強烈跟隨領導者的傾向以介紹新產品或概念(不是以介紹新奇的概

念或實行超前其他競爭者) 
3.86 1.10 

冒險性 

EO4 

C18 
我公司的高層主管對於低風險計畫(正常及一些回收率)，而不是高風險計畫(非常高回收

機會)有一個強烈的傾向 
4.05 1.10 

C19 
我公司高層主管相信因為環境本質,最好是能藉由小心、增量行為(不是唐突，擴大必須

達到公司目標的行為)漸漸探索環境 
4.15 1.08 

C20 
當面對不確定狀況的決策時，我的公司會特別採用”等及看”(wait-and-see)的態度，為了

縮小使得成本決策的機率(與唐突侵略態度以最大化開發潛在機會的機率) 
3.99 1.07 

C21 
我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喜歡在使用資源解決前徹底研究一個問題，而不是盡快地花錢在可

能使我們倒退問題的答案上 
4.04 1.09 

競爭侵略

性 EO5 
C22 我的公司是非常有侵略及強勢競爭，而不是在企業競爭上無所作為 3.88 1.27 

表 5 創業導向整體現況分析表 

因素 n 題數 M SD 

自治性（EO1） 1540 8 3.87 .91 

創新性（EO2） 1540 5 3.56 .85 

積極性（EO3） 1540 4 3.73 .84 

冒險性（EO4） 1540 4 4.06 .95 

競爭侵略性（EO5） 1540 1 3.88 1.27 

整體 1540 22 3.8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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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組織創新現況 

因素 ID 項目 M SD 

產品創新（OI1） 

B1 已介紹新產品與服務的數量 3.61 1.03 

B2 介紹新產品及服務先驅者的特性 3.62 1.07 

B3 發展中牽涉到時間/人力,團隊及訓練新產品/服務的努力 3.71 1.08 

過程創新（OI2） 

B4 已介紹改變過程的數量 3.54 1.04 

B5 介紹新過程先驅者的特性 3.57 1.03 

B6 巧妙應對來自其他同業公司所介紹的新過程 3.62 1.06 

行政創新（OI3） 

B7 行政系統的新穎性 3.54 1.05 

B8 由管理者搜尋新的行政系統 3.57 1.06 

B9 介紹新行政系統先驅者的特性 3.62 1.06 

表 7 組織創新整體現況分析表 

因素 n 題數 M SD 

產品創新（OI1） 1540 3 3.65 .10 

過程創新（OI2） 1540 3 3.57 .97 

行政創新（OI3） 1540 3 3.56 .10 

整體 1540 9 3.59 .94 

社會資本、創業導向及組織創新之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所建構之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創業導向之結構方程模式結果如圖 2（二階因素分析元素在內)。

從圖 2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內圈中三個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均為『極強烈顯著正向關係』（達到***p<0.005

極強烈顯著影響關係)，因此，以下針對三個假設先加以呼應解答並下結論。 

H1：社會資本對組織創新有極強烈顯著正向關係 

H2：社會資本對創業導向有極強烈顯著正向關係 

H3：創業導向對組織創新極強烈顯著正向關係 

另外，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創業導向三個因素之因素與其項目之間的關係也均為極強烈顯著正向關

係，諸如社會資本中的『關係的』因素負荷量（λ) = 0.784，p值也達到***p<0.005 極強烈顯著影響關係，

故此問卷具有高信度及實質效度，並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λs)均為極強烈顯著影響關係。 

 
*p<0.05 **p<0.01 ***p<0.005 

圖 2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創業導向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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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結構方程模式細項品質指標分述如後。第

一項是 R2，由於圖 3 因素名稱標示範圍較廣泛，

故輔以表 8 數據以辨識佐證之。R2 為迴歸分析的

判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數值表現

介於 0到 1之間，係數越高則越理想，在橫斷面資

料方面，R2>0.3即為十全十美，學理上最好用調整

後的，猶如統計上的標準化（周子敬，2022）。由

於圖 3 及表 8 的 R2 均>0.3，故整體及細項模式均

為十全十美。 

 
圖 3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調整後 R2直方圖 

表 8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調整後 R2 

因素 R2 調整後 R2 

冒險性_EO4 0.701 0.701 

創新性_EO2 0.909 0.909 

創業導向_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0.317 0.316 

產品創新_OI1 0.998 0.998 

積極性_EO3 0.966 0.966 

競爭侵略性_EO5 0.440 0.440 

組織創新_Orgnizational Innovation 0.520 0.519 

結構的_SC1 0.749 0.749 

自治性_EO1 0.955 0.955 

行政創新_OI3 0.984 0.984 

認知的_SC3 0.793 0.793 

過程創新_OI2 1.047 1.047 

關係的_SC2 1.043 1.043 

圖 4是模式的 f2，稱為效用值（effect size)，

是外生潛在變數對內生潛在變數的影響程度（諸如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社會資本→創業導向等等，

社會資本就是外生潛在變數，而組織創新及創業導

向即為內生變數)，f2>0.35 為強、0.15< f2<0.35 為

中、0.02< f2<0.15 為弱（蕭文龍，2020）。在圖 4

中較為弱的影響程度會以紅色直方圖表示，但後續

印刷不易辨別，故較弱的關係有兩根，分別是第 11

根與第 14根，其他 12 根均為中強度關係。 

 
圖 4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 f2直方圖 

在一些構念信效度指標上，如平均萃取變異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需大於 0.5；

潛在變項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需

大於 0.7，0.8 至 0.9 為理想；Cronbach’s α 需大於

0.7，本研究模式均超過標準（圖 5-圖 7；表 9）。

在鑑別效度上，本研究採用HTMT =1的寬鬆標準，

由於圖 8 之測量項目的 HTMT 均小於 1，故沒有

鑑別效度的問題，最後表 10 可知該模式的標準化

均 方 根 殘 差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可知 SRMR=0.072<0.08，可以看

出則為良好適配（蕭文龍，2020）。 

 
圖 5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 Cronbach’s α直方圖 

 
圖 6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 CR直方圖 

 
圖 7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 AVE直方圖 

表 9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構念信效度指標 

 Cronbach's α CR AVE 

冒險性_EO4 0.897 0.896 0.683 

創新性_EO2 0.827 0.833 0.511 

創業導向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0.950 0.951 0.470 

產品創新_OI1 0.925 0.925 0.804 

社會資本_Social Capital 0.961 0.961 0.578 

積極性_EO3 0.780 0.780 0.474 

競爭侵略性_EO5 1.000 1.000 1.000 

組織創新 

Orgnizational Innovation 
0.969 0.969 0.776 

結構的_SC1 0.865 0.868 0.623 

自治性_EO1 0.934 0.935 0.641 

行政創新_OI3 0.940 0.940 0.840 

認知的_SC3 0.916 0.916 0.784 

過程創新_OI2 0.929 0.929 0.813 

關係的_SC2 0.954 0.955 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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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 HTMT直方圖 

表 10 社會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模式之模式適配度 

 Saturated Model Estimated Model 

SRMR 0.072 0.077 

d_ULS 25.351 28.922 

d_G n/a n/a 

Chi-Square n/a infinite 

NFI n/a n/a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樣本取得不易，研究對象為國內某公營

銀行管理階層人員，故研究本質上自有其參考之實

質價值。由於本研究專注在建構模式，所以總括來

說，本研究為台灣某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資本、

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首次建構之結構方程模式，並

且模式顯示社會資本、組織創新與創業導向三個假

設均為極強烈顯著正向關係。就回看整體平均數表

現來看，社會資本中的『認知的』、創業導向的『冒

險性』，以及組織創新的『產品創新』是三個因素

中變數平均數最高的。因此，該模式顯示，國內某

公營銀行管理階層人員早已有社會資本概念，並且

勇於冒險的去從事產品創新的實質推廣，並非我們

對於公營銀行墨守成規的保守經營之刻板印象。 

本研究未涉略量表驗證發展之分析，但由於整

體模式均達極強烈顯著關係，故後續研究可以回測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並定可以驗證出好的問卷與量表。在問卷的使用上 

，也可以智慧型的使用不同組合分量表，以因應更

多創新的主題，但又不會佔據太多的項目，增加成

本與時間的付出。 

由於本研究為台灣某公營銀行管理人員社會

資本、組織創新及創業導向首次建構之結構方程模

式，因此本研究可提供給銀行領導者、金融行政主

管機關以及銀行管理人員本身未來提升銀行管理

人員創業導向或組織創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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