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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摘要


企業若只用財務會計模式來衡量公司的績效是不夠的。傳統的財務會計模式僅針對企業過去已發生的事情做衡量；而在資訊時代中，一個成功的企業須具有高瞻遠矚的遠見與規劃，除了重視短期企業目標的達成外，更應注重於創造未來的價值。因此，有鑑於傳統財務報表的失真及績效衡量方式的缺失，MR. Kaplan & Norton於1992 年提出適合新經濟時代的的績效衡量系統－平衡計分卡。爾後，又將平衡計分卡發展成落實組織願景與策略的管理系統。


在這充滿資料的時代，企業對資訊的使用率卻愈來愈少，取用資訊的能力也逐漸降低，資料超載與資訊不足同時發生。如何提高資訊的利用率，是知識經濟時代下，企業發展面對的議題。而企業智能將企業的數據資料轉化為資訊，改進決策制定的過程。企業智能應用工具包括資料倉儲、線上即時分析、資料採礦等，用來收集、管理和分析數據，並轉化為有用的資訊，然後分送到企業各處，改善業務決策。


企業策略執行之成功，端賴如何將策略能夠轉換為具體行動，與如何控制運作正確有效的績效資訊回饋，達到有效的企業績效管理。當企業決定導入平衡計分卡時，首先面臨困難的是如何將繁瑣、雜亂的數據轉化為決策的分析依據，因此平衡計分卡需要一個適合且適當的資訊科技系統，來支援建制與應用，這個資訊系統必須能正確提供策略目標的執行績效數據，並協助決策者必要的資訊支援，使得企業推行策略時更有效率，更為迅速獲得平衡計分卡建制成效。企業智能與平衡計分卡的結合能夠滿足上述的需求，使當前決策者在這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取得即時性、一致性、必要性、彙總性的企業績效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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