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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傳統上以財務與實體資產為主的企業日漸式微，企業的價值已無法藉由單一的財務報表所能充分表達；許多隱藏在組織中看不見的資產成為創造價值與競爭力的主要來源。財務資訊無法顯現全部的價值，產生資訊落差，而攸關未來預測價值與管理的非財務資訊日趨重要，能夠表達真正價值的報告已成為追求的目標。希望能表達創造長期價值、管理價值的能力與衡量價值的結果，達到外部有效的溝通與內部績效衡量的目的。而非營利的研發機構的價值更難衡量，加上經費多為外界贊助所以其價值表達與外界溝通更為重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如何架構研究機構的價值報告模式與其應有的資訊內容，並以工業技術研究院作為個案探討對象。採用PwC所提出的企業價值報告模式為架構，並由智慧資本、平衡計分卡、企業價值動態模型和研究機構績效相關之文獻予以分析歸納，先架構研究機構的價值報告模式雛形。藉由個案的歷史沿革、發展階段、使命與經營環境及策略分析等資訊，再利用非營利組織的平衡計分卡模式展開其四個構面並推導出策略地圖，其中信託與財務構面改採公司治理構面替代；找出其價值的因果關係和指標，完成個案的價值報告模式。


經過研究所建立的工研院價值報告模式與資訊內容，比以往的報告內容與形式較能包含利益關係人所關心的資訊，而且資訊的表達方式更有系統，將環境、策略、目標、績效與創造長期價值的要素能夠結合，描繪了策略、努力方向與目標達成情形，讓資訊閱讀人能全盤了解價值策略與如何創造價值與管理價值，基本上會有實質的溝通效果，及增加外界對工研院的信任與認同其對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但在推動過程仍需注意下列問題：提供資訊的成本效益與一致性與風險，報告使用人資訊認知的差距，揭露時需對內外部與不同對象要有所區隔，報告需要隨者環境改變而調整。
	關鍵字(中)	
      	  ★ 平衡計分卡
★ 價值報告
★ 智慧資本
★ 價值動態模型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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