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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與公司盈餘管理是否有關聯性，即管理者是否

會為了節稅的動機進行盈餘管理；此外，當公司經理人進行盈餘管理時，究竟會使用

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本研究針對 1991年至 1996年高盈餘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使用Modified Jones 

Model 來估計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數，所得稅費用為自

變數，並加入公司規模、未操縱前盈餘及負債比率為控制變數，進行多元迴歸分析，

探討所得稅費用對公司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1)營利事業所得

稅與盈餘管理是有關聯性的，當未操縱前盈餘為正時，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

以降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的效果；(2)管理當局在進行盈餘管理時，以裁決性存貨、

裁決性應付票據、異常營業外損益及異常研發支出較常為公司經理人使用。 

 

 

 

 

 

 

 

 

 

 

 

 

 

 

 

關鍵詞：營利事業所得稅、盈餘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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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ax and corporate 

earning management, whether and the manager has the motive of tax saving to carry out 
the earning management, and in addition, when the company managers are managing their 
earning management, what kinds of tools they will us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ax saving. 
 
 The sample data of high surplus listed companies for this research is from 1991 to 1996.  
We employ the Modified Jones Model to estimate the accruals by taking accruals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income tax expens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Moreover, we 
consider the company scale, unmanaged earning surplus and debt ratio as control variables 
and run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iscuss if the income tax expense will affect the 
accru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re 
relevant, and the unmanaged earning surplus, the company managers will be used to 
reduce the company surplus and attain the tax saving purpose; (2) When the management 
is do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ruling of stock, the ruling of notes payable, the 
abnormal operating profit or loss, abnorma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expenses are 
more often used as tools by managers to manage their earnings.  
 
 
 
 
 
 
 
 
 
 
 
Keyword: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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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租稅乃政府對人民的一種強制徵收，用以支付公共活動所需的費用，而此種徵

收，並無給付特種利益與否的關係存在。因此租稅乃政府為執行公務供應財政需要或

實現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之目的，基於人民納稅的義務，依據人民納稅的能力，向人

民強制課徵，無個別特殊利益報償的主要收入，而以貨幣表示者。 

在我國目前的租稅制度中，將所有的稅目區分為國稅與地方稅。對我國財政而

言，國稅的比重遠優於地方稅，而所得稅又優於其他國稅項目。我國現行的所得稅法

包含了兩種稅目，分別是個人綜合所得稅與營利事業所得稅(所得稅法第一條)，其中

營利事業所得稅的課徵不僅是國家重要的財源收入更兼具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及照顧

弱勢社會政策的雙重功能，由此可知營利事業所得稅在所有的稅目中占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 

營利事業所得稅在我國已實施近 60 年之久，其性質類似其他國家實施之法人所

得稅或公司所得稅。我國除對法人或公司課稅外，尚包括獨資、合夥、合作社、其他

組織以及不符合行政院規定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團體

等事業，其範圍較廣。營利事業所得稅課稅範圍為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我國境內者，

應就其在國內及境外全部營利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惟為避免國際間

之重複課稅，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有扣抵稅款之辦法；若營利事業總機構在我

國境外(即國外營利事業)，不論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人，如

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均應依法向我國納稅(所得稅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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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規定即為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稅基。整體而言，有所得即應課稅，不過近年

來政府為了發展經濟及促進產業升級，訂定相關租稅減免的法規(如促進產業升級條

例第二章、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第二十八條、促進民間參與建設法第三十六

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八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條等..)，不但侵蝕營

利事業所得稅的稅基且賦予公司經理人更大的盈餘管理空間(如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

規定之加速折舊及五年投資抵減規定)；再者公司為避免過度完稅及被加徵稅額，公

司經理人會為稅務目的而進行財務會計之層面之盈餘管理，不僅增加公司盈餘管理的

動機，更是對國家財政造成影響。上述有關法律層面的租稅減免，由於需符合一定之

要件才能享有，故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公司經理人為稅務目的而進行財務會計之層面之

盈餘管理。 

歐進士、李佳玲及詹茂昆(2004)認為公司為了達到某一時點一定盈餘或使投資人

認為所投資的公司為一穩定成長的健全公司，常會利用各種方法操縱盈餘。當企業營

業利益波動大時，為使盈餘平穩企業可能會運用非營業項目平穩盈餘。實證結果發

現，在控制企業獲利能力、經營規模與轉投資強度等因素後，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中，

經營風險與盈餘管理程度呈顯著正相關；而公司所發佈之財務資訊是否公允可靠，是

否有操縱盈餘及操縱盈餘程度的大小，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管理者之盈餘管理。。 

江向才及鄭莉(2003)認為盈餘管理將使公司財務報表失去忠實允當表達公司財

務狀況、經營成果的目的，進而使投資人、債權人做出偏差的決策。對政府而言，基

於樹果原則(Fruit and Tree Doctrine)，以公司盈餘為課稅客體且以一定之比例(目前稅

率為25%)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當公司獲利佳時，公司應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亦增

加；反之，當公司獲利差時，公司應繳營利事業所得稅就減少。 

因此，當公司基於某一定動機而操縱盈餘時，為避免讓外界或政府機關察覺其盈

餘管理的意圖，公司經理人通常喜歡以可裁決性的應計項目(林嬋娟及官心怡，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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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研究發展費用(金成隆、林修葳及林憶樺，2000)來當作盈餘管理的工具。故本研

究企圖探討當公司經理人為了節稅的動機，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

到節稅的目的，此為本研究探討的焦點。 

此外，我國有關盈餘管理的研究雖有不少，但絕大部分在探討當公司盈餘衰退時

或波動過大時如何透過盈餘管理美化公司財務報表或使公司盈餘平穩化，如比較台灣

公司IPO之盈餘管理行為、衰退公司盈餘管理、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理或股利政策

與盈餘管理、盈餘管理與經營風險等，鮮少提到盈餘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的關聯

性，管理者是否會為了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理降低公司的稅前純益，達到節稅

的效果，即為本研究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乃是以其當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

後之純益額為所得額。當公司的所得額增加時，即表示營利事業所得稅增加，營利事

業所得稅增加，公司盈餘管理的動機亦增加，那麼公司是否會透過盈餘管理來降低營

利事業課稅所得額，來達到節稅的目的？故本研究的目的可歸納成下列幾點： 

1.利用複迴歸分析來探討當高盈餘的公司課稅所得高時，經理人是否會基於節稅的效

果，而利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操控來進行盈餘管理之行

為。 

2.公司進行盈餘管理時，會使用各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如應收帳款、應付帳  款、

存貨、營業外損益、處分固定資產、處分投資、研究發展費用等。故本研究進一步

以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1995)來估計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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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性應計項目，並利用t檢定及無母數Z檢定來探討企業管理當局到底偏好那些會計

科目來進行盈餘管理行為。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五章，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論 

      說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與目的，並對研究架構作一概略性描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主要分為二節，第一節介紹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相關規定，第二節介紹 

      盈餘管理的動機及相關文獻。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敘述本研究所使用之假設、研究實證設計與方法、樣本資料來源與方  

      法。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就所選取的資料，進行統計檢定與分析，檢定是否與假說之預期一致。 

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論文架構圖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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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動機與目的 

 
實證結果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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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結論與建議 

圖 1-1 論文架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最主要在探討當公司獲利能力變佳時，經理人是否會基於節稅動機而進行

盈餘管理。所以本章分為二個部分，第一節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之關聯性相關

文獻，第二節探討盈餘管理的方法及相關文獻，第三節為文獻探討結論。 

第一節 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相關文獻 

一、國內相關文獻 

我國所得稅制自1951年修定所得稅法後，即採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並行

之獨立課稅制度，在該制度下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當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

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益額為公司課稅所得額(所得稅法第24條)。 

 

巫鑫(1998)認為在兩稅合一制度實施後對中小企業之個人股東而言，其營利所得

的邊際稅率由55%降低至40%；但對高科技股東而言，由於其企業本身享有租稅優

惠，只是在公司階段少繳稅， 但在股東階段與一般中小企業之股東相比並無差異。 

陳亭如(2000)探討在兩稅合一制實施後，營利事業所得稅本質上的改變是否為投

資人發現，成為投資價值的一部份，並探討稅前盈餘是否較稅後盈餘更能提供具攸關

性的資訊品質。其以1997年及1998年為樣本期間，選取該期間內139家 上市公司為樣

本，並利用簡單敘述量分析、簡單迴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實證結果

發現兩稅合一制度實施前，稅後盈餘較稅前盈餘具資訊內涵；實施之後，稅後盈餘成

為解釋股票報酬的變數；在實施之前，營利事業所得稅與股票報酬呈負相關，但之後

卻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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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世銘、林宗輝及蔡彥卿(2001)探討兩稅合一制的實施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該

研究認為，兩稅合一後，採取稅額扣抵制的方式，對於公司有減稅效果，故預期公司

會將部份原屬於1997年度之盈餘遞延至1998年度。然而上市公司有股價壓力，未上市

公司則無，故預期前速之盈餘管理行為，在未上市上櫃公司身上將更為顯著。其研究

結果顯示，不論為上市或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行公司，其在1997年度之裁量性應計數

皆為負，而1998、1999年度則不顯著，顯示這些公司為因應兩稅合一之實施，有遞延

盈餘之行為，以享稅負上之優惠。 

 

二、國外相關文獻 

美國 1986年之租稅改革方案(Tax Reform Act, TRA)以兩年的期間(1987－1988)將

公司最高所得稅率由 46%降低至 34%，歷年陸續有許多學者針對降稅前後，公司為

謀求租稅利益而產生之盈餘管理行為做研究。 

Gramlich(1991)主要探討調整最低所得稅之帳面淨利價值(Alternative Minimum 

TAX Book Income Adjustment, AMTBIA)對應計項目之影響。該研究係以橫斷面之迴

歸式進行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在 1987 年公司顯著減少產生所得之應計項目行為發

生，而在 1986 年則是支持經理人會選擇增加所得的應計項目之假說；另外在 1986

年及 1987 年發現交通運輸業、通訊業及金融服務業有較顯著的修正應計項目之行為。 

Scholes, Wilson and Wolfson(1992)調查公司是否會藉由遞延收入或加速費用支出

來移轉淨利於未來期間，以因應 1986 年 TRA 降低稅率的時間表。實證結果顯示，當

公司預期稅率降低時，會遞延收益認列與(或)加速費用認列，以操縱淨利，進而達到

節省所得稅目的。 

Guenter(1994)亦探討在 1986 年 TRA 下，所得稅稅率之變動是否提供公司經理人

很大的誘因去遞延淨利，以極小化公司之所得稅成本，進而使公司價值最大化；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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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公司規模、長期負債水準與經理人持股比重等因素對盈餘操縱行為之影響。結果顯

示，公司規模愈大，在稅率降低前之年度向下操作盈餘的現象愈顯著；而公司長期負

債水準與應計項目的變動呈現正相關；經理人持股比重與應計項目間則無顯著相關。 

Klassen, Lang and Wolfson(1993)以美國 191 家跨國企業為樣本，調查跨國企業是

否會作區域性的淨利移轉，以因應 1984-1990 年間世界性的稅率變動。其研究結果發

現，1985 年與 1986 年間，由於加拿大的稅率提高與歐洲的稅率降低，美國的跨國企

業會將淨利由加拿大移轉至美國，以及由美國移轉至歐洲；1987 年時，美國的稅率

降低，且與其他國家的稅率相近，此時樣本公司會將淨利移轉至美國；在 1988 年度，

企業將淨利移轉至除了歐洲與加拿大以外的非美國家，可能係因為此時其他國家之稅

率降低；最後於 1989 年度，因加拿大所得稅大幅降低，企業會將淨利由非美國加移

轉至加拿大。且其淨利移轉的幅度達到統計上與經濟上之顯著水準。 

Wang, Shaff and Kochian(1994)研究企業之財務報表與 1986 年最低所得稅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兩者之關係。該研究對先前有關之研究提出三項改善

觀點，一是樣本確實僅包含了適用 AMT 之公司，其次是應計費用及收益對 1986 年

稅法改變之並不具敏感性，最後是公司財務情況改變之時間序列模型是適用在估計未

預期應計項目上。研究結果為 AMT 公司會在 1986 年遞延費用及加速應計收益的認

列，而在 1987 年則是加速遞延費用認列及遞延應計收益。Wang 認為所研究的樣本公

司在 1986 年確實有增加應計項目之產生。 

Lopez, Regier and Lee(1998)探討稅務報導與財務報導之衝突，以發展一變數以增

加公司可能從事流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以使其稅負極小化的解釋能力。該研究結果指出

在所得稅率改變前，稅制積極之公司與負的流動裁決性應計項目有直接相關性。稅制

積極公司相對其他公司而言，在稅制改革前有較大的負數流動裁決性應計項目；當公

司面對稅制改革時會採取流動裁決性應計項目來進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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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文獻可知，營利所得稅政策對於公司具有關聯性。但不論是國外的學者

或國內的學者皆是對於單一事件進行探討，如稅率降低對公司影響、兩稅合一實施後

對公司盈餘管理關聯性及兩稅合一實施後是否實質減輕公司稅負等等，並未提到盈餘

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之間的關聯性，故本研究探討管理者是否會為了節稅的動機，

藉由操縱盈餘數字來降低課稅盈餘，以進行盈餘管理達到節稅的效果。（參見表 2-1） 

 

表 2-1 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相關文獻彙總 

研究主題 作者及年份 研究結果 

兩稅合一與盈餘

管理之關聯性。 
巫鑫（1998）、陳亭

如（2000）、林世銘、

林 宗 輝 及 蔡 彥 卿

（2001） 

1.兩稅合一制的實施前後，不論為上市

或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行公司，有遞

延盈餘之行為，以享稅賦上之優惠。

2.兩稅合一制度實施前，稅後盈餘較稅

前盈餘具資訊內涵。 
3.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是有關聯

性。 

公司所得稅是否

受稅制變動影響 
Scholes, Wilson and 
Wolfson （ 1992 ）、

Gramlich（1991）、
Guenter （ 1994 ）、

Wang（1994）、Lopez, 
Regier and Lee
（ 1998 ）、 Klassen, 
Lang and Wolfson
（1993） 

1.當公司預期稅率降低時，會遞延收益

認列與（或）加速費用認列，以操縱

淨利，進而達到節省所得稅目的。 
2.有較顯著的修正應計項目之行為，規

模愈大，在稅率降低前之年度向下操

作盈餘的現象愈顯著。 
3.在所得稅率改變前，稅制積極之公司

與負的流動裁決性應計項目有直接

相關性。 
4.當稅率變動時，跨國企業會將淨利移

轉至稅率較低的地區。 
5.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是有關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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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盈餘管理(Earning Management)相關文獻 

公司之財務報表和相關的揭露，是外界為了瞭解公司經營績效及預期未來發展

最主要的資訊來源與衡量工具。本節主要探討公司之財務報表和相關的揭露是否能真

實反應公司營運及財務狀況，及究竟有無盈餘操縱。 

一、盈餘管理的意義 

Gordon(1963)所提出之盈餘平穩化及 Watts and Zimmerman(1978)所提出的實徵

性會計理論概念，皆認為對盈餘管理者而言，因管理人員之目的不同而有三種策略，

即使盈餘增加、降低盈餘或使盈餘平穩化。Schipper(1989)則認為盈餘管理為財報提

供者基於某種經濟上的動機，利用其對損益承認的自由裁量權而企圖控制盈餘的結

果，區分為實質管理(同時影響經濟與會計所得)和人為的盈餘管理(影響會計所得)。 

盈餘管理的文獻包括盈餘管理的動機和方法。Healy and Wahlen(1999)指出，須先

確定管理者從事盈餘管理的動機，方能確定盈餘是否被操弄。在會計文獻中，學者鄭

丁旺(1993)對於盈餘管理所下的定義，主要可歸納為三種：(1)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允許

下，對於會計原則與程序之運作，做有目的的調整與改變，使公開的盈餘達到期望水

準的一個程序；(2)對於會計處理與財務報表之編制，進行有目的之操縱，企圖增加

公司或某些私人利益的作法；(3)公司管理階層對於公司實際財務績效，加以扭曲。 

二、盈餘管理的動機  

    本研究歸納過去學者文獻，依常見的盈餘管理動機來分類探討相關之文獻。 

 

（一）資本市場的誘因 

公司的會計資訊常被投資人及分析師使用於評估該公司之財務狀況或預測股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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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公司管理當局可能藉由盈餘管理來操縱損益，針對此一之動機，國內外有許

多相關之文獻。 

Friedlan(1994)及Teoh, Welch and Wong(1998)探討公司初次公開發行(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及盈餘管理的議題。由於公司在公開發行前並沒有相關市場價格可評估

發行股票的承銷價，所以會計資訊變成為評估承銷價的重要因素之一；且為了通過證

管會的審查，公司管理階層可能會美化報表，所以他們研究初次公開發行公司是否會

在公開發行前縱損益，使盈餘提高以提高承銷價其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在初次公開發

行前會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來提高公司盈餘。國內李建然及羅元銘(2002)探討 1984

年至 1996 年間，在台灣證券交易初次上市 IPO 公司，上市前與上市後至第九年經營

績效變動之情況，並探討上市後營運績效衰退是否是盈餘管理、代理問題或上市時機

的選擇等因素所造成。作者使用淨值報酬率(Returns on Equity)為主要績效目標，再根

據杜邦架構(Do Pont System)來進行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上市後績效衰退的原因，

似乎與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上市後的代理問題、盈餘管理或上市時機的選擇均有關

係，其中以上市時機影響最大，盈餘管理次之，代理問題最小。 

（二）獎酬計畫 

公司與經理人訂立獎酬計畫的目的在於避免經理人員因自身之利益而犧牲股東

之權益，此即所謂代理成本。對於獎酬之衡量，通常都會將會計資訊納入考慮，但由

於部分會計資訊之衡量牽涉到經理人員主觀的判斷，因此產生經理人員是否會為了取

得獎酬而有盈餘操縱行為之疑慮。Healy(1985)認為紅利計畫中通常會有紅利上限和目

標盈餘。即：(1)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可獲得的獎酬超過訂定之紅利計畫

上限時，經理人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降盈餘並將部分當期盈餘遞延至下期已歷次

期獎酬之獲得；(2)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可獲得的獎酬高於訂定之紅利計

畫下限但未達到上限時，經理人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高盈餘使當期獎酬達到最

大；(3)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無法達到訂定之紅利計畫最低水準，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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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減少盈餘以增加下期盈餘可達水準的可能性。 

（三）債約動機 

債務契約通常包含許多約定以保護債權人權益。實事性會計理論的債約假說預

測，經理人會因為債約目的而進行盈餘管理。由於違反債約會產生重大成本，故管理

者會極力避免違約，甚至避免接近違約的狀況。DeFond and Jiambalvo(1994)之研究即

在探討公司在違反債約的前一個年度與當年度，債約假說是否會影響公司經理人的會

計選擇，利用應計項目來操縱盈餘。其研究結果發現，有違反契約的樣本公司在違反

條款的前一年度會從事盈餘管理以增加公司盈餘。 

（四）政治動機 

獨占性或近似獨占的公司、策略性產業及規模很大的公司，在政治上都是被注意

的焦點，因為它們的活動會影響社會大眾。而這樣的公司多希望能藉由盈餘管理來降

低被社會大眾注意的焦點。亦即使用會計實務與程序來報導最小化的淨利，特別是在

高度繁榮期。否則，大眾的壓力會促使政府增加法規的限制或其他的方式來降低其獲

利能力。. 

相關的研究有 Jones( 1991 )探討美國政府進口管制保護政策(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而受惠的公司，在美國 ITC 進行調查決定是否繼續管制進口時，是

否利用盈餘管理降低盈餘以繼續獲得限制進口之保護。其實證結果發現，於 ITC 調查

結果期間，經理人確實曾經利用應計項目的操縱來降低盈餘，意圖使 ITC 同意限制國

外產品進口；尤其在 ITC 完成調查的當年度，樣本公司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來盈餘

管理的現象最為顯著。其它研究如 Cahan(1992)亦發現其樣本公司曾於 1970 年至 1983 

年間受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之獨占調查者，在受調

查的年度相較於其他年度，有較多使淨利減少的應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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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餘管理方法的相關文獻  

（一）有關盈餘管理方法的外國文獻 

Healy(1985)將總應計項目定義為本期純益(Reported Earnings)與營業活動之現金

流量之差額，再以當期之期末總資產加以平減。Healy 假設非裁決性應計項目不隨時

間而改變，也就是在觀察期時，非裁決性項目並不會有所改變，而用總應計項目的變

動來衡量裁決性應計項目。Healy 以總應計項目作為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代理變數。實

證結果顯示：公司紅利計畫的內容會造成經理人不同的盈餘管理行為，其中包括：(1)

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可獲得的獎酬超過訂定之紅利計畫上限時，經理人會

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降盈餘並將部分當期盈餘遞延至下期已歷次期獎酬之獲得；(2)

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可獲得的獎酬高於訂定之紅利計畫下限但未達到上

限時，經理人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高盈餘使當期獎酬達到最大；(3)公司未含裁

決性應計項目前淨利無法達到訂定之紅利計畫最低水準，經理人會利用裁決性應計項

目減少盈餘以增加下期盈餘可達水準的可能性。 

Dechow and Sloan(1991)探討 1974 年至 1988 年間，以盈餘做為績效衡量標準之

公司，是否在 CEO 任期之最後，為增加短期之獎酬，減少長期性之支出(如：R&D)

以增加盈餘。實證結果顯示，在管理者任期屆滿前，會減少其研究發展(R&D)之支出。 

Jones(1991)同樣認為非裁決性項目應計項目並不是固定的，且認為非裁決性項目

應計項目會受到外部經濟環境變動之改變而變動，因此 Jones 利用公司持有之的預期

模式去預測正常應計項目，修正以往隨機漫步的假設。由於收益項目可以客觀衡量公

司操縱盈餘前的營運狀況，以收益的變動數作為受經濟環境影響的控制變數，財產廠

房及設備之總額則作為非裁決性折舊費用的控制變數，而發展出一套時間序列模型估

計總應計項目。Jones 探討美國政府進口管制保護政策 ITC 而受惠的公司，在美國 ITC

進行調查決定是否繼續管制進口時，是否利用盈餘管理降低盈餘以繼續獲得限制進口

之保護。其實證結果發現，於 ITC 調查結果期間，經理人確實曾經利用應計項目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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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來降低盈餘，意圖使 ITC 同意限制國外產品進口；尤其在 ITC 完成調查的當年度，

樣本公司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來盈餘管理的現象最為顯著。 

DeAngelo, DeAngelo, and Skinner(1994)探討公司在管理買下(Management Buyout)

前，為了要降低購買或取得成本，管理階層可能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調整，影響被

管理公司的股票真實市價來達成其取得上的策略。DeAngelo et.al.修正 Healy(1985)所

提出之模式，以公司前一期之總應計項目為基準，將其視為正常之總應計項目(Normal 

Accrual)，來衡量測試時間之總應計項目與正常應計項目之差額，也就是我們所說的

非常應計項目(Abnormal Accrual)。DeAngelo et.al.並用隨機漫步模式套用在非裁決性

應計項目的計算上。所謂的隨機漫步，即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之期望職等於零，

因此總應計項目之變動就等於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實證結果並未發現樣本公司在

收購前有調低盈餘的情事發生，分析原因可能由於公司下市時均會委請專家評估公司

真實價，而減少操縱的動機。但此模式仍在某些地方有其缺陷，如 Aharony, Lin and 

Loeb (1993)認為某些產業的新上市公司，處於整體大環境成長的階段，將影響總應計

項目。此部分的變動可能是導因於公司成長而造成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變動，並非全

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變動所造成的。且預期之總應計項目僅受前一期資料影響，可能

造成模型之偏誤。 

另一方面，由於在 Jones model 中未考慮到收益包含現銷與賒銷兩部份，而經理

人可利用賒銷的認列時點來進行盈餘管理的操縱，例如：公司經理人可能再尚未收到

現金時，不論該筆收益是否已賺得，即利用裁量權提早於期末認列該筆收益，如此將

使收益與總應計項目均提高了，若存在此種情形將降低銷貨的變動對非裁決性應計項

目的解釋能力。有鑑於此，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對 Jones model 做了進一

步修正，假設事件期中所有賒銷的變動均來自於盈餘操縱的結果，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加入了應收帳款的變動；換句話說，也就是在事件期「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的估計式中，排除所有賒銷變動部分，即營收的變動數減除應收帳款及票據變動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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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後就完全屬於現銷的部份，亦即非裁決性收益的部份。 

此外，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亦探討各模型對於偵測公司盈餘管理的

能力，作者認為各模型在分析管理當局的盈餘管理行為時，經常是將焦點集中在探討

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上，如研究者會用一項估計模型，並以既有的盈餘報導資訊來估計

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大小。此研究以兩個部份來探討各模型在偵測盈餘管理行為

時的能力，包括利用統計中檢定適合性部分，來評估所選出的各模型會犯型一錯誤

(type I error)的次數，並加上各模型會產生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的次數，以此兩者為

觀察對象，來比較各模型的檢定力。最後測試結果發現，模型中在各方面的表現以

Dechow,Sloan and Sweeney 在該研究中所提出的 Modified Jones Model 表現較其他

模型為佳。 

（二）盈餘管理方法本國文獻 

    鄭丁旺(1993)探討新上市公司是否利用應計項目的方式來操縱損益。作者採取簡

單平均估計的方式，以上市後三年內應計項目之平均值當作預期值，測試上市前三年

之平均值與預期值間是否有顯著之差異。實證結果顯示，對所有樣本而言，新上市公

司於上市前後年度之應計項目的確存有顯著之差異。 

黃惠君(1995)探討公司上市前後盈餘操縱、上市後盈餘績效及盈餘操縱動機之關

聯性，研究企業經理人在遭受巨大上市利益誘導下，是否會於上市前操縱盈餘以利上

市並提高承銷價；及上市後是否會利用投資人預期上市後短期內股價會上漲的心態而

進行盈餘操縱，以使股價獲得最大的利益。作者採用 Jones(1991) 

模式來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以檢測公司操縱盈餘的程度，而以淨利與營業活動之現

金流量之變動作為營運績效的衡量指標。而實證結果顯示，公司上市前並未顯著以裁

決性應計項目操縱盈餘，但上市當年及上市後第一年則有顯著利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

高盈餘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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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7)探討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理，指出財務困難也

就是盈餘不佳可能造成股價下滑及政府管制，因此可能藉由盈餘操縱提高盈餘。實證

結果顯示：財務困難公司裁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存貨及異常營業外收入項目中均顯

示經理人存在操縱盈餘增加之現象；且根據檢測結果也發現，財務困難公司操縱盈餘

的時點，早在變更交易前 5 年已經開始。不過此文只針對個別應計項目做盈餘管理之

檢定，對總應計項目做盈餘管理之檢定，對總應計項目未作整體檢測。 

邱淑萍(2003)探討盈餘衰退公司盈餘的管理決策，以台灣股票市場公開交易之上

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包括：(1)盈餘衰退因素：將盈餘衰退公司分為三

種，並用裁決性項目對其作測試，發現三種盈餘衰退公司對於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之

程度皆有顯著之正向影響，並且在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進行盈餘管理決策時，得到盈

餘衰退一年之樣本公司使用裁決性項目機率最高的結果；(2)公司規模：利用兩個模

型來檢測盈餘衰退公司盈餘管理之機率，發現企業規模愈大愈有可能藉由裁決性應計

項目來操縱盈餘；(3)公司借款依存度：發現盈餘衰退之上市上櫃公司進行盈餘管理

之決策與程度，並不會因公司之舉債程度高低而有所差異；(4)管理當局持股比、管

理者財富與公司價值連結度：管理者持股比例愈高時，基於自利動機將促使管理當局

在盈餘衰退時，大幅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以美化財報，增加個人利益。 

陳怡君(2003)以 1997 年至 2000 年上市上櫃公司篩選出本研究所定義之三階段財

務危機公司作為樣本公司進行驗證。研究結果顯示：危機三階段公司在財務危機發生

前後，管理當局會隨著財務危機的嚴重程度來決定該如何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整盈

餘。而管理者所偏好採用之盈餘管理工具則包含：裁決性應計項目、裁決性 R＆D 支

出、裁決性廣告費支出、裁決性處分長期資產利得、關係人銷貨、薪水水準增加率。

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在裁決性廣告費支出及裁決性處分長期資產利得的效果並沒有像

前述兩項盈餘管理方式那樣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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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中航(2004)針對台灣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並視其有無利用盈餘操縱之手法

來進行盈餘管理之行為。首先，運用連檢定來預測中小企業是否普遍存在盈餘管理行

為，其次運用時間序列方法逐一觀察各樣本公司其稅後淨利型態以探討中小企業之盈

餘管理型態。最後，在研究是否在不同的企業規模下所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的程度會

有所不同。研究結果包含：(1)盈餘管理的操作手法普遍存在中小企業；(2)絕大部分

台灣中小企業盈餘管理的目的是為了使盈餘平穩化；(3)公司使用裁決性應收帳款來

做為平穩化之工具。 

四、其他影響盈餘管理方法的相關文獻 

國內相關研究如楊朝旭及吳幸蓁(2002)、林嬋娟及林囿成(2003)皆提出公司規

模、負債比率、去年盈餘是否為正、前期可裁決應計項目、董監事持股比率及法人持

股比率等可能影響因子。楊朝旭及吳幸蓁認為公司的規模愈大，為降低政治成本，盈

餘管理程度愈低，呈現負相關；負債比率愈高，盈餘管理的誘因則愈大，呈現正相關；

此外，由於應計項目存在自我迴歸的特性，前期應計項目可能於本期迴轉，故兩者呈

現負相關；董監事持股比率，愈能有效限制經理人盈餘管理的行為，兩者呈現負相關；

而若去年盈餘為正數，經理人為避免今年盈餘為負數，盈餘管理的程度亦較大；另外，

法人持股比率亦被認為可能影響盈餘管理的因素之一。但以往文獻存在兩種不同的觀

點，有人主張法人持股造成經理人有達成短期獲利目標的壓力，操縱的動機較強，兩

者呈現正相關 (Porter,2001)；而另一個觀點認為，法人相對於個人投資者而言，取得

資訊的能力較強，因此不會受到盈餘管理的愚弄，故兩者呈現負相關(Bushee,1998)。 

 

五、盈餘管理工具的相關文獻 

管理階層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容許之範圍，運用會計原則之可選擇性，在特定之

時機及動機之下介入財務報表之報導，以獲取私有利益之行為，因為 GAAP 是被允

許有彈性的選擇，因而管理者有機會去選擇會計方法，亦即運用計算會計數字之方法

改變，引起盈餘數字之變動，導致同一交易事實，有不同財務報導結果之選擇(李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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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1999)。常見盈餘管理工具可區分為：(1)與營業有關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會計方

法之選擇；(2)交易時點之控制；(3)運用營業外之項目；(4)創造性合併會計；(5)改頭

換面（Big Bath）。 

（一）與營業有關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會計方法之選擇 

會計盈餘之基礎有現金基礎與應計基礎，而一般公司常用的是應計基礎。應計基

礎中的應計項目可分為非裁決性及可裁決性，非裁決性隨企業的營運而變動，並非管

理者能變動，而可裁決性則可由管理者自由裁決，進而操縱盈餘。 

Watts and Zimmerman(1978)研究企業以存貨會計方法、折舊方法、投資抵減認列

方法及退休金分攤年限的選擇，加以檢定紅利假說及規模假說，作者並假設前述每一

會計原則的選擇是相互獨立的。其研究結果顯示折舊方法、投資抵減認列方法及退休

金分攤年限的選擇符合紅利假說；而存貨會計方法、折舊方法及投資抵減認列方法的

選擇則符合規模假說。 

國內學者沈維民(1997)認為企業最常利用「會計方法選用」及「裁量性應計基礎

的操縱」兩大類盈餘管理工具來進行操縱盈餘，故應同時考慮這兩種可能性，而分開

探討。作者進一步以 Logistic 分析，來探討管理當局之盈餘管理是否受到「政治成本」、

「紅利計畫」、「債務條款」等三個誘因之影響程度。實證結果顯示，國內企業整體而

言，管理當局之損益操縱僅顯著受到「政治成本」之影響，至於「紅利計畫」與「債

務條款」等兩項損益操縱誘因之影響力並不顯著。 

（二）交易時點之控制 

Bartov(1993)研究公司管理階層是否控制公司長期性資產出售的時點來操縱損

益，研究結果顯示管理階層出售長期性資產之行為有做盈餘管理之考量。Don 

Herrmann(2003)研究日本經理人是否使用固定資產的出售及有價證券來操縱盈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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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顯示，當本期營業淨利低於經理人預測值，公司會以出售固定資產及有價證券

來使盈餘達到目標值。 

金成隆、林修葳及林憶華(2000)以我國上市電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管理當

局是否會使用研發費用來進行盈餘管理。為避免使用時間數列的資料估計每家公司的

應計盈餘時，會使樣本數不足致自由度過小，因此作者根據國內情況修正 Berger(1993)

模式採取橫斷面(Cross-Section)方式估計預期的研發費用，接著進行強制性財測 20%

門檻規範的限制對於研究發展費用支出行為的影響檢定。其實證結果顯示，需做強制

性財務預測的公司普遍有降低研究發展費用現象，而企業操縱前財務預測誤差與研究

發展費用呈負向關係，財務預測高或低的公司，會減少或增加研究發展費用。此外，

最接近但未操過門檻這一組的操控幅度，大於未超過門檻的其他各組。其研究結果發

現：強制性財務預測公司多為現金增資、公司初次上市，故普遍存在操縱研發費用的

現象。 

（三）運用營業外之項目 

企業常會運用資金做長短期性之投資或處分其價值較高之固定資產(諸如廠房、

土地)，藉以利用其增值利得來充實盈餘數字，並以所取得之價款購入相同之設備管

理，在不影響企業正常營運情形下，增加公司的營業外收入來達成盈餘管理的目的。 

林明璋(1997)之研究表示，裁決性之營業外損益項目之產生之原因有：(1)為因應

資金之需求；(2)大規模公司因會計制度完備，較無法運用自裁性應計項目進行盈餘

管理，但有移轉利用裁決性之營業外損益操縱盈餘。 

曾國禓(1994)之研究表示，運用營業外損益操縱損益之情形，業績衰退之新上市

公司則有顯著大於上市前，表示其上市前運用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及其他工具進行

盈餘管理，上市後因而造成業績衰退，但已無法再運用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平穩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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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益，應而常運用營業外損益進行操控。所以，對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與營業外損益

項目，對於財務報表之揭露及使用者之分析裁決上，有不同之特性及意義，故公司面

對外在環境的壓力，在其運用營業外損益盈餘管理策略時亦會有所不同。 

馮志卿(1998)以航運公司為例，證實當受金融風暴影響，使其營業外支出增加，

諸如投資損失等，促使其增加營業外收入，來彌補其獲利能力之降低。因而裁決性之

營業外損益常用來彌補相對營業外損益之非預期之增減，藉以將損益平穩化。 

（四）創造性合併會計 

馬嘉應及劉敬業(2000)認為企業會以合併的動作來對盈餘進行操縱，在合併過程

中，會將被合併公司之經營成果，一次加以認列，但卻未見到所隱藏的相關費用，企

業若想增加盈餘，則可倂購一家體質不錯之公司，但若想降低盈餘時，則可倂購一家

體質不佳之公司，就可以達成預期的目的。 

 

（五）改頭換面(Big Bath) 

馬嘉應及劉敬業(2000)認為管理者藉由重整或變動經營權時，對財務報表作大幅

的清潔工作，透過以保守估計之數字，對財務報表之沖銷，或大額損失準備之提列，

得以換來未來年度損失之減少認列或轉回利得，用以創造未來之盈餘，另一方面又將

原有之鉅額損失之提列及沖銷之責任推由原管理階層負責，藉此方式將公司改頭換

面。 

綜合本節所載學者大多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5)來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但從過去與盈餘管理有關之文獻可知，可裁決性應計

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未操縱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另外，由過去

盈餘管理有關之文獻，公司經理人較偏好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等工

具進行盈餘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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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综合本章各節文獻，本研究採用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來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

比率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數，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

數，利用複迴歸分析來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理來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

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理。此外，我們也進一步分析公司經

理人如何利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行盈餘管理。（參見表

2-2） 

表 2-2 盈餘管理的方法及相關文獻彙總 

研究主題 作者及年限 研究結果 
盈餘管理的動機 Healy（1985） 

Dechow,Sloan and Sloan（1991）
Jones（1991） 
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 
DeAngelo（1994） 
Aharony（1993） 

1.提高公司盈餘。 
2.節稅動機。 
3.為達公司紅利計畫進行盈餘管理

行為，即使盈餘增加、降低盈餘

或使盈餘平穩化。 
 

盈餘管理的工具 鄭丁旺（1993） 
黃惠君（1995） 
林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5）
邱淑萍（2003） 
陳怡君（2003） 
楊中航（2004） 

公司經理人較偏好可裁決性項

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等工具

進行盈餘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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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根據公司的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兩者之關聯性，建立研究假

說，並據此來衡量變數與選取樣本，進行實證分析。第一節為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

第二節為研究假說的建立，第三節為研究流程，第四節為變數定義與研究方法，第五

節為預期結果。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 

一、樣本選取標準 

因為所得稅法有 5 年盈虧互抵的規定，而 2007 年度尚未申報完成，故本研究針

對 2001 年至 2006 年高盈餘 (2001 年至 2006 每年皆有盈餘且現金股利每年皆大於$1) 

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且樣本必須符合下列條件，才列入最後分析樣本： 

1.可取得其完整年度財務資料者。 

2.金融保險業公司因行業性質特殊及財務結構異於一般產業故排除。 

3.公司必須採曆年制。公司之會計年度可能不同，但不同之會計年度會造成資料

期間不一致，不易使用，故本研究將樣本之會計年度統一。 

 

本研究將台灣證券交易所掛牌上市公司之樣本分類方法如下：若樣本公司課稅所

得高即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則歸為操縱組；反之，若樣本公司課稅所得低即未操

縱前盈餘低於 0，則歸為對照組；此外，本研究刪除樣本左右兩端各約 1%之極端值。 

二、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使用之上市公司財務資料，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資料頻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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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料。 

第二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之研究假說分為兩個部份。一為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之關

聯性假說，另一個為盈餘管理工具之假說。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關聯

性假說是針對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可能成為企業管理當局盈餘管理之誘因

為基礎；盈餘管理工具之假說則是針對管理當局各種可能的操縱工具為基礎，建立相

關的研究假說。 

一、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之關聯性假說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成為企業管理當局進行盈餘管

理的誘因之ㄧ。根據 Healy(1985)研究指出，當公司獲利佳時，會基於節稅動機而進

行盈餘管理，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為影響企業經理人是否進行盈餘管理的誘因之ㄧ。 

本研究分別以所得稅費用為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的代理變數，以可裁決性應計項

目為盈餘管理的代理變數，並進行迴歸分析來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為影響盈

餘管理的因素。而為檢測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未操縱前盈餘(Unmanaged Earnings)大

於 0)，即預期盈餘的金額為正時，企業管理當局會利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來進行盈餘

管理，使公司繳納最低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因此發展出假說一如下： 

 

 

 
H1：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23



此外，當公司的課稅所得愈高時，公司所繳的所得稅愈多，公司管理階層較有可

能透過盈餘管理來達到節稅的目的，故發展出假說二如下： 

 

 

 
H2：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所得稅費用呈反比 

二、盈餘管理工具之假說 

會計盈餘的衡量基礎是應計基礎，應計基礎的會計體系中有許多會計選擇，因此

提供了經理人員自由裁決的空間與彈性，例如提早認列銷貨、延遲認列費用，或降低

認列壞帳費用的比率，以達到增加盈餘的目的(林嬋娟及官心怡，1996)；反之延遲認

列銷貨、提早認列費用，或提高認列壞帳費用的比率，即可達到降低盈餘的目的。因

此本文建立第三個假說： 

 
H3：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裁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  

應付票據及裁決性存貨降低盈餘。 

 

   此外，企業可透過外匯交易損益，利息收入或費用、出售投資損益等營業外損益

來進行盈餘管理(管夢欣，1993；Bartov, 1993)，故本研究提出第四個假說如下： 

 

 

H4：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益降低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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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研發費用為一種可裁決性支出，其投入與產出間的關係較不明確且未來不

確定性高，且比較不會影響到短期間的營運，因此對於研發費用支出比重較高的電子

產業，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做為操縱盈餘的工具(金成隆等，2000)。而研發

費用在會計上若支出屬當期則可列為當期的費用，更增加公司經理人使用研發費用進

行盈餘管理的動機；而研發費用的多寡均取具於經理人的自由裁量，外界很難判定經

理人是否有操縱盈餘之意圖，故本文提出第五個假說如下： 

 H5：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降低盈餘。 

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首先對樣本之各變數進行敘述性統計分析。由於本研究樣本資料較大，依

據中央極限定理，雖可將樣本資料視為常態分配，但本研究仍同時進行有母數及無母

數分析，若有母數及無母數統計結果呈現不一致，則以無母數為主。 

在檢測假說一及假說二之前，本研究先測試迴歸式中預期盈餘管理及所得稅費用

的自變數之間是否存有共線性。因此本研究先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即變異數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來檢定。

而當自變數有很大的 VIF 值時，即表示有嚴重的共線性。一般而言，當 VIF 值大於

10 時，則有共線之問題。之後，再使用複迴歸分析來對假說一及假說二進行檢定，

探討公司的營利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兩者之關聯性。 

在假說三及假說五部份，本研究採兩獨立樣本 t 檢定及無母數(Mann-Whitney)z

檢定等方法來對各項操縱工具進行檢定。本研究擬依據本章第節之樣本分類標準分成

操縱組及對照組，然後比照二組間各項操縱工具是否有所差異。本研究之流程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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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定義變數 

Pearson 相關檢定 

共線性檢定 

營所稅與盈餘管

理之關聯分析 

基本統計分析 

建立研究假說 

操縱工具之檢定 

t 檢定 無母數Z檢定 

比較操縱工具之差異

實證分析 

結論與建議 

3-1 圖 研究流程圖



 第四節 變數定義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來估計裁決

性應計項目。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的影響而產生

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數，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數，利用複迴歸分析

來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理來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

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理。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公司經理人如何利用可裁決

性項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行盈餘管理。 

一、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 

本研究將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納入控制變數，並以可裁決性應

計項目為應變數，利用複迴歸分析來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理來達到預期

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理。 

 

（一）變數定義 

1.總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DAC i,t) 

總應計項目是指企業分別依權責基礎計算所得盈餘之差額，也就是以繼續營業

部門淨利減去營業現金流量的差額。本研究使用橫斷面產業別 Modified Jones 

Model，首先以同年同產業所有公司之資料估計出(3-1)之迴歸係數後，代入式(3-2)

中，以同年資料計算出股利發放公司之非裁決性應計項目金額，即可得出可裁決

性應計項目，計算如式(3-1)及(3-2)： 

( ) 　tjtjtjtitjtjtjtitjtitjtj APPEAARREVAATAC ,1,,,21,,,,11,,01,, β β − Δ + β + εΔ+= −−−−            (3-1)  

( ) 　　1,,,21,,,,11,,01,,
ˆˆˆ

−−−− +Δ−Δ+= tititititititititititi APPEAARREVAANDAC ββ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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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ititi NDACTACDAC ,,, −=

tiNDAC ,

ti,0β̂ ti,1β̂ ti,2β̂ ti,0

其中 

Aj,t-1為第 t-1 期總資產 

TACj,t（總應計項目）＝經常利益－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ΔREVi,t為營收變動數＝ΔREVi,t－ΔREVi,t-1 

ΔARi,t為應收帳款及票據變動數＝ΔARi,t－ΔARi,t-1 

PPEi,t為折舊性資產總額＝房屋及建築物成本－機器及儀器設備成本＋其他 

                           設備成本＋其他設備成本＋固定資產重估增值 

j 為發放股利的 i 公司產業之公司，但 j≠i；DAC i,t＝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為不可裁決應計項目。 

之迴歸估計值。 β ti,1β ti,2β、 、 分別為 、 、

2.未操縱前盈餘(INBDi,t) 

未操縱前盈餘(INBDi,t)＝經常利益(NIi,t)－DAC裁決性應計項目(DACi,t)         (3-4)            

3.營利事業所得稅費用率(TAX) 

銷貨淨額

公司所得稅費用    =                               (3-5) 營利事業所得稅費用率

4.公司規模(SIZE i,t-1) 

根據過去文獻可知，有很多方法可以用來衡量公司規模，如銷售額及資產總額

等做為公司規模之替代變數；而本研究參考大多數文獻以股利發放前一年之銷貨收入

(單位：百萬元)自然對數值作為控制公司規模的代理變數，其衡量方式如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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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ln −− = titi SalesSIZE             (3-6) 

其中，SIZE 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公司規模；Sales 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

入。 

5.負債比率(LEV i,t-1) 

本研究以股利發放前一年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來計算負債比率，其計算方式如式

(3-7)： 

　　　　　　　　　　　　　　　　　　　　　
總資產

總負債
=              (3-7) 負債比率

（二）檢定假說一及假說二之實證模型 

根據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探討各模型對於偵測公司盈餘管理能力結

果顯示，各模型中以 Modified Jones Model 表現最佳，故本研究亦採用此模型，模型

如式（3-8）及（3-9）： 

 

TACi,t-n／Ai,t-n-1＝β0i,t／Ai,t-n-1＋β1i,t（ΔREVi,t-n－ΔARi,t-n） 

／Ai,t-n-1＋β2i,t PPEi,t-n／Ai,t-n-1＋εi,t-n                                         （3-8）  

 

TACi,t／Ai,t-1＝β0i,t／Ai,t -1＋β1i,t（ΔREVi,t-1－ΔARi,t-1） 

／Ai,t-n＋β2i,t PPEi,t-1／Ai,t -1                                                （3-9）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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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i,t-n 和 TACi,t分別為第 i 家公司第 t-n 年之實際總應計項目和第 t 年之總應計項目。 

n=1,2,3,…………T, T 為估計期間之期間數；ΔREVi,t-n（ΔREVi,t）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

年與前一年之收益變動數。 

ΔARi,t-n／（ΔARi,t）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年應收帳款減去第 t-n-1（t-1）年值之應收帳

款變動數。 

PPEi,t-n／（PPEi,t）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年之財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Ai,t-n-1／（Ai,t -1）為第 i 家公司第 t-n-1(t-1)年之期末總資產；β0i,t、β1i,t 及 β2i,t為迴歸係

數值。 

其估計值分別為 βΛ0i,t、βΛ1i,t、βΛ2i,t；εi,t-n 為殘差項。 

最後，由第 t 年實際之總應計項目減去算式(3-9)得到之正常總應計項目，即得第

t 年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從過去與盈餘管理有關之文獻可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包括未操縱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等(楊朝旭及吳幸蓁，2003；林嬋娟及林囿成，

2003)，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數，

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數，以所得稅費用分別為(3-10)之自變數，進行多元迴

歸分析： 

titititititi LEVSIZEINBDTAXDAC ,1,41,3,2,10, εβββββ +++++=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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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代表個別公司 

β0、β1、β2、β3、β4及 β5為迴歸係數 

DAC＝裁決性應計項目 

INBD＝未操縱前盈餘 

TAX＝所得稅費用率 

SIZE＝公司規模 

LEV＝負債比率 

εi,t  為殘差項 

 

二、個別應計項目 

應計項目是由可裁決與不可裁決應計項目所組成，然而不可裁決應計項目非公司

管理當局所能控制，因此檢定可裁決性項目的效果應優於總應計項目。然本研究為進

一步探討那些個別項目特別為企業經理人所喜愛作為操縱的工具，故特別針對個別的

可裁決應計項目進行檢定。 

本研究以迴歸模式來估計個別應計項目之變動。首先，本文參考 Stober(1993)之

研究模式，使用同產業橫斷面之資料來估算應收帳款、應付帳款及存貨之當年度之估

計值，其差額即為可裁決性應收帳款、可裁決性應付帳款及可裁決存貨；其估計的方

式如式(3-11)： 

1.應收帳款估計式 (  ),tiAR

　　　　　　　　　　ti
titititi ARARARAR

,
2,1,

3
1,

210
, 1 εββββ +⎥

⎤
⎢
⎡

−+++= −−−
　         (3-11) 

tititititi SSSSS 2,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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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R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應收帳款 

AR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應收帳款 

AR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應收帳款 

S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0、β1、β2及 β3為迴歸係數 

εi,t  為殘差項 

 

2.存貨估計式(Ii,t) 

　　　　　　　　　　　　　　　　　　　　　　　　　　　　　　　　　　　　

　　　　　　(3-12) ti
ti

titi

ti

ti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

titi

ti

S
SS

S
SS

S
I

S
I

S
I

S
I

SS
I

,
2,

2,1,

1,

1,,
5

2,

2,

1,

1,
4

2,

2,
3

1,

1,
2

,
10

,

, 61 εββββββ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I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存貨 

I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存貨 

Ii,t-2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存貨 

S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i,t-2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0、β1、β2、β3、β4、β5及 β6為迴歸係數 

εi,t  為殘差項 

 

3.應付帳款估計式(A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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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i
ti

ti

ti

ti

ti

ti

titi

ti

S
AP

S
AP

S
AP

SS
AP

,
2,

2,

1,

1,
3

1,

1,
2

,
10

,

, 1 εββββ +
⎥
⎥
⎦

⎤

⎢
⎢
⎣

⎡
−+++=

−

−

−

−

−

−

其中 

AP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應付帳款 

AP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應付帳款 

APi,t-2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應付帳款 

S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i,t-2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0、β1、β2及 β3為迴歸係數 

εi,t  為殘差項 

三、異常出售資產損益及營業外損益 

在異常出售資產損益及營業外損益，本研究以事件年度上市公司同產業公司之橫

斷面平均值做為預期正常水準，再以該公司事件年度實際值減去產業平均值，差額即

為異常值。計算式如式(3-15)： 

( ) ( ) 　　　　　　　　∑
=

−− =
n

j
tjtjtiti nANOPANOPE

1
1,,1,,          (3-14) 

   
( )

( )
1,

1,,
,

,,,

−

−−=

−=

ti

titi
ti

tititi

A
ANOPE

NOP

NOPENOPUNO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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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OPi,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營業外損益 

Ai,t-1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總資產 

EO 為期望值運算子 

NOPj,t為與 i 公司同產業 n 家公司之第 t 期之營業外損益，j=1,2,3,……,n, 

但 j≠i。 

UOPj,t為 i 公司第 t 期之異常營業外損益 

四、研發支出 

Perry and Grinaker(1994)以時間序列的方式，考慮總體與個別產業因素估計研發

支出，以求得研發支出的被操縱部份。然而，有鑒於我國資本市場歷史較短，若使用

時間序列的資料估計每家公司的預期研發支出時，會使樣本數不足致自由度過小，因

此本文是參考金成隆(2000)使用橫斷面方式來估計預期的研發支出(URD)。計算式如

(3-16)、(3-17)及(3-18)： 

　　　　　　      ,4,3,21,10, tjttjtjtjtj CHGGDPCAPFUNDSRDRD ελλλλλ +++++= − (3-16)

( ) 　　　　　　　　　　　　　　　　　　　　　　　tititi RDERDURD ,,, −= (3-17)

[ ]        　　　　ˆˆˆˆˆ
4,3,21,10,　　　 ttitititi CHGGDPCAPFUNDSRDRD λλλλλ ++++−= −   (3-18) 

其中 

j 為與公司 i 同產業之公司 

RDj,t與 RDj,t-1分別為 j 公司第 t 和 t-1 年研發支出，j≠i 

FUNDSj,t 為 j 公司第 t 年扣除研發與折舊費用前之繼續經營部門盈餘，其為經常利益、

研發、折舊之和 

CAPj,t為 j 公司第 t 年之資本支出，其為期末固定資產、折舊費用之和減去期初固定資

產 

 34



CHGGDPt 為第 t 年經濟成長率（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率） 

RDi,t為 i 公司第 t 年研發支出 

E（RDi,t）為 i 公司第 t 年預期研發支出 

URDi,t為 i 公司第 t 年可操縱之研發支出 

以上變數均先以同年銷貨收入平減後，再進行衡量。 

第五節 預期結果 

本研究探討當公司獲利佳時（即有高盈餘或高課稅所得時），管理者是否會為了

節稅的動機，透過盈餘管理降低公司的稅前所得，來達到節稅的效果；另若公司為了

節稅的動機而進行盈餘管理時，究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故本研究的預期

結果如下列幾點： 

1. 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即未操縱盈餘的金額為正時，公司經理人可能利用可裁決

性應計項目來進行盈餘管理，使公司繳納最低的營利事業所得稅。所以可裁決性

應計項目金額與未操縱盈餘的金額呈正比。 

2. 當公司的課稅所得愈高時，公司所繳的所得稅愈多，所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可運

用的金額愈大時，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費用則愈少；即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金額與

營利事業所得稅費用呈反比。 

3. 應計基礎的會計體系中有許多會計選擇，因此提供了經理人員自由裁決的空間與

彈性，以達到降低盈餘的目的。所以當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

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降低盈餘。 

4. 企業可透過外匯交易損益，利息收入或費用、出售投資損益等營業外損益來進行

盈餘管理，所以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益降低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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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發費用為一種可裁決性支出，對於研發費用支出比重較高的產業，公司經理人

會使用研發費用做為操縱盈餘的工具。所以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

能使用研發費用降低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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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當公司營利所得增加時，即表示營利事業所得稅增加。而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增

加，公司經理人是否會透過盈餘管理來降低營利事業課稅所得，來達到節稅之效果，

又公司經理人進行盈餘管理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到節稅的目

的，此為本研究探討的焦點。 

經過資料的蒐集、分析及彙整，本章提出實證研究之結果。第一節為描述性統計

量及相關性檢定；第二節為公司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之廻歸分析；第三節為盈餘管

理工具之分析；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量及相關性檢定 

本節先將 2001 年至 2006 年皆有盈餘的樣本資料做一基本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以了解其最大值、最小值、平均數、標準差等。此外，將應變數與自變數做相關性分

析，以了解本研究實證模型中自變數之間的相關性，並進一步探討自變數間是否存在

共線性，以便進行廻歸分析。 

一、基本描述統計量分析 

相較於一般探討盈餘管理之研究僅就盈餘管理程度進行分析，而本研究則保留

其方向性的概念，意即經理人操縱盈餘的方向；一般探討盈餘管理之研究，皆著重於

提高盈餘，而本研究著重於降低公司盈餘。本研究用以衡量管理當局盈餘管理行為的

工具為「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及「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當「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為正且未操縱盈餘大於 0 時，表示公司經理人可能利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降低帳面盈

餘；反之若為負值，表示公司經理人相對不可能利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降低帳面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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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為實證模型中基本變數之描述統計值。由表中可發現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DAC)之平均數為負數(-0.017069)，顯示就整體樣本公司而言，公司經理人會使用正

的「可裁決性應計項目」來降低帳面盈餘，但其餘的控制變數並未有顯著的差異，因

此，營利事業所得稅對盈餘管理的影響需在控制所得稅費用率、未操縱前盈餘、公司

規模及負債比率下，應以迴歸分析才能進一步分析。 

表 4-1  各變數之描述統計值 

 樣本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DAC 
TAX 
INBD  
SIZE  
LEV  
 

198 
198 
198 
198 
198 

 

-0.7018 
-0.0472 
-0.6221 
11.5042 
0.0642 

 

0.3900 
0.0953 
0.7887 

18.7780 
0.6030 

 

-0.0171 
0.0206 
0.1528 

15.1769 
0.4931 

0.1218 
0.0208 
0.1513 
1.6598 
1.3319 

註 DAC＝裁決性應計項目；INBD＝未操縱前盈餘；TAX＝所得稅費用率；SIZE＝公司規模；LEV＝負

債比率。 

 

二、相關性分析 

表 4-2 為各變數之 Pearson 相關係數矩陣。由表 4-2 可知，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與

所得稅費用率是呈現負相關且達 1%的顯著水準，顯示當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越高時，

公司所繳納的所得稅越少；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未操縱前盈餘是呈現正相關且達 1%

的顯著水準，顯示當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越高時，可操縱的盈餘越高；總裁決性應計項

目與公司規模是呈現負相關且達 5%的顯著水準，顯示公司規模越大，操縱盈餘的動

機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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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變數 Pearson 相關係數矩陣 

 DAC TAX INBD SIZE LEV 
Pearson
相關 

DAC 
TAX 
INBD 
SIZE  
LEV  
 

 1.000 
-0.197 
 0.203 
-0.120 
-0.235 
 

-0.197 
 1.000 
-0.78 
-0.034 
 0.283 

 0.203 
-0.078 
 1.000 
-0.023 
-0.013 

-0.120 
-0.034 
-0.023 
 1.000 
 0.014 

-0.235 
 0.283 
-0.013 
 0.014 
 1.000 

顯著性

(單尾) 
DAC 
TAX 
INBD 
SIZE  
LEV  
 

 
0.003*** 
0.002*** 
0.046** 
0.000*** 

0.003*** 
. 

0.137 
0.319 
0.000*** 

0.002*** 
0.137 

. 
0.373 
0.429 

0.046** 
0.319 
0.373 

. 
0.423 

0.063*    
0.000*** 
0.429 
0.423 

. 

註 1.DAC＝裁決性應計項目；INBD＝未操縱前盈餘；TAX＝所得稅費用率；SIZE＝公司規模；LEV＝

負債比率。 

註 2.***代表達 1%顯著水準；**代表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三、共線性檢定 

本研究使用變異數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來進行檢定，當自變數

有很大的 VIF 值時，即表示有嚴重的共線性。一般而言，當 VIF 值大於 10 時，則有

共線之問題。表 4-3 即為各變數的變異數膨脹因素，表中自變數之 VIF 值皆小於 10，

顯示迴歸模型中自變數之共線問題並不存在。 

 

表 4-3 各變數的變異數膨脹因素 

 VIF 

所得稅費用（TAX） 1.096 

未操縱前盈餘（INBD） 1.007 

公司規模（SIZE） 1.002 

負債率（LEV）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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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高盈餘的公司為主，探討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經理人是否會基於節稅

的動機，而利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操控來進行盈餘管理。本

研究將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納入控制變數，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

應變數，利用複迴歸分析來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理來達到預期營所稅節

稅的目的，也就是探討所得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理，相關實證模型如式(4-1)及實

證結果列示於表 4-4。 

 

實證模型：                                             

titititititi LEVSIZEINBDTAXDAC ,1,41,3,2,10, εβββββ +++++= −−          (4-1) 

 

表 4-4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理行為迴歸實證結果 

自變數 係數估計值 預期符號 P 值 t 值 F 值 Adj.R2

所得稅費用率

（TAX） 
-0.771 － 0.063* -1.868 

未操縱前盈餘

（INBD） 
0.151 ＋ 0.006*** 2.766 

公司規模

（SIZE） 
-0.009 － 0.084* -1.737 

負債比率

（LEV） 
-0.018 ＋ 0.006*** -2.753 

6.793*** 22.3%

註 1.依變數：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AC）。 
註 2.***代表達 1%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F 檢定表示模式顯著性整體考驗，由表 4-4 可知實證模型(4-1)樣本之迴歸結果，

F 檢定達 1%顯著水準，據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自變數整體而言具有解釋因變數的

能力。調整後判定係數(Adj.R2) 顯示自變數的整體解釋力，代表迴歸模型可解釋變異

量。因此所得稅費用率對可裁決應計項目的解釋能力有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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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 中可歸納出本研究的代理變數「所得稅費用率」(TAX)，與可裁決性應

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數估計值＝-0.771，t 值＝-1.868，p 值＝0.063)，此結果支持了

本研究之假說二（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所得稅費用呈反比）；未操縱前盈餘 

(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係數估計值＝0.151，p 值＝0.006)，且達 1%

之顯著水準，此結果支持了本研究之假說一；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未操縱盈餘

呈正比。 

公司規模(SIZE)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數估計值＝-0.009，t 值＝

-1.737，p 值＝0.084)，顯示當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經理人盈餘管理程度較高，與本研

究預期結果相符。根據政治成本理論發展而來的規模假說，大規模的公司易成為外界

矚目的焦點，而受反托拉斯法的調查，所以大規模公司所面臨的政治成本較高，降低

盈餘的程度也較高；負債比率(LEV)，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數估計值＝

-.0.18，t 值＝-2.753，p 值＝0.006)，且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當公司負債比率越大，

公司經理人盈餘管理程度較低(節稅動機較小)，與本研究預期結果不一致；造成不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這些負債比率較高的公司，其財務狀況已不甚健全，發生財務危機的

可能性較高，也因此較易受到主管機關的關切，故負債比率較高的公司無法透過裁決

性應計項目來進行盈餘管理。 

第三節  盈餘管理工具之分析 

本研究企圖探討盈餘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是否有關聯性，由上一節的實證結果

說明了盈餘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是有關聯性的，而盈餘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既有

關聯，公司經理人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此為本節

研究探討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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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以迴歸模式之實證結果來分析，當公司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理

人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本研究以 t 檢定及無母數

z 檢定來測試項目之平均數，在各種可能的操縱工具上，操縱組與對照組是否有顯著

的差異。相關之實證結果列示於表 4-5。 

一、檢定結果分析 

表 4-5 為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之公司檢定的結果，由表中呈現結果如下： 

 

表 4-5 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平均數檢定結果 

統計量（t） 
測試項目 

操縱組 

平均數 

對照組 

平均數 
兩組均數差

有母數檢定 無母數檢定

DAC 
總裁決性應計項目 

-0.0272 0.2272 -0.2544 0.835* -1.916*** 

DAR 
可裁決性應收帳款 

0.0016 -0.0081 0.0097 0.480 0.659 

DAI 
可裁決性存貨 

0.0310 0.0118 0.0192 1.317 0.071* 

DAP 
可裁決性應付票據 

0.0033 -0.0164 0.0607 1.224* 0.819 

UNOP 
可裁決營業外損益 

-0.0278 0.0513 -0.0791 -3.161*** -6.382*** 

URD 
可裁決研發支出 

0.0052 0.0159 0.0211 -3.271*** -1.916*** 

***代表達 1%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一）裁決性應計項目 

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 0 時

(對照組)，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由表 4-5 中可看出，總裁決性應計項目(DAC)，

操縱組的平均分數為-0.0272，低於對照組的平均分數 0.2272，且不論有母數檢定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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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數檢定皆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理人發現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可能使

用裁決性應計項目來降低盈餘。 

在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方面，裁決性應收帳款(UAR)不論有母數檢定或無母數檢

定皆未達顯著水準。理論上，操縱組的平均數應小於對照組平均數且操縱組平均數與

對照組平均數皆大於 0。但本研究操縱組的平均數大於對照組平均數，而對照組平均

數卻小於 0，有可能是迴歸式在估計公司正常值時產生的誤差所致。 

在裁決性存貨(UI)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數為 0.0310，低於對照組的平均分數

0.0118，兩組均差為 0.0192，且無母數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理人可

能藉由增加存貨來降低盈餘。 

在裁決性應付票據(UAP)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數為 0.0033，高於對照組的平均

分數-0.0164，兩組均差為 0.0607，且有母數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

理人會藉由增加應付票據來降低盈餘。 

（二）可裁決營業外損益 

在可裁決營業外損益(UNOP)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數為-0.0278，低於對照組的

平均分數 0.0513，兩組均差為-0.0791，且不論有母數檢定或無母數檢定皆達 1%之顯

著水準。顯示公司經理人可能藉由降低營業外損益來降低盈餘。 

 

（三）可裁決研發支出 

在可裁決研發支出(URD)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數為 0.0052，高於對照組的平均

分數-0.0159，兩組均差為 0.0211，且有母數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

理人會藉由增加公司研究發展費用來降低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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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實證結果，說明了盈餘管理與營利事業所得稅是具有關聯性(呈現負相

關)，且未操縱前盈餘 (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皆達 1%之顯著水準，

此結果支持了本研究之假說一及假說二。又公司規模(SIZE)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

負相關，顯示當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經理人盈餘管理程度較高，與本研究預期結果相

符；負債比率(LEV)，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顯示當公司負債比率越大，公

司經理人盈餘管理程度較低（節稅動機較低），與本研究預期結果不一致。 

    在盈餘管理工具方面，本文進一步研究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理人較

常透過那些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實證結果顯示，裁決性存貨(UI)、裁決性應付票據

(UAP)、異常營業外損益(UNOP)及異常研發支出(URD)較常為公司經理人使用。 

第四節  本章小結 

茲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歸納如下，並彙總於表 4-6。 

 

一、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關聯性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 

（一）所得稅費用率(所得稅政策之替代變數)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顯著負相關，

且係數估計值達-0.771，顯示公司經理人會為了節稅的動機進行盈餘管理，此

結果支持了本研究之假說二。（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所得稅費用率呈反

比） 

（二）未操縱前盈餘 (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

此結果支持了本研究之假說一（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二、盈餘管理工具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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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 0 時

對照組，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而實證結果總裁決性應計項目（DAC）不論有

母數檢定或無母數檢定皆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管理當局發現未操縱前盈餘大

於 0 時，會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來降低盈餘，進而降低盈餘。 

1.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 

  (1)裁決性應收帳款（UAR）方面 

裁決性應收帳款不論有母數檢定或無母數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有可能是迴歸

式在估計公司之正常值時產生的誤差所致。 

  (2)在裁決性存貨（UI）方面 

裁決性存貨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均數差為 0.0192，且無母數檢定

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理人會藉由減少存貨來降低盈餘。 

  (3)在裁決性應付票據（UAP）方面 

裁決性應付票據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均數差為 0.0607，顯示公司經

理人會藉由增加應付票據來降低盈餘。 

 

2. 可裁決營業外損益方面 

在異常營業外損益（UNOP）方面，異常營業外損益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

相關，均數差為 0.0791，且不論有母數檢定或無母數檢定皆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

公司經理人會藉由降低營業外損益來降低盈餘。 

3. 可裁決研發支出 

在可裁決研發支出（URD）方面，均數差為 0.0211，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經理人會藉由

增加公司研究發展費用來降低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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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有關聯性的，當管理者在進行盈餘管理時，

裁決性存貨（UI）、裁決性應付票據（UAP）、異常營業外損益（UNOP）及異常研

發支出（URD）較可能為公司經理人使用。而盈餘管理的程度經實證結果依序為異常

營業外損益、裁決性應付票據、異常研發支出及裁決性存貨。（參見表 4-6） 

 
 

表 4-6 實證結果彙總表 

研究假說 檢定結果 

H1：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公司

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假說獲得支持 

H2：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金額與所得

稅費用呈反比 
假說獲得支持 

H3：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

理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項目降低盈

餘。 
假說獲得支持 

H4：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

理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益降低盈餘。
假說獲得支持 

H5：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

理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降低盈餘。 
 

假說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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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關聯性之研究，目的在

瞭解，公司經營者在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是否會為了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

理降低公司的稅前純益，並進一步探討當管理當局在進行盈餘管理時，究竟會使用何

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本研究針對 2001 年至 2006 年皆有高盈餘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 來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從過去與盈餘管理有關之文獻可知，

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未操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率

等，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數，並

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數，利用複迴歸分析來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

理來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理。 

另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當管理當局在進行盈餘管理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來進

行盈餘管理。在假說三至假說五部份（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理人可能使用

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降低盈餘。），本研究將樣本分成操縱組及對

照組，以有母數檢定及無母數來檢定操縱組及對照組之平均數是否顯著差異，目的在

瞭解，公司經營者在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是否會為了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

理降低公司的稅前純益，並進一步探討當管理當局在進行盈餘管理時，究竟會使用何

種工具來進行盈餘管理，以檢定假說三至假說五。（公司若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

理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益及研發費用降低盈餘。）茲將本研究之實證

結果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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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具有關聯性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所得稅費用率(所得稅政策之替代變數)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呈現顯著負相關，且係數估計值達-0.771，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經理人會為稅務之目的

進行盈餘管理。當公司有高盈餘時，公司經理人會為了節稅的動機而操縱盈餘以降低

公司課稅所得。 

 

二、盈餘管理工具之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 0

時（對照組），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而當公司經理人進行盈餘管理時，會使

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裁決性存貨、裁決性應付票據）、可裁決營業外損益（UNOP）

及可裁決研發支出（URD）來降低盈餘，進而降低營利事業所得稅。 

 

三、就稅務的觀點而言 

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既有關聯性，那麼就稅務的觀點而言，當政府在訂

定相關租稅法規時，是否應考慮公司經理人的盈餘管理： 

（一）就財政收入而言： 

1.將裁決性存貨及裁決性應付票據的迴轉控制在一定的數額。 

2.在異常營業外損益項目方面：目前營利事業所得稅規定在 5 年內，損失與盈

餘可以互抵。公司經理人通常會將損失後第 5 年（損失後第 6 年即不可扣抵。）

的盈餘大量沖抵，而使政府稅收大受影響，因此政府在訂定租稅法規時可限

定給予每年一定數額沖抵。 

3.在異常研發支出方面：為避免公司經理人藉研發支出操縱盈餘，政府在訂定

相關租稅法規時，應對不同產業分別訂定公司每年研發支出的標準。 

（二）就社會公平而言：有所得即應繳稅，且越高所得者應負擔更多的稅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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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訂定租稅法規時，對於高盈餘的公司應考慮管理者的盈餘管理，對於可

裁決性應計項目、異常營業外損益項目及異常研發支出方面應訂定一定限額，

以維護租稅公平。 

 

四、就公司管理者觀點而言： 

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既有關聯性，那麼就管理者的觀點而言，當公司有

高盈餘時，公司經理人基於節稅的動機而進行盈餘管理： 

（一）就效率而言：公司經理人使用的盈餘管理工具依序為異常營業外損益、裁決性

應付票據、異常研發支出及裁決性存貨。 

   （二）考慮會計迴轉而言：公司經理人使用的盈餘管理工具依序為裁決性應付票據、

裁決性存貨、異常營業外損益及異常研發支出。 

綜合以上研究，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是有關聯性的，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以降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的效果；當管理當局

在進行盈餘管理時，裁決性存貨（UI）、裁決性應付票據（UAP）、異常營業外損益

（UNOP）及異常研發支出（URD）較可能為公司經理人使用。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 2001 年至 2006 年高盈餘 (2001 年至 2006 每年皆有盈餘且現金股利

每年皆大於$1) 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雖獲得良好的研究結果，但仍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嚐試以下深入的探討： 

1.本研究高盈餘的假設(連續 5 年未虧損，現金股利發放大於 1 元)及企業未操縱前盈

餘大於 0 時，公司經理人會進行盈餘管理以降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效果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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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務上可能不夠完整，後續學者可嘗試運用不同的盈餘假設如：員工分紅情形、

每股盈餘、息稅前盈餘等……進行研究。 

2.公司經理人進行盈餘管理時，降低公司盈餘並不完全為節稅的動機，可能還有其他

的因素（例如：為了來年的盈餘績效、避免成為社會的焦點等…）後續研究可考慮

其他影響因素再做探討。 

3.本研究以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理是有關聯性，

研究樣本未包括上櫃公司，因此本研究結果能否推論至上櫃公司，可進一步評估。 

4.可能還有其他影響公司管理當局進行盈餘管理因子，例如公司資金的融通能力不易

衡量，故本研究未加入探討，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5.本研究因受高盈餘的假設致樣本數過少故未考慮各產業盈餘管理工具的差異性，例

如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製造費用、電子業與非電子業的研發費用或資本密集與非資

本密集的固定費用，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6.本研究僅考慮折舊性資產總額，未考慮公司經理人是否會運用不同的折舊方法操縱

盈餘，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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