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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的法人股東持股可概分為四項：(1)機構法人。(2)同一企業集團法人－集團上市公司與集團未上市公司。(3)非集團法人

－即是無業務聯屬關係的本國公司法人。(4)其他法人－包含政府、基金會等，隨著我國上市公司外資與法人持股比率的逐

年揚升及本國企業集團中利用未上市公司進行投資已上市企業集團等現象，使法人股東角色越來越重要。當企業持股中若

有同一集團的未上市公司持股比率偏高時，需注意是否有危機警訊，相反若企業持股中有來自非同一集團的一般公司高持

股現象，則可能是由於表現較佳，故吸引無關聯的本國公司法人投注資金，再則可能已投入較多資金，故會謹慎監控公司

經營以免危機發生。本研究旨在透過各類的法人股東持股比率對財務危機之影響進行深入探討，期待降低企業財務危機發

生之可能性。研究中採用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收集我國2002~2009年上市上櫃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的樣本，並選取相

同上市櫃產業與近似規模的對照樣本進行Logistic二元迴歸分析。 經實證結果發現：(1)集團未上市公司持股比率越高，發

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也越高，此一發現與理論及實務的財務危機案例相互吻合。(2)當非集團本國公司法人持股比率越高時

，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越低，由此顯見本國公司法人確能發揮監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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