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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會計師事務所的離職率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問題，過去許多研究對離職傾向方面給予不少建議，但對離職率依舊沒有下降的

趨勢，因此本研究就是要了解離職率對事務所管理人員的意義為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發放300份，剔除填答不完整，

有效問卷共計227份，且用迴歸分析來驗證假設，研究結果顯示:1.會計師事務所離職率和管理者的知覺風險、工作壓力及

工作績效並沒有顯著關係2.知覺風險在會計師事務所離職率與工作壓力或工作績效之間並無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可說明

為何事務所管理者並未採取任何改善離職率的措施，致離職率一直居高不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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