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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會計師事務所流動率與規模對組織績效影響之研究，並以平衡計分卡作為衡量會計師事務所之績效指標

，以全臺灣會計師事務所為樣本，採用郵寄方式進行發放，共發放300份問卷，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效問卷共計71份，回

收率24%，且採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透過迴歸分析來驗證假設。 研究結果顯示：會計師事務所流動率與組織

績效呈現無顯著相關；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與組織績效呈現正向顯著相關。

關鍵詞 : 會計師事務所流動率、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組織績效、平衡計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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