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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於89年下半年遭逢政局不穩、股市重挫及經濟指標迅速翻轉向下，使得部分企業（如：國豐實業、楊鐵工廠、皇旗資

訊、彥武企業、桂宏企業、民興國際、信南建設、興達製罐、華國飯店、聯成食品、工礦、中信及揚智科技等等）因淨現

金的流出，導致週轉不靈而跳票，由此可知，現金餘額管理的重要性。 現金流量主要來自於營業活動、投資活動及理財活

動三方面，不論是營業收入之衰退或投資理財活動之失敗皆會造成淨現金的流出，直接或間接為公司帶來週轉不靈的危機

，因此，如能對公司現金流量波動之不確定性及現金餘額之耗減趨勢加以掌握，即能對週轉不靈進行先期之預防。 為提供

一套實用的現金餘額管理模式，協助企業建立跳票預防之先期機制，本研究乃整合「需求不固定，前置時間固定」的存貨

控制模式及Miller-Orr現金餘額模式，加以建構相關的模式，並選取已向台灣證券交易所申報84年第一季至89年第二季季

報的42家上市電子公司及10家89年下半年跳票的問題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以瞭解本研究所建構之現金餘額管理模式之實用

性，並對上市電子公司與89年下半年跳票的問題公司之共同病兆提出預警，最後再以Spearman等級相關係數對本研究所建

構之模式，進行現金餘額不足之區別力檢定，再次確認模式之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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