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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上市公司陸續發生一連串的財務危機事件與美國大型企業財務報表不實所導致企業危機，其影響範圍相當廣泛

，包括經濟環境、產業發展、股東、員工與企業利害關係人等，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但是財務危機發生最終責任之承擔

者應是掌握企業最高決策管理階層，因為在一般企業正常營運時，應可透過企業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來加以控管，但企業

之最高決策者，在企業營運上常常逾越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的規範，如：關係人交易、掏空或挪用公司資產，致使企業財

務危機的發生。所以必須憑藉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來加以監督與控管，如此才能使企業最高決策管理階層能在公司內部治理

機制之有效運作下，預防財務危機之發生。故本研究擬針對我國IC產業之內部公司治理機制加以探討，藉以瞭解影響我

國IC產業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之相關因素為何，並利用加速-失敗時間模型(accelerated failure time model)進行實證分析研究，

希望能藉此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不僅只針對區別正常公司與危機公司的正確率，或估算企業失敗之機率，而且可進一步

預測、判斷影響企業發生危機之影響因素、存活率、存活時間與廠商失敗率之期間相依性，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業界作為

公司內部治理危機預防之參考方向，在企業發生危機之前，先以正確的措施進行調整。 　　本研究在樣本之選取方面，係

就我國股票上市上櫃之IC產業公司，其自民國89年至91年間至少一年盈餘為負或連續兩年累積的營業利益為負之公司作為

失敗樣本，並以1:1作為配對選樣原則，選取八家正常公司加以配對，經由加速-失敗時間模型之實證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 1.在模型機率分配選擇上，本研究以Weibull分配之對數最大概似值最大，故其為配適較理想的機率分配。 2.在期間相依

性之研究方面，因為Weibull分配之規模參數 顯著小於1,所以台灣IC產業公司發生經營失敗之危險率與存活期間之關係，具

有正期間相依性，意指隨著台灣IC產業公司存活期間愈長;其發生失敗危險率將上升。 3.企業發生危機之影響因素之實證

結果方面，僅有董監事持股質押比率此一研究變數，呈現顯著負向關係，其代表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董監事持股質押比率

之比率愈高，則公司存活機率愈小。而其他研究變數與公司存活期間並無顯著之關連性。 4.在樣本之存活期間預測時，各

家公司之預測存活期間與實際存活期間相當接近;此外模型之正確區別率為75%，區別能力較佳。

關鍵詞 : 台灣IC產業 ; 企業內部治理機制 ; 存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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