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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針對現行社會現況，財務風險導致企業經營危機，已預防為 前提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但有鑑於太多的因素，都將造

成 公司財務風險的產生，本研究根據量化的統計資料，歸納下列幾 項重點，茲敘述如下： 1.關於領導者方面： 領導者領

導能力，必須具備多元化的專業知識。 2.關於因應環境方面： 瞭解重大的環境變動，將造成中小企業經營不善，所以必須

有事先防範的計畫。而政府法令的更改，也是造成中小企業經營 不善，進而產生財務危機的主因。 3.健全財務體制方面：

公司股票遭市場人士惡性炒作，公司進場護盤，導致公司虧 損，是發生財務危機的主因之一。公司正派經營，一切遵照正

常 營運進行，即可避免因炒作短線造成損失、重大費用當期必須提 列，不致於造成隱藏性風險產生，健全良好的會計制

度也是必須 謹慎小心的重點之一。 4.公司良好掌控系統： 公司監控制度不良，導致公司員工盜用公款、高階主管必須 有

效謹慎防範員工道德風險問題。

關鍵詞 : 財務風險、預警模式、環境變遷、卓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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