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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公司治理」議題被政府與公司廣泛的討論與重視， 而董監事機制一直是公司治理機制中很重要的一環，因董事

會乃 公司最高決策機關，並負監督管理當局之責。而自從博達事件爆發後， 如何強化公司資訊揭露程度與會計師查核公

司的審計品質， 已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當電子公司董監事機制的不同，其公司 資訊揭露程度有

無顯著差異；其次，研究公司資訊揭露對會計師 查核品質之影響程度。研究對象以我國上市電子公司為主， 以民國91年

至92年兩年為研究期間，共計438家樣本。研究結果顯示： 董監事機制與公司資訊揭露程度有顯著關係存在，而董事會規

模愈大、 董監事持股比例與獨立董事席次比例以及獨立監察人席次比例愈高， 與審計委員會之設立均會提高公司資訊揭

露程度。而當董監事股票質押 比例愈高反倒愈會使公司資訊揭露程度下降。且研究亦發現當公司資訊 揭露程度提高，可

使會計師查核公司財務報表的審計品質提升，減少公司 管理階層操縱盈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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