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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在各國陸續爆發公司財務危機後，主管機關及投資人逐漸意識到公司治理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實為健全資

本市場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公司治理對財務危機公司效果之研究。 研究中採用1998年到2004年之30家有轉危為

安的上市公司為樣本，以股權結構及董事會結構二構面結合經營績效，以驗證公司治理機制與財務危機公司之攸關性，研

究結果發現： 1.在董監持股部份皆為顯著相關，由此可知，公司在發生危機時可增加董監持股，使其有誘因監督管理者。

2.在控制股東擔任董事監察人方面，也都呈現顯著相關，這也證明當股東有權影響公司又身兼董監事此種決策者身份時，

會因為自身利益而做出損害公司的事。 3.在專業經理人擔任董事席位數方面，也都呈現顯著相關，這也呼應Yeh, Lee &

Woidtke(2001)認為內部管理者擔任董事席位比率愈高，對公司價值應較有正面的影響。 4.在董事會規模方面，雖之前的研

究對董事會規糢呈兩方看法，但本研究在取財務危機公司轉危為安的樣本下，是支持當董事會規模愈大，愈會使會議無效

率，在人多嘴雜下，反而無法有效率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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