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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實證分析的方式，來研究借殼上市公司借殼前後間績效的差異，本研究以現今25家借殼上市公司

為樣本，有效樣本為25家來進行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各大借殼上市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以及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研

究工具為SPSS統計軟體為主。本研究經實證分析結果有以下發現： 一、公司借殼後其財務結構與現金流量比借殼前好。 

二、公司借殼上市進行盈餘管理對償債能力與獲利能力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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