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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揭露智慧資本的相關資訊係為一種自願性揭露，用以補足傳統財務報表的不足。本研究除了透過實際調查國內電子業

公司在智慧資本揭露的實務與現況、了解文獻上在衡量企業智慧資本績效值的適用性為何，更進一步去探討我國電子業企

業的智慧資本績效值對智慧資本揭露是否有影響、及其智慧資本績效值與智慧資本揭露對銀行授信的決策是否會有影響。 

本研究參酌S. Mitchell Williams(2001)之智慧資本相關研究，透過選取2005年5月17日臺灣證交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委託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簡稱證基會）所評比之資訊揭露評鑑系統結果較佳的企業、並於2004年與銀行有融資往來之上

市電子業公司作為本研究的樣本公司，進行實證研究並加以檢定分析。經實證結果發現： 1.智慧資本績效值對長期銀行借

款利率有正向影響。 2.智慧資本績效值對智慧資本揭露有正向影響。 3.智慧資本揭露對短期銀行借款比率有負向影響。 4.

智慧資本揭露對短期銀行借款利率有正向影響。

關鍵詞 : 智慧資本績效值 ; 智慧資本揭露 ; 授信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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