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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企業價值乃每一企業管理當局所追求的目標之一。而為了要提升公司的企業價值，管理當局往往利用調整裁決性應計

項目，已達到企業價值之提昇。而企業的價值是以企業之獲利能力、股東權益報酬率、權益資金成本與現金股利⋯等加以

決定。 為了要探討盈餘管理、企業價值與經濟附加價值之關聯性，本研究選取585家電子業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自2004

年至2006年，三年共計1,755個樣本數。再利用路徑分析探討三者之關聯性。茲將本研究實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盈餘管

理對企業價值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二、盈餘管理對經濟附加價值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三、企業價值對經濟附加價值呈現

顯著負向影響。 實證結果電子業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之動機愈高，有助於其企業價值之提昇與經濟附加價值，透過本研

究之發現，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提昇企業價值與經濟附加價值，皆是電子業必須審慎思考評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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