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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會計舞弊案件的層出不窮，從國外之安隆案(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到國內的博達公司、訊碟公司，乃至於最

近才發生之力霸案，這些案件的爆發都與會計師之道德操守有關，而會計師之道德操守是否與其價值觀，以及因安隆案爆

發後，重新受到重視之倫理課程有關，實為本研究之研究重心。因此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有關會計人員的道德倫理價值觀

、道德倫理課程與職業道德三者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中部之會計系學生，以及會計從業人員為其研究對象，問卷內容以

多元道德量表(MES量表)之問項為主，採現場發放現場收回之方式，搜集樣本資料。總共發放444份問卷，回收有效份數

為438份，無效問卷共18份，回收率98.6%。 本研究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顯示，會計人員之道德倫理價

值觀與其職業道德呈顯著相關；學校之道德倫理課程，會正向影響會計人員之道德倫理價值觀以及其職業道德。然而研究

結果亦顯示，目前大學所設置之倫理課程並未發揮其功能，以t檢定之結果顯示，不管受測者是否修習過倫理課程，其在

道德倫理價值觀及職業道德上，均未產生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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