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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會計學者在會計鴻溝(The Schism in Accounting)一書中便指出，自從二十世紀初以來，美國的會計教育界與實務界之間

就一直存在著某種隔閡，並且隨著經濟發展延續至今。然而台灣的會計教育與會計實務之間的鴻溝比起美國更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 一般而言，學校是會計學生的培育中心，老師與學生為其主要的成員。對會計學生而言，學生將來進入業界的工

作場所為：會計師事務所、各大企業、財團法人及政府機關，是會計畢業生的最主要工作的場合(Hubbard，1993)，若從學

生及其就業市場對會計專業能力的認知去著手，便可以清楚的了解業界對於會計教育課程的需求與期許，所以，目前會計

教育改革的主要重點，乃在於了解會計教育界及其實務界對於我國會計教育課程的認知及其認知上的差異。 會計課程設計

與安排能夠與業界對於會計課程的需求相吻，不僅能夠改善此一缺失，更能提升會計教育的品質並讓會計教育與實務能夠

銜接，減少兩者之間的差距。並且透過此研究給予學界與業界建議，希望能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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