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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揭露對公司治理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與網路寬頻的普及，使得公司網站資訊揭露逐漸受到

重視。延伸性企業報導語言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XBRL)是以延伸性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為基礎所發展出的新標記語言。周濟群(2007)指出企業導入XBRL技術後，將有益於其資訊揭露之透明度與

即時性。因此本研究乃探討有導入 XBRL技術之公司與無導入XBRL技術之公司，兩者間之公司網站資訊揭露之透明度與

即時性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實證結果發現，有導入XBRL技術之公司其公司網站資訊揭露之透明度顯著高於無導入XBRL

技術之公司。在即時性方面，兩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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