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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教學創新試辦計畫企業見習 

          企業危機處理與企業價值之研究 

壹、活動目的 

    近年常會聽聞台灣上市上櫃企業經營者當局將企業盈餘調控挪用、掏

空資產以及炒作公司股票而釀成企業危機事件發生。根據過去五年個人在

中小企業擔任財務或是經營管理顧問階段，也常發現台灣企業的公司治理

還有待加強，也是本人在親赴該企業進行見習之期間所要瞭解之項目。根

據個人過去的觀察，上市上櫃企業發生危機事件原因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

原因： 

1. 財務結構不良;  

2. 經營效率不彰;  

3. 內部稽核與控制流程出現弊端 

 

    過去學者及研究人員在建立企業危機預警模式時，多半只考慮到公司

的財務比率或總體經濟變數，而忽略董事會結構與監管機制不健全對於企

業發生危機的影響。故過去研究焦點多放在失敗與正常企業的區別正確率

或是估算企業危機之機率，而對「正常經營企業」轉變為「危機企業」之

時點卻無法進行正確預測。這種只能「診斷」危機而不能「化解」危機的

研究，降低預測模型在先前防範及處理企業危機預測問題的功用上失效。

本文考慮台灣特殊的企業生態與公司董事會結構監管機制，建構企業存活

率函數，判斷企業所面臨的危險率，或失敗危險函數是否繼續存活，或發

生經營失敗之危險率之大小與企業長期經營績效所發生之累積作用是呈現

負期間相依性或是正期間相依性，希望能藉由本企業見習矯正過去研究不

足，除了能判斷影響企 業危機之影響因素及預測危機危險率外，其更能直

接對企業失敗時點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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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摘要 

本次企業見習主要有以下四項進行重點，活動摘要說明如下 

一、 對股權結構與企業價值之關連性進行實際訪視研究 

「經營權」與 「剩餘利益請求權」之分際是導致決策系統中「決策管理」

與「決策控制」分離之必然性，為有效解決代理問題，更頇將決策管理與

決策控制權分離以收相互制衡與內部控制之效。董事會是公司內部監管之

重要因素代表股東利益的一個統制機構，董事會是資金提供者（股東）與

資金運用者（管理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它賦與董事會掌握企業經營權之

最高權力的機構，不但是企業經營之最高機關，同時亦負有保護股東利益

之責任。 

二、對法人董事與企業價值之關連性進行實際訪視研究 
台灣基於公司治 理，設置「法人董事」蔚為風潮，原因是公司法修正規定

後，公司資金可藉 此鬆綁，貸與其它企業用途，或轉資其它企業，且不受

金額限制。以機構投 資人名義投資，可指派自己的人擔任其他公司董、監

事，進行幕後操控，特 別在家族性董事會的公司更形嚴重。 

三、對高階管理者更迭與企業價值之關連性進行實際訪視  

高階管理者更迭的主要原因有 

（一）股權結構及任期； 

（二）內部監控； 

（三）外部監控及市場管制； 

（四）董事會結構及席次等等。 

Schwartz & Menon （1985）發現失敗公司較易作出一些會計變更或盈餘操

控，以粉飾財務資 訊，中間與高階管理者更迭有關係，亦可能因不滿意簽

證報告與會計師意見 起爭執，而會計師是否能堅孚獨立性與謹孚最高審計

品質，會減少董事恣意妄為。 

四、對董監事持股質押成數與企業價值關連性進行實際訪視研究 
張峻萍（1999）與陳渭淳（2001）指出，當董監事持股質押成數愈高時，

則 代表其實際持有之股數愈少，對公司的向心力愈低，是會影響董事會監

督之 意願，使得公司發生失敗事件之機率升高，亦可能因個人財富問題，

以職務 之便，進行損害公司權益之行為，造成公司失敗損失。在企業見習

過程中，能有機會與該企業董事長及總經理交流互動，藉由上述所提四項

明確主題作為主要見習活動之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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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時間 

自 2017/9/20 至 2017/11/20 為期兩個月 

肆、符合之教卓分項計畫 

本計畫進行符合 分項計畫 F：推動管理學院往實體化方向發展，能積極與

企業接軌，提供本系所師資與學生資源，利用財金實習課程進行企業與系

所資源交流與統合，達到三贏策略。符合教卓分項計畫 F 

█ 分項計畫 F：推動管理學院實體化發展 

伍、具體規劃及行動方案 

一、具體規劃 

先以本人赴企業見習為第一階段，瞭解該企業整盤運作模式及相關法規，

待與主要經營階層關係熟絡之後，在適當時機進行訪查研究。 

 使用輔助工具 

 讓所有相關人員瞭解實施的程序或可能面臨的問題 

 執行風險控管之注意事項 

1.在企業文化之內發展風險控管 

2.不能忽略該方法與企業之組織文化的相容性 

3.要讓受到風險控管影響之人員有最大可能的參與 

4.發展支援工具或指南，以協助操作人員執行風險控管 

5.仔細計算執行風險控管工作所需之時間 

二、行動方案 

 將執行計畫實際參與者﹝5-8 人﹞集合至會議室，面對白板 

 協調促進者(facilitator)說明問題及遊戲規則 

1.不得批評和爭論所提的主意 

2.創新創意沒有限制。(歡迎有創意、瘋狂的主意) 

3. 創新創意的量要勝於質 

4.歡迎利用他人的主意加以變化和組合 

 將主意記錄在白板上 

 依現實限制篩選適用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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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風險控管小組需建立責任制度 

責任歸屬是執行風險控管工作不可或缺的議題 

每項風險或工作都應有風險主屬(risk owner) 

必須由正確的人來擔任裁定風險控管方法決策之人 

正確的人：真正瞭解風險事件之人  

企業為促進確實之責任，必須發展有效的責任制度，以及明確執行「賞罰

分明」並傳達賞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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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進行財務風險控管之腦力激盪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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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執行成效 

1.  監理者可以增訂新規定─可能涵蓋衡量、報導 或提列資本─協助其監  

    控與減輕風險衝擊。 

2.  市場參與者對於風險如何管理產生新的預期。 

3.  機構必須控制風險以維持績效。 

4.  資訊與技術的進步造就更為精密的管理技巧。 

5.  藉由財務風險管理的方式將風險作最適當的控制與消除，進一步達到

以下成效 

(1)  了解企業內部的環境、組織缺失與關鍵營運。 

(2)  辨識自然及潛在衝擊事件對於營運持續的影響，其中包括明確與可忽

略的事件。 

(3)  企業須了解在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風險事件可能會帶來的危機。 

(4)  建置應變策略，以減少風險所帶來的衝擊。 

6. 根據風險分析的結果，忽略風險值低的事件；並須維持營運持續計畫的

高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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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程表及經費預算總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費用 

9/29 14：00-16：30 企業風險管理之概念與基本流程研習 2,000 元 

10/23 14：00-16：30 高階管理者更迭與企業價值之關連性研習 2,000 元 

11/6 14：00-16：30 企業風險管理模型與產學合作提案研習 2,000 元 

                共         計 6,000 元 

【備註】：配合教卓計畫結案時程，各項活動應於 106 年 11 月 10

日前辦理完畢、繳交成果報告至管理學院並完成經費核銷。預算

項目僅能編列業務費及雜支，且雜支應控制於總經費之 6%以內。

活動經費各項明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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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議程、經費明細 

一、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14:00～14:10 報到 

14:10～14:20 開場致詞 
見習企業機構負責人

趙永祥老師 

14:20～14:30 課程簡介 趙永祥老師 

14:30～16:20 研習課程 趙永祥老師 

16:20～16:30 Q＆A 趙永祥老師 

 

二、經費項目 

經費項目 說明 單價 總價 教卓核定 

業務費 會場佈置 500*3 1,500  

業務費 
海報、邀請卡 

(文宣製作) 

一批 1,000  

業務費 膳食費 150*8 人*3 次 3,600  

業務費 研習手冊 250*8 人*3 次 6,000  

業務費 

交通費 高鐵嘉義-台北 

1080*2(來回 1

趟)*3 次 

6,480  

業務費 活動成果製作與印刷 300*8 人 2,400  

雜支 
電信費、影印費與文

具用品等 
 1,300  

小計 
22,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