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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子化是台灣各私立綜合大學近年來面對最嚴峻的挑戰，學生來源減少將直接衝擊其學雜費收入。

為維繫學校經營，爭取政府補助款或其他收入，並符合各項評鑑要求以維持一定聲譽，是各私立綜合大

學極為重視的財務策略。然而私立綜合大學無論向教育部申請調漲學雜費或爭取補助款等其他收入，皆

與學校財務條件極為密切關聯，是否可能為符合相關條件而進行會計操縱？本文以 99 至 104 學年度各私

立綜合大學為對象，並針對註冊人數顯著減少的後期（102-104 學年）與前期（99-101 學年）比較，雖未

發現少子化因素對私立大學會計操縱的顯著影響，但是為排除其他變數的可能干擾，經額外測試結果發

現，在少子化的挑戰下，各私綜合大學會計操縱程度後期與前期有所差別，且就財務條件、監督特性或

組織規模而言，後期均較前期顯著，顯示少子化對學校財務仍有一定之衝擊。 

關鍵詞：私立綜合大學、少子化、裁決性應計數、會計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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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fertility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ing Taiwa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tuition revenue is reducing given fewer student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many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urg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or raising tuition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ne critical factor to wi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or apply for tuition hikes is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We use discretionary 

accrual to study whether private universities will take the action of accounting manipul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duction in tuition revenues. The test period is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0-2015.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 is different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3-2015 when registered stude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of 2010-2012. The impact from either financial conditions, supervisory 

characteristics or organization scale to the possibility of accounting manipula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3-2015, compared to that of prior period. 

Keywords：Private University, Low Fertility, Discretionary Accrual, Accounting Manipulation. 

壹、緒論 

1.1 研究動機 

依據教育部 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報告，99 至 104 學年度其新生註冊人數

分別為： 27.1 萬、27.3 萬、27.2 萬、25.8 萬、26.4 萬及 26.4 萬，其中以 102 學年度的跌幅最

大1。可見，台灣少子化問題對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是私立大專校院，生存的衝擊備受關切；教

育部為因應學齡人口逐年減少，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已逐年管控縮減。 

私立院校財務結構，主要收入來源仍依賴學雜費收入，再者為推廣及產學收入、補助收入、

受贈收入、利息收入、投資、基金及附屬機構收益以及其他收入（試務費收入、住宿費收入及

財產交易賸餘等收入）2。少子化對私立綜合大學而言，不僅直接影響其學雜費收入，亦間接衝

擊其他各項收入來源，為維繫學校經營，除積極開拓生源外，爭取政府補助款或其他收入挹注

財務收入，是近年來極為重視的財務策略。各私校無論向教育部申請調漲學雜費或補助款，皆

與學校財務條件極為密切關聯，是以各私校是否為符合相關財務指標，進行會計操縱？其次，

私立綜合大學主要分為企業支持、宗教團體或私人興辦等類型3。部分研究指出，非營利的學校

法人可能因為組織類型而有不同的會計操縱動機（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曾錦煌，2010）。是

以，在少子化的衝擊下，不同類型學校，是否因為各項收入占比不同，造成其可能進行盈餘管

理的動機的差異性？以上為本文探討的動機。 

1 依據教育部 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報告，其新生註冊人數分別為：99 學年度 27.1 萬；

100 學年度為 27.3 萬；101 學年度為 27.2 萬；102 學年度為 25.8 萬；103 及 104 學年度 26.4 萬，其中

以 102 學年度的跌幅最大。 
2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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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貢獻 

私校設立時間與背景，規模大小差異甚大，規模較大的其會計操縱的可能性是否異於規模

較小的學校？另依私立學校法第 53 條規定，私立大專校院之財報必需經過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

事務所的簽證。許多文獻指出，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與財務報告品質具有正向關聯性（陳

雪如等，2007、方俊儒及劉哲綸，2015，教育產業有其特殊性，會計師簽證是否代表財務報告

品質之保證？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死亡交叉」，大學入學新生減少，意味將有不少大學面臨招生不足的經

營危機，少子化成為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經營管理上的重大挑戰，對以學雜費為主要財務收入的

私立大學尤為嚴峻。為因應生源減少造成學雜費收入降低的問題，各校必須爭取更多的收入，

一方面平衡財務收支，另方面也避免因財務窘困，進而惡化招生情形，以達到永續經營目標。

有關盈餘管理的研究大多以企業或公司作為對象，以非營利組織，特別是學校機關作為研究對

象的文獻極為有限。隨著出生率的降低，少子化的效應已延燒至大學，由於學費收入減少，對

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捐贈收入依賴程度的提高，在增多粥少的限制下，私立大學是否為爭取收入，

因而進行「會計操縱」？ 

本文以私立綜合大學為研究對象，採人工方式，自教育部網站蒐集經查核公告 99 至 104 學

年度其橫斷面財務資料，以裁決性應計數偵測在少子化的衝擊下，私立綜合大學財務條件的變

動與其會計操縱行為間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雖未證實少子化因素對私立大學會計操縱得直接影

響，但是在額外測試部分，發現在少子化可能的挑戰下，私立大學無論就財務條件或監督特性

等，對其進行會計操縱的影響更為明顯。本研究的貢獻有二： 

1. 擴展可能影響私校會計操縱的文獻：過去研究私校會計操縱的文獻，多以財務條件、監

督、組織及經營特性等進行探討，未考量私立大學可能面臨的經營困境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是

國內第一篇探索少子化影響私校會計操縱的實證研究，有助於相關領域研究者對此一議題的完

整了解。 

2. 作為主管機關分配教育資源及捐贈者是否捐贈之參酌：教育資源有限的限制下，資源分

配的合理公平更為重要，私立大學為了穩定的獎補助收入來源，可能出現會計操縱的行為，若

他們確實存在投機性的盈餘管理行為，將造成資源分配的不當，因此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教育主

管機關作為獎補助款政策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少子化的衝擊造成各校生源減少，促使私立綜合大學經營者莫不預先研議其因應策略。由

於私立綜合大學屬於非營利組織，不似營利組織有高度融資的自由，是以，學者研究指出，學

校為爭取更多的收入有可能進行會計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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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盈餘管理之動機及工具 

Healy and Wahlen（1999）指出，盈餘管理的動機主要分為三種：資本市場動機、契約動機

及政治成本。資本市場動機指當公司要發行新股時，在無法判定股價的情況下，為了提高股價，

公司有動機進行盈餘管理；而投資人在評估股價時，通常會比較去年度之財報資訊及分析師的

預期，因此，公司亦可能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預期。Teoh et al.（1998）推論，公司在首次公

開發行新股時，通常會採取應計項目以進行盈餘管理。其次，契約動機又分為獎酬契約及債務

契約，Healy（1985）研究指出，公司獎酬計畫設有限制時，管理者會為了個人獎酬之最大化利

益而進行盈餘管理。Jaggi and Lee（2002）研究發現，管理者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使淨利增加，

讓公司處於良好的財務狀況，以避免違反債務契約。政治成本則指政府對於產業訂有不同的管

制及規定，企業可能進行盈餘管理以符合法規；此外，Watts and Zimmerman（1978）指出，當

公司規模越大獲利越高時，為避免政府的監督也會進行盈餘管理，降低盈餘。 

過去探討有關盈餘管理的文獻，多以營利事業為主，較少分析非營利組織。林江亮及陳美

君（2009）指出，私立學校是非營利組織中，經營方式較接近於營利事業者，縱然其會計操縱

動機並非全然類似，但仍可參考營利事業盈餘管理的相關文獻。 

認為私立學校為增加其可運用的資金，可能進行會計操縱，其研究指出，私立學校為符合

申請調漲學雜費、獲得足夠的獎補助款與捐贈及獲得較好的評鑑成績等動機下，可能進行會計

操縱。池祥麟及陳培倫（2004）指出非營利組織會透過財務報導的方式，試圖降低與捐款者之

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利未來爭取更多捐款。陳雪如等（2007）亦發現學校為了爭取外界的捐款，

有可能進行盈餘管理。 

盈餘管理的工具主要分為二種：實質盈餘管理及裁決性應計項目。其中，實質盈餘管理是

指透過實質營業活動、利用交易的時點操縱來改變盈餘。Schipper（1989）認為公司為達到盈餘

管理的目的，可能在實際經濟活動操縱交易的時機、數量或金額。由於非營利組織與一般公司

本質上仍有差別4，過去研究非營利組織盈餘管理的文獻，多以裁決性應計項目探討（譚慧芳及

吳清在，2012；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 

關於應計數之偵測，Healy（1985）最早將總應計項目定義為本期淨利與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之差額，再以當期的期末資產平減並以總應計項目作為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代理變數。Jones（1991）

另納入考量企業個別經濟情況的代理變數，以期得到更合理的估計其非裁決性應計數。Dechow 

et al.（1995）修正 Jones 模型，將銷貨收入變動數減去應收帳款的變動數。Kothari et al.（2005）

在估計方程式中再加入績效變數作為控制變數，以修正企業具有極端財務績效時，Jones 模型或

Dechow et al. （1995）提出之修正 Jones 模型在偵測能力可能造成之誤差。由於多數文獻發現

修正後 Jones 模型之檢測能力優於 Jones 模型，同時避免極端財務績效影響偵測結果，本文參考

Kothari et al.提出之（2005）模型，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金額。 

4 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指出，私立學校與營利事業法律定位、組織使命與資金籌措方式等皆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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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響私立大學會計操縱之相關因素 

（一）少子化危機與會計操縱之相關性 

由前述，教育部 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報告得知，102 學年度註冊人數明

顯下降，顯示學雜費收入減少。陳雪如等（2007）指出學校的學雜費收入越低，越有可能進行

盈餘美化，以爭取其他收入。本文樣本期間為 99－104 學年度，因此將檢視少子化危機下，其

會計操縱的可能性為何。 

（二）財務條件或指標 

私立綜合大學不論在爭取補助款及捐款、調漲學雜費抑或是要通過各項評鑑，無不與其財

務資訊息息相關。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3 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向學生收取學雜費，其財務應公開透明，並於學校網頁建置財務公開專區，依財務資訊公

開內容架構表公告學校財務資訊，並置專人提供諮詢。」另外，近年來教育部亦設置公開網站，

提供各項財務指標，供社會大眾參考，內容可分為營運能力（含累積餘絀比率、資產效益率及

學雜費收入變動率）、償債能力（包含現金流量比率及速動比率）、財務結構（負債變動率）及

其他（舉債指數），其相關公式及定義如表 1。 

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研究發現，前述財務指標中，餘絀變動數與裁決性應計數為顯著

正相關，表示私校餘絀變動增加越多的學校為避免因餘絀降低而令人產生經營不善之聯想，其

盈餘管理程度越高，現金流量變數則與會計操縱程度呈負相關，顯示現金流量增加越多的學校

其盈餘管理程度越低。然而，陳雪如等（2007）研究指出，在現金流量及負債比率與裁決性應

計數呈正相關，現金流量增加越多的學校其盈餘管理程度越高，且私校可能為符合教育部借貸

之規定而進行會計操縱。王癸元等（2012）研究則發現，2007 年私校開始提列折舊後，餘絀變

動與裁決性應計數呈負相關。綜合前述文獻，本文將延續過去學者之研究，將餘絀變動、現金

流量變動及財務槓桿等財務條件對會計操縱可能性進行分析。 

再者，江向才等（2009）利用次序及線性迴歸，分析教育部之整體發展獎補助款對於私立

綜合大學其學生入學選填志願的關聯，發現政府補助款與大學志願選填結果，有顯著之正向關

係，表示學校若能爭取更多的補助款，其學生就讀的意願將會提高。在政府對私立大專校院所

各項補助款中，補助金額較高的項目為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

此項補助金額亦將學校財務條件列為評審標準之一。陳雪如等（2007）研究發現，學校的學雜

費收入較低，由於可運用資金較少，極有可能進行盈餘管理，以爭取較多政府補助款。另外，

林中平（2010）指出學校管理階層為爭取更多的獎補助款，有比較大的潛在動機去進行盈餘管

理以美化財報資訊。 

至於學校另一項主要財務來源，捐款收入方面，陳雪如等（2007）研究指出，學校為了爭

取外界的捐款，有可能進行盈餘管理。而池祥麟與陳培倫（2004）也指出，非營利組織會透過

財務報導的方式，試圖降低與捐款者之間資訊不對稱之問題，以利未來爭取更多的捐款。Jones 

and Roberts （2006）針對包含學校在內的非營利組織進行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專案支出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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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國外捐款人會認為組織有較好的效率推動專案，有助於吸引捐款。Krishnan, et al.（2006）

發現非營利組織故意報告錯誤費用之行為和管理人員的動機具正相關，其目的在於使捐款人認

為組織非常努力而捐款。 

表 1 私立綜合大學財務指標公式 

指標 指標公式 指標定義說明 

累積餘絀比率 
（累積餘絀＋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總資產 

衡量學校長期獲利能力，比率愈高表示學

校財務狀況較佳，能承受風險較高。 

資產效益率 本期餘絀／平均總資產 

評估學校運用總資產所產生之總體收益

能力。比率愈高表示學校財務狀況較佳，

可承受之財務風險程度相對較高。 

學雜費收入變

動率 

（本學年度學雜費收入－上學年度學

雜費收入）／上學年度學雜費收入 

分析學校營運之主要收入來源變動情

況。該數據如為負數，顯示學校營運收入

呈下滑現象，營運風險將上升。 

現金流量比率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用於分析學校以營運業務產生現金賸餘

償還流動負債之能力高低。該數據如果為

負數，顯示學校營運活動產生現金短絀，

償還流動負債另需仰賴投資活動或融資

活動現金挹注。 

速動比率 
（流動資產-材料-預付款項）／流動負

債 

分析學校流動負債由流動性較高之流動

資產償還之能力，此指標比流動比率更能

體現償還短期債務能力，該比率愈高，對

短期償債人較有保障。 

負債變動率 
（總負債期末餘額-總負債期初餘額）

／總負債期初餘額 

主要衡量學校負債變動情形，該比率如果

為正數，顯示學校整體負債較前一年度增

加，日後償付額度加大。 

舉債指數 
（貨幣性負債-貨幣性資產）／扣減不

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僅為評估學校融資之必要性，避免學校過

度舉債，致影響校務之運作及發展，不涉

債務清償之保證效力。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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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特性 

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分為以「人」結合的社團法人及以「財產」結合的財團法人，其中財團

法人有醫院、學校、寺廟、育幼機構及各類基金會等。其中，學校與醫院組織的主要捐助者依

其來源，可分為企業型與宗教型，而張力（2012）指出，醫院之企業型又可分為家族型及非家

族型。以各種組織型態財團法人為例，張雅怡（2012）在研究非營利醫院之盈餘管理行為時發

現，公立醫院除外之其他類型的醫院皆會利用裁決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理。黃德舜等（2009）

指出國內財團法人醫院之績效越差，財務操縱的可能性越高。 

私立大學部分，根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依各校性質區分為綜合

大學類組、醫學類組及宗教研修學院類組。其中，綜合大學又可區分為三大類：宗教團體興辦、

企業支持及私人興辦。宗教團體興辦之私立大學，如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靜宜大

學、佛光大學等，或由企業集團支持的私立大學，如大同大學、元智大學、義守大學、中信金

融管理學院等，也有私人興辦大學，如銘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實踐大學等。 

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指出，企業支持及宗教背景之學校與會計操緃程度間統計上並無

顯著差異。然而，曾錦煌（2010）研究發現，不同興辦背景的私立大學，在盈餘管理的程度上

具有差異性，其興學背景為宗教的私立大學在盈餘管理的程度高於企業與私人興辦的私立大學。

由以上文獻得知，私立大專校院因興辦背景的不同，是否影響會計操縱仍值得觀察。 

（四）監督特性 

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3 條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完

成決算，連同其年度財務報表，自行委請符合法人主管機關規定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分別報

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有鑑於私立大專校院之財報必需經過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事務所

的簽證，會計師審計品質與會計操縱的關聯性，無論就營利或非營利法人的財務資料，文獻上

探討甚多，然而在非營利法人之研究結果仍有所差異。 

方俊儒及劉哲綸（2015）在研究公司盈餘管理風險與會計師事務所更換型態之關係時，指

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為了維護事務所的名聲，較不願意接受高盈餘管理客戶之委任因而轉到非

大型事務所。李建然及林秀鳳（2013）亦認為由台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較能限制客戶盈餘

管理的空間且財報品質較優於其他會計師事務所。 

至於非營利法人組織，陳雪如等（2007）探討會計師選任模式與審計質量時，認為由五大

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學校的盈餘管理比非五大查核學校低。而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及林江亮

等（2012）則指出私校經由四大會計師所查核，其會計操縱程度反而較高。 

由以上文獻可知，大型會計師查核之營利法人，其盈餘管理程度較低，主要是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比較注重聲譽，因此較不願意接受有明顯盈餘管理公司之委任。然而私校之文獻確有不

同的結果，本文將檢視私立綜合大學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其會計操縱的可能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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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模特性 

江淑玲及林麗容（2007）利用德爾菲法研究中小企業盈餘管理行為時，發現組織操縱會計

盈餘以美化財務報表的行為，會受到組織規模的影響。Aharony et al.（1993）研究認為公司進行

盈餘管理的現象，小型公司比大型公司更加顯著。黃志仁等（2009）則指出組織總資產規模愈

大其盈餘管理彈性較大。 

關於非營利組織規模方面，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與曾錦煌（2010）延續一般企業相關

研究，以總資產代表組織規模，探討對私立綜合大學校院會計操縱之影響，實證結果未獲得統

計上支持；陳雪如等（2007）及王癸元等（2012）則以學雜費收入代表組織規模進行對私校會

計操縱影響之探討，實證結果均為負相關，惟陳雪如等（2007）有統計上之顯著性。延續前述

文獻，本文以私校學雜費收入作為規模的代理變數，探討對其會計操縱之可能性。 

參、研究設計 

本文設計，包含研究假說、實證模型、變數定義、研究樣本及期間，其說明如下： 

3.1 研究假說 

陳雪如等（2007）指出，近年台灣私立校院數目驟升，但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出現學校供

過於求及過度競爭的情形，在增多粥少的分配困境下，私立學校可能會進行盈餘管理，美化財

務報表，藉此爭取更多補助經費及外界捐贈。本文之研究期間為 99 至 104 學年度，其中 102 學

年度註冊人數明顯減少，為維繫學校經營，避免因為財務困窘影響招生，本文推論在少子化的

危機下，私立綜合大學為了達到永續經營而進行正向盈餘管理，故提出假說一：  

假說一：私立綜合大學面臨少子化危機，會增加其會計操縱。 

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私立學校為了增加其可運用的資金，在現行規範之下，無論是申請

調漲學雜費、爭取政府補助款或受贈收入等，皆必須達到教育部規定的財務條件。若干文獻研

究亦指出，私校營運能力、償債能力與財務結構等，與其進行會計操縱行為有關。 

根據王癸元等（2012）研究，私立大學自 2007 年會計制度變動後，避免固定資產和無形資

產餘額的偏誤，因此對會計操縱會產生抑制作用，本研究預期餘絀變動與裁決性應計數呈負相

關。提出假說二－1： 

假說二－1：私立綜合大學餘絀變動數，會減少其會計操縱。 

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認為，營運現金流量可作為非營利組織財務健全指標，營運現金

流量愈高，代表私立學校財務愈穩健，因此盈餘管理程度愈低。故提出假說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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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二－2：私立綜合大學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數，會減少其會計操縱。 

為避免違反債務契約，陳雪如等（2007）認為採取高財務槓桿的私立大學，愈可能進行盈

餘管理。故提出假說二－3： 

假說二－3：私立綜合大學財務比率槓桿，會增加其會計操縱。 

王癸元等（2012）證實私立大學依賴政府的補助款之程度相當高，且為爭取更多補助款而

美化財務資訊，進行會計操縱。江向才等（2009）也發現獎補助款與私立綜合大學其學生入學

選填志願有正向關聯。陳雪如等（2007）與林中平（2010）皆支持學校為爭取更多的獎補助款，

有較大的潛在動機去進行盈餘管理以美化財報資訊。因此本文推論，私立綜合大學補助款及捐

款的增加，與其會計操縱有關聯，故提出假說三： 

假說三：私立綜合大學獲得補助及受贈收入水準，會增加其會計操縱。 

再者，若干文獻指出，私立大學之興學背景不同確實可能影響其盈餘操縱，但結論並不一

致（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曾錦煌，2010）；查核會計師事務所之類型，其會計操縱的程度有

所差別，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雖然其聲譽或品牌投資均較為顯著，但是一旦審計失敗，導致客戶

及聲譽流失亦較為嚴重，相關研究結論亦未一致（陳雪如等，2007；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 與

林江亮等，2012）。故提出假說四與五： 

假說四：私立綜合大學興學背景的不同，會影響其會計操縱。 

假說五：私立綜合大學是否由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會影響其會計操縱。 

無論是營利或非營利組織，文獻上都發現，規模大小與會計操縱有關（Aharony et al.，1993；

江淑玲及林麗容，2007；陳雪如等，2007 與王癸元等，2012）。學校規模小，學雜費收入較低，

可運用資金相對較少，故有可能透過盈餘管理來美化報表，以爭取外來的補助或捐款，本文延

續前述文獻，提出假說六： 

假說六：私立綜合大學組織規模愈大，會減少其會計操縱。 

3.2 實證模型 

（一）會計操縱之衡量 

有鑑於非營利組織財務特性與一般企業差異性，延續過去文獻（黃德舜等，2009；譚慧芳

及吳清在，2012；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陳雪如等，2007；王癸元等，2012），本文使用裁

決性應計數作為會計操縱之代理變數，探討我國私立綜合大學會計操縱的可能性。針對裁決性

應計數之估計，本文採用 Kothari, et. al （2005）提出之加入資產報酬率（ROA）作為調整修正

後 Jones 模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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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為： 

TAi,t ASSETi,t-1⁄ =𝛼0＋𝛼1 [
1

ASSETi,t-1
]＋𝛼2 [

(∆REVi,t-∆RECi,t)

ASSETi,t-1
]＋𝛼3 [

PPEGi,t

ASSETi,t-1
]＋𝛼4𝑅𝑂𝐴𝑖,𝑡

＋εi,t （1） 

其中， 

TA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總應計數 

ASSETi,t-1：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1 年之總資產的帳面價值 

ΔREV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事業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及產學收入及其他教學活

動收入）變動數 

ΔREC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應收款項變動數 

PPEG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為固定資產之淨額 

ROA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資產報酬率 

NDAi,t=𝛼0＋𝛼1̂ [
1

ASSETi,t-1
]＋𝛼2̂ [

(∆REVi,t-∆RECi,t)

ASSETi,t-1
]＋𝛼3̂ [

PPEGi,t

ASSETi,t-1
]＋𝛼4̂𝑅𝑂𝐴𝑖,𝑡 （2）

DAi,t=TAi,t-NDAi,t  （3）

NDA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非裁決性應計數 

DA i,t：樣本為學校 i 在第 t 年之裁決性應計數 

（二）實證模式 

有鑑於少子化將直接衝擊各私立大學財務收入與生源、本文將分別從私立綜合大學財務條

件、組織特性與監督特性等因素，檢測對其會計操縱之可能影響，以下列之實證模式來驗證各

項假說是否成立： 

𝐷𝐴𝑖,𝑡

= 𝛽0＋𝛽1𝑇𝐼𝑀𝐸𝑖,𝑡＋𝛽2𝑉𝑁𝐼𝑖,𝑡＋𝛽3𝑉𝐶𝐹𝑂𝑖,𝑡＋𝛽4𝐿𝐸𝑉𝑖,𝑡＋𝛽5𝐷𝑅𝑖,𝑡＋𝛽6𝑆𝑃𝑂𝑖,𝑡＋𝛽7𝑅𝐸𝐿𝑖,𝑡＋𝛽8𝐵𝐼𝐺𝑖,𝑡＋

𝛽9𝑆𝐼𝑍𝐸𝑖,𝑡＋𝜀𝑖,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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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Ai,t：會計操縱程度變數 

TIME i,t：時間 

VNIi,t：餘絀變動 

VCFOi,t：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 

LEVi,t：財務槓桿 

DRi,t：當年度補助款及受贈收入 

SPOi,t：企業支持學校變數 

RELi,t：宗教創辦學校變數 

BIGi,t：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變數 

SIZEi,t：組織規模 

3.3 變數定義 

（一）因變數 

會計操縱變數（DA）：裁決性應計項目之絕對值。考量樣本中可能存在財務績效極端值的

情況，避免發生偏誤，參考 Kothari et al.（2005）提出加入資產報酬率（ROA）作為自變數之修

正後 Jones 模型，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金額。 

（二）自變數 

（1）時間（TIME） 

本項為虛擬變數，99－101 學年為 0，102－104 學年為 1。本文之樣本時間為 99 至 104 學

年度，根據教育部 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報告得知，其中 102 學年度註冊人數明顯

下降。陳雪如等（2007）指出學雜費越低之學校，其越有可能進行盈餘美化，因此，為維繫學

校經營，避免因為財務困窘影響招生，本文預期在少子化的危機下，私立綜合大學為了爭取更

多的財源而進行盈餘管理的可能性較高。 

（2）餘絀變動數（VNI） 

為當學年度餘絀與前一學年度餘絀相減後，除以前一學年度事業收入。林江亮及陳美君

（2009）研究我國私立大學校院會計操縱程度影響因素，發現餘絀變動增加越多的學校，其盈

餘管理程度越高。而王癸元等（2012） 發現，96 年私校會計制度變更而開始提列折舊後，為

估計正確的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價值，避免將餘絀隱藏至這些科目中，使餘絀變動與裁決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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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數呈負相關。由於本文之樣本時間為 99至 104學年度，均為適用應提列折舊之會計制度期間，

因此預期餘絀變動與操縱盈餘呈現負向關係，即餘絀變動數愈高的私立大學，可能利用裁決性

應計數管理盈餘的程度越低。 

（3）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VCFO） 

為當學年度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與前一學年度營運活動現金流量後，除以前一學年度事業收

入。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研究指出，私立大專校院之現金流量增加越多的學校，其財務績

效越好，盈餘管理程度越低。本文預期本項變數方向為負。 

（4）財務槓桿（LEV） 

為當學年度總負債除以當學年度總資產。陳雪如等（2007）指出，財務槓桿與裁決性應計

數之絕對值呈正相關，顯示私校為符合教育部借貸之規定，其會計操縱程度愈高。因此本文預

期財務槓桿率與會計操縱為正相關，即當負債越高之私校，愈有可能利用裁決性應計數管理盈

餘。 

（5）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DR） 

本項以各校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取自然對數。江向才等（2009）針對政府補助款與大學

志願選填結果之研究結果發現，學校若能爭取更多的補助款，其學生就讀的意願將會提高。陳

雪如等（2007）和王癸元等（2012）研究皆指出學校為了爭取外界的捐款，有可能進行盈餘管

理。因此本文預期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增加與裁決性應計數為正向相關，即當補助及受贈收

入愈多之私校，愈有可能利用裁決性應計數管理盈餘。 

（6）企業支持學校變數（SPO） 

本項為虛擬變數，由企業支持之學校，其值為 1，否則為 0。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研究

認為，企業支持之學校其會計操縱程度較高，但未具顯著性。而曾錦煌（2010）利用流動比率

之比較發現興學背景為企業與私人興辦的私立大學因強調經費使用效率，流動資產較少，其會

計操縱程度顯著較低。由於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故本文不預期方向。 

（7）宗教創辦學校變數（REL） 

本項為虛擬變數，由宗教創辦之學校，其值為 1，否則為 0。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研究

指出，具有宗教背景學校，因以提升宗教敎育為主，其會計操縱程度會較低，但未具顯著性。

然而，曾錦煌（2010）發現宗教背景的私立大學因在財務上較為寬鬆，因此盈餘管理的程度較

高。由於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故本文不預期方向。 

（8）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變數（BIG） 

本項為虛擬變數，當學年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學校，其值為 1，否則為 0。方俊儒及

劉哲綸（2015）與陳雪如等（2007）均指出，由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企業或私立大學校院，

其盈餘管理程度較低。而林江亮及陳美君（2009）則發現，由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私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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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有較高的會計操縱程度。由於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故本文不預期方向。 

（9）組織規模變數（SIZE） 

本項以各校學雜費收入取自然對數。陳雪如等（2007）及王癸元等（2012）皆以學雜費收

入代表組織規模，探討對私立大學校院會計操縱之影響，實證結果為負相關，因此本文預期組

織規模與會計操縱為負相關，即當規模越大之私校，利用裁決性應計數管理盈餘程度越低。 

3.4 研究樣本及資料期間 

本文以 99 至 104 學年度為研究期間，研究對象依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私立大學共

計 37 所學校，排除醫學相關學校 7 所，及先前合併之學校 2 所，共計 28 所學校，依各私立綜

合大學組織特性彙總如表 2。其所需之財務報表資料，以人工方式自各私立大學網站下載各學

年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進行實證分析。 

表 2 私立綜合大學之組織特性 

組織特性 學校名稱 小計 

財團支持 大同大學、大葉大學、元智大學、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義守大學 5 

宗教背景 中原大學、玄奘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佛光大學、長榮大學、

南華大學、真理大學、華梵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 

11 

私人興辦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大學、世新大學、台灣首府大學、明道大學、

淡江大學、亞洲大學、逢甲大學、開南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2 

合計 28 

註：合併學校：康寧大學（為康寧大學及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合併）及法鼓文理學院（為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合併）。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本文自行整理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4.1、敘述性統計分析 

私立綜合大學 99 至 104 學年度樣本資料之敘述性統計，包含變數之名稱、平均數、中位數、

最大值、最小值及標準差，樣本總數為 168 筆，如表 3 。裁決性應計數 （DA）介於 0.0001 至

0.1596，平均數為 0.0106。 

自變數方面，時間（TIME）平均值為 0.5。本期餘絀變動（VNI）介於－0.1843 至 0.9831，

平均值為 0.0112。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VCFO）介於－0.4685 至 0.4888，平均值為－0.0061。

財務槓桿（LEV）介於 0.0066 至 0.3450，平均值為 0.0903。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DR）介於

7.3093 至 9.0880，平均值為 8.3038。企業支持學校變數（SPO）及宗教創辦學校變數（REL）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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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為 0.15 及 0.39。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變數（BIG）平均值為 0.4。組織規模（SIZE）

介於 7.2265 至 9.4054，平均值為 8.9004。 

表 3 敘述性統計分析 

名稱 平均數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DA 會計操縱變數 0.0106 0.0080 0.1596 0.0001 0.0147 

TIME 時間 0.5000 0.5000 1.0000 0.0000 0.5010 

VNI 餘絀變動數 0.0112 －0.0024 0.9831 －0.1843 0.1185 

VCFO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 －0.0061 －0.0045 0.4888 －0.4685 0.1087 

LEV 財務槓桿 0.0903 0.0595 0.3450 0.0066 0.0821 

DR 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 8.3038 8.3468 9.0880 7.3093 0.3168 

SPO 企業支持學校變數 0.1500 0.0000 1.0000 0.0000 0.3570 

REL 宗教創辦學校變數 0.3900 0.0000 1.0000 0.0000 0.4900 

BIG 
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變數 
0.4000 0.0000 1.0000 0.0000 0.4910 

SIZE 組織規模 8.9004 8.9737 9.4054 7.2265 0.4004 

N=168 

4.2 相關係數分析 

本文運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可得知變數間之相關性，並分析是否有共線性的問

題。表 4 為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 

各變數間相關係數均低於正負 0.7，顯示應無高度相關。其中在 1％的顯著水準下，裁決性

應計數（DA）與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VCFO）具顯著負向關係；在 5％的顯著水準下，裁

決性應計數（DA）與企業支持學校變數（SPO）具顯著正向關，而與時間（TIME）具顯著負向

關係；在 10％的顯著水準下，裁決性應計數（DA）與宗教創辦學校變數（REL）及組織規模（SIZE）

具顯著負向關係，其餘變數則未達顯著性。 

為避免本文可能因共線性問題造成偏誤，將再利用變異數膨脹因子 VIF 進行變數檢測。表

5 為 VIF 值檢定，結果顯示各項變數之間 VIF 值低於 4，故本文排除變數間共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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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 

DA TIME VNI VCFO LEV DR SPO REL BIG SIZE 

DA 1 

TIME -0.145
＊＊

 1

VNI -0.063 0.171
＊＊

1 

VCFO -0.204
＊＊＊

 0.298
＊＊＊

 0.244
＊＊＊

 1

LEV 0.027 -0.074 -0.039 0.029 1 

DR -0.056 0.049 0.152
＊＊

 -0.019 -0.099 1 

SPO 0.151
＊＊

 0.017 0.075 0.112
＊
 -0.029 0.017 1 

REL -0.127
＊

0 0.032 -0.111
＊

 -0.184
＊＊＊

 0.23
＊＊＊

 -0.336
＊＊＊

 1

BIG 0.011 0.012 0.027 0.023 -0.204
＊＊＊

 0.464
＊＊＊

 0.103
＊
 0.067 1 

SIZE -0.107
＊

-0.005 -0.229
＊＊＊

 -0.076 0.222
＊＊＊

 0.67
＊＊＊

 -0.014 0.008 0.14
＊＊

 1

註：
＊
p<0.1.

＊＊
p<0.05.

＊＊＊
p<0.01. 

表 5  VIF 值檢定 

名稱 VIF 

TIME 1.124 

VNI 1.493 

VCFO 1.176 

LEV 1.262 

DR 3.751 

SPO 1.171 

REL 1.312 

BIG 1.464 

SIZE 3.155 

4.3 迴歸結果 

表 6 為裁決性應計數之迴歸結果，其說明如下： 

（一）少子化危機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 

裁決性應計數（DA）與時間（TIME）迴歸係數為－0.002，但不具統計上顯著相關，故不

支持假說一。推測可能是在本樣本期間中，首當其衝面臨少子化衝擊的是私立科技大學（或技

術學院），各私立綜合大學尚未真正面臨「105 大限」的重大關卡，故在統計上無法呈現此一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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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條件或指標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 

在 5％的顯著水準下，裁決性應計數（DA）與營運活動現金流量（VCFO）呈現顯著相關，

支持假說二－2，顯示各私立綜合大學財務條件確實會影響其會計操縱。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VCFO）迴歸係數為－0.028，顯示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愈高，其會計操縱的可能性會愈小。

但裁決性應計數（DA）與各校餘絀變動則不具統計上之關聯。 

裁決性應計數（DA）與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DR）迴歸係數為 0.009，但不具統計上顯

著性，不支持假說三。 

（三）組織特性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 

在組織特性方面，裁決性應計數（DA）與企業支持學校（SPO）具顯著正向相關，而與宗

教創辦學校（REL）不具顯著相關，支持假說四，推論興學背景不同的私立綜合大學，其會計

操縱程度有別。其中企業支持的私立大學在盈餘管理的程度上顯著高於宗教與私人興辦的學校，

與曾錦煌（2010）研究結果有所差異。林江亮與陳美君（2009）指出，企業創辦學校，可能利

用其所贊助的學校進行盈餘管理，而學校也可能為配合企業而允諾其某些財務上的配合，故通

常會有比較明顯的會計操縱現象。 

（四）監督特性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 

裁決性應計數（DA）與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BIG）之間不具顯著相關，不支持

假說五。 

（五）規模特性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 

在 5％的顯著水準下，裁決性應計數（DA）與組織規模（SIZE）回歸係數為－0.011，呈顯

著負向關係，表示組織規模越大之學校，利用裁決性應計數進行會計操縱的程度越小，支持假

說六，推論私立綜合大學組織規模，會影響其會計操縱。 

表 6 裁決性應計數實證結果 

𝐷𝐴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𝑇𝐼𝑀𝐸𝑖,𝑡 + 𝛽2𝑉𝑁𝐼𝑖,𝑡 + 𝛽3𝑉𝐶𝐹𝑂𝑖,𝑡 + 𝛽4𝐿𝐸𝑉𝑖,𝑡 + 𝛽5𝐷𝐷𝑅𝑖,𝑡 + 𝛽6𝑆𝑃𝑂𝑖,𝑡

+ 𝛽7𝑅𝐸𝐿𝑖,𝑡 + 𝛽8𝐵𝐼𝐺𝑖,𝑡 + 𝛽9𝐸𝑉𝐴𝑖,𝑡 + 𝛽10𝑆𝐼𝑍𝐸𝑖,𝑡 + 𝜀𝑖,𝑡

變數名稱 預期方向 DA 

截距項 
0.03 

（0.901） 

TIME ＋ 
－0.002 

（－0.924） 

VNI － 
－0.012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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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FO － 
－0.028

＊＊
 

（－2.567） 

LEV ＋ 
0.015 

（1.009） 

DR ＋ 
0.009 

（1.375） 

SPO ？ 
0.006

＊
 

（1.706） 

REL ？ 
－0.004 

（－1.48） 

BIG ？ 
－0.001 

（－0.226） 

SIZE － 
－0.011

＊＊
 

（－2.2） 

R2=0.118 調整後 R2=0.068    N =168 

註 1. ***表 1％顯著水準；**表 5％顯著水準；*表 10％顯著水準。 

註 2.變數定義：DA＝裁決性應計數；TIME=時間變數；VNI =本期餘絀變動；VCFO =營運活動現

金流量變動；LEV＝財務槓桿；DR＝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SPO =企業支持學校變數；REL＝宗

教創辦學校變數；BIG＝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變數；SIZE＝組織規模。 

4.4 額外測試 

（一）單變量分析 

前述實證結果，裁決性應計數（DA）與少子化時間變數（TIME）間不具統計上顯著相關，

推測可能因其他變數的干擾而造成。為進一步觀察私立綜合大學因應少子化危機之下，其利用

裁決性應計數進行會計操縱的水準是否有別，本文根據教育部 104 學年新生註冊率變動報告，

將 102 學年起，新生註冊人數驟減之後三學年度（102－104 學年度），與人數相較持平之前三

學年度（99－101 學年度），採用 t 檢定比較變異數相同的兩個母群之間平均數的差異，以檢測

此二樣本期間會計操縱程度的差異性。表 7 獨立樣本檢定結果，知 99－101 學年度與 102－104

學年之裁決性應計數平均值分別為 0.0127 及 0.0085，檢測結果顯示，裁決性應計數在 102－104

學年度顯著較小，推測其可能原因與教育部給予獎補助款政策有關，1990 年起教育部推動「獎

助私立大學四年中程方案」，在獎助之名下，進一步考量私立學校學生基本教育成本，透過補助

彌補基本教育成本中學費收入不足的部分（鄧心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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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獨立樣本檢定 

99－101 學年度 

平均數 

102－104 學年度 

平均數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裁決性 

應計數 
0.0127 0.0085 0.0043 1.892 0.061 

（二）額外測試 

根據表 7 得知在少子化危機（102－104 學年度），私立大學進行會計操縱之平均數有顯著

差異。本文為進一步探討各校面臨少子化危機衝擊之下，其會計操縱的可能原因與以往是否有

所差別，因此將樣本區分為受少子化危機衝擊前（99－101 學年度）及衝擊後（102－104 學年

度）進行比較，其結果如表 8。 

比較 99－101 學年度及 102－104 學年度之迴歸結果如表 8，發現財務條件或指標與會計操

縱及餘絀變動因素與會計操縱之實證結果，均為顯著負相關；營運活動現金流量（VCFO）在

99－101 學年度間，與會計操縱之間為負相關，但在 102－104 學度年間，則不具統計上之顯著

關係；財務槓桿（LEV）與補助款及受贈收入（DR）和會計操縱之間，在 102－104 學年，具

正向關係，而在 99－101 學年度則無統計上之顯著相關性。推測在少子化危機的衝擊之下，各

校為爭取更多的收入，其會計操縱可能較高。 

組織特性與會計操縱的實證結果，企業支持學校 99－101 學年度及 102－104 學年度與裁決

性應計數（DA）均為正相關，惟僅 99－101 學年度達顯著水準；而宗教創辦學校發現不論是 99

－101 學度年或 102－104 學年度，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監督特性與會計操縱的實證結果，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私校，102－104 學年度與裁

決性應計數（DA）為顯著負相關，推論由大型會計師查核之私立綜合大學，可能利用裁決性應

計數進行管理盈餘的程度越低。 

組織規模與會計操縱的實證結果，102－104 學年度與裁決性應計數（DA）為顯著負相關，

表示在少子化危機下，規模愈大的私立綜合大學進行會計操縱的程度越小。 

整體而論，就財務條件、監督特性或組織規模三者，在 102－104 學年度對各私立綜合大學

會計操縱的可能影響皆相較 99－101 學年度具統計上顯著，本文推論受少子化之衝擊，私立綜

合大學相對可能運用各項條件以進行會計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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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期間裁決性應計數實證結果 

𝐷𝐴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𝑉𝑁𝐼𝑖,𝑡 + 𝛽2𝑉𝐶𝐹𝑂𝑖,𝑡 + 𝛽3𝐿𝐸𝑉𝑖,𝑡 + 𝛽4𝐷𝐷𝑅𝑖,𝑡 + 𝛽5𝑆𝑃𝑂𝑖,𝑡 + 𝛽6𝑅𝐸𝐿𝑖,𝑡 + 𝛽7𝐵𝐼𝐺𝑖,𝑡

+ 𝛽8𝐸𝑉𝐴𝑖,𝑡 + 𝛽9𝑆𝐼𝑍𝐸𝑖,𝑡 + 𝜀𝑖,𝑡

變數名稱 預期方向 DA（99－101） DA（102－104） 

截距項 
0.065 

（1.083） 

－0.033 

（－1.124） 

VNI － 
－0.07

＊＊
 

（－2.18） 

－0.016
＊
 

（－1.852） 

VCFO － 
－0.053

＊＊＊
 

（－3.094） 

0.011 

（0.77） 

LEV ＋ 
－0.003 

（－0.143） 

0.032
＊＊

 

（2.185） 

DR ＋ 
－0.006 

（－0.518） 

0.017
＊＊＊

 

（3.071） 

SPO ？ 
0.011

＊
 

（1.963） 

0.001 

（0.296） 

REL ？ 
－0.003 

（－0.625） 

－0.003 

（－1.246） 

BIG ？ 
0.005 

（1.056） 

－0.004
＊
 

（－1.882） 

SIZE － 
0 

（－0.043） 

－0.011
＊＊

 

（－2.595） 

    R2=0.217 R2=0.167 

   調整後 R2=0.133 調整後 R2=0.079 

註 1. ***表 1％顯著水準；**表 5%顯著水準；*表 10%顯著水準。 

註 2.變數定義：DA＝裁決性應計數；VNI =本期餘絀變動；VCFO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變動；LEV＝財務

槓桿； DR＝當年度補助及受贈收入；SPO =企業支持學校變數；REL＝宗教創辦學校變數；BIG＝是否為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變數；SIZE＝組織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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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限制及建議 

本文以 99 至 104 學年度為研究期間，探討我國私立綜合大學面對少子化對各校學雜費收入

造成嚴峻挑戰下，進行會計操縱的可能性，以下為研究結論及研究限制。 

5.1 研究結論 

本文加入少子化因素並針對私立綜合大學進行會計操縱之可能性進行整體探討，實證結果

如下： 

一、台灣私立綜合大學面對少子化所造成的危機，為達永續經營，必需爭取各項財源，然

而爭取的條件大部分是要符合多項的財務條件或指標，各大學財務條件確實會影響其會計操

縱。 

二、在少子化可能挑戰下（102－104 學年），各私立綜合大學無論就財務條件或監督特性

等，對其進行會計操縱的可能影響皆相對較高。 

三、組織規模愈小的私校，為避免財務困窘影響招生愈有可能進行會計操縱；在少子化的

挑戰下，尤其明顯。 

5.2 研究限制及建議 

本文資料主要來自於各私立大學公開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各校報告呈現方式存在部分差異，

計算數據資料過程可能因此造成誤差產生。 

再者，本文研究期間為 99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其中，雖以 102－104 學年新生註冊人數

顯著減少，作為少子化危機樣本期間之代理，但少子化對各校真正衝擊應自 105 學年起最為劇

烈，建議後續研究應延長研究期間，以使研究結果更具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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