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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學程簡介 

 

國立東華大學為我國東部的主要綜合性大學，設校之初便以推動

學術研究及培養具前瞻性的人才為主要目標。因此，本校管理學院於

96 學年度成立「公司理財碩士學位學程」並開始招生，結合會計系

與財務金融系師資及設備，對本校跨系所整合大型研究計劃的推動提

供正面的貢獻，提高研發成果之質與量，亦期藉由跨領域課程的安

排，使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景，從而發展出本校之特色。 

本學程成立目標係以培養具備會計為主財務為輔之專業人才，為

使學程名稱更符合學程目標，於是在 97 學年度更名為「會計與財務

金融碩士學位學程」，100 學年度再次更名為「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

學程」。本學程之設立，可配合本校管理學院會計系與財務金融系之

資源，達到資源互享、人力交流的目的。本學程創立雖僅數年，但學

程的規劃已略具規模且逐年成長進步。 

在學生人數方面，103 學年度起學校核定每年招收 24 名碩士生，

目前在學人數為 41 位。本學程之專/兼任教師，均具有博士學位，專

長範圍涵蓋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與財政稅務、公司治理、

財務計量、財務風險管理、銀行管理及金融市場與機構等，符合「會

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之發展方向及特色，並能滿足本學程各項課

程的開設與學生的學習需求。希望在既有基礎下，有效整合現有系所

資源，朝培養出符合時代潮流的會計與財務人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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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評鑑流程 

 
    本學程系自我評鑑工作依照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系所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書之程序辦理，其中評鑑項目依序為：學生核心能力與設

計、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學術與專

業表現、畢業生表現、以及自我改善機制(見附件: 國立東華大學管理

學院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本學程系依照各項目分別成立工作

小組，由本系專任教師分組擔任工作小組成員參照【表 1 評鑑工作小

組名單】，並陸續於系務會議中討論系所評鑑工作同時召開多次評鑑

工作小組會議參照【表 2 學程評鑑工作小組會議一覽表】。 

 

表 1 評鑑工作小組名單 

評鑑項目 負責老師 協助助理 

學生核心能力與設計 黃德芬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 周雅英、林潁芬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姚維仁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學術與專業表現 陳妮雲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畢業生表現 王肇蘭、張益誠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自我改善機制 王肇蘭、張益誠 邱瀅芝、蔡幸璇 
張雁升、吳采凌 

 

表 2 學程評鑑工作小組會議一覽表 

時  間 會議名稱 備  註 
102.01.09(三) 101-1 第五次系務會議 各項目負責人進度報告 
102.09.24(二) 102-1 第 1 次系務會議 評鑑資料核對及更新 
102.11.21(四) 102-1 第四次系務會議 評鑑工作進度報告 
103.05.14(三) 102-2 第四次系務會議 評鑑相關事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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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4(三) 103-1 第一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本系自我評鑑預審、實

審校外委員推荐 

103.10.08(三) 103-1 第二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一、本系預審日期討論 
二、本系評鑑委員名單 

討論 

103.10.29(三) 103-2 第三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一、本系實審委員代表  
推薦名單                         

二、本碩班實審委員代 
表推薦名單 

103.11.26(三) 103-3 第四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一、本系、學位學程評 
鑑報告討論                            

二、評鑑項目附件項目  
討論                                  

三、本系、學位學程訪 
視手冊討論                            

四、預審工作分配 
103.12.3(三) 效標附件資料總整理 

 

此次自我評鑑綜合自我檢討及分析，僅將本次自我評鑑之結果簡

要說明如下： 

1. 學生核心能力與設計：本學程訂定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皆

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師生、校友以及實務界意見，經由正式會議討

論後分別訂定學生應具備之專業核心能力，同時設計有課程地

圖，再透過新生說明會、座談會以及各種管道宣導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此外，每學期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定期檢討教育目標、

專業能力與課程整體規劃。 

2. 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本學程之專兼任教師皆學有所

長，教師皆應用多元教學與評量方式，使學生在學習上更有效率。 

3.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在學生課業輔導上利用教學助理與預警機

制以確保學生的學習狀況與進度，另積極向校方正爭取設備更新

與擴充。本系鼓勵學生參與各種服務學習、競賽活動與學術發

表，並提供獎助機會。在指導研究生亦考量指導教授負擔與學生

學習品質，並積極鼓勵研究生參與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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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術與專業表現：本學程教師踴躍參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之

論文發表，以增加學術交流機會繼而提升本系學術聲望之能見

度，本學程亦積極鼓勵學生參與研究與國內外專題研討會，以增

進同學們的專業領域以及國際觀。 

5. 畢業生表現：針對畢業生進行追蹤調查以實際瞭解其就業表現，

主要包括：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

學習成效意見機制、以及畢業生與在校生之交流分享情形等。依

據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可知，本系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情形表現

良好。另外，由企業雇主之回饋結果可知，企業主管對本系畢業

生整體職場表現感到滿意並具有正面評價。 

6. 整體自我改善機制：本學程定期召開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討

論整體運作過程中，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後發現之問題，持續進行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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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1-1. 運用合適的分析策略以擬定發展計畫之結果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自民國 87 年成立以來，一直致力於會計

相關專業的教學、研究與服務願景，以達會計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

本校肩負提昇東部產業之任務，因此本系擔負著東部唯一國立大學會

計人才培育之責任，期望能滿足全國企業及其他機構對會計專業之需

求。本系期望培育學生將來服務於公私營企業、各級政府單位、或非

營利團體，更期望本系之養成教育能培育會計師、稽核師、資訊分析、

專業經理人之中高階人才，以專業知識與敬業態度服務於國內外各地

之營利及非營利組織。 

本碩士學位學程的成立係以培養會計為主及財務金融為輔之專

長的人才為教育目標。本學程結合會計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之師資及

設備，以達教學資源共享，亦期藉由跨領域課程的安排，使學生畢業

後有更寬廣的前景。具體而言，本學位學程的教育目標為： 

 

（一）培養多元視野之中高階會計人才； 

（二）培養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人才； 

（三）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業人才。 

 

與其他都會區的系所比較，如成功大學會計學研究所、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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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研究所、台北大學會計學研究所，則本學位學程的特色則提供

專業的學程，讓學生有更多彈性選修主修學系以外的相關領域課程，

以增加學科整合的定位。表 1-1-1 是與性質相近都會區之他校研究所

特色，進行差異比較。 

表 1-1-1 本學位學程與性質相近都會區之他校系所特色差異分析 

  

優勢 劣勢 機會 

特
色 

1. 培養研究生會計與

財務金融雙專長，提

供學生多元選課之可

能性。 
2. 強化學生專業能

力，進而增進學生多

元、跨領域的 職場競

爭力。 

地域性的限制，使得招

生與徵聘師資時，仍深

感無法與都會區之他

校系競爭。 
 

1. 雙專長學程提供學生

多元發展之指引。 
2. 網路無遠弗界，資訊

設備日新月異，本校雖

地處東部，但教育資源

相當豐富。 

  

地
理
環
境 

1. 地域環境佳，形成

讀書風氣，是適合學

術研究與生活的優良

環境。 
2. 校區內，社會資源

頗豐，有圖書館、游

泳池、羽球館、網球

場等。 

1. 鄉村型地區，物流通

路較不發達。 
2. 花蓮人口稀疏，公共

建設有待開發。 
3. 花蓮面臨地震和颱

風等天然災害之機率

較高。 

公共交通運輸體系逐漸

發達，電氣化後台鐵的

太魯閣號與新增的普悠

瑪列車，到北部地區火

車平均只需 2 小時；飛

機只需 35 分鐘，交通堪

稱方便。 

系
所
規
模 

充分照顧學生受教

權，本學程專任教師

有 8 位、專案教師有 1
位、兼任教師有 4 位，

另有財金系 10位專任

教師支援本學程，可

提供學生具有深度的

學習環境。 

相較於其他學校，本學

位學程成立不久，導致

在業界的校友較少，因

而限制了人脈的發展。 

1. 本學位學程，加強對

學術及實務瞭解與學

習，除百分之百就業，

也能提高校系能見度。 
2. 若能增建多功能教學

活動中心，及相關設

施，便可提供學生更充

足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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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師
資 

1. 全系教師皆願意投

入教學研究，富有教

育熱誠。 
2. 本學程師資的專業

背景、開課課程、與

本學程定位符合程度

高，使學生較能有效

吸收。 
3. 一位教師平均指導

2-3 位碩士班學生，師

生比優良。 

都會區之他校系的挖

角。 
1. 多數教師年輕，在本

學程清楚定位下，同儕

的競爭與扶持，成長機

會大。 
2. 尚有員額，仍待增聘

會計博士。 
 

       

學
生
素
質 

1. 花蓮環境單純，學

生本質純樸，鮮少發

現難以教化之學生。 
2. 經由甄試或入學考

試之篩選，能夠進入

國立大學之學生，均

具有雄厚學習潛能，

透過教師指導，即能

有優異表現。 
3. 學生畢業後，均能

獲得會計師事務所的

工作機會，抑或通過

公職考試。 

1. 學生來自全台各

地，環境的不適應可能

影響學生在學業方面

的表現。 
2. 學生有時可能為了

返 鄉 而 導 致 上 課 缺

席，失去學習機會。 
 

1. 與國內大型事務所合

作，在校學生可以在暑

假時間進去實習，體驗

事務所內文化，表現優

秀更可以拿到未來之聘

書。 
2. 校方將持續針對學生

外語、國際化、創新與

領導能力做加強，進行

教學課程的調整與相關

配套措施之規劃，以期

提昇學生的就業競爭力

並提高企業評價。 
 

本學位學程成立至今，一路發展至今天的規模，篳路藍縷，得來

不易。但在今天面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競爭、國內大學過多、國家教

育經費短缺、國內少子化等衝擊之下，如何能夠繼續維持本本學位學

程的競爭力更須加倍努力，以下表 1-1-2 為本學位學程的 SWOT 分

析。 

表 1-1-2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培養研究生會計與財務金融雙專長，提供學

生多元選課之可能性。 
2. 強化學生專業能力，進而增進學生多元、跨

領域的 職場競爭力。 
3. 地域環境佳，形成讀書風氣，是適合學術研

究與生活的優良環境。 
4. 充分照顧學生受教權，本學程專任教師有 8

1. 地域性的限制，使得在招生與徵

聘師資時，仍深感無法與都會區

之他校系競爭。 
2. 鄉村型地區，物流通路較不發

達。 
3. 花蓮人口稀疏，公共建設有待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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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案教師有 1 位、兼任教師有 4 位，另

有財金系 10 位專任教師支援本學程，可提供

學生具有深度的學習環境。 
5. 全系教師皆願意投入教學研究，富有教育熱

誠。 
6. 本學程師資的專業背景、開課課程、與本學

程定位符合程度高，使學生較能有效吸收。 
7. 一位教師平均指導 2-3 位碩士班學生，師生

比優良。 
8. 花蓮環境單純，學生本質純樸，鮮少發現難

以教化之學生。經由甄試或入學考試之篩

選，能夠進入國立大學之學生，均具有雄厚

學習潛能，透過教師指導，即能有優異表現。 
9. 學生畢業後，均能獲得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

機會，抑或通過公職考試。 

4. 花蓮面臨地震和颱風等天然災

害之機率較高。 
5. 相較於其他學校，本學位學程成

立不久，導致在業界的校友較

少，因而限制了人脈的發展。 
6. 學生來自全台各地，環境的不適

應可能影響學生在學業方面的

表現。 
7. 學生有時可能為了返鄉而導致

上課缺席，失去學習機會。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雙專長學程提供學生多元發展之指引。 
2. 網路無遠弗界，資訊設備日新月異，本校雖

地處東部，但教育資源相當豐富。 
3. 公共交通運輸體系逐漸發達，台鐵的太魯閣

號與普悠瑪列車，到北部地區火車平均只需

2 小時；飛機只需 35 分鐘。交通堪稱方便。 
4. 本學位學程，加強對學術及實務瞭解與學

習，除百分之百就業，也能提高校系能見度。 
5. 若能增建多功能教學活動中心，及相關設

施，便可提供學生更充足的學習空間。 
6. 多數教師年輕，在本系清楚定位下，同儕的

競爭與扶持，成長機會大。 
7. 尚有員額，仍可增聘會計博士。 
8. 與國內大型事務所合作，在校學生可以在暑

假時間進去實習，體驗事務所內文化，表現

優秀更可以拿到未來之聘書。 
9. 校方將持續針對學生外語、國際化、創新與

領導能力做加強，進行教學課程的調整與相

關配套措施之規劃，以期提昇學生的就業競

爭力並提高企業評價。 

1. 少子化衝擊，未來招生不易。 
2. 國內外和大陸各大學的強烈競

爭。 
3. 政府經費補助逐年減少。 
4. 設備汰舊換新速度減緩。 
5. 都會區之其他校系對本系師資

的挖角。 
 

 

為了滿足不同對象對資訊的需求，會計的學術領域可概分為財務

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行為會計、以及稅務規畫等方向；以

紮實的會計理論為基礎及前瞻性的眼光培育基層級中高級會審專業

人才，強調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並重。 

本學程積極發展會計相關專業之教學與研究，追求會計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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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均衡發展以及對外交流之機會，自 2008 年以來每年舉辦會計與

財務發展相關議題之研討會，希望藉由學術與實務界專家的分享，帶

給學生課堂以外的知識，提高其會計和財務方面之涵養並獲悉實務趨

勢之動向，培育具有專業素養之學生。表 1-1-3 列示本學程 100 學年

至 102 學年所舉辦之大型學術研討會，主要為目前會計與財務之相關

議題提供平台，藉由學者專家及實務界相關人士與會，透過演講、論

文發表等方式，作為產、官、學界追求卓越之參考。除了專題講座，

每次研討會還有目前會計與財務相關熱門議題之論文發表，讓所有與

會者對會計與財務之當前趨勢有更深入的瞭解。例如，2012 年 12 月

舉行的「2012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研討會邀請到台灣會

計界最具聲望的鄭丁旺教授進行專題演說，講題為「財務會計的新發

展及對目前會計準則的一些看法」。 

 

表 1-1-3 本學程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 

日  期 研討會名稱/演講 
2011.11.11  2011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專題演講：Complexity and Networks in Finance 
主講人：劉維琪（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新光講座教授） 
 會計與財務論文發表 

2012.12.06  2012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專題演講：財務會計的新發展及對目前會計準則的一些看法 
主講人：鄭丁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講座教授） 
 會計與財務論文發表 

2013.12.05  2013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專題演講：生技產業會計議題研討 
主講人：郭政弘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與財務論文發表 

 

另外，本學程不定期邀請學者到系上演講，藉由系列演講活動及

校外參訪來增加學生和實務界接觸的機會；演講者、講題及時間由系

上邀請接洽，由系學會規畫場地以及統計名單，表 1-1-4 為本學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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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至 102 學年本學程所舉辦的學術演講。 

 

表 1-1-4 100 至 102 學年度學術演講 

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者 演講者服務機關 

100.12.14 
會計資訊系統發展現況與電

腦審計實務分享 陳威志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101.03.07 
STATISTICA 於企業研究之

應用 葉惠忠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 

101.05.18 

Do Managers Manipulate 
Earnings to Meet Earnings 
Thresholds? Comparison 
within and across Thresholds" 

彭火樹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 

101.05.21 How to Publish at High-Tier 
Journals 黃能權教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101.06.06 會計思潮與革命  劉啟群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101.06.07 國際審計準則與審計教育  陳耀宗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 

101.06.12 
從導入 IFRS 談職場面對之挑

戰與因應之道  許江鎮協理 中華開發金控 

101.06.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Audit 
Quality 金成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101.06.28 實驗設計於企業研究之應用  葉惠忠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 

101.10.22 XBRL 介紹與應用(一) 周世昊講師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101.10.31 XBRL 介紹與應用(二) 侯采雯講師 台灣證券交易所 

101.11.27 國稅局租稅宣傳服務站 方建興局長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花蓮縣分局 

101.11.30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校園徵才活動 
張敬人會計

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101.12.05 
Capital Budgeting 
Management Framework and 
Its Related Problem 

林財源教授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暨會計與資訊學系 

101.12.05 管理會計之個案研究 李佳玲教授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

學系 

102.04.18 

101 學年度研究績優人才校內

公開演講-                  
Tournament Theory and 
Executive Pay Gaps 

林穎芬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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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22 
從導入 IFRS 談職場面對之挑

戰與因應之道  許江鎮協理 中華開發金控 

102.06.07 全球經濟變動看台灣的機會 
蔡松棋會計

師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102.06.14 稅，在你我之間 方建興局長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花蓮縣分局 

102.12.04 Rough Set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蕭育如院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

院資訊管理系 

102.12.05 
2013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

研討會-                                
生技產業會計議題研討 

郭政弘營運

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103.04.07 
審計人員在資本市場上的角

色 張謙恆教授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103.04.21 Multiple directorships and the 
value of cash 周庭楷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 

103.05.12 
電腦審計概論與財務報表查

核之運用 詹順吉經理 KPMG 管理顧問服務部經

理 

103.05.20 
內部稽核可以降低審計或非

審計公費嗎？ 林宛瑩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103.05.20 鑑識會計入門 鄭桂蕙教授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 

103.06.04 
會計學系教師學群研究 2014
學術成果發表會 會計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103.06.06 契約這樣訂就對了！ 周慧貞律師 
周慧貞律師事務所主持律

師 

103.06.13 
全球經濟變動中，如何掌握優

勢！ 
蔡松棋會計

師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本學程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均安排一系列演講，讓學生了解會計

專業之最新發展趨勢，邀請實務界及學術界之菁英蒞校分享。如表

1-1-5 所示，演講於事前定期公告: 

表 1-1-5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系演講活動公告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103 學年度(上學期)系演講活動公告 

時間 演講 地點 
參與人

員 

2014/10/8(三) 
10：30~12：30 

講題：校園徵才說明會 
演講人：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管 D118 大四、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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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5(三) 
14：00~16：00 

講題：公務人員審計類科考試校園宣導 
演講人：黃森裕(花蓮縣審計室主任)及黎

肇淦(花蓮縣審計室審計員) 

管一講堂
(B210) 

會計系同

學 

2014/10/16(四) 
12：00~14：00 

講題：校園徵才說明會 
演講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管 D118 
教室 

大四、碩

二 

2014/10/17(五)13：
00~14：30 

講題：校友回娘家 
演講人：陳惠雯、吳玫靜、鍾依庭、張雁

升、吳宗倫、 
        張宸毓 

管 C135 
教室 全體同學 

2014/11/13(四) 
16：00~17：00 

講題：如何規劃精彩絕倫的會計生涯 
演講人：蔡松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合夥人) 

管 B111 
教室 大二 

2014/11/18(二) 
09：00~12：00 
14：00~17：00 

講題：會計與統計武功祕笈 
演講人：姚維仁 

管 A107 
教室 

碩一、碩

二 

2014/11/24(一) 
10：00~12：00 

講題：Trends, Changes and Skills to 
Succeed！ 
演講人：鄭國枝(彰師大會計系教授) 

管 D118 
教室 

大四、碩

二 

2014/11/25(二) 
17：20~18：20 活動：與系主任有約 湖畔餐廳 大一 

2014/12/18(四) 
15：00~16：30 

講題：介紹 XBRL 的應用與國內外的推動

實況 
演講人：王堅權 (台灣證券交易所 XBRL
委員會技術總監) 

管二講堂
(D124) 

大二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103 學年度(下學期)系演講活動公告 

時間 演講 地點 
參與人

員 

2015/03/03(二) 

13：30~15：30 

講題：TEJ 經濟新報資料庫使用教學

課程 

演講人：徐尉翔 先生 

教育學

院

PC2(B2
20 教

室) 

碩一、

碩二 

2015/03/11(三) 

12：10~14：00 

講題：日本東北大學國際會計研究所

雙碩士學位 說明會 

管A222 

會議室 

碩一、

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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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周雅英主任 

2015/03/27(五) 

14：10~16：00 

講題：多益高分秘訣 

演講人：李興蕊 老師 

管 B119 

教室 

大二、

大三 

2015/04/16(四) 

10：30~12：00 

講題：On IGSAP - a new and 
pioneering accounting education. 
演講人：Prof. Takada, Tohoku 
University of Japan 

管D118 

教室 

全系同

學 

2015/04/16(四) 

12：00~13：30 

講題：Study Smart and Work Smart 

演講人：鄭國枝(彰師大會計系教授) 

管 B103 

教室 

大二~
大四 

2015/05/06(三) 

12：00~14：00 

講題：美國大學生活面面談及姐妹校

交換 

演講人：莊秋蓮副教授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USA 
交換教授) 

管 B111 

教室 

大一、

大二 

2015/06/05(五) 

14：10~16：00 

講題：進入資本市場之效益 

演講人：張敬人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深

合夥人) 

管一講

堂
(B210) 

全體同

學 

2015/06/11(四) 

12：10~14：00 

講題：103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學群

發表會(I) 

主持人：姚維仁 

管A115 

教室 

本系教

師、 

碩一 

2015/06/18(四) 

12：10~14：00 

講題：103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學群

發表會(II) 

主持人：姚維仁 

管A115 

教室 

本系教

師、 

碩一 

2015/06/12(五) 

14：10~16：00 

講題：站在會計審計革命的浪頭上— 

 淺談海量資料與分析 

演講人：游萬淵 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執

行長) 

管一講

堂
(B210) 

全系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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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 月底 

時間：待公告 

講題：學術專題講座(1) 

演講人：待公告 

待公告 碩一、

碩二 

2015/06 月底 

時間：待公告 

講題：學術專題講座(2) 

演講人：待公告 

待公告 碩一、

碩二 

2015/06 月底 

時間：待公告 

講題：學術專題講座(3) 

演講人：待公告 

待公告 碩一、

碩二 

 

本學程積極配合國際與國內會計專業之發展趨勢，參考實務界之

人才需求以及各大專院校會計教育之脈動，適時調整本學程課程之規

劃。如:因應世界經濟快速成長及資訊時代之蓬勃發展，為配合實務

與時代之需求，加強學生在會計專業與資訊科技結合運用之能力。此

外，為配合課程需求，每學期定期公告通知本學程學生提供相關期

刊、書籍與軟體，期刊包含有會計研究月刊、主計月刊、會計評論、

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等期刊，書籍計有國際、美國與台灣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審計準則公報及各類會計審計相關書籍，軟體包括鼎新

E-go ERP 軟體、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美國 Compustat 資料庫

及統計軟體(SPSS 與 SAS)等。 

本校因地處台灣東部，地廣人稀，但在網路化的環境下，資訊傳

遞沒有落差，教師與學生可在較少的外擾下成長學習。然而，因台灣

東部交通商業不如西部發達，本學程學生缺乏會審領域(如大型事務

所與及企業會計師部門)的實習機會。為此，本學程專業或學術發展

趨勢，著重於發揮優勢，並集中資源於「以網路可獲得充分資訊」、「未

來展望佳」、「就學與就業市場寬廣」的領域。在現有的「會計與財務

碩士學位學程」，為培養會計為主及財務金融為輔之專業人才，將對

培育學生多元知能提供正面的貢獻，亦期藉由跨領域課程的安排，使

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景，從而發展出本碩士學位學程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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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訂定學生核心

能力之作法與結果 

 

政府為推展國建計畫之「區域平衡發展」政策及達成「產業東移」

之目標，規劃在東部設立一所國立大學，期從「學術東移」開始，配

合當地資源，帶動整體發展，以落實政策。民國 78 年教育部依據行

政院指示，籌設國立東華大學成為東台灣最大的綜合大學，並確立三

大建校目標： 

 

（一）配合國家建設需要，培育高等教育人才。 

（二）配合東部地區發展需要，並減緩地區人口外流。 

（三）建立北、中、南、東高等教育網路，均衡城鄉教育水準。 

 

依據本校建校目標而發展出的設校理念與校務發展目標為： 

 

（一）配合政府政策，擔負國立大學之責任。 

（二）運用地方資源，規劃有特色之系所。 

（三）務實科技研究，推動花東地區整體建設。 

（四）凝聚校園規範，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人才。 

 

本碩士學位學程設立之宗旨及教育目標，即根據以上建校目標、

設校理念及校務發展目標而訂定，主要為培養具國際視野之財務會審

專業人才，以協助台灣東部產業推動企業國際化。本校創立雖僅短短

二十年，但相關系所的規劃與成立已略具規模，故希望在既有基礎

下，有效整合現有系所資源，朝培養出符合時代潮流的跨領域財務人

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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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管理學院既有基礎下，本學程有效整合會計學系及財務金

融學系現有系所資源，達到資源互享、人力交流的目的，據此架構學

程整合領域之特色。在本學程的努力之下，成立「會計與財務碩士學

位學程」，不但對本校跨系所整合大型研究計劃的推動提供正面的貢

獻，提高研發成果之質與量，亦期藉由跨領域課程的安排，建立完整

之高等教育系統，以達到培養優秀之高等教育人才，以配合國家建設

需求，也使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景，從而發展出本校之特色。 

本學程的教育目標係根據國立東華大學校務發展計畫與管理學

院院務發展計畫及學程設立宗旨發展而成。自學程成立以來，一直致

力於發展會計相關專業的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同時追求會計理論

與實務的均衡發展。期望所培養的學生，將來服務於公私營企業、各

級政府單位、或非營利團體能有良好表現，更期盼本學程之養成教育

能培育具有專業素養及良好操守的會計師、稽核師、資訊分析、專業

經理人之中高階管理人才，除了供給東部地區產業發展所需之會計、

審計、稅務及管理諮詢人才外，亦能以專業知識與敬業態度服務於國

內外各類型組織。因此，本學程所訂定的教育目標為：  

      

（一）培養多元視野之中高階會計人才 

（二）培養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人才 

（三）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業人才 

 

本碩士學位學程設立之宗旨及教育目標與學校建校目標及校務

發展目標之具體連結如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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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與學校建校目標及校務發展目標之連結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會 計 與 財 務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建校目標 連結  設立宗旨   
(一)配合國家建設需要，培育高等教

育人才。 
 (一)依人力銀行調查，工商界最缺乏之人才

為會計財務類，故於 96 年設立，以培

育中高階會計專業人才。 

  

(二)配合東部地區發展需要，並減緩

地區人口外流。 
 (二)本學程為第一所位於東部的會計類碩

士班，吸引外縣市學子赴東部求學。 
  

(三)建立北、中、南、東高等教育網

路，均衡城鄉教育水準。 
 (三)集中資源於「以網路可獲得充分資

訊」、「未來展望佳」、「就學與就業市場

寬廣」的領域。 

  

 校務發展目標 連結  學程發展目標 連結  學程教育目標 
(一)配合政府政策，擔負國立大學之

責任。 
 (一)培養專業會計人才，供全國工商業所

需。 
 (一)培養多元視野之中高階會計人才。 

(二)運用地方資源，規劃有特色之系

所。 
 (二)結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國稅局專業師

資，規劃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 
 (二)培養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

人才。 
(三)務實科技研究，推動花東地區整

體建設。 
 (三)培養專業會計人才，以協助台灣東部產

業推動企業國際化。 
 (三)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

業人才。 
(四)凝聚校園規範，培育具有國際視

野之人才。 
 (四)整合會計學系及財務金融學系資源，達

到資源互享、人力交流的目的，培養國

際視野之財務會審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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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之養成教育期能培育具有專業素養之中高階專業菁英為

努力方向，除了能提供東部地區產業發展所需之會計、審計、稅務及

管理諮詢人才等，亦能以專業知識與敬業態度服務於國內外各類型組

織。本學程不僅期望學生將來服務於公私營企業、各級政府單位、或

非營利團體等皆能有良好表現，更期盼本學程之養成之學生，除了有

紮實的會計理論與實務基礎外，可以游刃有餘的分析面對瞬息萬變的

產業變化，並擁有充分掌握全球最新會審新知與資訊脈動的洞察力，

不僅塑造研究生應有的專業知識及態度，更為國家及企業在未來面臨

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做準備。 

因此，本學程開設之課程融合科學方法、核心價值、及專業領域

之多元架構。本學程重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在課程方面開設會計實

務與理論相關課程、安排學生至業界參訪或邀請會計師蒞系演講，讓

學生直接獲取會計相關之實務，並養成其崇法務實與良好操守之觀

念，培養其高超之職業道德及敬業樂群之精神，增加其未來就業之競

爭力。除了會計專業課程之外，並強調與金融知識之結合，以培養兼

具財務金融知識之專業人才為目標。本學程重視學生分析與溝通能力

之培養：內有研究方法類之專業課程「計量經濟學」；金融市場實質

操作各項金融工具類之專業課程「財務報表分析」、「固定收益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質性研究之「行為會計學」及「資訊稽核與治

理研討」等相關課程，引導學生成為崇法務實與術德兼備並為政府機

構、會計師事務所或民營企業積極爭取的會計專業人才，以期達到本

學程之教育目標。 

本學程參考學校、管院之「教育目標」，發展學程的教育目標，

依此訂定學生核心能力，具體步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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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依據本學程之特點制定「教育目標」，藉以陳述各系所欲培

養之學生的理想狀態。 

步驟 2：根據本學程之「教育目標」及特色，結合業界需求，發展「學

生專業能力指標」。 

步驟 3：逐一檢視各項指標與系所目標、學程及課程的對應鏈結關

係，使課程設計能與學生專業能力之培養相結合。 

步驟 4：由課程委員會針對「學生專業能力指標」和系所課程的對應

鏈結關係進行審議並通過。 

步驟 5：依照所完成的學生專業能力指標，再將此專業能力與東華八

大核心能力為一對應連結關係，並計算出所佔之權重。 

 

表 1-2-2 則列示本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專業能力對應表。 

 

表 1-2-2 會計學系(所)教育目標與專業核心能力對應表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學生專業核心能力與系所教育目標之對應 

學生專業核心能力 
A. 具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 
B. 具有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 
C. 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 

學生專業核心能力 
系所教育目標 A B C 

培養多元視野之中高階會計人才 ● ● ● 

培養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人才 ● ● ● 

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業人才 ○ ● ● 

「●」表主要發展的「學生專業核心能力」，「○」表次要發展的「學

生專業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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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目標與專業核心能力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

程度 

 

本碩士學位學程設立之宗旨與教育目標均獲全體專任教授認

同，各教授於執行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任務時，亦均能以該教育目

標為指導原則。 

本學程係以培養具備會計為主及財務為輔的人才之教育目標，畢

業學分為 42 學分(含專業必修 18 學分及專業選修 24 學分)。專業選修

課程 24 學分中，學生經指導教授或會計系主任核准後，須修習會計

類課程至少 12 學分；財務類課程至少 9 學分，作為專業選修畢業學

分。達成上述規定後，也可以根據學生自己興趣規劃選修其他系所課

程，課程的選擇具有彈性。 

本學程師生可經由以下管道，瞭解本學程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 

 

（一）本校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編制成宣導手冊，於碩士班新生歡

迎會及其他系活動中由師長詳細說明(如圖 1-3-1)。 

（二）本學程網站及系所 DM 中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如圖

1-3-2)。 

（三）本校教務處資訊系統設有開放式課程網，所有任課教師於學期

開始上課前均須將教學大綱登錄於開放式課程網中，而各課程

皆於此系統中顯示其對應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因此，老師

與學生可於開課課程查詢網頁中，了解各課程之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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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本學程於新生說明會中發放新生手冊並宣導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 

 

 

 

 

 

 

 

 

 

圖 1-3-2 本學程網站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1-4. 依據核心能力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本學程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係透過課程委員會執行，由其

制訂學程教育目標暨專業能力指標訂定檢核表，定期檢討課程內容。 

本學程的課程委員會，目前由全系全體老師擔任委員，其中一人

為委員會之召集人。委員會之工作項目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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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本學程課程規劃工作之進行 

（二）協調全校及本學程會計專業相關課程之開設與學分安排 

（三）協調本學程教師授課課程與時數之安排 

（四）彙整本委員會之相關決議，提交系務會議討論及審議 

（五）其他課程有關事宜 

 

委員會視實際需要由召集人不定期召開會議，以規劃課程調整與

變更之相關事宜。此外，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用以規劃、協調

下一學期相關之開授課程與教師授課等事宜。本學程課程委員會所做

之課程規劃結論及系務會議有關課程議題所做成之決議均存有完整

會議紀錄。 

本學程所有課程規劃之變動均需經由課程委員會之多次討論，並

彙整討論結果以提交系務會議討論決議後而進行更動，而本學程課程

規劃之變革或異動之情況大致有三： 

 

（一）配合學校整體規劃： 

在校及院的既定目標之下，依校教務會議及院教務會議之相關決

議，由課程委員會提出課程變更規劃，交由系務會議審議。 

 

（二）配合會計專業趨勢發展： 

配合國際與國內會計專業之發展趨勢，參考實務界之人才需求及

各大專院校之會計教育之脈動，適時調整本學程課程之規劃。如：因

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適用及資訊時代之蓬勃發展，會計學系專業選

修課程納入財務會計準則及會計資訊系統等相關課程，以配合實務與

時代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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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本學程教師之學術專長： 

本學程除在既有之課程規劃下延攬學、經歷合適之師資外，亦針

對現有師資之學術專長規劃適當之課程，俾使教師能發揮所長，並秉

持教學嚴謹、身教言教並重之態度，增進學生學習之視野與效果，以

達成培育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會計專業人才之目標。 

 

此外，本學程於 101 學年度組成「學習成效評量委員會」，針對

評量機制相關內容進行討論，逐步發展學習成效指標、並制定符合各

院、系(所)特色之總結性評量。 

學習成效評量委員會係由本系教師、校外專家學者及學生代表所

共同組成。101、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學習成效評量委員會名單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101、102 年度會計學系學習成效評量委員會 

 代表 職級 姓名 

1 校外專家學者 花蓮縣國稅局分局長 方建興 

2 系上教師 副教授 周雅英 

3 系上教師 副教授 吳貞慧 

4 系上教師 助理教授 姚畯 

5 學生代表 系學會會長 林彙文(101) 
梁嘉復(102) 

6 學生代表 碩士班 簡偉傑(101) 
許翔復(102) 

 

委員會之組成與主要執行任務如下所示： 

（一）修訂系(所)教育目標與專業能力，發展學習成效指標。  

（二）修訂與檢討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力培育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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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系(所)總結評量方式、類型、範圍、工具。 

（四）總結評量機制的執行、檢討、分析與修正；每學年定期撰寫總

結性評量成效報告。 

下表 1-4-2 列示本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與專業能力檢核表。 

 

表 1-4-2 會計學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核心能力檢核表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專業核心能力與系所教育目標之對應 
學生專業核心能力 
A. 具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 
B. 具有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 
C. 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 

學生專業核心能力 
系所課程規劃 A B C 

科目名稱 學

分 
選/
必 

年

級    

財務會計理論 3 必 一 ● ● ○ 
高等審計學 3 必 一 ● ● ○ 
計量經濟學(一)迴歸分析 3 必 一 ○ ○ ● 
高等管理會計 3 必 一 ● ● ● 
專題研究(一) 1 必 一 ○ ● ○ 
專題研究(二) 1 必 一 ○ ● ○ 
專題研究(三) 2 必 二 ○ ● ○ 
專題研究(四) 2 必 二 ○ ● ○ 
財務報表分析 3 選 一 ● ● ○ 
會計資訊系統 3 選 一 ● ○ ● 
財務會計準則 3 選 一 ● ● ○ 
國際會計 3 選 二 ● ● ○ 
非營利事業會計 3 選 一 ● ● ○ 
金融商品會計 3 選 一 ● ● ○ 
企業分析與評價 3 選 二 ● ○ ● 
行為會計學 3 選 一 ● ● ○ 
績效評估專題研究 3 選 一 ● ○ ● 
大陸租稅與會計制度 3 選 一 ● ● ○ 
租稅專題 3 選 一 ● ○ ● 
投資學 3 選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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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 3 選 一 ● ○ ● 
衍生性金融商品 3 選 一 ● ○ ○ 
財務個案 3 選 二 ● ○ ○ 
固定收益證券 3 選 二 ● ○ ○ 
風險管理 3 選 一 ● ○ ○ 
財經英文 3 選 二 ○ ○ ● 
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 3 選 二 ● ○ ● 
會計審計專題研究 3 選 二 ● ● ● 
論文寫作 1 選 一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力分數小計 153 135 117 
「●」表主要發展的「學生專業核心能力」，「○」表次要發展的「學

生專業核心能力」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本碩士學程主要係以培養具備會計為主及財務為輔的人才為教

育目標，課程規則畢業學分共 42 學分(專業必修 18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24 學分中，學生經指導教授或系主任核准

後，須修習會計類課程至少 12 學分；財務類課程至少 9 學分，作為

專業選修畢業學分，可供選擇的會計類課程與財務類課程也非常多

元。達成上述規定後，也可以根據學生自己興趣規劃選修其他系所課

程，課程的選擇具有彈性。 

本學程課程特色一為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例如：高等管理會

計、大陸租稅與會計制度等課程皆與大型事務所合作開設，課程特色

二則強調多元化專業之培養，課程內容涵蓋會計、稅務及相關財務類

之課程等，這些特點有助於學生除了具備會計專業領域之知識外，更

能擴展在其他商學領域的知識，使學生成為具有現代化科技能力的全

方位管理人才。本碩士學程的課程地圖均依照各學年度的課規建構完

成，本學程 102 學年度的課程地圖如圖 1-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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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102 學年度學程課程地圖 
26 

 



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

展計畫之結果 

 

「公司理財碩士學位學程」於 96 學年度成立並開始招生，依據第一週

期系所評鑑結果與自評委員李志宏教授、張仲岳教授及廖四郎教授之寶貴

意見，建議公司理財碩士學位學程名稱予以適當修改，清楚定位目標與特

色，並與課程設計及師資結構配合。 

會計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於 96.10.24 召開聯合系務會議，於 97.01.09 正

式簽呈本校管理學院申請將本學程更名為「會計與財務金融碩士學位學

程」，並報教育部申請更名完成。民國 100 年，本學程再度更名為「會計與

財務碩士學位學程」，清楚訂定本學程之目標與特色定位，並透過課程委員

會制訂教育目標暨專業能力指標訂定檢核表，據以定期檢討學程課程內

容。學程之總學分為 42 學分(含專業必修 18 學分及專業選修 24 學分)。專

業選修課程 24 學分中，學生經指導教授或會計系主任核准後，須修習會計

類課程至少 12 學分；財務類課程至少 9 學分，作為專業選修畢業學分，而

會計類課程與財務類課程也非常多元，強化專業競爭力。 

 

1-7. 學生彈性選課與進修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為培養研究生會計與財務雙專長，畢業學

分共為 42 學分。專業必修科目包含「財務會計理論」、「高等審計學」、「計

量經濟學」、「高等管理會計」，以及「專題研究」共 18 學分。專業選修課

程共 24 學分，學生經指導教授或會計系主任核准後，須修習會計類課程至

少 12 學分，可供選擇之課程有「財務報表分析」、「會計資訊系統」、「財務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非營利會計」、「金融商品會計」、「行為會計學」、

「租稅專題」、「大陸租稅與會計制度」與「績效評估專題研究」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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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財務類課程至少 9 學分，作為專業選修畢業學分，其中包括「企業分析

與評價」、「投資學」、「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財務個案」、「固

定收益證券」、「風險管理」、「財經英文」等科目。 

綜合以上可見，會計類課程與財務類課程非常多元，學生也可以根據自

己興趣規劃選修其他系所課程，碩士班課程的選擇也非常具有彈性。 

 

1-8. 小結 

    本學程以培養具備會計為主財務為輔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充份運用會

計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之資源，達到資源互享、人力交流的目的。本學程

之專/兼任教師，專長範圍涵蓋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與財政稅

務、公司治理、財務計量、財務風險管理、銀行管理及金融市場與機構等，

符合「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之發展方向及特色。  

    但相較於其他學校，本學位學程成立不久，導致在業界的校友較少，

限制了人脈的發展。我們也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使得招生與徵聘師資時，

仍深感無法與都會區之他校系競爭。但資訊設備日新月異，本校雖地處東

部，但教育資源相當豐富;公共交通運輸體系日益發達，電氣化後台鐵的太

魯閣號與新增的普悠瑪列車，到北部地區火車平均只需 2 小時，飛機只需

35 分鐘，交通情況已改善。本學程與國內大型事務所充份合作，在校學生

可以在暑假時間進去實習，體驗事務所內文化，表現優秀更可以拿到未來

之聘書。多數教師年輕，在學程清楚定位下，同儕的競爭與扶持，讓本學

程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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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 

 

2-1. 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教學方

法之情形 

 

本學程根據國立東華大學建校目標、設校理念及校務發展目標，配合管

理學院院務發展計劃及本學程之設立宗旨，在管理學院既有基礎下有效整

合會計學系及財務金融學系現有系所，在互享資源人力前提下，架構學程

整合領域之特色。據此本學程發展出下列三項教育目標為： 

 

（一）培養多元視野之中高階會計人才 

（二）培養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人才 

（三）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業人才 

 

在此架構下，本學程期望所養成之學生，應有紮實的會計理論與實務基

礎，並有足夠的能力分析瞬息萬變的產業變化，並擁有多元知識掌握最新

會審新知與財金資訊脈動。根據本學程之「教育目標」及特色，結合東部

地區及會計產界的需求，發展本學程學生需具備的核心能力為： 

 

（一）充分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 

（二）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 

（三）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 

 

本學程課程規劃之理念即依循本學程之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而架構，並

配合產業、經濟之轉變與資訊科技之蓬勃發展，積極延聘優良師資、充實

教學內容，同時致力於推動學術與實務交流、鼓勵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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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引導學生開放視野、吸收各不同領域知識、培養獨立思考及溝通能

力。不僅塑造研究生應有的專業知識及態度，更為國家及企業在未來面臨

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做準備。 

因此，本學程開設之課程融合科學方法、核心價值、及專業領域之多元

架構。本學程重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在課程方面開設會計實務與理論相

關、安排學生至業界參訪或邀請會計師蒞系演講，讓學生直接獲取會計相

關之實務，並養成其崇法務實與良好操守之觀念，培養其高超之職業道德

及敬業樂群之精神，增加其未來就業之競爭力；本學程重視學生分析與溝

通能力之培養:內有研究方法類之專業課程「計量經濟學」；金融市場實質操

作各項金融工具類之專業課程「財務報表分析」、「固定收益證券」、「衍生

性金融商品」；質性研究之「行為會計學」及「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等相

關課程，引導學生發展分析與溝通能力。除了會計專業課程之外，並強調

與金融知識之結合，以培養兼具財務金融知識之專業人才為目標。本學程

之養成教育以期能培育具有專業素養及良好操守之專業菁英人才為努力方

向，除了能提供東部地需產業發展所需之會計、審計、稅務及管理諮詢人

才等，亦能以專業知識與敬業態度服務於國內外各類型組織，成為業界樂

於雇用的中高階會計人才。 

為配合會計理論與實務之均衡發展之目標，本學程規劃以下敘述之課程

架構。以 102 學年度為例，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42 學分：專業必修 18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附件：100-102 學年課程規畫表】 

其中專業必修課程涵蓋財務會計理論、高等審計學、計量經濟學(一)、

高等管理會計專題研究(一)、專題研究(二)、專題研究(三)、及專題研究(四)。 

在專業選修課程方面，本學程開設多元之會計相關課程，包括有：財務

報表分析、會計資訊系統、財務會計準則、國際會計、非營利事業會計、

非營利事業會計、金融商品會計、行為會計學、租稅專題、大陸租稅與會

計制度、績效評估專題研究、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及會計審計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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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財務類專業選修課程方面，本學程開設之課程有企業分析與評價、

投資學、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財務個案、固定收益證券、風險管

理、及財經英文等。 

本學程要求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力，進行學生學習評量之設

計，所以各教師隨課程所需，發展學生學習評量方法。綜合而言，評量方

法包含筆試、課堂參與、心得報告、研究報告及口頭報告等，務使學生在

就學期間充份了解在結合實務知識及其理論背景。本學程特別注重學生分

析能力的培養，各課程在大量閱讀文獻時，任課教師會要求學生說明該文

獻所用的研究設計或方法，對研究結果給予批判或建議，培養學生分析能

力。書面課堂參與心得報告及口頭報告研究議題探討為主。 

另外，本學程訂有學程修業要點【附件: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會計與

財務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詳細規定學生之修業年限為在一至四年。在

修課、論文指導、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方面、也有所規定。 

 

一、 修課規定：依學生入學當年度之課程規劃表辦理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 42 學分，專業必修課程 18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專

業選修課程 24 學分。 

(二)論文必修課程包括專題研究(一)、(二)、(三)、(四)，由碩士論文指導教

授評分，共 6 學分。「專題研究一」：以各類研究議題探討為主。「專題

研究二」：完成文獻探討並建立明確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專題研究

三」：完成修習碩士論文計劃書。「專題研究四」：完整的論文初稿包括

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結果、討論與建議等。 

(三)專業選修課程共 24 學分，學生經指導教授或會計學系主任核准後，需

修習會計類課程至少 12 學分；財務類課程至少 9 學分，作為專業選修

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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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學前修習過本學位學程所開設之課程，且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經會

計學系主任認可核准後方可抵免。 

(五)入學後之前二學期每學期至少須修兩門課。 

(六)未於修業期限內通過學位考試或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應令退學。 

 

二、 論文指導： 

 

(一)碩士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由系主

任審核同意。 

(二)碩士論文及個別研究指導教授以本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

師擔任為原則，特殊狀況須以書面向碩士班相關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

審查通過。 

(三)若獲同意選定系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則必須有本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共同指導。 

 

三、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一)須在舉行口試六週前提交碩士論文題目及碩士口試時間。口試日期二週

前須繳交碩士論文初稿，始得進行口試。 

(二)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學位

考試通過後一個月內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

華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

四冊(一冊系收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二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

定之收藏單位收藏)。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校外委員至少佔三分之一以上，

由本學位學程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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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碩士生之配偶或

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1.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2.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員

者。 

3.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研究領域，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本學位學程碩士班相關委        

員會訂定之。 

(四)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2.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學位口試，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始得舉行。 

3.學位考試委員會，由該組指定校外委員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不得

兼任召集人。 

4.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

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5.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

論，並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6.學位考試不通過，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重考不及格者，即令退學。 

 

學生於修業期間修習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後，可奠定日後就業之穩固基

礎，期許學生能在本學程教育目標下發展所的核心專業能力，日後才能盡

其所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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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金融產業轉型挑戰及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發展，會計與財務碩士學

位學程設計涵蓋融合科學方法、核心價值、專業領域之課程，並配合財務

金融學系與會計學系教師之專長與現有的教學資源，規劃可因應未來金融

市場、產業環境變化之課程架構。 

自 101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其畢業需滿足下列條件。（可自行擇一） 

1.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英文能力檢定（除(6)與(7)需於碩士生在學期間發生，

於成績單所載日期均應為申請日前四年以內），方具申請畢業資格： 

(1)TOEIC 700 分  

(2)TOEFL 550 分  

(3)TOEFL IBT87 分或 CBT 電腦托福 220 分以上  

(4)GEPT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級複試(含)以上  

(5)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0(含)以上  

(6)參加國際交換學生並修習以英語授課之課程三個月以上者  

(7)若未達上述標準，需修習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第三級英文課程 6 學分， 

並獲 A-以上成績。 

2. 申請當學年度學期畢業者，需於畢業之前提出以碩士論文相關成果發表

於國內外研討會（需親自出席且以口頭報告形式發表）或有審查制度之期

刊（含已被接受）論文一篇。 

本學程之專/兼任教師，均具有博士學位，專長範圍涵蓋財務會計、成

本與管理會計、審計與財政稅務、公司治理、財務計量、財務風險管理、

銀行管理及金融市場與機構等，符合「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之發展

方向及特色，並能滿足本學程各項課程的開設與學生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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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學

習評量方法之情形 

 

本學程課程之規劃與實施除配合學校既定方向與考慮專業、實務需求之

趨勢外，亦會根據任課老師及學生之反應，於課程委員會議中討論修正課

程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並做成決議提交系務會議討論。 

此外，本校自 87 學年度施行網路「課程評估表填寫系統」，讓學生可於

網路上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此系統旨在瞭解同學對於各科教學效果之反

應。作答之結果將會量化並統計之，以提供任課教師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並作為學校了解任課教師教學狀況之依據。所有資料之處理與統一結果之

呈現均採匿名方式處理並加密儲存之，系統在選課結束後會將表中之所有

學生相關資料全部刪除。該教學意見表之內容包含： 

 

（一）任課教師之課前準備充分。 

（二）任課教師之教學態度是否認真，關心同學的學習成果。 

（三）任課教師是否有缺課、遲到早退情形。 

（四）任課教師是否具有豐富的本科知識。 

（五）任課教師在課堂上是否能啟發同學思考、解答疑問。 

（六） 任課教師之實際授課是否符合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表的內容與進

度。 

（七） 任課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充分、明確且客觀的評量標

準，並事先告知學生。 

（八）任課教師是否能表達調理分明、清晰流暢。 

（九）整體而言，本課程任課教師的教學效果是否良好，令學生受益良多。 

 

除此之外，學校亦訂有期中教學建言制度，開放學生於學期中針對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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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課程提出建議。其內容包含：老師音量、說話速度、上課進度、上課

方式、板書文字、上課內容、教科書內容與教學媒體使用等項次，給予修

課學生評量之。任課教師可根據上述評量作為其課程之規劃與授課方向之

修訂參考；學校亦可由此瞭解任課教師教學之情況與評量教師之適任能力。 

本校之課程評量表自 87 學年實施至今，學生多已瞭解有此管道可供提

出建議。期中教學建言之實施時間雖不長，但學生亦已漸漸熟悉此一建言

管道。（請參閱網頁 http://www2.ndhu.edu.tw/classsug/CLSUTRS.html） 

本學程學生可經由以下三種管道，瞭解所欲修習的教學科目之教學目標

與教學內容： 

 

（一）教師於課堂中，提供該課程之教學大綱與教學進度之紙本，內容包

含教學目標及課程大綱等，以做為該課程進行之依據。 

（二）教務處資訊系統，設有國立東華大學開放式課程網，所有任課教師

於學期開始上課前均須將教學大綱登錄於開放式課程網中，因此，

學生可於開課課程查詢網頁中。點選所欲查詢之課程，及可得知簡

要課程大綱作為選課參考之依據。 

（三）授課教師之教學網站內，可得知與課程相關之資訊，瞭解其教學目

標。 

此外，每學期期末，學生在學校網站上所填寫之課程評量表中，亦要求

學生對於課程之實際內容及進度與課程大綱之配合度加以評估，故而學生

多會注意及知悉該課程之課程大綱。 

學程教師均係依其專業知識，並配合實務及學術之發展趨勢，擬定與設

計教學大綱。而會計專業之發展日新月異，故而本學程教師亦能時時跟隨

會計實務及學術之潮流，選用適當之教材。各課程之教學大綱均係因應該

課程之專業發展脈動而擬定之，而各科之任課教師教學之內容多能符合其

所設計之教學大綱。每學期各科之任課教師上傳教學計劃表至教師開課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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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系統（https://web.ndhu.edu.tw/ academic/TeacherSubj/default.aspx）。 

本學程定期於每學期末學生進行下一學期選課時進行調查，學生需於選

課前完成教學意見調查表的填寫，方可選課。因此，系所皆可獲知學生每

學期對於各科教師教學之意見表。 

本學程將學生意見反應調查表忠實呈現予各科授課教師參考及詳閱，給

予教師進行課程教學改善之建議，使教師可進行教學之改進與提升教學之

品質，各教師亦會為了學生之權益而將學生提出之意見，反應於課程教學

之改善。 

 本學程每學期定期評估教師基本評量，會根據學生教學意見之結果，

評估與評量教師之專業能力與授課品質，並衡量教師是否需進行改善【附

件：教務處致系主任函】，以期師資陣容整齊、優秀，以達成施行理論與實

務結合、多元視野、專業與品德兼顧和傳統與創新融合之教育目標與培養

優秀之全方位會計專業人才之教學宗旨，更提升本學程之聲譽與競爭力。 

本學程亦指派教師參與「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相關課程或管理

學院教師社群經營座談，如個案教學等相關課程，以輔助教學意見評價較

低之教師精進其教學能力，提高教學效果。除此之外，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更不定期舉辦教師講座(如表 2-2-1)，講座議題多元且豐富。 

表 2-2-1 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舉辦教師講座(100~102 學年度) 

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者 
103.05.20 大班教學-TBL 教學法 慈濟大學人文醫學科王英偉 教授 
103.05.08 我在性別課程知行思三合一教學分享 花師教育學院 張德勝 院長 
103.03.14 翻轉教室 台灣大學 葉丙成 老師 
103.03.05 讓學生喜歡上課 王淑俐 老師 
102.12.27 學習成效評量理念與實務 邱于真 老師 
102.12.19 數位學習教學經驗分享 黃朝曦 老師 
102.11.05 創新教學 劉唯玉 教師 

102.10.18 
英文授課與外籍學生導向之教學經驗分

享 陳建男 教師 

102.10.18 Adobe Acrobat--利用 pdf 簡化教材資料 黃慧敏 講師 
102.10.15 英文授課與外籍學生導向之教學經驗分 呂正雄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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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102.10.11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講座 湯愛玉 教師 

102.10.04 
分享與交流~台客老師的英語授課教與

學 高韓英 老師 

102.09.30 Managing a Large Undergraduate Business 
Course Dr. Gan, Bernard 

102.09.24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講座 褚志鵬 國際長 
102.09.24 大學教師教學挑戰 羅寶鳯 教師 
102.09.18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講座 馬遠榮 教師 

102.06.20 課堂評量尺規的教學與設計 
自資系 楊悠娟老師、課程系 劉唯

玉老師、英美系 嚴愛群老師 
102.05.28 教育行政 吳家瑩 教師 

102.05.15 大班教學技巧經驗分享 財金系 池祥萱老師、會計系 姚畯

老師 
102.05.14 Adobe Acrobat--利用 pdf 簡化教材資料 黃慧敏 講師 

102.05.01 
大家一起來寫歷史：口述歷史與書寫村史

之課程設計 
歷史系 陳進金老師 

102.04.22 
「大學學生學什麼？大學教師教什麼？

考什麼？-學生學習成效評量的教學觀

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 林世華副教授 

102.04.25 全英語教學面面觀 資工系 吳秀陽 教授兼系主任 

102.04.11 
當外果人變成自家人～台客老師的英語

授課教與學 資工系 高韓英老師 

102.03.15 雲端線上課程之創新學習模式與浪潮 黃能富 教授 
102.03.14 教育測驗與評量 羅寶鳳 教師 

101.11.29 
評分量尺（rubrics）在教學與學習成效評

估之運用 新竹教育大學 蘇錦麗教授 

101.11.20 校級優良教師教學分享 許世璋 老師 
101.10.31 應用 E 學苑與輔助課堂教師 劉明洲 老師 

101.10.19 
學習成果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評量-Rubrics
的運用與設計 

台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 
李紋霞副組長 

101.10.19 有效教學結構：BOPPPS 之運用 
台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 
李紋霞副組長 

101.03.29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的課程設計 高雄醫學大學 黃淑玲教授 

100.11.04 
學習成果導向評量: Rubrics 的運用與設

計 
台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 
李紋霞副組長 

 

在少子化趨勢的可見未來，學校非常關切如何提升本校教師的教學品

質，必然將是左右本校競爭力的關鍵因素之一，藉由共同協助關懷的方式

支援教師，以期能獲致教學效果的成長，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也能適時提

供必要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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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院(系)配合學位學程需求，提供空間及設備支援，滿足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在硬體設備方面，本學程共設置二間碩士班專屬研究室，每間都有個別

OA 隔間之座位，俾供研究生專心研究之用。其中一間可容納 40 位研究生(管

理學院 B403 室)，另一間碩博合用研究室(管理學院 C428 室) 則可容納 8

位研究生(如圖 2-3-1)。研究室訂有相關使用辦法【附件:國立東華大學會計

學系研究室使用辦法】，由研究生自主管理。研究室硬體設備清單如表 2-3-1

所列。另外，系辦也提供投影機、筆記型電腦、擴音器、延長線、單槍投

影機、遙控器、連接線等硬體設備供碩士班學生上課所需。研究室之電腦

等相關設備，純粹讓碩士生於平日查詢文獻及研究上使用。 

 

 
圖 2-3-1 學程學習環境 

 

表 2-3-1 碩士班研究室硬體設備清單 

設備名稱 數量 
桌上型電腦主機(P4 以上等級)/液晶螢幕 21/21 

筆記型電腦 1 
網路雷射印表機 2 

專屬 IP 位址/無線上網 21/有 
個人專屬書櫃 45 組 

註 1:102 學年度研究生共計 36 人。 

註 2:管理學院及圖書館等校區皆提供無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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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研究與教學所需資源，管院及各系已聯合或個別訂購下列資料

庫，以提供管理學院各系之使用，其中包含會計系師生最常需要使用的資

料庫如審計品質分析資料庫、公司治理資料庫及台灣集團企業資料庫等，

以下列示以訂購資料庫清單： 

 

  EBSCOhost-EconLit  

  ProQuest-ABI/INFORM Complete   

  台灣經濟新報  

  台灣經濟新報(總體+國內基金)  

  台灣經濟新報_台灣證劵+台灣公司治理  

  台灣經濟新報_台灣證劵+台灣公司治理  

  TEJ 台灣經濟新報-中國公司治理資料庫  

  TEJ 台灣經濟新報-台灣審計品質分析模組  

  TEJ 台灣經濟新報-台灣集團企業模組資料庫  

  Datastream 

 

2-4. 學位學程授課教師協調課程教學內容，達成學程整合之機制

及其運作情形 

 

本學程開設之課程融合科學方法、核心價值、及專業領域之多元架構。

本學程重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在課程方面開設會計實務與理論相關、安

排學生至業界參訪或邀請會計師蒞系演講，讓學生直接獲取會計相關之實

務，並養成其崇法務實與良好操守之觀念，培養其高超之職業道德及敬業

樂群之精神，增加其未來就業之競爭力；本學程重視學生分析與溝通能力

之培養:內有研究方法類之專業課程「計量經濟學」；金融市場實質操作各項

金融工具類之專業課程「財務報表分析」、「固定收益證券」、「衍生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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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質性研究之「行為會計學」及「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等相關課程，

引導學生發展分析與溝通能力。 

除了會計專業課程之外，並強調與金融知識之結合，以培養兼具財務金

融知識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專業選修科目除了會計專業相關課程外另外開

立財金專業相關課程供學生充實金融知識如「企業分析與評價」、「投資

學」、「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財經英文」、「財務個案」及「固

定收益證券」等。因此，本學程除了會計系教師外，另有財務金融學系教

師共同支援課程。學位學程所有授課教師，須密切協調課程教學內容，以

達成學程整合之機制。 

 

2-5. 專、兼任教師之數量與學術專長，符合學位學程教育目標及

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102 學年度本學程有 19 位教師（會計系 9 位、財務金融學系 10 位），

學生共 35 位，生師比為 14.83(碩士學位學程生師比計算標準：（支援學系全

部學生數+學程學生數）/支援學系全部專任教師數)。表 2-5-1 為 100 學年度

至 102 學年度之生師比一覽表。 

另外，表 2-5-2 及表 2-5-3 為 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會計與財務碩士學

位學程開設之科目的開課師資陣容，顯示本學程於師資專業性及開設課程

數皆符合學生需求。  

 

表 2-5-1 100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學程之生師比一覽表 

學年度 學生人數 專任教師人數 兼任教師人數 生師比 備註 
100 24 19 1 13.93 會計 9 師、財金 10 師 
101 30 20 1 13.70 會計 10 師、財金 10 師 
102 35 19 1 14.83 會計 9 師、財金 10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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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102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課程 

系級  必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任課教師  

碩士 必 財務會計理論 3/3 吳貞慧 

碩士 必 計量經濟學(一)- 
迴歸分析 3/3 李明龍 

碩士 選 財務報表分析 3/3 林穎芬 

碩士 選 大陸租稅與會計制度 3/3 王肇蘭/蔡松棋 

碩士 選 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 3/3 張益誠 

碩士 選 財務管理 3/3 池祥萱/蕭朝興/蕭育仁 

碩士 選 衍生性金融商品 3/3 王詩韻 

碩士 選 財經英文 3/3 侯介澤 

碩士 選 固定收益證券 3/3 黃瑞卿 

 

表 2-5-3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 102 學年度下學期開設課程 

系級  必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任課教師  

碩士 必 高等審計學 3/3 周雅英 

碩士 必 高等管理會計 3/3 林穎芬/蔡松祺 

碩士 選 績效評估專題研究 3/3 姚維仁/林穎芬 

碩士 選 租稅專題 3/3 姚維仁/王肇蘭 

碩士 選 企業分析與評價 3/3 吳貞慧 

碩士 選 會計資訊系統 3/3 張益誠 

碩士 選 國際會計 3/3 姚維仁 

碩士 選 會計審計專題研究 3/3 陳妮雲 

碩士 選 風險管理 3/3 黃瑞卿 

碩士 選 投資學 3/3 蕭朝興 

 

本學程教師之數量及其學術專長均能符合系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教師開設之課程內容皆符合個人之學術專長。表 2-5-4 與表 2-5-5 列

示會計系與財金系教師之專長運用於教學、及與教學課目相關之學術研究

成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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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教師專長與教學科目應用個人學術研究成果彙整表-會計系 

教師 專長 教學科目 與教學科目相關之學術研究成果 
林穎芬 1.管理會計 

2.公司治理 
3.績效評估 

1. 會計學原理(學) 
2. 高等管理會計

(碩) 
3. 財務報表分析

(碩) 

1. Tournament Theory'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Pay Gaps. 

2. Firm Performance,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3.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4. 高階經理人誘因報償對風險承

擔與公司績效之影響。 
5. 機構投資人、董事會結構、薪酬

與關係人交易。 
黃德芬 1.財務會計 

2.管理會計 
3.租稅議題 

1. 會計學原理(學) 
2. 成本與管理會計

(學) 

1. Th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2. 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arnings Quality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3. 地方審計機關績效之研究  
4. 地方政府各服務構面支出效率

之評估 
5. 雙簽制度下會計師產業專精及

查核任期對商業銀行盈餘管理

之影響 
吳貞慧 1.行為財務 

2.財務會計 
3.公司治理 

1. 會計學原理(學) 
2. 財務會計理論

(碩) 
3. 績效評估專題研

究(碩) 

1. Limited attention and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 

2. The conservatism bias in an 
emerging stock market: Evidence 
from Taiwan 

王肇蘭 1.稅務法規 
2.財政理論 

1. 稅務法規(學) 
2. 稅務規劃(學) 
3. 公共財務管理

(學) 
4. 大陸租稅與會計

制度(碩) 
5. 租稅專題(碩) 

1. 台灣地區地方政府效率暨生產

力之評估 
2. 公司以不同的來源發放股票股

利隱含不同的動機，投資人知

道嗎？ 
3. 地方審計機關績效之研究 
4. 地方政府各構面支出效率之評

估─兼論支出初效率與補助款

之關聯 
5. Vertical Externalities in Tax 

Setting in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 

6. 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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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 Quality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周雅英 1.財務會計 
2.決策會計 

1. 會計學原理(學) 
2. 高等審計學(碩) 

1. Ca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mprove Earnings Quality 
Attributes?–Evidence from an 
Enhanced Disclosure Regime in 
Taiwan.  

2. Tournament Theory’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Pay Gaps 

3. Supervisory Quality of Board 
and Firm Performance: A 
Perspective of Board Meeting 
Attendance. 

陳妮雲 1.財務會計 
2.資本市場 

1. 會計學原理(學) 
2. 高級會計學(學) 
3. 財務會計準則研

討(碩) 
4. 會計審計專題討

論(碩) 

1. Earnings Surprises in Analysts’ 
Forecasts,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Share Repurchases. 

2. Th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3. Transferring Shares to employees 
or Directors?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Board Duality on Share 
Repurchase in Taiwan.  

4. The Impact of Analysts' Forecasts 
on Share Repurchases as Signals 
for Earnings. 

5. 買回庫藏股實際執行率宣告市

場反應之研究 
張益誠 1.電腦審計 

2.會計資訊系統 
3.企業資源規劃 
4.會計 

1. 會計學原理(學) 
2. 中級會計學(學) 
3. 會計資訊系統

(碩) 
4. 資訊稽核與治理

研討(碩) 

1. 資訊系統內部控制評估實務探

討 
2. 沙氏法案下會計師執行一般控

制風險評估模式之建構與實證 
3. The Effects of 

Hedonic/Utilitarian Expectat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Play 
Online Games 

4.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5. A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is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姚維仁 1.財務會計 
2.會計資訊揭露 

1. 中級會計學(學) 
2. 財務會計理論

(碩) 
3. 國際會計(碩) 
4. 財務會計準則

(學) 

1.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ndatory IFRS Reporting: 
Evidence on the Syndicated Loan 
Structure 

2.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on Bank Loan 
Contracting in Global Markets 
after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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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RS Versus U.S. GAAP: Analyst 
Forecasts of Foreign Firms Listed 
in the U.S. 

4. Industry Audit Exper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At the 
Firm and Partner levels. 

黃麗津 1.管理會計 
2.公司治理 
3.經理人薪酬 

1. 會計學原理(學) 
2. 中級會計學(學) 
3. 財務報表分析

(學) 
4. 審計學(學) 

1.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2. 經理人獎酬、公司治理與現金股

利政策 
3. Firm Performance,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4.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come Smoothing 

 

表 2-5-5 教師專長與教學科目應用個人學術研究成果彙整表-財金系 

教師 專長 課程 與教學科目相關之學術研究成果 
蕭朝興 1. Behavior 

Finance 
2. Market 

Microstructure 

1. 金融機構與市

場 (學 ) 
2. 財務管理 (碩 ) 
3. 財務經濟學

(碩 ) 
4. 投資學 (碩、博 ) 

1. 台灣股市收盤資訊揭露制度與

價格效率的關聯性 
2. 臺灣股市機構投資人之交易策

略和股票報酬 
3. 磁吸效果、委託型態與流動性供

給的關聯性 
4. Technical Analyses and Order 

Submission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5. R&D, Risks and Overreaction in a 
Market with the Absence of the 
Book-to-Market Effect 

6. 台灣機構投資人動態持股偏好

之探討 
7. Institutional Trading  

and Opening Pric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ast Emerging 
Market 

8. 台灣股市調降升降單位對投資

人委託策略、流動性供給與執行

品質的影響 
9. The Absence of the 

Book-to-Market Effect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10. Informational Difference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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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an 
Increasingly Institutionalized 
Market 

11. 台灣股市縮小升降單位對價格

群聚與市場流動性的影響 
李明龍 3. 不動產投資 

4. 財務管理 
1. 計量經濟學

(學 ) 
2. 計量經濟學 -

迴歸分析 (碩 ) 
3. 不動產投資

(碩 ) 

1. Does European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2. Futures Trading, Spot Price 
Volatil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3. REIT Stock Dividends: The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Wealth 
Effects 

4. The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REIT Dividend Announcements 

5. Hedging Effectiveness of REIT 
Futures 

6. Chasing Housing Prices 
7. Long-Run Inflation Hedging 

Properties of US Equity REIT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ructural 
Break in the 1990s 

8. Do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in the Long Run? 
Evidence from Three East Asian 
Emerging Markets 

9. Market Signals Associated with 
Taiwan REIT IPOs 

10. Long-run Price Behaviour of 
Equity REITs: Become More like 
Common Stocks after the Early 
1990s?  

11. Time-Varying Real Estate 
Sensitivities of Mortgage REITs 

12. REIT Excess Dividend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Evidence with Taxable Income 

13. The Role of Correlated Trading in 
Setting REIT Prices 

呂進瑞 1. Financial 
Empirical 
Analysis 

2. Financial 
Theorical 
Analysis 

1. 衍生性金融商

品 (碩 ) 
2. 金融創新 (碩 )  
3. 財務工程-金融

創新(博) 

1. Market Responses of Foreign 
Corporations with Issued TDR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vestor 
Recognition 

2.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 of Gold 
Assets at the Differential Market 
and Differential Game Structures 

3. Including More Information 
Content to Enhance the Value at 
Risk Estimation for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4. Valuing Seller-Defaultable 
46 

 



Options 
5. Which demands affect optimal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choices? 
6. On study of the condi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 on Taiwan’s stock 
market 

7. Religious-Based Portfolio 
Selection 

8. Risky Assets Allocation and 
Consumption Rule in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Risk and Insurance 
Markets 

9. Wealth Effects of Real Estate 
Firms Reacting to REITs Going 
Public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aiwan New Financial Products 
Issuance 

10. Estimation of oil firm’s systematic 
risk via composite time-varying 
models 

11. Innate learning and portfolio 
selections 

12. Health Care and Risky Asset 
Investment 

13. Dealer spread and portfolio 
selection under price risks: 
Evidence from the gold service 
industry 

14. Forecasting equity market 
correlation: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15. Effect of the oil price risk on 
systematic risk from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dustry 
evidence 

黃瑞卿 1. 信用風險管理 
2. 財務統計 

1. 統計學 (學 ) 
2. 固定收益證券

(學、碩 ) 
3. 風險管理 (碩 )  

1.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A 
simple hazard model with 
competing risks 

2.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with 
the 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 

3. Forecasting credit ratings with the 
varying-coefficient model 

4. Predicting recurrent financial 
distresses with autocorrelation 
stru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5. Predicting issuer credit ratings 
using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6.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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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aiwan corporations 
7. Does the local rating agency 

provide reliable credit rating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8. A varying-coefficient default 
model 

9. The forward intensity model: An 
empirical study for Taiwan 
companies 

10. On study of the condi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 on Taiwan’s stock 
market 

11. Assessing bankruptcy prediction 
models via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12. Frailty correlated default model: 
An empirical study for Taiwan 
companies 

13. Predicting issuer credit ratings 
using a semiparametric method 

14. Predicting bankruptcy using 
thediscrete-time semiparametric 
hazard model 

15. Credit risk assessment using  
3model-based clustering analysis 

池祥萱 1. 公司理財 
2. 行為財務學 

1. 財務管理

(學、碩 ) 
2. 中級財務管理

(碩 ) 

1. 機構投資人能適時賣出該賣的 3
股票嗎? 

2. 共同基金處分效果、強化承諾與

動能投資策略 
3. 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 

The Impact of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of Mutual Fund 
Managers on Fund Performance 

4. 區間價格下公開市場股票買回

之評價理論與實證分析: 互換選

擇權的應用 
5. 公司以不同的來源發放股票股

利隱含不同的動機，投資人知道

嗎？ 
6. 證券商股票推薦評等之利益衝

突及其影響－本國券商與外資

券商之比較 
7. Being Good or Being Know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dia 
Coverage, and Earnings 
Announcements 

8.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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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王詩韻 1. Derivatives 
2. Credit rating 
3. Investment 

1. 財務管理 (學 ) 
2. 基金管理 (學 ) 
3. 衍生性金融商

品 (碩 ) 
4. 投資評估與實

質選擇權 (碩 ) 

1. The Pricing and Hedging of 
Structured Notes with Systematic 
Jump Risk: An Analysis of the 
USD Knock-Out Reversed Swap 

2. Fuzzy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for Evaluating Mutual 
Fund Strategies 

3. A Fuzzy Real Option Valuation 
Approach to Capital Budgeting 
Under Uncertainty Environment 

4. An Application of Fuzzy Set 
theory to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 

5. Application of Options to the 
Pharmaceutical Markets-The 
Solutions of Corruption and 
Counterfeit Drugs in Emerging 
Markets 

6. Evalua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Validity of Value Line Stock 
Ratings Using Domination Cones 

7. The real options approach to the 
baseball game betting 

8. Evaluating Multi-Criteria Ratings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Options 

侯介澤 1.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Markets and 
Money 

3. Pension/Mutual 
Funds 

4. Empirical 
Finance 

1. 國際財務管理

(學 ) 
2. 國際金融市場

(學 ) 
3. 財經英文 (碩 ) 
4. 金融機構與市

場 (碩 ) 

1. 台灣銀行業整體經營風險之探

討：羅吉特迴歸與危險比率迴歸

模型之比較 
2. 遠期外匯契約避險策略之探討 
3. Investors’ Reactions to Analyst 

Forecast Revision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 
Evidence of Stock Price Drift 

4. The impacts of stock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tory 
change on mutual fund herding in 
Taiwan 

5. An Investigation of Default 
Prediction Models in the Taiwan 
Banking Sector 

6. FDI Modes and Parent Firms' 
Productiv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7. Tax Incentives and R&D A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aiwan 

8. Stock Series Holiday Regressors 
Generated From Flow Series 

49 
 



Holiday Regressors 
9. Return Persistence and Investment 

Timing Decision in Taiwanese 
Domestic Equity Mutual Funds 

10. Momentum Strategies,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Investor Conservatism in 
Asian-Pacific Region 

11. Wealth Effects of Real Estate 
Firms Reacting to REITs Going 
Public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aiwan New Financial Products 
Issuance 

12. Outward FDI and Productivity: 
Panel Granger-Causality Evidence 
for Taiwan Manufacturing Firms 

蕭育仁 1. 風險管理 
2. 財務實証 
3. 金融機構管理 

1. 財務管理

(學、碩 ) 
2. 衍生性金融商

品 (學 ) 

1. On the Diversification Benefits of 
Commodity ETFs 

2.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Markets 

3. The Impacts of Liquidity on 
Option Prices 

4. The Impact of Non-trading 
Periods on the Measurement of 
Volatility 

5.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羅德謙 1. 流動性風險  
2. 衍生性商品  

1. 衍生性金融商

品 (學 ) 
2. 財務個案 (學 ) 
3. 投資學 (學 ) 
4. 投資組合理論

(碩 ) 

 

翁培師 1. Investment 
2. Corporate 

Finance 
3. Behavioral 

Finance 

1. 行為財務學

(學 ) 
2. 投資學 (學 ) 
3. 投資組合理論

(學 ) 
4. 中級財務管理

(學 ) 
5. 行為公司理財

(碩 ) 

1.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S&P 500 Index and VIX Option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S&P 500 
Index 

2. IPO Underwriting and Subsequent 
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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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 

 

本學程目前並無專有師資員額，主要係以會計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之專

業師資支援。兩系對於新聘師資之基本要求乃在其專長需符合該教師所授

課程需求，且專/兼任教師皆需具有博士學位或專業領域之專業證照。各系

之聘任程序皆為：各系之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就申請人所附之文件，加以

審核，並提交系務會議討論該申請人之專長是否符合課程設計之需求，並

進行決議是否邀請來校演講、面談。爾後，再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決議是否聘任該申請人，後提交院教師評審委員匯集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決議。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為聘任專業且適任之專/兼任教師，應徵教師

應隨申請函附上下列文件： 

一、詳細履歷表包括學歷、經歷、專長、研究興趣、著作目錄等相關資料。 

二、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含學位論文）。 

三、三封推薦信（系所主動邀聘者得免附，其他應徵者可於進入複選名單

時補交）。 

四、最近五年內著作。 

表 2-6-1 為本學程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表 2-6-2 為本學程

六年內專任教師流動資料表，顯示學程師資結構良好，且穩定性相當高。 

 

    表 2-6-1 會計系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教師 學歷 經歷 
林穎芬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所(管理

會計組)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黃德芬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吳貞慧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財經法律會計組）博

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師/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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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領組） 
王肇蘭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周雅英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School, Doctoral 
Program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USA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私立實踐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陳妮雲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張益誠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

科技研究所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吳鳳技術學院資管系兼任講師 

姚維仁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

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專案教師 

蔡松棋 上海財經大學管理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兼任副教授 
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兼職教授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KPMG 台灣所執行董事 
KPMG 台灣所專業策略長 
KPMG 合夥會計師 

 

表 2-6-2 財金系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教師 學歷 經歷 
蕭朝興 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教授 
李明龍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財務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教授 

呂進瑞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黃瑞卿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財金組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池祥萱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王詩韻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財金組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侯介澤 英國奈比爾大學財金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蕭育仁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羅德謙 羅格斯大學財務經濟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翁培師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表 2-6-3 六年內專任教師流動資料表-會計系 

教師 起聘日 擔任本學程師資年資 
林穎芬 2000/8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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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芬 2000/8 14 年 
蘇惠文 2002/8 12 年(2013/01 辭世離職) 
吳貞慧 2009/8 5 年(2014/08 離職) 
王肇蘭 2007/8 7 年 
周雅英 2008/8 6 年 
陳妮雲 2008/8 6 年 
張益誠 2011/8 3 年 
姚維仁 2007/9 7 年 

 

表 2-6-4 六年內專任教師流動資料表-財金系 

教師 起聘日 擔任本學程師資年資 
蕭朝興 1998/8 16 年 
李明龍 2009/8 5 年 
呂進瑞 2005/8 9 年 
黃瑞卿 2007/8 7 年 
池祥萱 2004/8 10 年 
王詩韻 2005/8 9 年 
侯介澤 2007/2 7.5 年 
蕭育仁 2011/8 3 年 
羅德謙 2012/8 2 年 
翁培師 2013/2 1.5 年 

 
2-7. 小結 

本學程依照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架構課程內容，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

育之核心能力，進行多元學生學習評量之設計。另外，本學程教師質量俱

佳且穩定，也會根據任課老師及學生之反應(教學意見調查表)，持續於課程

委員會議中討論修正課程規劃。 

本學程為國內少見以會計為主與財務為輔之學位學程，以培育兼具金

融知識之會計專業人才為目標。 但也面臨一些問題與困難，如學生會計課

程內容即已相當吃緊，有時難顧及金融相關課程。財金相關課程須要財金

系支援，偶有開課不足或修不到課的現象。本學程近期將增聘師資，也持

續與財金系師資溝通，以改善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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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為了因應本學程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活各項事務之機制，同學們可藉由下

列方式與導師、授課教師或系主任晤談或連繫： 

 

(一) 教師個人 Office Hour 時段〈每學期開學時公布於會計學系網頁〉。 

(二) 導生座談(導師們於學期中不定舉辦導生活動，瞭解及輔導學生課業、

生活、感情等事宜)。 

(三) 洽會計學系辦公室(系辦可提供學生選課之各項規定及辦法)。 

(四) 電話或 E-mail 給導師。 

 

目前本學程對於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生涯輔導及實習輔導的執行

情形分述如下： 

 

(一) 學習輔導方面： 

本學程對於學生修課之輔導，除在正式課堂之講解外，尚有課餘修課

輔導機制。其次，會計學系各科教授皆設有 Office Hour，提供學生請

教關於課業上的種種疑問【附件：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 Office Hour

一覽表】。 

(二) 生活輔導方面： 

本學程導師時常關心學生在外住宿是否適應以及安全問題，也配合學

校政策，對導生進行了解。每學期期初本校學務處統一以公文請系所

調查學生住宿狀況，本學程學生多以學校宿舍作為第一優先選擇，然

因學校宿舍數量有限，未抽中宿舍同學多以校外租屋為主，少數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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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同學則居住自家。另因本校碩士生皆擁有住宿權利，新生多半選擇

全部住校；少數碩二生因修習課程較少，為便於論文獨立思考等因素，

則選擇校屋租屋來獲得更多私人空間。以 102 年度為例，學生居住狀

況如表 3-1-1 列示。 

 

表 3-1-1 102 年度學生居住狀況 

 宿舍 校外租屋 家裡 合計 
碩一 12 5 1 18 
碩二 11 5 1 17 

 

(三) 生涯輔導： 

為幫助學生描繪未來之藍圖，本學程每年皆邀請國內大型會計師事務

所會計師，講述會計學系學生未來之出路以及在就業市場之定位，邀

請名單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蔡松祺會計師、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陳

永清會計師等。此外，會計學系每年也邀請畢業生回娘家(如 102.06 校

友回娘家：會計職場達人講座)，與學弟妹分享職場工作心得、進修事

宜等經驗傳承。 

本校各系導師編制按學生人數每三十人得設導師一人，逾三十人得增

設導師一人。茲將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導師名單列示如下： 

 

表 3-1-2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導師名單 

年度 指導班級 導師姓名 導生人數 
100 碩一 

林穎芬 14 
100 碩二 11 
101 碩一 

林穎芬 17 
101 碩二 13 
102 碩一 

林穎芬 18 
102 碩二 17 

 

本學程導師之分配主要為系主任，此機制之設計旨在能及時解決學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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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活所遭遇之問題，並適時提供學生生涯輔導。 

為解答學生課業上的疑惑，輔導學生相關課業問題，本學程教師於學期

間每周安排 2 小時之師生晤談時間。系上每位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

即告知修課學生當學期之師生晤談時間，且公布於會計學系網頁【附件: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 Office Hour 一覽表】。 

 

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本學程所每年固定自圖儀設備經費中提撥至少 32%以上經費作為圖書

期刊及資料庫之購置；其餘經費依情況更新及添置學生課程所需之相關設

備，100-102 學年度經費分配如表 3-2-1。 

 

表 3-2-1 100-102 學年度經費分配表 

     科目 
學年度 

設備經費 圖書經費 期刊經費 資料庫經費 圖儀設備費

總計 
100 $800,700 $140,000 $208,000 $30,000 $1,178,000 
101 $766,600 $65,000 $250,000 $45,000 $1,126,000 
102 $751,270 $75,000 $408,000 $165,000 $1,399,270 

 

為配合課程需求，每學期會定期公告周知學生相關期刊、書籍與軟體。

期刊包含會計研究月刊、主計月刊、會計評論、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及電

子期刊，書籍計有國際、美國與台灣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審計準則公報

及各類會計審計相關書籍，軟體包含了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美國

Compustat 資料庫及統計軟體(SPSS、SAS)等。關於圖書期刊等經費，本學

程每年提撥此經費給圖書館時會將薦購圖書清單一併附上，薦購清單內容

皆對學生專業修習、實務概略等有助益之各類圖書及期刊。 

本學程每年圖儀設備費用皆用以購置圖書期刊及學生課程所需之設

備，本學程圖儀費之比例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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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本學程學生圖儀費表 

年度 
(學生人數) 設備經費 每位學生分配

之設備金額 
圖書期刊及資

料庫經費 
每位學生分配之圖書

期刊及資料庫金額 
100(242) $800,700 $3,309 $377,300 $1,559 
101(252) $766,600 $3,042 $360,000 $1,429 
102(246) $951,270 $3,867 $448,000 $1,821 

 

學生之學習資源設備皆由本學程行政助理負責管理，本學程行政助理

職責分配如表 3-2-3。 

 

表 3-2-3 本學程行政助理資料 

職稱/姓名 業務職掌 

邱瀅芝助理 

（分機：3072）  
yinchih@mail.ndhu.edu.tw 

1. 碩士班相關業務  
2. 教務處業務(碩士班)：課規修訂、課程排課 

(1)註冊組：學籍資料、休退學、離校手續、RA 等。 
(2)課務組：TA、轉所申請、學位考試 
(3)招生業務組：招生、報到  

3. 會計室業務：年度預算之執行與控管(業務費、設備

費、差旅費、圖書經費、報帳、經費核銷之管理及

來文處理)  
4. 總務處業務：財產採購、財產列帳、車管會業務  
5. 研發處業務：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結案報告、

國科會計畫相關  
6. 學務處業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造冊、工讀金申

請、任用  
7. 人事室業務：教師升等、聘任等相關業務  
8. 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議程與記錄  
9. 學術交流相關業務  
10.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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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幸璇 助理 
（分機：3073）  

shyuanerl@mail.ndhu.edu.tw 

 

1. 學士班相關業務  
2. 教務處業務(學士班)：課規修訂、課程排課 

(1)註冊組：學籍資料、休退學、離校手續 
(2)課務組：轉系申請 
(3)招生業務組：招生、報到  

3. 會計室業務：導生活動費核銷  
4. 總務處業務：財產列帳、報廢、車管會業務、公共

設施維修聯繫、公文收發  
5. 研發處業務：系所評鑑資料、簡介資料統籌  
6. 學務處業務：畢業生流向調查、學生兵役、學生住

宿申請  
7. 圖書館業務：期刊、圖書採購  
8. 課程委員會議程與記錄  
9. 學術交流相關業務  
10. 網頁管理與維護、網路問題處理  
11. 影印機、單槍、會議室、討論室、系上鑰匙等借用

及空間管理  
12. 通識中心業務：課程支援  
13. 其他交辦事項  

     

3-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一) 學生專用活動與學習空間之相關資料 

系上積極鼓勵學生參與各項活動，一方面希望藉此充實學生之文化素

養，一方面也希望能令學生在各項活動及競賽中學習團隊精神以培養榮譽

感，進而塑造健全的身心發展。 

1. 租稅盃：本學程研究生代表東華會計學系參加財政部舉辦的租稅

盃，榮獲佳績。藉由此項比賽，系上研究生從中習得理論與實務結

合的概念，也能將學術上的思考帶入理論操作，不在單單活在課本

的文字上，而是將稅務法規體現在生活中，使同學獲益良多。 

2. 大會盃：每年由全國大專院校各會計學系輪流舉辦，其競賽內容包

括有壘球、排球、辯論、籃球、桌球等團隊活動，而會計學系系隊

在參與大會盃競賽活動，每年皆有良好之表現，舉凡 100 至 102 學

年度計有冠軍獎座 2 項、亞軍 3 項、季軍 2 項，除了競賽成績傲人

58 
 

http://shyuanerl@mail.ndhu.edu.tw


外，也藉此培養同學們之團隊精神並希望鼓勵同學多參與活動，同

時也得與全國各大專院校之會計學系相互交流，拓展視野。 

3. 研討會:本學程每年皆會舉行大型研討會，藉由研討會了解現在學術

上的研究趨勢，使研究生不再拘泥於過去的研究議題，利用研討會

在學術上的討論，讓研究生激盪出新的思考方向，對學術做出新的

貢獻。 

4. 本學程研究生除參與課外活動社團外，系上每學期均定期邀請名人

至校內舉行演講活動，以拓展學生知識與見識，提升學術涵養。 

5. 本學程研究生會定期參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利了解未來工作生

活型態，盡早對未來有所規劃，每年皆提供學生參訪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之學生保險費用，並事先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洽商行程，以確

保學生之安全無虞。 

 

表 3-3-1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學生校外活動地點一覽表 

學年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0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6 樓 
100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基隆路一路 333 號 9 樓 
100 大會盃 義守大學 
100 辯論菁英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1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101 大樓) 
101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基隆路一路 333 號 9 樓 
101 大會盃 東吳大學 
101 辯論菁英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2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101 大樓) 
102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參訪 台北市基隆路一路 333 號 9 樓 
102 大會盃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102 辯論菁英盃 國立台灣大學 

 

(二) 獎助學金與學生工讀金資料 

本學程設有學生事務處理委員會（委員：王肇蘭老師、張益誠老師），

負責處理學生事務，學生可藉由此委員會反應意見與老師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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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報考與就讀本校之研究所，凡正取考進本

校研究所之同學，每學年得申請五萬元之獎學金以資鼓勵【附件：國立東

華大學優秀學生留校升學獎勵辦法】。 

本學程助學金之機制依學校分配提供給學生申請與辦理之。擔任系上

研究助理與教學助理之學生，每月領取 2,500 至 4,000 元不等之助學金。系

上亦提供工讀之機會，工讀範圍包括「行政單位工作」、「其他臨時性工作」、

「特定之專長性工作」、「校內之勞務工作」等。每月工作報酬依受領者工

作性質而有所不同，除勞務性及專業性質工作以每小時 150 元為上限外，

其他工作均為每小時 103 元(102 學年度調整為 109 元，另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15 元)。除寒暑假外，每位工讀同學每月固定性工作以不超過

40 小時為原則。 

本學程每學期皆分配研究生協助教學或研究之助學金，採取開放性申

請方式，並公告周知，以家境需要協助之同學為主要錄取對象，以達工讀

金最大使用效益。【附件：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助理培訓辦法】 

上述相關之訊息公告於系網頁、系公佈欄，與 BBS 相關公告系統，並

由各班班代通知班上同學該項訊息，而申請表格放置於會計學系辦公室，

有興趣之學生可自行前往填寫。除系所工讀金之機會外，尚有學校各行政

單位之工讀機會。 

本學程每學期皆分配研究生協助教學或研究之助學金，採取開放性申

請方式，並公告周知，以家境需要協助之同學為主要錄取對象，以達工讀

金最大使用效益。【附件：中國主計協進社設置主計獎學金辦法、KPMG 暨

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辦法、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勵辦

法、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103 學年度逆風教育助學計劃」、新台

灣和平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作業辦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善愛協會古秉家

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60 
 



3-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研究生的論文修習過程，包括論文必修課程共 6 學分，包括專題研究

(一)、(二)、(三)及(四)，這些課程都由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評分，學生須依照

本學程修業要點完成論文，其中「專題研究(一)」：以各類研究議題探討為

主。「專題研究(二)」：完成文獻探討並建立明確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專

題研究(三)」：完成修習碩士論文計劃書。「專題研究(四)」：完整的論文初稿

包括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結果、討論與建議等(附件：國立東華大

學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 

碩士生通常在入學後第二學期末，找妥論文指導教授，提出論文指導

教授同意書，由系主任審核同意。所以，指導教授與研究生的指導關係，

常常延續兩年之久，在這段期間，舉凡研究生的學習和生涯輔導相關疑問，

都會向指導教授請益，師生之間互動緊密的，也培養出亦師亦友的關係。

由於本學程師資吃緊，每位老師常需指導 2-3 位研究生，這對指導教授而言

也是甜蜜的負擔，表 3-4-1 為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指導

人數；表 3-4-2 為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一覽表。 

 

表 3-4-1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生指導人數 

教師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0-102 平均值 
林穎芬 2 2 2 2 
黃德芬 2 2 2 2 
吳貞慧 2 2 1 1.67 
王肇蘭 2 1 3 2 
周雅英 1 2 3 2 
陳妮雲 2 1 2 1.67 
張益誠 0 3 2 1.67 
姚維仁 102 年新聘 3 3 
合計 11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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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一覽表 

100 學年度 
指導教授 姓名 中文論文題目 
黃德芬 鈴木德龍 會計穩健與財稅差異之關聯性 
黃德芬 徐世杰 會計穩健與公司治理之關聯性 
王肇蘭 林宜蓁 股票買回、盈餘管理與公司績效 
王肇蘭 吳禕綾 現金增資與盈餘增資之比較分析 
周雅英 林品馨 CEO 聲譽與盈餘品質 
陳妮雲 王顥 金融風暴時期公開市場宣告買回庫藏股之股價反應 
陳妮雲 葉雨青 金融風暴時期宣告買回庫藏股之長期績效表現 
吳貞慧 廖翊翔 股利增減與公司後續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吳貞慧 羅雍震 台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因素：現金股利與雙重股利 
林穎芬 洪鈺浩 機構投資人、董事會結構、薪酬與關係人交易 
林穎芬 陳柏融 公司特性、公司績效與風險管理部門 

101 學年度 
指導教授 姓名 中文論文題目 
黃德芬 許青華 會計穩健與會計師查核任期之關聯 
黃德芬 沈秉誼 會計穩健與審計市場佔有率之關聯 

周雅英 楊博鈞 會計學系學生「關係」認知對道德判斷之影響-以道德推理能

力及認知型態為調節變數 

周雅英 陳沂芳 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因素-以高階主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

探討 
林穎芬 蕭云皓 盈餘管理、薪酬、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性 
林穎芬 朱彥霖 經理人異動、公司治理與投資決策 
張益誠 詹文裕 建置資訊內部控制之評估架構-以雲端運算為例 
張益誠 郭寶茹 企業使用雲端運算技術服務之市場價值探討 
張益誠 蔡仁祥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建構與實證研究-以公務機關為例 
陳妮雲 簡偉傑 審計品質、強制性輪調與盈餘品質之關聯性研究 
吳貞慧 黃芳薇 企業社會責任與盈餘管理間之關聯性 
吳貞慧 王姿尹 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度與股票報酬關聯性之研究 
王肇蘭 蔡怡徵 以財稅差異推論企業從事社會責任之動機 

102 學年度 
指導教授 姓名 中文論文題目 

陳妮雲 林苡銓 公司績效、股票買回轉讓予經理人與董事會成員雙重性之關

聯性 
陳妮雲 吳婉瑜 會計師任期與分析師盈餘預測之關聯性 
吳貞慧 林聖凱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與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周雅英 謝雯琪 董事會監督能力可以強化企業社會績效嗎?-以台灣上市櫃公

司為例 

周雅英 賴政昂 企業社會績效愈好的公司財務報導品質一定比較好嗎?-以台

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周雅英 陳姿儀 CEO 任期與財務報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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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芬 李青鴻 移轉訂價與避稅行為及租稅負擔之關聯－中國大陸上市公司

之實證研究 

黃德芬 陳瑋杰 移轉訂價與避稅行為及租稅負擔之關聯-台灣上市櫃公司之

實證研究 
林穎芬 王怡人 相對績效、董事會特性、薪酬委員會與董事薪酬 
林穎芬 羅子欽 現金紅利與公司治理對風險承擔的影響-以台灣銀行業為例 

王肇蘭 詹采臻 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公司之納稅行為有異於非企業社會責任公

司嗎？──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王肇蘭 陳姵穎 CSR 與避稅之關聯：從不同構面探討之 

王肇蘭 黃俐婷 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與家族企業之關聯性:來自外部評等機構

的證據 
姚維仁 張宸毓 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響-以盈餘共變性探討 
姚維仁 林以捷 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響-以裁量性應計項探討 
姚維仁 劉柏宏 企業社會責任揭露對企業信用風險之影響 
姚維仁 王正浩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信用風險之關係:來自美國的證據 
張益誠 蕭伯毅 資訊安全事件之市場反應 
張益誠 張馨文 企業採用雲端運算之因素 

 

3-5. 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本學程導師非常關心學生在外住宿是否適應以及安全問題，也配合學

校政策，對導生進行了解。每學期期初本校學務處統一以公文請系所調查

學生住宿狀況，部分研究生選擇學校宿舍作為第一優先，然因學校宿舍數

量有限，未抽中宿舍同學多以校外租屋為主，少數本縣市同學則居住自家。

因研究生年齡稍長，自主性及自我管理能力也較強，生活輔導需求相對較

少。 

本校各系導師編制除系主任為主任導師外，研究生係以班級為原則配

置導師一人。每學期開始時，由各系所主管推薦導師人選，經學生事務處

彙編後，專案簽請校長聘任。導師之分配主要係以該年度主科授課教師優

先為原則，此機制之設計旨在能及時解決學生課業、生活所遭遇之問題，

並適時提供學生生涯輔導。為解答學生課業上的疑惑，輔導學生相關課業

問題，本學程教師於學期間每周安排 2 小時之師生晤談時間。系上每位教

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即告知修課學生當學期之師生晤談時間，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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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於會計學系網頁。因研究生人數較少，100-102 學年度導師均為系主任兼

任之。 

 

3-6. 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 

 

為幫助學生描繪未來之藍圖，本學程每年皆邀請國內大型會計師事務

所講述會計學系學生未來之出路，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蔡松祺會計

師、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陳永清會計師等。此外，會計學系每年也邀請畢業

生回娘家(例如:102.06 校友回娘家，會計職場達人講座)，與學弟妹分享職

場工作心得、進修事宜等經驗傳承(如圖 3-6-1 校友回娘家活動海報)。 

 

 
圖 3-6-1 校友回娘家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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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結 

本學程由 19 位教師與兩位行政人員組成，提供學生輔導、管理、及學

習資源。學程有充足之圖書期刊及資料庫，以因應學程課程及碩士論文研

究之所需。定期的師生晤談時間，給予生活及課業相關建議。生涯輔導方

面則定期邀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與畢業生，回校與在校生交流座談。 

本學程也定期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藉由研討會了解目前學術上最新的研

究趨勢。以拓展學生知識與見識。安排學生參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增進

學生對未來職涯與工作型態之了解。本系碩士班畢業生連續四年達成 100%

就業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本學程也面臨學習資源不足的困難，如碩士班研究室電腦配給略顯不

足，無法滿足每人一台的需求;事務所實習機會較少; 師資吃緊，以致研究

生指導負擔過重等。本學程將持續向學校爭取更多經費，擴增硬體設備。

鼓勵學生參與學程舉辦之專題演講，並於學期課堂中安排業界參訪(例如財

報分析、高等管理會計學)。另外，本學程近期內將尋求符合本學程所需之

師資，減輕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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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4-1.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之情形 

 

一般而言，大學教師若完成一篇論文，如果有機會與經費，會先將其

投稿至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期望能在研討會中，得到其他專家的建議，藉

以改善論文的品質，經過多次的修正，方以投稿至國內外學術期刊。由表

4-1-1 可得知，100-102 學年度間兩系 19 名專任教師在具審查制度之期刊及

研討會，共出版論文 214 篇，其中期刊論文共有 90 篇，研討會論文共有 124

篇，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學程教師之學術論著作表現，是否達到國際研

究與專業水平之情形，可由教師的國際期刊（收錄於 SSCI 與 TSSCI）論文

篇數得知，每位教師發表之論文均以 SSCI、TSSCI 為目標，以總篇數或是

單位教師的期刊篇數來看，本學程專任教師之研究與專業表現相當優異。 

 

表 4-1-1 100~102 學年度學程教師論文發表數(含期刊及研討會)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期刊論文 18 37 35 90 
研討會論文 39 49 36 124 

合計 57 86 71 214 
 

以期刊而言，表 4-1-2 統計 100-102 學年度間兩系 19 名專任教師在具

審查制度之期刊發表情形，其中 SSCI 及 SCI 之期刊論文共有 40 篇，TSSCI

期刊論文有 17 篇、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共有 33 篇，合計共出版論

文 90 篇，研究成果相當豐碩。 

 

表 4-1-2 100~102 年度學程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SSCI 及 SCI 6 17 1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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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2 9 6 17 
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 10 11 12 33 
合計 18 37 35 90 
教師人數 17 18 19 19 
人均篇數 1.05 2.05 1.84 4.73 

 

表 4-1-3 則列示會計學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數量統計表，論文發表數量

逐年提升。表 4-1-4 為會計學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除了 I 級期刊外，

系上教師也在頗具重要性之會計期刊積極發表。 

 

表 4-1-3 100~102 年度會計學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SSCI 及 SCI 2 2 7 11 
TSSCI 0 3 2 5 
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 3 7 9 19 
合計 5 12 18 35 
教師人數 9 9 9 9 
人均篇數 0.55 1.33 2 3.88 
 

表 4-1-4 會計學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 

100 學年度(5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蘇惠文 Su, H, T. Chou, and P. G. Osborne. 2011(September). When financial 

information meets religion: a study of taiwanese adults’ charitable giving 
behavior.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9(8)： 1009-1020.【SSCI】 

陳妮雲 Chen, N, and Lee, T. 2012 (June). Transferring shares to employees or 
directors?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board duality on share repurchase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5(1):1-26. 

張益誠 張益誠、張碩毅，2012(1 月)，資訊系統內部控制評估實務探討，內部稽

核，第 77 期。 
張碩毅、張益誠、林弘斌、陳奕豪，2012(1 月)，沙氏法案下會計師執行

一般控制風險評估模式之建構與實證，中華會計學刊，第 8 卷第 1
期。 

Chang, S., Yen, D. C.,  Chang, I., and Chou, J. 2012 (July). Study of the 
digital divide evaluation model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 a taiwanese 
local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14(3):  
693-709. 【SCI】 

101 學年度(12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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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芬 林穎芬、黃麗津與陳思源，2012(12 月)，經理人獎酬、公司治理與現金股

利政策，中山管理評論，第 20 卷第 4 期：1213-1251。【TSSCI】。 
林穎芬、洪晨桓、陳佳成，2012(12 月)，台灣上市公司董事薪酬影響因素

之研究，台大管理論叢，第 23 卷第 1 期：175-208。【TSSCI】
(NSC96-2416-H-259-027MY2) 

Lin, Y.*, Y. M. Chou Yeh* and Y. Shih. 2013(May). Tournament theory'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pay gap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5): 
585-592. 【SSCI】。 

黃德芬 黃德芬、王肇蘭，2012(12 月)，地方政府各服務構面支出效率之評估-兼
論支出效率與補助款項之關聯，會計審計論叢， 第 2 卷第 2 期：

33-67。 
Huang, D., Chen, N. Y. and Gao, K. W. 2013(Jun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3: 1169-1183. 【國

科會 B+】 
蘇惠文 Su, H. and T. Chou. 2012(September).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y accounting students’ study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arning tendencies and learn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4(2). 

王肇蘭 黃德芬、王肇蘭，2012(12 月)，地方政府各服務構面支出效率之評估-兼
論支出效率與補助款項之關聯，會計審計論叢， 第 2卷第 2期：33-67。 

王肇蘭、黃德芬、楊季臻，2012(5 月)，地方審計機關績效之研究，會計

學報，第 4 卷第 2 期。 
周雅英 Lin, Y.*, Y. M. Chou Yeh* and Y. Shih. 2013(May). Tournament theory'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pay gap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5): 
585-592. 【SSCI】。 

陳妮雲 Huang, D., Chen, N. Y. and Gao, K. W. 2013(June). Tax burde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3: 1169-1183. 【國

科會 B+】 
吳貞慧 Wu, C. 2013(April).Family ties, board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3(4) : 255-271. 【國科

會 B+】 
黃麗津 林穎芬、黃麗津與陳思源，2012(12 月)，經理人獎酬、公司治理與現金股

利政策，中山管理評論，第 20 卷第 4 期：1213-1251。【TSSCI】。 
102 學年度(18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林穎芬 Lin Y.*, Y. M. Chou Yeh* and F. Yang . 2014(March). Supervisory quality of 

board and firm performance: a perspective of board meeting attendanc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5(3): 264-279. 
Impact Factor:0.894, Corresponding Author, 【SSCI】 

黃德芬 Huang, D. and C. Wang. 2013(June). 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arnings 
quality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Pacific 
Accounting Review25(2 ): 2-2. , 【國科會 B+】 

王肇蘭 
 

王肇蘭、黃美祝、韓幸紋，2013(6 月)，最低稅負制對企業租稅公平之影

響， 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49 卷第 2 期。 
Wang, C. and Y. Hsu.2013(March). Vertical externalities in tax setting in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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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141. 【EI】 
Huang, D. and C. Wang. 2013(June). 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arnings 

quality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Pacific 
Accounting Review25(2): 2-2. , 【國科會 B+】 

周雅英 周雅英，2013(11 月)，兩岸會計學生職業道德認知與倫理價值觀之分析，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 16 卷第 4 期：1-21。 
Chou Yeh, Y. M.*, H. Chen and M. Wu. 2013(September). Ca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mprove earnings quality attributes?–evidence from an 
enhanced disclosure regime in taiwan.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2 Impact Factor: 1.19, Accepted. *Corresponding Author, 
【SSCI】 

Lin Y.*, Y. M. Chou Yeh* and F. Yang . 2014(March). Supervisory quality of 
board and firm performance: a perspective of board meeting attendanc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5(3): 264-279. 
Impact Factor:0.894, Corresponding Author, 【SSCI】 

陳妮雲 Liu, C. C., and Chen, N. Y. 2014(Mar) (Accepted). Earnings surprises in 
analysts’ forecasts,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share repurchases. Abacus. 
【國科會 A】 

吳貞慧 Wu, C. 2013(December). Board train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財務金融學刊.第 21 卷，第 4 期：59-90. 【TSSCI】 

張益誠 Chang I., C. Liu and K. Chen. 2014 (January). The effects of 
hedonic/utilitarian expectat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play online games. Internet Research 24(1):21-45. 【SSCI】 

Chang S., I. Chang and T. Wang. 2014 (January). Inform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 114(1): 37-52. 【SCI】 

Chang, I., S. Chang, C. Lee. 2014 (January). A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is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7(1): 59 -74. 

Chang S., D. C. Yen, I. Chang and D. Jan. 2014 (March).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of a compliant ERP system.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51( 2): 187-205. 【SSCI】 

Chang I., C. Liu and B. Guo. 2014 (May).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loud 
computing.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view 4(5):651-654. 

Chang S., Chang I., H. Li and T. He. 2014 (July).  The study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by us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cycle.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31(3):119 -127. 【TSSCI】 

Chang I., C. Liu and K. Chen. 2014 (July). The push, pull and mooring (PPM) 
effects in virtual migration for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4(4):323 -346. 【SSCI】 

姚維仁 Tseng C., W. Yao. 2014(May). IFRS versus u.s. GAAP: analyst forecasts of 
foreign firms listed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20): 97-112. 【EconLit】 

 

表 4-1-5 為財金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數量統計表，也可看出論文發表數

量逐年提升。表 4-1-6 為財金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除了 I 級期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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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教師也在其他頗具重要性之財金領域專業期刊積極發表。 

 

表 4-1-5 100~102 學年度財金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SSCI 及 SCI 4 15 10 29 
TSSCI 2 6 4 12 
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 7 4 3 14 
合計 13 25 17 55 
教師人數 8 9 10 9 
人均篇數 1.63 2.78 1.70 6.11 

 

表 4-1-6 財金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一覽表 

100 年度(共 13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蕭朝興 Chiao, Chaoshin, Weifeng Hung, and Cheng F. Lee (2011), Institutional 

Trading and Opening Pric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ast Emerging 
Market,”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34, 131-154. [Econlit, 國科會

財務領域國際期刊分級排序A-級期刊] 
蕭朝興*、陳馨蕙、黃俊凱（2011），「台灣機構投資人動態持股偏好之

探討」，管理學報，第28卷，第2期，97-126。[TSSCI] 
李明龍 Lee, Ming-Te, Ming-Long Lee, Fav-Tsoin Lai, and Tung-Hsiao Yang, 2011, 

Do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in the Long Run? Evidence from 
Three East Asia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Literature, 
Vol. 19, No. 2, 347-372. (Econlit)(Scopus) (國科會財務學門領域分級

排序 B 級期刊) 
Lee, Ming-Long, Shew-Huei Kuo, Ming-Te Lee, and Chia-Wei Lin, 2011, 

Market Signals Associated with Taiwan REIT IPO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Literature, Vol. 19, No. 1, 93-110 (Econlit) (國科會財務學門領域

分級排序 B 級期刊) 
呂進瑞 Lu, Jin-Ray* and Shih-Syuan Chen, (2011) Health Care and Risky Asset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19:4 41-64. (TSSCI) 
Lu, Jin-Ray*, (2011) Dealer spread and portfolio selection under price risks: 

Evidence from the gold service industry,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1, 975-996. (SSCI) 

Lu, Jin-Ray, Pei-Hsuan Lee* and Chuang, I-Yuan, (2011, July) Estimation of 
oil firm’s systematic risk via composite time-varying model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81, 2389-2399. (SCI)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and Wen-Shen Li, (2011) Innate learning and 
portfolio selec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3, 201-217. (Econlit) 

黃瑞卿 Hwang, R.C.*, Siao, J.S., Chung, H., and Chu, C.K. (2011). Assessing 
bankruptcy prediction models via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36, 263-273.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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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ng, R.C.* and Chen, Z.C. (2011). Frailty correlated default model: An 
empirical study for Taiwan companie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49, 98-122. (JEL, EconLit) 

王詩韻 Shin-Yun Wang﹡, Chih-Chiang Hwang, (2011), Application of Options to the 
Pharmaceutical Markets-The Solutions of Corruption and Counterfeit 
Drugs in Emerging Marke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2), 169-181. 

侯介澤 Chia-Hui Huang and Tony Chieh-Tse Hou* (2011), “Outward FDI and 
Productivity: Panel Granger-Causality Evidence for Taiwan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 Vol. 10 (12), 
1259-1264. (EconLit) 

蕭育仁 Robin K. Chou, San-Lin Chung, Yu-Jen Hsiao, and Yaw-Huei Wang, 2011,  
The Impacts of Liquidity on Option Price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31(12), 1116-1141. (SSCI, NSC ATier-2- Journal) 

101 年度(共 25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蕭朝興 Zi-May Wang, Chiao, Chaoshin*, and Ya-Ting Chang (2012), “Technical 

Analyses and Order Submission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4, 109-128. 
[SSCI, 國科會財務領域排序B+級期刊] 

Weifeng Hung*, Chiao, Chaoshin, Tung-Liang Liao, and Sheng-Tang Huang 
(2012), “R&D, Risks and Overreaction in a Market with the Absence of 
the Book-to-Market Effec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2,11-24. [SSCI, 國科會財務領域排序B+級期刊] 

王子湄、蕭朝興、林家光（2012），「磁吸效果、委託型態與流動性供給

的關聯性」，管理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373-398。[TSSCI] 
李明龍 Atkins, Allen, Kevin C.H. Chiang, and Ming-Long Lee, 2012, Chasing 

Housing Prices,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Vol 28, No.2, 
237-244. (Econlit)(Scopus) 

Lee, Ming-Te and Ming-Long Lee, 2012, Long-Run Inflation Hedging 
Properties of US Equity REIT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ructural Break in 
the 1990s,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6, No. 6, 
2162-2168. (Scopus) 

Lee, Ming-Long, Chia-Wei Lin, Kevin C.H. Chiang, and Shew-Huei Kuo, 
2012, The Intra-Industry Effects of REIT Dividend Announcements, 
Pacific Rim Property Research Journal, Vol. 18, No. 1, pp.35-48. 
(Scopus) 

Lee, Ming-Long, Kevin C.H. Chiang, and Chia-Wei Lin, 2012, REIT Stock 
Dividends: The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Wealth Effects, Journal of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Finance, Vol.30, No. 6, 563-582. (Scopus) (國
科會財務學門領域分級排序 B 級期刊) 

Lee, Chyi Lin and Ming-Long Lee, 2012, Hedging Effectiveness of REIT 
Futures, Journal of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Finance, Vol. 30, No. 3, 
257-281. (Scopus) (國科會財務學門領域分級排序 B 級期刊) (東華管

院 A 級期刊) 
呂進瑞 Lin, W. C.* and Jin-Ray Lu, (2012) Risky Assets Allocation and Consumption 

Rule in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Risk and Insurance Markets,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50, 150-158. (SSCI, A) 

Lu, Jin-Ray* and Chih-Ming Chan, (2012) Religious-Based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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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1:1, 31-38. (EconLit, B+)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Wen-Shen Li, Tony C. Hou, and Lee-Young 

Cheng, (2012)Wealth Effects of Real Estate Firms Reacting to REITs 
Going Public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aiwan New Financial Products 
Issuan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86, 
106-119. (EconLit)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and Mei-Hui Wen, (2012) Which demands 
affect optimal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cho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2:5, 1292-1306. (A-) 

Hwang*, R. C., Siao, J. S., and Lu, Jin-Ray. (2012). on study of the 
condi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 on Taiwan’s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19:2, 277-310. (TSSCI) 

黃瑞卿 Hwang, R.C.*, Wu, C.S., Lin, J.L., and Siao, J.S. (2012).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distress for Taiwan corporations. Taiwan 
Banking & Finance Quarterly, 13, 55-77. 

Hwang, R.C.*, Chung, H., Siao, J.S., and Lin, C.L. (2012). Does the local 
rating agency provide reliable credit rating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The Journal of Fixed Income, 22, 41-51. (FLI; NSC 
A-; 管院 A 級期刊) 

Hwang, R.C.*, Siao, J.S., and Lu, J.R. (2012). On study of the condi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 on Taiwan’s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19, 201-234. (TSSCI) 

Hwang, R.C.*, Yang, C.H., and Chu, C.K. (2012). The forward intensity 
model: An empirical study for Taiwan companie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0, 126-141.(JEL, EconLit, CIS) 

Hwang, R.C.* (2012). A varying-coefficient default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8, 675-688. (SSCI; Impact Factor 1.863; 預測

領域 leading journal; 管院 A 級期刊) 
池祥萱 Lin, Yu-En, Whei-May Fan, Hsiang-Hsuan Chih* (2012), “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 The Impact of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of 
Mutual Fund Managers on Fu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ehavioral 
Finance, forthcoming (SSCI) 

蔡佩玲、林士貴、池祥萱* (2012.04)，“區間價格下公開市場股票買回之

評價理論與實證分析: 互換選擇權的應用”，管理與系統，第十九卷

第二期，255-276。(TSSCI) 
侯介澤 Chih-Hai Yang, Chia-Hui Huang* and Tony Chieh-Tse Hou (2012), “Tax 

Incentives and R&D A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aiwan,”Research Policy, Vol. 41 (9), 1578–1588. ( SSCI, Impact Factor: 
2.520) 國科會管理一學門推薦第一級學術期刊 

Jin-Ray Lu*, Chih-Ming Chan, Wen-Shen Li, Tony C. Hou and Lee-Young 
Cheng (2012),“Wealth Effects of Real Estate Firms Reacting to REITs 
Going Public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aiwan New Financial Products 
Issuance,”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ss: 
86, 106-119. (EconLit) 

Tony Chieh-Tse Hou*, Phillip J. McKnight and Torng-Her Lee (2012), 
“Momentum Strategies,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Investor onservatism 
in Asian-Pacific Region,” Afro-Asia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 3 (2), 136-160. 

David F. Findley*, Brian C. Monsell and Tony Chieh-Tse Hou (2012), “Stock 
Series Holiday Regressors Generated From Flow Series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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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ors,”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and Policy, Vol. 43 (1), 1-48. 
Tony Chieh-Tse Hou* (2012), “Return Persistence and Investment Timing 

Decision in Taiwanese Domestic Equity Mutual unds,”Managerial 
Finance, Vol. 38 (9), 873–891.國科會管理一學門財務領域 B+級期刊 

102 年度(共 17 篇) 
教師 期刊論文 
李明龍 Lee, Chyi Lin and Ming-Long Lee, 2013 accepted, Does European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SSCI)(東華管院 A 級期刊) 

Lee, Chyi Lin, Simon Stevenson, and Ming-Long Lee, 2013 accepted, Futures 
Trading,Spot Price Volatil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SSCI) (國科會財務學門領域分級排序

A- 級期刊) (東華管院 A 級期刊) 
呂進瑞 Lu, Jin-Ray* and Cheng-Chung Lin (2013) Market Responses of Foreign 

Corporations with Issued TDR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vestor 
Recogni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Forthcoming (TSSCI) 

Lu, Jin-Ray, Chiang-Chang Hwang, Y. C., Chen and C. T., Wen (2013) 
Including More Information Content to Enhance the Value at Risk 
Estimation for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4:2, 25-34. (EconLit) 

Lu, Jin-Ray* and Chih-Ming Chan (2013)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 of Gold 
Assets at the Differential Market and Differential Game Structures,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Forthcoming. (EconLit, 
A-) 

Lu, Jin-Ray*, Yi-Chun Chen, Chih-Chiang Hwang and Yi-Chun Ting (2013) 
Valuing Seller-Defaultable Option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33:2, 
129-157. (SSCI, A) 

黃瑞卿 Hwang, R.C.* and Chu, C.K. (2013).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A simple 
hazard model with competing risks. Accepted by Quantitative Finance. 
(SSCI; NSC A-; 管院 A 級期刊) 

Hwang, R.C.* and Chu, C.K. (2013).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with the 
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 Accepted by Journal of Forecasting. (SSCI) 

Hwang, R.C.* (2013). Forecasting credit ratings with the varying-coefficient 
model.Accepted by Quantitative Finance. (SSCI; NSC A-; 管院 A 級期

刊) 
Hwang, R.C.*, Chung, H., and Ku, J.Y. (2013). Predicting recurrent financial 

distresses with autocorrelation stru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43, 321-341. 
(SSCI; NSC ATier-2; 管院 A 級期刊) 

Hwang, R.C.* (2013). Predicting issuer credit ratings using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Quantitative Finance, 13, 383-398. (SSCI; NSC A-; 
管院 A 級期刊) 

池祥萱 林煜恩、池祥萱*，2013.04，“共同基金處分效果、強化承諾與動能投資

策略”，管理學報，第 30 卷第二期，頁：147-168. (TSSCI)。 
林煜恩、王肇蘭、黎怡均、池祥萱*，2013.06，“機構投資人能適時賣出

該賣的股票嗎?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即將刊登。(TSSCI) 
王詩韻 Shin-Yun Wang﹡, Po-Lung Yu, (2013), Evalua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Validity of Value Line Stock Ratings Using Domination C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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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ecision Making, 
12(5), 1–16. [SCI] 

侯介澤 Chia-Hui Huang, Tony Chieh-Tse Hou and Chih-Hai Yang* (2013), “FDI 
Modes and Parent Firms' Productiv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iFirst article, 1-29.(SSCI, Impact Factor: 0.133) 

Tony Chieh-Tse Hou*, C-N Peng and William W-J Lai (2013), “An 
Investigation of Default Prediction Models in the Taiwan Banking 
Sector”, The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 12(3), 303 – 310. (EconLit) 

蕭育仁 Yu-Jen Hsiao, Jing-Twen Chen and Chih-Feng Liao, 2013,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Markets, 
Review of Securities & Futures Market, forthcoming, (in Chinese) 
(TSSCI) 

 

兩系教師同時積極參與國內外所舉辦之各項學術活動，蒐集對論文有

利的資訊，提升未來投稿至國內外學術期刊被接受的機率。專任教師參與

國內外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活動之情形，可反映教師促進學術經驗與知識交

流的程度。教師出國參與國際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活動的經費，除可向外界

（如國科會、中華基金會）申請補助外，校內也可申請經費補助，每次申

請補助金額新台幣三萬元，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附件：國立

東華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雖

然本學程所專任教師人數不多，但是參與國內學術活動之情形相當踴躍。

表 4-1-7 為本學程教師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參與之情形，其中國際性研討會共

發表 82 篇，國內研討會共發表 41 篇，合計共 123 篇。 

 

表 4-1-7 100-102 學年度學程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國際性研討會 26 32 23 81 
國內研討會 13 17 13 43 
合計 39 49 36 124 
教師人數 17 18 19 18 
人均篇數 2.23 2.72 1.89 6.83 

 

表 4-1-8 為會計學系教師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參與之情形，其中國際性研

討會共發表 32 篇，國內研討會共發表 33 篇，合計共 65 篇。表 4-1-9 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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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學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表 4-1-8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國際性會議 7 15 10 32 
非國際性會議 9 13 11 33 
合計 16 28 21 65 
教師人數 9 9 9 9 
人均篇數 1.77 3.11 2.33 7.22 

 

表 4-1-9 會計學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100 學年度(16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林穎芬 林穎芬、黃麗津、陳昱憲，2011(11 月)，薪酬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

究－以台灣銀行業為例，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林穎芬，2011(11 月)，薪酬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究－以台灣銀行業

為例，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加拿大/北美洲。 
Lin, Y. F., L. J. Huang., and J. T. Lin，2012(April)，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2012 Western Region Meeting，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蘇惠文 Su, H and Chou, T. 2011(October).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Taiwan: A 
revisit to the effect of religiosity.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 Honolulu, Hawaii. 

黃德芬 黃德芬、王肇蘭，2011(5 月)，地方政府各服務構面效率之評估。國

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王肇蘭 王肇蘭、黃美祝、林家伃，2011(10 月)，財稅差異對分析師預測誤差

及預測離散性之影響，2011 新興會計論壇，台北。 
王肇蘭、黃德芬，2011(5 月)，中央對地方移轉收入之效率探討，2011

年生產力與效率學術研討會，台北。 
王肇蘭、池祥萱、陳柏魁，2011(12 月)，現金增資前之盈餘管理：從

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探討之，中華財政學會 2011 年學術研

討會，台中。 
黃德芬、王肇蘭，2011(5 月)，地方政府各服務構面效率之評估。國

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周雅英 周雅英、洪婉瑜，2011(12 月)，台灣環境資訊揭露程度與策略之探討，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灣/台北。 
吳貞慧 吳 貞 慧 ,2011(November), Board train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花蓮 
張益誠 Chang, S. I., Chang, I. C., and Lee, C. Y. 2012(June). A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isk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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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erformance, 2012Summer FTR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s in Cryptography, Security and 
Applications for Future Computing. Vancouver, Canada. 

Liu, C. C. and Chang, I.C. 2012(July). Measuring the flow experience of 
players playing online games. 16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CIS). Hochiminh City, Vietnam. 

姚維仁 姚畯、田佳維，2011(August)，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uditor type, and audit quality：evidence from China”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Section-，2011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Midyear Conference，Alabama/ USA 

姚畯，2012(April)，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IFRS reporting o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2012AAA Western Region Meeting. 

黃麗津 林穎芬、黃麗津、陳昱憲，2011(11 月)，薪酬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

究－以台灣銀行業為例，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101 學年度(28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林穎芬 林穎芬，2012(6 月)，高階經理人誘因報償對風險承擔與公司績效之

影響。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林穎芬、黃麗津與陳柏融，2012(12 月)，公司特性、公司績效與風險

管理部門，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林穎芬、黃麗津與何家瑜，2012(9 月)，公司治理與損益平穩化之關

聯性，第四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廈門。 
Lin, Y. F., L. J. Huang., and Y. Liao. 2013(April). Firm Performance,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2013n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Paris, France. 

黃德芬 黃德芬、徐世杰，2012(6 月)，會計穩健與公司治理之關聯性，2012 當
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中華會計教

育學會。 
黃德芬、鈴木德龍，2012(6 月)，會計穩健與財稅差異之關聯性，2012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中華會計

教育學會。 
Huang, D. F,C. L. Wang, and C. P. Hou. 2012(May).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EBES 2012 
Conference. Istanbul, Turkey. 

王肇蘭 
 

王肇蘭、姚畯，2012(9 月)，銀行債務契約訂定與財稅異之關聯性，

第四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王肇蘭、陳國樑、鄭岳旻，2012(12 月)，資本利得稅與所得分配，中

華財政學會 2012 年學術研討會。 
Wang, C., D. F. Huang and C. P. Hou. 2012(May). Book-tax differences 

and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EBES 2012 
Conference. Istanbul, Turkey. 

周雅英 周雅英、洪婉瑜、陳沂芳，2012(11 月) ，台灣汙染性產業之環境資

訊揭露品質-以多重理論架構探討，會計與財務發展新趨勢研討

會，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台灣/花蓮。 
周雅英、陳沂芳，2013(5 月)，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因素-以高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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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探討，2013 商學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台

灣/台中 
周雅英、陳沂芳，2013(5 月)，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因素-以高階主

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探討。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

研討會，台灣/花蓮。 
Chou Yeh, Y. M. and P. S. Lin. 2012(August). Does CEO Reputation 

Matter to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AA Annual Meeting. Ethic 
Symposium. 

陳妮雲 Chen, N., C. Liu. 2012(August).Open-market block repurchases: 
Determinants and market reaction.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hen, N., C. Liu. 2012(October).High share pledg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incentive in share repurchases. Twenty-Fourth 
Asian-Pacific. 

陳妮雲，2013(6 月)，資訊揭露對現金支付和信用評等之影響：兼論

審計品質之意涵，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

灣/花蓮。 
陳妮雲、簡偉傑，2013(6 月)，審計品質、強制性輪調與盈餘品質之

關聯性研究，「商學與管理」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

究學會/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吳貞慧 吳貞慧、王姿尹，2013(5 月)，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度與股票報酬

關聯性之研究，2013 台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Wu, C.,2013(July),Media Coverage and Investor Attention, 21st Pacific 

Basin Finance Economics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張益誠 Liu, C.C., Liao, C., and Chang, I.C, 2012(August). An overall purchasing 
process model of internet buyers: the role of regret in electronic 
commerce. 18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 (AMCIS 2012). Seattle, Washington, USA. 

張益誠，2013(5 月)，雲端運算資訊系統內部控制架構之建構與實證。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Chang, I. C., Chang, S. I., Liu, C.C. 2013(Jun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ntro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2013 
17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CIS). 
Jeju, Seoul. 

姚維仁 
 

Yao, C., Chen,T.-Y.,C.-L. Chin, S. Wan. 2012(August). The impact of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on bank loan contracting.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012 Annual Meeting. 

姚畯、王肇蘭，2012(9 月)，銀行債務契約訂定與財稅差異之關聯性，

2012 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台灣/花蓮。 
黃麗津 林穎芬、黃麗津與陳柏融，2012(12 月)，公司特性、公司績效與風險

管理部門，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林穎芬、黃麗津與何家瑜，2012(9 月)，公司治理與損益平穩化之關

聯性，第四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廈門。 
Lin, Y. F., L. J. Huang., and J. T. Lin，2012(April)，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2012 Western Region Meeting，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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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21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林穎芬 林穎芬，2014(6 月)，薪酬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究－以台灣銀行業

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林穎芬、馮軒綾與洪鈺浩，2013(10 月)，機構投資人、董事會結構、

薪酬與關係人交易，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黃德芬 Chang, M.1  D. Huang， 2014(6 月)，The Effect of Auditor-Provided 

Tax Servic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Internal Control 
and Book-Tax Differences.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

會，台灣/花蓮。 
王肇蘭 王肇蘭、蔡怡徵，2013(12 月)，企業社會責任與財稅差異之關聯，中

華財政學會 2013 年學術研討會。 
周雅英 周雅英、賴政昂，2014(5 月)，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好的公司財務報導

品質一定比較好嗎?-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2014 南台灣財金

學術聯盟年會暨海峽兩岸學術論文研討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財金系，高雄台灣。 

Yeh, Y.M.C. and C.Yao. 2013(June). Do Local Leads Deliver 
Contracting Benefit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Syndicated 
Loans. 2013 Cross-Strait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aipei, Taiwan.  

陳妮雲 Chen, N. 2014(May). Signaling and Optimal Leverage Hypotheses: 
Evidence from Block Repurchases in Taiwan.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37th Annual Congress, Tallinn, Estonia. 

陳妮雲、林苡銓，2014(5 月)，公司績效、股票買回轉讓予經理人與

董事會成員雙重性之關聯性， 2014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銘傳大學會計學系。 
陳妮雲、吳婉瑜，會計師任期與分析師盈餘預測之關聯性，2014(5

月)，2014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銘傳大學會計學系。 
陳妮雲，訊號傳遞假說和最適槓桿比率假說: 台灣大量買回之實證國

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2014(6 月)。台灣/花蓮。 
吳貞慧 王姿尹、吳貞慧，2014(6 月)，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度與股票報酬

關聯性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
花蓮。 

張益誠 張益誠、陳彥綸，2013 (11 月) “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XBRL)應用系

統之建構”，2013 鑑識會計與個人資料保護國際論壇，國立中正

大學。 
Chang, I., B. Guo, C. Liu. 2013(October).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loud Computing. The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Outlooks, Kuala Lumpur, 
Malaysia.  

Lu, C., I. Chang, C. Li, I. Chang. 2013(November). Factors determining 
consumers acceptance of m-banking services, the proceeding of 
2013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DSI) annual meeting, Baltimore, 

1 Discipline of Accounti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Yuan Z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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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land, USA. 
Chang, S., Chang, I. Ho, C., Li, H., Cheng, Y. 2014(April).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service quality of cloud computing based on ITIL, 
the proceeding of 2014 Western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WDSI) 
annual meeting, Napa, California, USA. 

姚維仁 
 

Yao, C. , C.-L. Chin ,2013(August),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ndatory IFRS Reporting：Evidence on the Syndicated Loan 
Structure ,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 U.S.A  

Yeh, Y.M.C. and C.Yao, 2013(November). Do Local Leads Deliver 
Contracting Benefit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Syndicated 
Loans. 2013 第五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暨現代會計論壇－

國際規範與公司治理(2013 Cross-Strait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aipei, Taiwan.   

Tai-Yuan Chen, Chen Lung Chin, Shiheng Wang and Wei-RenYao , 
2014(June), The Effect of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on Bank Loan 
Contracting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姚維仁、林以捷，2014(6 月)，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響-
以裁量性應計項探討,，2014 海峽兩岸財務管理學術論壇 

黃麗津 Lin, Y. F., L. J. Huang., and Y. Liao. 2013(April). Firm Performance,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2013n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Paris, France. 

Lin, Y. F., L. J. Huang., and J. Y. He. 2014(Auguest).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come Smoothing. 2014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Atlanta，U.S.A. 

 

表 4-1-10 為財金系教師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參與之情形，其中國際性研

討會共發表 49 篇，國內研討會共發表 10 篇，合計共 59 篇。表 4-1-11 為財

金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表 4-1-10 100-102 學年度財金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統計表 

年度 100 101 102 合計 
國際性會議 19 17 13 49 
非國際性會議 4 4 2 10 
合計 23 21 15 59 
教師人數 8 9 10 9 
人均次數 2.875 2.33 1.5 6.56 
 

表 4-1-11  財金系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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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 共 23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李明龍 Lee, Ming-Te, Ming-Long Lee, Far-Tsair Lai, and Tung-Hsiao Yang, 2011, Do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in the Long Run? Evidence from East 
Asian Emerging Markets,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7th annual 
conference, Gold Coast. 

Lee, Ming-Long, Kevin C.H. Chiang, and Chia-Wei Lin, 2011, Are REIT stock 
dividends Melons or Lemons?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7th 
annual conference, Gold Coast. 

呂進瑞 Hsiao*, Yi-Long, Jin-Ray Lu (2011) Pricing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with a 
Lock-Up Period and a Reset Right, 2011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暨第八屆金

融市場發展研討會，台灣台中。 
Lu, Jin-Ray (2011) Diversification of Cross Strait Housings for Chinese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2011 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會-企業發展環境的對比

研究，中國南京理工大學。 
Hsiao*, Yi-Long and Jin-Ray Lu (2011) A Simple Method to Price Bermudan 

Reset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2011 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會-企業發展環

境的對比研究，中國南京理工大學。 
呂進瑞、温媚蕙(2011)，匯率風險下的國內投資人最適投資組合選擇，第

四屆國際企業管理跨領域整合學術研討會-優質企業及便捷通關，台灣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Yi-Long, Hsiao, and Kai-Ping Chen, (2011) 

Portfolio Choices under Bond Default Risks, 2011 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研

討會，中國吉林大學商學院。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Yi-Long, Hsiao, and Kai-Ping Chen, (2011) 

Portfolio Choices under Bond Default Risks, 2011 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研

討會，中國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黃瑞卿 Hwang, R.C.* (2011). Predicting issuer credit ratings using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The 4th NCT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Hwang, R.C.*, Siao, J.S., and Deng, W.S. (2011). On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RI and technical inefficiency. Proceedings of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Research, Singapore, 
313-317.  

Hwang, R.C.* (2011). Do macroeconomic dynamics affect the firm-specific 
effects on credit ratings? The 5th NCT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池祥萱 池祥萱*、林煜恩、黎怡均 (2011.07), “機構投資人能適時賣出該賣的股票

嗎?”, 2011 中國金融國際年會 (CICF)，中國武漢。 
池祥萱*、繆文娟、莊瀅臻 (2011.12), “企業社會責任何時與如何影響公司

財務績效？來自全球 500 大公司的證據。” 2011 年兩岸尖端財務金融

學術研討會，台灣。 
孫燁*、池祥萱 (2011.12), “股票股利偏好與投資人認知：來自海峽兩岸尚

是公司的比較分析” 2011 年兩岸尖端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台灣。 
Wan-Chen Lee, Chih, Hsiang-Hsuan, and Po-Hsin Ho (2011.12), 

“Intra-industry Reactions to Stock Split Announcements: Does Investor 
Sentiment Matter?”,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Financial 
Markets, Nagasaki, Japan. 

80 
 



王詩韻 So-De Shyu, Shih-Kuei Lin, Shin-Yun Wang﹡ , “Option Pricing under 
Business cycle with Jump Risks: Evidence from Dow Jones and Its 
Component Stocks,”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2011, Calcutta, 
India, 2011. 

Shin-Yun Wang﹡, Po-Lung Yu, “How Reliable is Value Line's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Rating: A Multiple Criteria Ratings Approach” 3rd CSBF 
2011, Beijing, China. 

So-De Shyu, Shih-Kuei Lin, Shin-Yun Wang﹡, “ Option Pricing under stock 
market cycleswith Jump Risks: Evidence from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and S&P 500 Index,”The 8th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Derivatives (APAD). Busan, Korea, August 26-27, 2011. 

侯介澤 Outward FDI and Productivity: Panel Granger-Causality Evidence for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 Lupcon Center for Business Research, 2011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nference, July 5-6,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蕭育仁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Usage on Commercial Banks Risk and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Markets, with Chuang-Chang Chang 
and Keng-Yu Ho.，2011 年兩岸尖端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 2011/12 

利率水準對商業銀行風險承受差異之研究— 以海峽兩岸實證為例，共同作

者羅文綺;陳錦村。兩岸金融暨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第二屆金融發展

學術研討會，2011/09; 2011 年金融海嘯後國際新金融監理體制學術研

討會 2011/12 
The Impacts of Liquidity on Option Prices, with Robin K. Chou, San-Lin 

Chung, and Yaw-Huei Wang,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isk Management ,Asia-Pacific Futures 
Research Symposium in Singapore. February 2011. 

翁培師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S&P 500 Index and VIX Option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S&P 500 Index,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in Denver, USA. October 2011;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uropean Annual Meeting in Porto, Portugal. June 2011; The 
21th annual Asia-Pacific Futures Research Symposium, Singapore. 
February 2011 

101 年度(共 21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李明龍 Lee, Chyi Lin and Ming-Long Lee, 2012, Does European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European Real Estate Society 2012 annual conference, Edinburg, 
Scotland, UK. 

Lee, Chyi Lin, Simon Stevenson, and Ming-Long Lee, 2012, Futures Trading, 
Spot Price Volatil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al 
Estate Securities Futures, American Real Estate Society 2012 annual 
conference, St. Petersburg, Florida, USA;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8th annual conference, Adelaide, Australia. 

Lee, Ming-Te, Ming-Long Lee, Bang-Han Chiu, and Chyi Lin Lee, 2012, Are 
REIT investors Moonstruck, Too? Lunar Phases and REIT Returns,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8th annual conference, Adelaide, 
Australia. 

Lee, Ming-Te, Ming-Long Lee, and Chen Yi-Ling, 2012, Corporate Real Estate 
Holdings and Stock Returns,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8th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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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Adelaide, Australia 

呂進瑞 Lu, Jin-Ray (2012) Learning-Based Portfolio Choices，第九屆兩岸金融市場

發展研討會，浙江大學。 
Lu, Jin-Ray, Chih-Ming Chan and Mei-Hui Wen, (2012) Which demands affect 

optimal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choices? 2012 兩岸金融高峰論壇，北京。 
黃瑞卿 Hwang, R.C.*, Siao, J.S., Chung, H., and Lin, C.L. (2012). Does the local 

rating agency provide good credit ratings?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2012 應用統計研討會。 

Hwang, R.C.*, and Tsai, T.L. (2012). Assessing credit risk proxi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Hwang, R.C.* (2012). Forecasting Credit Ratings with the Varying-coefficient 
Model. 第六屆中國立信風險管理論壇。 

Hwang, R.C.* (2012).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A Simple Hazard Model 
with Competing Risks. The 6th NCT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池祥萱 Hsiang-Hsuan Chih*, Yu-En Lin and Yi-Chun Li (2012.05), “"Bad Apple 
Picker: Can Mutual Fund Managers Forecast Bankrupt Firms 
Accurately?", Eurasia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ociety (EBES), Istanbul, 
Turkey. 

林煜恩、池祥萱* (2012.07), “賠了夫人又折兵？共同基金經理人強化承諾

對基金績效之影響”, 2012 中國金融國際年會 (CICF)，中國重慶。 
王詩韻 Shih-Kuei Lin; Shin-Yun Wang﹡; Carl R. Chen, “Pricing Range Accrual 

Interest Rate Swap Employing LIBOR Market Models with Jump Risks,” 
The 20th Annual Conference on Pacific Basin Finance, Economics,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Rutgers University, USA, September 8-9, 
2012. 

侯介澤 The Value of Moving from Defined Benefit to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Taiwan LaborPension Fund Evidence, 2012 World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 October 4-6, Bangkok, Thailand. 

Forecast Revisions and Stock Returns in Canada, 2012 Asia Finance 
Association (Asia FA) &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TFA) Joint 
Conference, July 6-9, Taipei, Taiwan. 

Tax Policy and Firms’ Productiv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2012 the Society for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CEF 
2012), June 27-29, Prague, Czech Republic. 

蕭育仁 金融知識與退休金規劃程度之研究-台灣地區的驗證, 共同作者陳錦村、廖

志峰，2013 年臺灣經濟計量學會年會，台灣台北，2013/11 
Solicited vs. Unsolicited Credit Ratings and Bank Leverage:, with 

Chuang-Chang Chang and Keng-Yu Ho, Ching-Ho Chan，2013 海峽兩岸

三校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中國吉林，2013/8 
翁培師 Market Efficiency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Trading, 2012 Asian Finance 

Association (AsianFA) Annual Meeting in Taipei, July 2012; The 20th 
Conference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 Kaohsiung, December 2012; The 25th Australasian Finance and 
Banking Conference, Sydney, December 2012 

IPO Underwriting and Subsequent Lending, The 4th International IFABS 
Conference in Valencia, Spain, Ju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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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ity, Market Return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Trading, 2012 Asian 
Finance Association (AsianFA) Annual Meeting in Taipei, July 2012 

102 年度( 共 15 篇) 
教師 研討會論文 
李明龍 Lee, Ming-Te, Shew-Huei Kuo, Ming-Long Lee, and Chyi Lin Lee, 2013, Price 

Discovery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REIT Cash and Futures Markets: 
Impac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acific Rim Real Estate Society 
19th annual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呂進瑞 Lu, Jin-Ray, Shiau-Hua Liu and Chia-Chi Wang (2013) Do rumors and risks 
affect the disposition effect? An experiment study, First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Finance, Jilin, China, August 24-29.  

Lu, Jin-Ray (2013) Valuation, incentive effects, and default effects of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with a default risk,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27-28 July, Istanbul, Turkey. 

Lu, Jin-Ray (2013) Diversified benefits in a mixed-asset portfolio, Zhejiang 
University, Academy of Finance, March 11, Zhejiang, China. 

黃瑞卿 Hwang, R.C.* and Chu, C. K. (2013). Forecasting forward defaults with the 
discrete-timehazard model. The 7th Annual Risk Management Conference 
held b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ao, J.S, Hwang, R.C.*, and Chu, C. K. (2013). Is the S&P rating a good credit 
risk proxy?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第七屆中國立信風險管理論

壇、The 7th NCT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池祥萱 池祥萱*、欒錦榮、張家豪 (2013.07), “集團內財務危機公司特性與資源流

動之研究”, 2013 中國金融國際年會 (CICF)，中國上海。 
王詩韻 Shih-Kuei Lin; Shin-Yun Wang﹡, “The Valuation of the Interest's Derivatives 

under LIBOR Market Models with Jump Risks,” The 26th 
EURO-INFORMS Conference, Rome, Italy, July 1-4, 2013. 

Shih-Kuei Lin; So-De Shyu; Shin-Yun Wang﹡, “Option Pricing Under Stock 
Market Cycles with Jump Risks in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and S&P 500 Index,” The 9th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Derivatives, Busan, Korea, August 22 – 23, 2013. 

蕭育仁 金融知識與退休金規劃程度之研究-台灣地區的驗證, 共同作者陳錦村、廖

志峰，2013 年臺灣經濟計量學會年會，台灣台北，2013/11 
Solicited vs. Unsolicited Credit Ratings and Bank Leverage:, with 

Chuang-Chang Chang and Keng-Yu Ho, Ching-Ho Chan，2013 海峽兩岸

三校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中國吉林，2013/8； 
羅德謙 Te-Chien Lo, “Modeling the Liquidity Risk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6th NCT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ference, Hsinchu, Taiwan 
(January, 2013) 

翁培師 Market Return, Liquidity, and Order Imbalance in the Futures Market: A Study 
of Various Traders in the TAIFEX,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Financial Market, Japan, December 2013 

Underwriting and Subsequent M&As,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MA) Annual Meeting in Chicago, U.S.A October 2013. 

Market Efficiency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Trading, 2013 Eastern Financi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in St. Pete Beach, FL, USA, April 2013;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MA) Annual Meeting in Chicago, 
U.S.A Octo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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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兩系教師皆依據個人領域及專長向補助單位

提出申請案，100~102 學年度二系教師執行計劃數分別為 14 件及 27 件。表

4-1-12 及表 4-1-13 分別說明會計學系及財金系教師獲准之計劃，包含其名

稱及經費。 

 

表 4-1-12 100-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一覽 

100 年度(4 件) 
(共同)主持人 期間 計劃名稱 總經費 

陳妮雲 100/8-101/7 股票買回盈餘管理動機再檢視 $433,500 

張益誠 100/10-101/9 
資訊治理下中小企業內部控制架構之建

構 $533,000 

吳貞慧 100/8-101/7 媒體報導與投資人之注意力 $264,000 
林穎芬 100/8-101/7 高階主管薪酬與異動性關聯性之研究 $287,000 

101 年度(6 件) 
(共同)主持人 期間 計畫名稱 總經費 

吳貞慧 101/8-102/7 媒體報導對交易及股票報酬型態之影響 $398,000 
陳妮雲 101/8-102/7 公開市場大量買回宣告之資訊傳遞 $440,400 
張益誠 101/8-101/12 東部鄉村旅遊產業之內部控制研究 $300,000 
林穎芬 

101/8-101/12 
從平衡計分卡探討東部鄉村旅遊產業之

經營績效 $300,000 張益誠 
(共同計劃人) 

林穎芬 101/8-102/7 高階主管減薪議題之研究 $360,000 

周雅英 101/1-101/12 
醫療器材產品系列行銷策略聯盟規劃 
(含財務)(經濟部計畫) $450,000 

102 年度(4 件) 
吳貞慧 102/8-103/7 投資人交易活動於盈餘宣告期間之研究 $398,000 

陳妮雲 102/8-103/7 
盈餘品質與審計品質對現金支付政策之

影響 $477,200 

張益誠 102/8-103/7 雲端運算下內部控制架構之實證研究 $631,000 
林穎芬 102/8-103/7 高階主管減薪後果之研究 $488,000 

 

表 4-1-13 100-102 學年度財金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一覽 

100 年度( 8 件) 
(共同)主持人 期間 計劃名稱 總經費 

李明龍 100/8-101/7 
不動產投資信託現金及期貨市場的價格

發現與波動傳播：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

影響(國科會計畫) 
$482,000 

84 
 



李明龍 100/11-101/10 

Does European Real Estate Stocks Hedge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歐洲公開不動產協會
EPRA) 

€5,000 

呂進瑞 100/8-101/7 
隨機相關、投資機會集合與投 
資組合選(國科會計畫) $ 282,000 

黃瑞卿 100/8-101/7 
變化係數違約模型  
NSC 100-2410-H-259-006 (國科會計畫) $ 350,000 

王詩韻 100/8-101/7 
股票報酬率與公司特有風險關係之橫斷

面及時間序列穩定性分析(國科會計畫) $238,000 

王詩韻 100/7-100/9 
共同基金評等之研究-評等機構是否能提

供有用的資訊給投資者? (中研院) $60,000 

蕭育仁 100/6-100/12 
第三次國民金融知識水準調查之研究(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792,900 

蕭育仁 100/11-101/10 
代理成本，市場紀律和股權結構對使用

衍生性商品的銀行之價值影響(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 
$546,000 

101 年度( 10 件) 
(共同)主持人 期間 計畫名稱 總經費 

李明龍 101/8-102-7 臺北市房價不會蔓延嗎? (國科會計畫) $549,000 

呂進瑞 101/8-102/7 
違約風險下之員工股票選擇權的激勵效

果與違約效果(國科會計畫) $467,000 

黃瑞卿 101/8-103/7 
建構遠期危機機率的期間結構 NSC 
101-2410-H-259-023-MY2 (國科會計畫) $1,355,000 

池祥萱 101/8-104/7 
從行為公司理財的角度分析公司支付政

策的選擇(國科會計畫) $1,899,000 

王詩韻 101/8-102/1 
用分量回歸分析經理人薪資與所承受的

超額風險(國科會計畫) $354,000 

侯介澤 101/8-101/12 
金融產業信用違約風險之因子探討(101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管理學院總計畫二之

子計畫 1)101T926-1 
- 

蕭育仁 101/8-102/7 
從金融危機學習銀行資本如何影響其價

值與效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330,000 

蕭育仁 101/8-102/7 
東部觀光產業永續經營課題之研究-東部

觀光與景氣循環之關係(國立東華大學) $83,500 

蕭育仁 101/8-102/7 
金融產業信用風險前瞻計畫-金融海嘯後

信用評等機構在金融市場定位之相關研

究(國立東華大學) 
$700,000 

羅德謙 101/11-102/10 
市場資訊不對稱下風險趨避流動性提供

者之最佳限價單策略(國科會計畫) $450,000 

102 年度( 9 件) 

蕭朝興 102/8-104/7 
股票成交量對於未來股票報酬的預測能

力之再檢驗(國科會計畫) $1,418,000 

王詩韻 102/8-103/7 
使用門檻迴歸模型處理非系統風險與橫

斷面預期股票報酬的關係(國科會計畫) $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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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介澤 102/1-103/5 

金融產業信用風險前瞻計畫 102T930-0 
金融產業信用違約風險之因子探討(102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管理學院總計畫之子

計畫 1)102T930-1(103 年度校內研究計

畫 , 管 理 學 院 總 計 畫 之 子 計 畫 
1)103T930-1 

- 

蕭育仁 102/8-103/7 
金融產業信用風險前瞻計畫-金融海嘯後

信用評等機構在金融市場定位之相關研

究(國立東華大學) 
$1,749,600 

蕭育仁 102/8-103/7 
銀行放款條件，企業多角化與小型企業

融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488,000 

蕭育仁 102/8-104/7 
性別對金融知識和金融行為的影響(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80,000 

蕭育仁 102/9-103/6 

102 學年度與大專院校合辦金融講堂(產
學合作計劃) (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櫃買中心與台灣期貨交

易所) 

$456,000 

羅德謙 102/8-103/7 多層代理模型及其應用(國科會計畫) $351,000 

翁培師 102/8-104/7 

Do Foreign Institutional Traders Have 
Private Information for Index Futures 
Trading? A study of the TAIFEX 
(102-2410-H-259-075-MY2) (國科會計

畫) 

$ 1,351,000 

 

4-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表4-2-1及4-2-2分別彙總說明兩系教師提供社會相關專業服務之情形。 

 

表 4-2-1 會計學系教師提供社會服務之情形 

教授 年度 服務機構或對象 項目 

林穎芬 

100 
期刊審稿人 審稿人 
審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審稿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會顧問 其他 

101 
期刊審稿人 審稿人 
審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審稿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會顧問 其他 

102 

科技大學系所評鑑委員 評論人 
期刊審稿人 審稿人 
審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審稿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會顧問 其他 

黃德芬 100 當代會計審稿人 審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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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審查人 審稿人 
2011 年兩岸經貿發展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學系 2011 年實務專題競賽書

審評審委員 
評論人 

101 

管理學報審稿人 審稿人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學系 2012 年實務專題競賽書

審評審委員 評論人 

元智大學會計學研究所口試委員 評論人 

102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學系 2013 年實務專題競賽書

審評審委員 評論人 

考選部高等暨普通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命題人 
2014 年兩岸經貿發展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輔仁大學會計學研究所口試委員 評論人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學系 2014 年實務專題競賽書

審評審委員 評論人 

王肇蘭 

100 

考試院命題委員 命題人 
逢甲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輔仁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政治大學財政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中山管理評論審稿人 審稿人 

101 

會計學報審稿人 審稿人 
輔仁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財政部財政健全小組財政改革議題東區座談會

與談人 其他 

中華財政學會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應用經濟論叢審稿人 審稿人 
花蓮縣政府員工自行研究報告評審委員 評論人 

102 

輔仁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銘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學位口試委員 評論人 
花蓮縣政府員工自行研究報告指導及評審委員 評論人 
考試院命題及閱卷委員 命題人 
中原學報 審稿人 

周雅英 

100 
國稅局花蓮分局教師租稅創意教案設計甄選評

審委員 
評論人 

南島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其他 

101 

高雄第一科大碩士生口試委員 評論人 
高雄第一科大碩士生口試委員 評論人 
AAA Annual Conference 審稿人 審稿人 
南島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其他 

102 
Canad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審稿人 審稿人 
南島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其他 

陳妮雲 100 101 年度國科會計畫審查人 審稿人 
101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審查人 審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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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評論」 (TSSCI) 審稿人 審稿人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會計審計論叢」審稿人 審稿人 

102 
103 年度國科會計畫審查人 審稿人 
「中山管理評論」 (TSSCI) 審稿人 審稿人 

吳貞慧 101 
「中山管理評論」(TSSCI) 審稿人 審稿人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審稿人 審稿人 

張益誠 

100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Glob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期刊論文

審查委員 
審稿人 

101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General Studies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Internet Research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Communication of ICISA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Glob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期刊論文

審查委員 審稿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102 

Glob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期刊論文

審查委員 審稿人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研
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Communication of ICISA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2014 WDSI meeting 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2013 鑑識會計與個人資料保護國際論壇研討會

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審稿人 

姚維仁 102 
「會計評論」(TSSCI) 審稿人 審稿人 
「中山管理評論」(TSSCI)審稿人 審稿人 
「當代會計」審稿人 審稿人 

 

表 4-2-2 財金系教師提供社會服務之情形 

教授 年度 服務機構或對象 項目 

蕭朝興 
100 國科會｢財金｣與｢會計｣學門複審委員 審稿人 
101 國科會｢財金｣與｢會計｣學門複審委員 審稿人 
102 南京理工大學客座教授 其他 

李明龍 100 期刊編輯委員 編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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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研討會論文及產學計劃的評審委員 審稿人 
財經立法監督聯盟評比委員 評論人 
國科會財務學門國際期刊排序更新計劃諮詢委員 其他 

101 
期刊編輯委員 編輯人 
學術期刊、研討會論文及產學計劃的評審委員 審稿人 
不動產估價師典試委員 其他 

102 
期刊編輯委員 編輯人 
學術期刊、研討會論文及產學計劃的評審委員 審稿人 

呂進瑞 

100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及第八屆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

籌備委員 
其他 

期刊論文審稿委員-台灣期貨與衍生性商品學刊 審稿人 
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金炬獎評審 其他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會顧問 其他 

101 
期刊論文審查 審稿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會顧問 其他 

102 期刊論文審查 審稿人 

黃瑞卿 
100 

期刊論文審查 審稿人 
評審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 評論人 

101 期刊論文審查 審稿人 
102 期刊論文審查 審稿人 

池祥萱 100 審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審稿人 
101 審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審稿人 

王詩韻 100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顧問 其他 
侯介澤 100 臺東縣政府有線廣播電視費用審議委員會 其他 
蕭育仁 100 期刊審稿人 審稿人 

羅德謙 102 期刊審稿人 審稿人 

 

表 4-2-3 會計學系專任教師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一覽表 

項目 人次 

100 

審稿人 9 
評論人 6 
命題人 1 
其他 2 
合計 18 

101 

審稿人 17 
評論人 9 
其他 3 
合計 29 

102 
審稿人 16 
評論人 8 
命題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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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 
合計 28 

 

表 4-2-4 財金系專任教師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一覽表 

項目 人次 

100 

審稿人 6 
評論人 2 
編輯人 1 
其他 6 
合計 15 

101 

審稿人 4 
評論人 1 
編輯人 1 
其他 2 
合計 8 

102 

審稿人 4 
編輯人 1 
其他 1 
合計 6 

 

由上表 4-2-3 及 4-2-4 得知，本學程教師所提供之社會服務大部份為期

刊編輯、審稿人、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部份教師因特殊專長擔任辯論比

賽評審。是以除了上課、研究外會計學系教師亦積極參與與自己專長相關

之社會服務，以貢獻所學。 

 

4-3.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 

 

本學程訂有學程修業要點(見附件:「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

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詳細規定學生必須修習論文 6 學分，包括專題研

究(一)、(二)、(三)、(四)。所以，碩士班學生在「專題研究一」就開始探討

各類研究議題。「專題研究二」則須完成文獻探討並建立明確的研究目的與

問題意識。「專題研究三」階段完成修習碩士論文計劃書。「專題研究四」

則須完成完整的論文初稿包括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結果、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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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等。這一連串的學術訓練過程，可以增益碩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能量。

在論文指導教授的教導下，歷年來碩士班學生都有相當具水準的論文產

出，下表列示 100-102 學年度學程論文產出情形。 

 

表 4-3-1 100-102 學年度學程碩士論文產出清單 

100 學年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鈴木德龍 
會計穩健與財稅差異之關聯性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ok-Tax 
Differences 

黃德芬 

徐世杰 
會計穩健與公司治理之關聯性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黃德芬 

林宜蓁 
股票買回、盈餘管理與公司績效 
Open-Market Repurchase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王肇蘭 

林品馨 CEO 聲譽與盈餘品質 
CEO Reputa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 

周雅英 

王顥 
金融風暴時期公開市場宣告買回庫藏股之股價反應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market reaction to share 
repurchase announcements 

陳妮雲 

葉雨青 
金融風暴時期宣告買回庫藏股之長期績效表現 
Long-Term Performance Follows Share Repurchas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陳妮雲 

廖翊翔 
股利增減與公司後續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dend changes and firm subsequent 
performance 

吳貞慧 

吳禕綾 
現金增資與盈餘增資之比較分析 
The Analysis of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and Capitalization of 
Retained Earnings 

王肇蘭 

羅雍震 
台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決定因素：現金股利與雙重股利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olicy in Taiwanese Firms：Cash Versus 
Dual Dividends 

吳貞慧 

洪鈺浩 
機構投資人、董事會結構、薪酬與關係人交易 
Institutional Investor, Board Structure, Compensation an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林穎芬 

陳柏融 
公司特性、公司績效與風險管理部門 
Firm Characteristics, Firm Perform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Segment Formation 

林穎芬 

101 學年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許青華 
會計穩健與會計師查核任期之關聯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Auditor 
Tenure 

黃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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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秉誼 
會計穩健與審計市場佔有率之關聯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Audit 
Market Share 

黃德芬 

蔡仁祥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建構與實證研究-以公務機關為例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management –A case of public section 

張益誠 

陳沂芳 

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因素-以高階主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探

討 
The Determinants of Compensation Committee Quality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ss Executive and Director 
Compensations 

周雅英 

朱彥霖 經理人異動、公司治理與投資決策 
CEO Turnove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林穎芬 

詹文裕 
建置資訊內部控制之評估架構-以雲端運算為例 
A Study of Developing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 The Case of 
Cloud Computing 

張益誠 

郭寶茹 企業使用雲端運算技術服務之市場價值探討 
The Market Valu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Adoption 

張益誠 

蕭云皓 
盈餘管理、薪酬、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性 
Earnings Management,Compensation,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林穎芬 

簡偉傑 審計品質、強制性輪調與盈餘品質之關聯性研究 
Audit Quality, Mandatory Rota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 

陳妮雲 

楊博鈞 

會計學系學生「關係」認知對道德判斷之影響-以道德推理能力

及認知型態為調節變數 
Is Guanxi Ethical? The Moderating Effects from Moral Reasoning 
Ability and Cognitive style of Accounting students 

周雅英 

黃芳薇 
企業社會責任與盈餘管理間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吳貞慧 

王姿尹 
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度與股票報酬關聯性之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 Senti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Stock Return 

吳貞慧 

蔡怡徵 
以財稅差異推論企業從事社會責任之動機 
Why Corporations Engage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ing 
Book-Tax Differences to Analysis. 

王肇蘭 

102 學年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林苡銓 
公司績效、股票買回轉讓予經理人與董事會成員雙重性之關聯性 
Firm Performance, Shares Repurchased and Transferred to 
Managers and Board Duality 

陳妮雲 

吳婉瑜 
會計師任期與分析師盈餘預測之關聯性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Analyst Earnings 
Forecast 

陳妮雲 

林聖凱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與公司價值間之關聯性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rivative Financial Trading and Firm 
Value 

周雅英 

李青鴻 移轉訂價與避稅行為及租稅負擔之關聯－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之

實證研究 黃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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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among Transfer-Pricing, Tax Avoidance, and Tax 
Burden in China 

陳瑋杰 

移轉訂價與避稅行為及租稅負擔之關聯-台灣上市櫃公司之實證

研究 
The Association among Transfer-Pricing, Tax Avoidance, and Tax 
Burden in Taiwan 

黃德芬 

謝雯琪 

董事會監督能力可以強化企業社會績效嗎?-以台灣上市櫃公司

為例 
Does Supervisory Quality of Board Enhanc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isted Firms 

周雅英 

賴政昂 

企業社會績效愈好的公司財務報導品質一定比較好嗎?-以台灣

上市櫃公司為例 
Do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s Report Higher Quality Financial 
Reports?-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isted Firms 

周雅英 

羅子欽 
現金紅利與公司治理對風險承擔的影響-以台灣銀行業為例 
Executive Bonus Compensation,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Taking in Bank Industry 

林穎芬 

陳姵穎 
CSR 與避稅之關聯：從不同構面探討之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y CSR Different Categories Analysis. 

王肇蘭 

蕭伯毅 資訊安全事件之市場反應 
Market reaction to information security events 

張益誠 

黃俐婷 

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與家族企業之關聯性:來自外部評等機構的證

據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Family 
Firms: Evidences from the CSR Rating Agency 

王肇蘭 

張宸毓 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響-以盈餘共變性探討 
The Effects of Auditor Style on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 

姚維仁 

林以捷 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響-以裁量性應計項探討 
The Effects of Auditor Style on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 

姚維仁 

劉柏宏 
企業社會責任揭露對企業信用風險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lity Disclosure on Credit 
Risk 

姚維仁 

王怡人 
相對績效、董事會特性、薪酬委員會與董事薪酬 
Relative Performance, Board Characteristics,Compensation 
Committee and Director Compensation 

林穎芬 

張馨文 企業採用雲端運算之因素 
Critical Factors of Cloud Computing Adoption 

張益誠 

詹采臻 

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公司之納稅行為有異於非企業社會責任公司

嗎？──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in the tax behavior between the CSR firms 
and the non-CSR firms? Evidence from Taiwan 

王肇蘭 

王正浩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信用風險之關係:來自美國的證據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and Credit Risk: Evid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姚維仁 

陳姿儀 CEO 任期與財務報導品質 
CEO Tenur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周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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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表現部份，碩士生對學術研究相當積極，多篇論文經改寫投稿

至期刊或研討會，下表列示發表之內容。可見學生於修業期間修習理論與

實務相關課程後，對其所學均能融會貫通，在碩士學程的訓練過程可以協

助其奠定日後就業之穩固基礎。 

  

表 4-3-2 100-102 學年度學程碩士論文發表情形 

年度 碩士生 論文 指導教授 

101 陳柏融 林穎芬、黃麗津與陳柏融，公司特性、公司績效與風

險管理部門，2012，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 林穎芬 

101 徐世杰 
黃德芬、徐世杰，2012，會計穩健與公司治理之關聯

性，2012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黃德芬 

101 鈴木德龍 
黃德芬、鈴木德龍，2012，會計穩健與財稅差異之關

聯性，2012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台北銘傳大

學會計學系/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黃德芬 

101 洪婉瑜 
周雅英、洪婉瑜，2011，台灣環境資訊揭露程度與策

略之探討，2011 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TAA 年會，

台灣/台北。 
周雅英 

101 洪婉瑜 
周雅英、洪婉瑜、陳沂芳，台灣汙染性產業之環境資

訊揭露品質-以多重理論架構探討，2012 會計與財務發

展新趨勢研討會，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台灣/花蓮。 
周雅英 

101 林品馨 
Yaying Mary Chou Yeh and Ping Shin Lin, 2012, Does 
CEO Reputation Matter to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AA Annual Meeting, Ethic Symposium.  

周雅英 

101 簡偉傑 

陳妮雲、簡偉傑，2013，審計品質、強制性輪調與盈

餘品質之關聯性研究，2013 年「商學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台灣行銷科學學

會 

陳妮雲 

101 郭寶茹 

I-Cheng Chang, Bao-Ru Guo, Chuang-Chun Liu. (2013).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loud Computing”, the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Outlooks, Kuala Lumpur, 
Malaysia, October 5-6. 

張益誠 

102 陳瑋杰 移轉訂價與避稅行為及租稅負擔之關聯-台灣上市櫃

公司之實證研究 黃德芬 

102 李青鴻 移轉定價與避稅行為及租負擔之關連：中國大陸的實

證研究 黃德芬 

102 蔡怡徵 企業社會責任與財稅差異之關聯，中華財政學會 2013
年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北 王肇蘭 

102 陳沂芳 1. 周雅英、陳沂芳，2013，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

因素-以高階主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探討，2013 周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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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台灣/台中。 
2. 周雅英、陳沂芳，2013，薪酬委員會品質之決定

因素-以高階主管、董監超額薪酬角度探討。國立

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102 賴政昂 

周雅英、賴政昂(2014)，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好的公司財

務報導品質一定比較好嗎?-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2014 南台灣財金學術聯盟年會暨海峽兩岸學術論文研

討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金系，高雄台灣。 

周雅英 

102 林苡銓 
陳妮雲、林苡銓，公司績效、股票買回轉讓予經理人

與董事會成員雙重性之關聯性，2014 當前會計理論與

實務研討會，銘傳大學會計學系 
陳妮雲 

102 吳婉瑜 
陳妮雲、吳婉瑜，2013，會計師任期與分析師盈餘預

測之關聯性，2014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銘傳

大學會計學系 
陳妮雲 

102 王姿尹 

1. 吳貞慧、王姿尹，2013，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

度與股票報酬關聯性之研究，2013 台灣商管與資

訊研討會。 
2. 王姿尹、吳貞慧，投資人情緒、資訊透明度與股

票報酬關聯性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教師

社群研討會，台灣/花蓮。 

吳貞慧 

102 王正浩 姚維仁、王正浩，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信用風險之關

係：來自美國的證據，2014 當代會計研討會 姚維仁 

102 林以捷 
姚維仁、林以捷，審計風格對財務報表可比較性的影

響-以裁量性應計項探討,2014 海峽兩岸財務管理學術

論壇 
姚維仁 

 

4-4. 碩士班學生之數量與品質 

 

在碩士班學生之數量方面，下表列示過去五學年學生人數，在總量管

制前提下，本學程之招生人數一直維持在 11-13 人之間，但從 101 學年度起，

學成招生名額持續增加(101 學年度 17 名、102 學年度 19 名)。自 103 學年

度起，學校准予本學程招生名額增至 24 名，可見學校對本學程的重視。 

 

表 4-4-1 會計與財務金融碩士學位學程學生人數統計 

學年度 學生人數 
98 學年度 12 
99 學年度 11 
100 學年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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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 17 
102 學年度 19 
103 學年度 24 

104 學年度(已核定) 24 
 

本學程現有 5 屆畢業生，計有畢業生 97 人。在專業表現部分，目前本

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都以就業為導向，尤其是以國內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安侯建業、安永、資誠）為主。最近三個學年來，全數碩士

畢業生都被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錄取，可見畢業生的專業表現受到實務界

的肯定，也期許學生能在本學程教育目標下發展所的核心專業能力，日後

才能盡其所能發展。下表為畢業生就業相關統計資料： 

 

表 4-4-2 會計與財務金融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就業率統計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畢業生人數 13 17 18 

錄取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人數 13 17 18 
錄取率 100% 100% 100% 

 

4-5. 小結 

由教師研究發表成果觀察，本學程之研究能量與學術與專業表現優良。

碩士班招生狀況良好，且學生多來自外地，同學間感情融洽，常一起切磋

學業、互相鼓勵和討論，有助於研究能力和論文品質之提昇，這點可由碩

士班學生論文著作及發表情形略見一二。 

    但學校地處偏遠，有時無法成為未來學生和老師之首選。近年來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競爭激烈，獲得計畫的難度亦提高。另外，地緣關係使從

事特殊議題或跨國學術研究之資料庫取得不易，研究生也較少參與國際研

討會。 

然而，本學程持續鼓勵學生參與國內外研討會及期刊論文發表。在師

資方面，本學程近期內將尋求符合本學程所需之師資，以提升研究能量，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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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計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之資源，達到資源互享、學術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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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 

 

5-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本學程於 96 學年度成立後，截至 102 學年度止共有 6 屆畢業生，計有

畢業生 97 人。畢業生於畢業三個月後，系所皆會經由電訪調查其現況，藉

此了解本學程畢業生其發展情況、工作內容、對本學程課程設計及教育目

標之看法等【附件: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102 年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狀況調

查】。 

本次問卷調查係針對近三學年畢業的學生（畢業年度為 100、101 及 102

學年度）進行，調查時間約為 102 年 11 月中旬~103 年 1 月中旬，透過電話

訪問以及電子郵件發送問卷，調查畢業生共 40 人，有效回函為 24 份(100

年度 12 人；101 年度 4 人；102 年度 8 人)。回函中就業 18 人，準備考公職

1 人，待業 1 人，及服役 4 人(見圖 5-1-1)。 

 
圖 5-1-1 100~102 年畢業生發展現況 

本學程畢業生參加證照考試及通過情形，在 24 份有效問卷中，曾參加

過會計師考試者有 22 人，未曾參加會計師考試者與未作答共 2 人(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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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而在參加會計師考試的 22 人中，會計師考試科目及格人數分別為：

中級會計 9 人；成本與管理會計學 12 人；高等會計學 4 人；審計學 9 人；

稅務法規 3 人；公司法、證交法與商會法 2 人(見圖 5-1-3)。 

 
圖 5-1-2 100~102 年畢業生參加會計師考試情形 

 
圖 5-1-3 100~102 年畢業生會計師考試科目及格情形 

圖 5-1-4 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目前的就業概況：在就業者中，任職於會計

師事務所者約佔 83%；任職民間企業者 11%（上市上櫃公司 5%，非上市上

櫃公司 6%）；其他（非營利組織、自行創業等）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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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100~102 年畢業生目前的就業概況 

圖 5-1-5 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目前就業的行業別：最大宗仍為會計業，占

78%；其他服務業占 11%；製造業占 11%。 

 
圖 5-1-5 100~102 年畢業生目前的就業行業別 

圖 5-1-6 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目前的薪資水準，以中距值計算之平均薪資

為每月 NT$38,850。由於絕大多數畢業生剛從學校畢業，故普遍薪資水準在

35,000~40,000，其薪資分佈如下：平均月薪在 30,000~35,000 者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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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40,000 者占 50%；40,000~45,000 者占 22%；45,000~50,000 占 11%。 

 
圖 5-1-6 100~102 年畢業生目前的薪資水準 

本學程亦經由電訪調查，建立本學程畢業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了

解學生畢業後的發展情況及工作內容，是否與本學程課程設計及教育目標

相符。圖 5-1-7 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目前的工作內容與會計學系所學之相關程

度調查：回答「非常相關」者占 89%；回答「相關」者占 11%。顯示畢業

三年內，本學程多數畢業生仍從事會計相關工作為主。 

 
圖 5-1-7 100~102 年畢業生目前的工作內容與會計學系所學之相關程度 

圖 5-1-8 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目前對自身工作滿意的程度：回答「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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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意」者占大多，約占 94%左右；回答「非常滿意」者占 6%，。綜合

來看，本學程畢業三年內之畢業生對自身工作滿意程度高。 

 
圖 5-1-8 100~102 年畢業生目前工作滿意度 

以下幾題則是針對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來源及就業情況之調查。圖

5-1-9 呈現本學程畢業生畢業後距離就業時間的間隔：畢業後「立即」就業

者占 59%；「半年」內就業者占 23%；「半年至一年」占 6%；「超過一年」

者占 12%。綜合觀之，本學程畢業生 82%於畢業後半年內即順利就業。 

 
圖 5-1-9 100~102 年畢業生畢業後距離就業時間的間隔 

圖 5-1-10 顯現本學程畢業生畢業時所擁有的工作機會：畢業當時擁有

0% 0%

33%

61%

6%

工作滿意程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59%23%

6% 12%

畢業後距離就業時間間隔

立即

半年內

半年至一年

一年以上

102 
 



「1 個」工作機會的占 33%；擁有「2 個」工作機會的亦占 50%，擁有「3

個」工作機會的占 17%。顯示本學程畢業生於畢業時幾乎都有至少 1 個的

工作機會。 

 
圖 5-1-10 100~102 年畢業生畢業時所擁有的工作機會 

圖 5-1-11 顯現本學程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求職的管道：89%的畢業生

第一份工作來自「校園徵才」；其次為「自行求職」，占 11%。由此可見系

所提供校園徵才管道，對畢業生就業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圖 5-1-11 100~102 年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求職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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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2 顯現本學程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就業單位：屬「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者占 88%；「企業會計人員」占 6%，「其他」占 6%。 

 
圖 5-1-12 100~102 年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就業單位 

圖 5-1-13 顯現本學程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工作期間：第一份工作

「未滿一年」占 59%；「1~2 年」占 29%；「2~3 年」占 6%；「3 年」以上有

6%。由於調查對象是近三年畢業生，故工作未滿一年者占多數。 

 
圖 5-1-13 100~102 年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工作期間 

圖 5-1-14 顯現本學程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 12% 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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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35,000；82%落在 35,000~40,000；6%落在 40,000~45,000。 

 
圖 5-1-14 100~102 年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 

 

5-2. 蒐集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 

本學程針對 100~102 年畢業生，了解畢業生對其在校學習成效之滿意

度，其中包含了解本學程教育達成教育目標之情況與本學程教育對畢業生

核心能力之養成。首先在系所滿意度部分，調查項目包含「課程規劃」、「師

資的專業能力」、「教師的教學品質」、「教師輔導工作與師生互動」、「教學

設備及學習資源」、「行政協助與服務」、「軟硬體設施」，從表 5-2-1 分析結

果可知，本學程提供之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皆獲大部分學生滿意。 

另外，本學程教育達成教育目標之情況調查方面，從表 5-2-2 分析結果

可知，本學程教育達成三大教育目標(多元視野、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方面

知識、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之會計專業人才)的認同度相當高。特別在兼

具財務理論與實務方面知識此教育目標下，所有畢業生皆認同在校所學讓

其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方面知識。 

在本學程教育對畢業生核心能力之養成方面，畢業生大多認同本學程教

育可培養其三大核心能力。特別在「具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與「具

有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皆獲得畢業生認同(如表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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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畢業生系所滿意度調查結果 

題號 問     項 
評   分 

很不同

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 我對本學程的課程規劃感到滿意 0.00% 0.00% 0.00% 87.50% 12.50% 

2 
我對本學程師資的專業能力感到滿

意 0.00% 0.00% 0.00% 62.50% 37.50% 

3 
我對本學程教師的教學品質感到滿

意 0.00% 0.00% 0.00% 62.50% 37.50% 

4 
我對本學程教師輔導工作與師生互

動感到滿意 0.00% 0.00% 0.00% 62.50% 37.50% 

5 
我對本學程教學設備及學習資源感

到滿意 0.00% 0.00% 25% 62.50% 12.50% 

6 
我對本學程提供的行政協助與服務

感到滿意 0.00% 0.00% 12.5% 75.00% 12.50% 

7 
我對本學程提供的軟硬體設施感到

滿意 0.00% 0.00% 25.00% 62.50% 12.50% 

 

表 5-2-2 本學程教育達成教育目標之情況 

題號 問     項 
評   分 

很不同

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 
所上所開課程具備多元視野,如:財
金,管理等 0.00% 8.33% 29.17% 54.17% 8.33% 

2 
在校所學除了會計專業外，亦兼具

財務理論與實務方面知識 0.00% 0.00% 25.00% 58.33% 16.67% 

3 
系上所學可培養具溝通及分析能力

之會計專業人才 0.00% 4.17% 25.00% 58.33% 12.50% 

 

表 5-2-3 本學程教育對畢業生核心能力之養成情況 

題號 問     項 
評   分 

很不同

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 具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 0.00% 0.00% 0.00% 88.89% 11.11% 

2 具有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 0.00% 0.00% 16.67% 75.00% 8.33% 

3 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 0.00% 8.33% 29.17% 54.17% 8.33% 

 

為了進一步了解畢業生對其在校學習成效之滿意度，本學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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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 年畢業生設計兩道問題，第一、請畢業生自我評估之專業能力相較

他校會計學系學生之專業能力，自我評估較他校會計學系「優秀」與「好」

者共占 44%；「不相上下」者占 56%（見圖 5-2-1）。第二、詢問畢業生在工

作上遭遇的主要困難（可複選）：「英語溝通不良」占 33%；「職業倫理堅守

不易」占 6%；「資訊科技不精」占 6%；「專業能力不足」占 5%；回答「無

困難」占 33%（見圖 5-2-2）。由調查可知，本學程畢業生因在就業市場上

面對國際化，因此回饋給本學程建議加強外語能力等相關課程。 

 
圖 5-2-1 100~102 年畢業生自我評估之專業能力相較他校會計學系之專業能

力 

 
圖 5-2-2 100~102 年畢業生在工作上遭遇的主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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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企業雇主對東華會計學系畢業生專業表現的感想，於 102 年發放

問卷針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經理級以上之主管進行調查，共收回 21 份【附

件: 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問卷調

查內容區分六大部份，分別為「工作能力表現」、「整體表現滿意程度」、「畢

業生具備之能力與職場要求契合度」、「對學校專業訓練之建議」、「其他意

見」以及「再次雇用東華會計學系畢業生之意願」。由於「工作能力表現」、

「整體表現滿意程度」、「畢業生具備之能力與職場要求契合度」問卷評分

項目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以及「非常滿意」，

為方便統計結果，採用下列標準轉換成分數(見表 5-2-4)： 

 

表 5-2-4 意見類型轉換表 

意見類型 分數 
非常不滿意 1 
不滿意 2 
普通 3 
滿意 4 

非常滿意 5 
 

由表 5-2-5 得出本學程畢業生在「品格」、「敬業精神與責任感」、「主動

學習意願」及「團隊合作」等項目獲得較高滿意度。而在「外語能力」及

「電腦資訊科技運用」獲得最低滿意度，與前面畢業生建議加強之課程一

致。在九成的項目中位數都高於平均數，推斷雇主對於東華畢業生的工作

表現集中在「滿意」、「非常滿意」兩個選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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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企業雇主對本學程所畢業生各項滿意度調查 

一、有關本學程系友到  貴公司(單位) 
服務之工作表現情形在下列各項特質方

面，您的滿意度如何？ 
平均 中位數 

1、專業知識與技能 3.71 4 
2、品格 4.19 4 
3、敬業精神與責任感 4.08 4 
4、工作效率與效能 3.71 4 
5、主動學習意願 4.08 4 
6、團隊合作的精神表現 4.10 4 
7、抗壓性 3.71 4 
8、人際溝通及生活禮儀 3.81 4 
9、解決問題的能力 3.67 4 
10、外語能力 3.10 3 
11、電腦資訊科技運用表現 3.62 4 

另外，針對雇主對於東華畢業生專業知識及能力是否達到職場要求的

調查，有 71%對本學程畢業生感到滿意（圖 5-2-3），若進一步本次詢問雇

主，認為要提高學生的就業能力、職場競爭力，以符合職場需求，建議學

校或系所可加強哪些方面(可複選)，由圖 5-2-4 看出前四項建議可以加強的

部份為：加強英語能力(37%)、資訊能力(12%)、增加業界實習機會(12%)、

專業課程再設計(10%)、邀請業界人士進行專題演講(10%)。 

 
圖 5-2-3 東華畢業生專業知識及能力與職場需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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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建議學校或系所可加強哪些方面以提高學生的就業能力 

綜合畢業生及企業雇主的建議，得知本學程畢業生首要加強的能力為

英語能力。有鑑於此，本學程已將畢業門檻英文能力要求提高至多益 700

分，本學程並加強宣導，鼓勵學生通過多益考試。 

雖然企業雇主認為本學程畢業生之外語能力仍有待加強，但若調查其

對本學程畢業生職場整體表現之看法，仍給予高度肯定（86%滿意），此點

從圖 5-2-5 可看出來。而進一步調查， 雇主對於是否再次雇用東華畢業生

表示高度肯定，於 21 份雇主問卷中，願意再次僱用本學程畢業生者占 95%

（見圖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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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雇主對東華會計學系所畢業生職場整體表現滿意度 

 

 
圖 5-2-6 是否願意再次僱用東華會計學系所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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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畢業生與在校生之交流分享情形 

 

本學程於民國 100 年時創立「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系友會」，其宗旨

為聯絡系友感情，協助系上與系友聯繫相關事務，並適時協助本學程發展。

自成立以來，每年皆會邀請任職於各行各業之系友返校、舉辦系友座談等

多項活動，以促進系友間、系友與在校學弟妹聯繫情感拓展人脈。並配合

學校之學務處將全系所歷屆畢業生之通訊與現況電子化，建立線上系友資

料庫，使系友能自行上線更新個人資訊，凝聚本學程系友之向心力，同時

每次進行畢業生就業調查時，亦會請畢業生對本學程發展提供建言。又鑒

於年輕一代皆使用社群網路，本學程亦於 Facebook 設有東華會計學系，方

便在校同學與畢業生互動(如圖 5-3-1)。 

                                                                                                                                                                                                                                                                     

 

 
圖 5-3-1 東華會計學系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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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結 

    本學程於 96 學年度成立後，截至 102 學年度止共有 6 屆畢業生，計有

畢業生 97 人。此次以畢業於 2011-2013 年之畢業生為調查對象，以了解畢

業生生涯發展及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共回收有效回函

24 份。 

    本學程畢業生目前任職於會計師事務所者約佔 83%；任職民間企業者

11%；其他（非營利組織、自行創業等）占 6%。問卷結果顯示，本系所提

供之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皆獲大部分畢業生滿意，企業主管對本系畢業生整

體職場表現感到滿意並具有正面評價。畢業生建議本學程加強外語能力。 

有鑑於此，本學程已將畢業門檻英文能力要求提高至多益 700 分，本學程

並加強宣導加強外語能力的重要性，鼓勵學生通過多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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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自我改善機制 

 

6-1.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

落實的情形 

 

本學程針對第一週期(2009 年)系所評鑑期間，評鑑委員所提出的建議

【附件：九十七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之「通過(追蹤、再評鑑)系所」自我改

善結果表】，進行具體的改善計畫，以下分述針對各項改善計畫的落實情形。 

 

表 6-1-1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計畫落實情形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落實情形 

1.針對提升會計組之報到率

宜訂定相關具體策略。 
每學期系務會議討論學程

招生計畫與行動。 
 
 

1.本學程自 98 學年度起更

名為「會計與財務金融碩士

學位學程」，99 學年度起再

度更名為「會計與財務碩士

學位學程」，使學程各科與

教學目標更符合。 
2.增加學長姐校園說明會。 
3.100-102 學年度學程報到

率已大幅提升(100~102 學

年度學程報到率分別為

85.71% 、 100.00% 及

95.00%，三年平均報到率為

93.57%。103 學年度報到率

為 100%) 
附件：100~102 學年度學程

報到率。 
2.未來宜建立自我回饋改善

計畫，投入適當資源，尋求

改進方案，提升教育效能。 

1. 本學程研擬建立自我回

饋改善計畫。 
2.本學程研擬建立與畢業系

友之聯繫機制，以蒐集系友

意見。 

為建立自我回饋改善計

畫，本學程透過各項管道與

機制，架構自我改善機制，

內容如下： 
1.成立各項委員會，廣納多

元化意見。 
2.系統性的開設學生在系務

會議的席次，持續地聽取學

生的建言，並將系務會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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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相關委員會攸關本學

程之重要決議公告，增加學

生對本學程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機制的了解。 
3.系上持續蒐集系友意見，

作為該系課程規劃改善之

重要資訊來源。 
3.該學程之正教授及助理教

授人數約各佔一半，宜依據

其教育目標適當分工，在既

定教學承擔之下，正教授或

可偏重在產學計畫及行政

服務之付出，助理教授或宜

偏重在學術研究之投入，此

亦可成為該學程發展特色

之規劃基礎。 

本學程擬協調教師間行政

服務與學術研究之投入。 
 
 

1.本學程正教授擔任校級、

院級及系所委員會委員，積

極投入行政服務。 
2.本學程全體教師於2009年
成立「會計資訊與績效評估

研究群」，由資深成員帶

領，藉團隊合作提昇研究及

教學績效。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落實情形 

1.宜將兩系併同之課程加以

規劃、設計並增加會計與財

金整合之課程，強化模組化

課程之建構，以凸顯學程之

特色。例如企業之評價可分

由財金及會計基礎之模式

切入，再整合比較。 

本學程擬規劃、設計並增加

會計與財金整合之課程，強

化模組化課程之建構，以凸

顯學程之特色。 

自 99 學年起，財務金融學

系已成立碩士班，因此本學

程不再分財金組與會計

組，本學程統由會計學系負

責。 

2.宜重新檢視專題研討之課

程設計涵蓋四個學期之合

適性，並加強學生選修此課

程之人數。 

本學程擬檢視專題研討之

課程設計涵蓋四個學期之

合適性。 

本院各所之專題研討課程

皆涵蓋四個學期，課程名稱

多為:專題研究(一)、專題研

究(二)、專題研究(三)、專題

研究(四)。 
專題研究(一)、專題研究(二)
由系上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共同開設，課程設計以邀請

專家學者演講與小型研討

會為主。 
專題研究(三)、專題研究(四)
之課程設計以論文寫作為

主，由本學程學生之指導教

授開設，由於本學程每位老

師可指導學生之人數有上

限之規定，因此每位開設此

課程的老師(指導教授)修課

人數(指導學生)不會太多。 
3.宜將財金及會計整合之市

場需求予以考量，亦可在課

1.本學程擬規劃、設計並增

加會計與財金整合之課

1.自 99 學年起，財務金融學

系已成立碩士班，因此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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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委員會延聘業界專

家參與、並宜增開學位學程

會議凝聚共識，俾利未來畢

業生就業力之提升。 

程，強化模組化課程之建

構，以凸顯學程之特色。 
2.本學程之課程規劃延聘業

界專家參與。 

程不再分財金組與會計

組，本學程統由會計學系負

責。 
2.本學程之課程規劃委員自

97 學年度延聘 KPMG 蔡松

棋會計師(安侯建業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會計師)擔任。 
4.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新聘

教師時，宜避免「高階低審」

現象。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新聘

教師宜考量相關現象。 
1.本學程教師的聘任需經三

級三審後決定。 
2.目前聘用新聘教師以「助

理教授」及「講師」為主，

故無「高階低審」之現象。 
5.宜加強購置相關之資料

庫，如 Compustat 及 CRSP
等，以支援教師之研究與教

學。 

本學程系務會議擬討論加

強購置相關之資料庫。 
本校圖書館已於 2009 年底

購置 Compustat 資料庫，以

提供教師之研究與教學。 

6.宜落實推動產學合作，配

合院級之東部產業發展中

心、企業資源規劃中心及校

級之創新育成中心，對東部

產業及地方政府提供諮商

服務。 

本學程積極鼓勵教師參與

產學合作並對東部產業及

地方政府提供諮商服務。 

1.本學程教師擔任校級創新

育成中心之顧問。 
2.本學程教師除參加本學程

「會計資訊與績效評估」研

究社群外，亦有教師參加管

院其他系所成立之研究社

群。 
7. 個 案 教 學 方 宜 參 酌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Canad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及國科會、教育

部推行之個案教學計畫之

方法，以提升個案教學之效

果。 

本學程鼓勵教師若有個案

教學之課程可參考委員所

提之相關意見，相信對個案

教學有提升效果。 

本學程教師已在課程中加

入相關個案討論，並參酌各

管道之教學個案，以提升個

案教學之效果。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落實情形 

1 該校 
(1)既有之資料庫非常匱

乏，宜多添購。 
(2)宜加強添購研究室之電

腦等相關設備，以滿足學生

查詢文獻及研究之所需。  

本學程系務會議擬討論加

強購置相關之資料庫與電

腦等硬體設備。 

1.利用學校資料庫。 
2.依學校分配之設備預算逐

年購置相關硬體設備。 

2.該學程 
(1)宜擴大建立產學合作及

學生實習機制。 
(2)宜再擴大建立證照 (例
如:CFA)考試鼓勵機制。 

本學程系務會議擬討論委

員所提之相關意見，並鼓勵

學生參與產學等相關職涯

活動。 

1.每年暑假皆有學生參與會

計師事務所之署期實習。 
2.給予學生專屬研究室空

間，養成學生優良讀書風

氣，鼓勵學程學生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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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改善研究生導師分配

不均的現象，如一名財務組

導師輔導兩名研究生，而一

名會計組導師要輔導七名

研究生。 
(4)宜強化國際交流與學生

之交換活動，且財金與會計

兩組宜均衡推動。 

會計師證照之考試。 
3.每位老師常需指導 2-3 為

研究生。 
4.積極推動交換生計畫，目

前已有多位交換升至國外

交換，並接受多位國際生。

103(2)並有美國姊妹校教師

交換至校授課及研究。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計畫落實情形 
1.宜鼓勵教師在著名的國際

期刊發表論文，強化教師論

文發表之品質。 

1.本學程配合本校設立之教

師學術績效獎勵辦法。 
 

本校已有學術績效獎勵辦

法，對於發表於國際期刊論

文之教師，給予獎金，以茲

鼓勵。 
2.宜再加強教師產學研究計

畫之申請、規劃或推動，並

積極鼓勵教師參與院際、校

際或國際性之整合計畫。 

本學程研擬成立研究社

群，並鼓勵本學程教師參加

管院其他系所成立之研究

社群。 

本院目前設有多項研究學

群，如財金系之「信用風險

學群」、「國際金融學群」，

國企系之「創業研究學群」

以及本學程之「會計資訊與

績效評估學群」等，各系老

師得自由選擇有興趣之學

群參加，初步先推動跨系合

作，之後擬定期與其他學校

之類似學群交流，以鼓勵整

合型研究計畫之進行。 
3.在該學程的架構與規劃宗

旨下，強化財務與會計領域

的合作，使該學程兼具教育

與研究的功能。 

本學程擬規劃、設計並增加

會計與財金整合之課程，強

化模組化課程之建構，以凸

顯學程之特色。 

財務金融學系已於 2009 年

獨立成立財務金融研究

所，因而本學程實質上全屬

會計範疇，已由會計學系負

責。 
4.宜爭取經費採購國外資料

庫，有利於強化師資在國外

期刊發表的能力。 

本學程擬討論向校方爭取

經費採購國外資料庫。 
本 校 已 於 2009 年 增 購

COMPUSTAT 資料庫，鼓勵

教師從事國際性研究，發表

論文於國際學術期刊。 
5.為提升研究生研究與專業

表現之成果，宜考慮制定相

關措施，鼓勵研究生論文發

表於學術期刊或會議。 

本學程擬制定相關措施，鼓

勵研究生論文發表於學術

期刊或會議。 

本校對於畢業前已將論文

發表於學術期刊或會議之

研究生，給予最高論文口試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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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根據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分析結果，進

行檢討修訂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

發展、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情形 

 

(一) 學生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在評鑑項目五(畢業生表現)之調查得知，本學程教育對畢業生核心能力

之養成方面，畢業生大多認同本學程教育可培養其三大核心能力，特別在

「具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能力」與「具有充實之會計理論與分析能力」，皆

獲得畢業生認同。 

再者，詢問畢業生在工作上遭遇的主要困難（可複選）。「英語溝通不良」

占 33%；「職業倫理堅守不易」占 6%；「資訊科技不精」占 6%；「專業能力

不足」占 5%；回答「無困難」占 33%。 

由調查可知，本學程畢業生因在就業市場上面對國際化，因此回饋給本

學程建議加強外語能力等相關課程。 

為了解企業雇主對東華會計學系畢業生專業表現的感想，本學程針對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經理級以上之主管進行調查，本學程畢業生在「品格」、「敬

業精神與責任感」、「主動學習意願」及「團隊合作」等項目獲得較高滿意

度。而在「外語能力」及獲得較低滿意度，與前面畢業生建議加強之課程

一致。 

綜合畢業生及企業雇主的建議，得知本學程畢業生首要加強的能力為英

語能力。自 101 學年度入學之本學程學生，其畢業需滿足下列英文能力檢

定條件。（可自行擇一） 

(1)TOEIC 700 分 

(2)TOEFL 550 分 

(3)TOEFL IBT87 分或 CBT 電腦托福 220 分以上 

(4)GEPT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級複試(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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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0(含)以上 

(6)參加國際交換學生並修習以英語授課之課程三個月以上者 

(7)若未達上述標準，需修習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第三級英文課程 6 學分 

另外，在評鑑項目五(畢業生表現)之調查得知，畢業生對本學程所欲培

養的核心能力「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較弱。關於此部分，本學

程除了開設會計專業課程之外，並強調與金融知識之結合，以培養兼具財

務金融知識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因此本學程開設金融市場實質操作各項金

融工具類之專業課程，包含「財務報表分析」、「固定收益證券」、「衍生性

金融商品」等課程。 

(二) 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 

本學程設有課程委員會，委員會設有委員至少三人，其中一人為委員會

之召集人。目前所有教師均参加課程委員會，委員會視實際需要由召集人

不定期召開會議，以規劃課程調整與變更之相關事宜。此外，每學期至少

召開會議一次，以規劃、協調下一學期相關之開授課程與教師授課等事宜。 

在評鑑項目五(畢業生表現)之調查得知，畢業生期待本學程所欲培養的

核心能力「兼具其他管理領域之整合能力」能加強。本學程規劃以下敘述

之課程架構。以 102 學年度為例，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42 學分: 專業必

修 18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 

其中專業必修課程涵蓋財務會計理論、高等審計學、計量經濟學(一)、

高等管理會計專題研究(一)、專題研究(二)、專題研究(三)、及專題研究(四)。 

在專業選修課程方面，本學程開設多元之會計相關課程，包括有：財務

報表分析、會計資訊系統、財務會計準則、國際會計、非營利事業會計、

非營利事業會計、金融商品會計、行為會計學、租稅專題、大陸租稅與會

計制度、績效評估專題研究、資訊稽核與治理研討、及會計審計專題研究

等。在財務類專業選修課程方面，本學程開設之課程有企業分析與評價、

投資學、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財務個案、固定收益證券、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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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財經英文等。從上列課程可知，本學程已提供並加強學生在其他管

理領域的整合能力，包含稅務、財務金融與資訊管理等領域。 

關於教師教學發展方面，本學程除在既有之課程規劃下延攬學、經歷合

適之師資外，亦針對現有師資之學術專長規劃適當之課程，俾使教師能發

揮所長，並秉持教學嚴謹、身教言教並重之態度，增進學生學習之視野與

效果，以達成培育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會計專業人才之目標。 

(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學程對於學生修課之輔導，除在正式課堂之講解外，尚有課餘修課輔

導機制。其次，本學程教授皆設有 Office Hour，提供學生請教關於課業上

的種種疑問【附件：102 學年度會計學系教師 Office Hour 一覽表】。 

另外，為幫助學生描繪未來之藍圖，本學程每年皆邀請國內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講述會計學系學生未來之出路以及在整個經濟市場之定位，如安侯

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蔡松祺會計師、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陳永清會計師等。此

外，會計學系每年也邀請畢業生回娘家(102.06 校友回娘家，會計職場達人

講座)，與學弟妹分享職場工作心得、進修事宜等經驗傳承。 

為配合學程課程需求，每學期定期公告周知本學程學生提供相關期刊、

書籍與軟體，期刊包含有會計研究月刊、主計月刊、會計評論、貨幣觀測

與信用評等等期刊，書籍計有國際、美國與台灣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審

計準則公報及各類會計審計相關書籍，軟體包含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美國 Compustat 資料庫及統計軟體(SPSS、SAS)等。關於圖書期刊等

經費，本學程每年提撥此經費給圖書館時會將薦購圖書清單一併附上，薦

購清單內容皆對學生知各科專業修習、實務概略了解等有所助益之各類圖

書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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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小結 

本學程已落實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為使教育目標明確易

達，本學程已修正為：「多元視野」、「兼具財務理論與實務」及「具溝通及

分析能力」。自 99 學年起，財務金融學系已成立碩士班，因此本學程不再

分財金組與會計組，本學程統由會計學系負責。在學生學習方面已建立多

項機制確保學生學習狀況；全體師生繼續發展學術與專業表現，並強化畢

業生表現。此外，本學程於 103 年 12 月間舉行自我評鑑預審，並針對預審

委員建議進行回應與後續管考。 

本學程仍持續進行監督改善機制，如課程委員會每學期不定期開會一

至兩次，檢討與改進課程設計是否符合本學程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發

展。未來延攬學、經歷合適之師資、定期舉辦學群研究發表及持續校友與

雇主回饋意見之追蹤討論，讓學程運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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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本學程之設立宗旨與教學目標，除了參考校務發展目標與本校中程發

展計畫外，並結合業主與學生之意見，每學期舉行系務會議定期檢視系務

發展方向和教學目標，檢討是否反映社會與教育環境之變遷和符合學生就

學現況。 

   在課程設計方面，則是依循教學目標擬定欲培育學生核心能力為指導原

則，轉化為具統整性與系統化之課程規劃，並具體呈現於課程地圖，以幫

助學生更加清楚瞭解未來畢業後之生涯規劃。課程委員會則定期檢討與改

進課程設計是否符合本系所教育目標、學生專業能力發展與課程整體規劃

的關聯性。 學生學習評量與教師教學發展是本學程最重視的一環，教師皆

應用多元教學與評量方式，如筆試、課堂參與、心得報告、研究報告及口

頭報告等，務使學生在就學期間充份了解在結合實務知識及其理論背景。

本學程除了專注培養學生分析能力外，學生論文撰寫過程中與指導教授的

緊密互動，讓學生在專業領域上融會貫通，奠定未來成為企業中高階管理

人才的基礎。由畢業校友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本學程畢業生就業方面均有

良好表現，企業主管對本系畢業生整體職場表現感到滿意並具有正面評

價。 

    雖然本學程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希望藉由本次評鑑能獲得資深且經

驗豐富的委員給予中肯的意見，使本學程未來的發展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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