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經營者發生誠信問題之潛在風險因素分析-以力霸集團為例

李堯賢,孔秀琴,江恒妙,陳芝妍,游雯婷,彭翊嘉,張心宇

財務管理學系

管理學院

hsien@chu.edu.tw

 

摘要

 

　　自1997年東南亞發生金融風暴後，台灣在這幾年以來，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

性大幅提高，加上全球經濟景氣低迷，使得大多數企業獲利大不如前，造成嚴重虧損

。再者，公司因追逐金錢介入股票內線交易，大玩資金交叉持股，以公司資產作為借

款保證，掏空公司資產的問題也層出不窮。本文擬以力霸集團為研究案例對象，探討

企業經營者發生誠信問題之潛在風險因素為何。本文藉由「力霸集團」的掏空事件作

為研究個案，探討整個力霸集團在組織發展的各個階段及關鍵事件以及從財務績效分

析企業經營者發生誠信問題間之關係。

根據本文對力霸集團財務結構分析結果，獲致以下幾個預警指標(1)流動比率明顯偏

低：一般而言流動比率需維持≧2，力霸集團的流動比率從1999年開始明顯下降，到

2005年甚至降到0.5166，表示公司隨時可能面臨無法清償債務的困境。(2)負債比率

明顯偏高：力霸集團近年來累積虧損達252億元，大股東持股質押比率高達

99.94%；而公司負債佔資產比率為83.32%，這說明了力霸集團是以舉債來經營公司。

(3)累積虧損嚴重：公司的EPS從2000開始為負值，到2005年衰退的更嚴重為-74.72。

(4)經營績效不佳：稅後淨值報酬率可以直接反映出公司的經營體制，力霸集團從

2000年開始即出現虧損的現象。(5)會計師簽證的誠信度不足：力霸集團簽證的二位

會計師中，有一位會計師，目前因為過去簽證問題被金管會調查中，而力霸集團卻不

避諱，請其辦理會計簽證，此表示力霸集團有意操弄財務報表之嫌。(6)多次更換的

會計事務所：力霸集團從1983年共更換了4家會計師事務所， 2006年雖然更換會計師

事務所，但簽證會計師卻仍為同一人，這表示會計師的簽證誠信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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