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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2009年至2014年間我國上市櫃企業為研究對象，以檢測會計產業

專家、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簽證會計師具有

產業專精與企業租稅規劃呈正相關。同時，具有產業專精的會計師事務所，亦

會與企業租稅規劃正相關。然而，因我國審計服務市場具有以會計師個人簽名

的特性，會計師提供服務時仍以會計師的專業知識為主要考量，若會計師與事

務所同時具有產業專精與租稅規劃的相關性並未高於產業專精會計師與企業

租稅規劃的相關性。除此之外，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程度也呈現正相關

性。因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強制需進行稅務簽證，稅務簽證公費含於審計公費中，

故審計公費項目會牽涉到企業租稅規劃服務，本研究發現審計公費與租稅規劃

呈現正相關性。本研究成果驗證了會計師在我國企業租稅規劃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及補強了影響企業租稅規劃的影響因素之實證證據。 

關鍵詞：產業專家、審計公費、租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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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sts and audit fees to examine the role 

that auditors play in corporate tax planning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s Taiwan's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9 to 2014 as research samples,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auditors as industry specialists and audit fees on corporate tax planning. The results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ants as industry specialists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 Simultaneously,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ialist accounting firms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 However, in Taiwan, the 

audit services market to personal signature features, while both auditors and 

accounting firms could not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firms’ tax planning than only 

auditors as industry specialist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ountant fees and tax planning. In Taiwan, public companies must enforce 

attested tax and visa tax that contain audit fe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a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udit fees and tax planning.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s that account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e tax planning, 

reinforc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tax planning. 

Keywords: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st, Audit fee, Tax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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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以我國 2009 年到 2014 年的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會計師在

我國上市櫃企業租稅規劃(tax planning)所扮演的角色。為因應日益複雜的企業

交易模式，並考量社會公帄、正義，經濟成長、財政收入等需求，稅法需要不

停地翻修，頻頻釋出的解釋函令，令人應接不暇。若企業跨境投資、往來，對

於對方國的相關租稅法令、彼此之租稅協定也必須完全瞭解，因此，企業所面

對的租稅知識，屬非常專門的學問，也是企業各項決策不可避免的問題1。除

此之外，租稅也存在重大的不確定風險，例如，Long (2004)提到 “現今企業的

租稅問題在於面對高度風險，遵行稅法為其主要考量。誤用租稅法令常是其違

章的主要原因。” 甚至，原本以為合法的租稅規劃，事後卻受到質疑，例如在

2015年 4 月於澳洲舉行針對谷歌、微軟與蘋果等跨國企業避稅的公聽會上，控

訴團體(United Voice)提到這些受指控公司在澳洲獲取極高利益，卻透過租稅規

劃繳納極低的租稅，要求這些企業應在澳洲補稅，並直指會計師事務所在這些

企業的避稅策略設計與推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Klassen, Lisowsky and Mescall 

(2016)以美國 2008 至 2009 年，S&P 1,500 為研究對象，發現有提供租稅服務的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租稅規劃程度有正向相關性。我國相關法令及會計師

行業特性與國外有諸多相異之處，本研究擬在不予劃分租稅規劃與租稅規避的

情況2下，以我國上市櫃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在我國

企業租稅規劃上是否扮演重要的角色？ 

雖然企業有多種從事租稅規劃的管道，包括自己的員工、管理顧問公司、

簽證會計師等，倘若能由自己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租稅服務，可能會更有

效率，主要在於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對其客戶的營運、內部程序、系統、產業擁

有累積既廣且深的知識，也較容易獲知企業內部財務資訊，使查核人員能享有

知識外溢效果(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其次，會計師在提供相關客戶服務

時，也相較容易掌握廣泛的相關稅務知識，在會計師事務所持續投資於會計、

審計、租稅技術之情況下，獲得了提供客戶租稅服務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

會計師在同業競爭的情況下，非審計服務3的附加價值可能高於審計服務，故

                                                      
1
 Deloitte (2006)報導有三分之二的執行長考慮租稅因素為企業支持重要交易的首要考慮因素。 

2
 如同 Lietz (2013)所進行的分析，租稅規劃是一連續性的狀態2，包含從嚴格遵行租稅法規定的完美合

法區(例如，投資免稅的公債，選擇可節稅的折舊方法)；其次是灰色區，似乎是合法，但有潛藏違

法的可能性，或者違反道德的規範；最後，屬違法區，即逃稅行為，此部分被追稅與處罰之可能性

是非常之高的，相對要付出的代價也有可能是不可計數的。租稅規劃與租稅規避界限模糊，故本研

究未區分兩者之區別，也未將潛在的稅務風險考量在內。 
3
 按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總綱」中會計師提供審計及相關服務之架構之規定，其內容包括財務

報表之查核及專案審查、期中財務報表核閱、財務預測核閱協議程序之執行、以及財務資訊之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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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爭取非審計服務進行市場區隔，爭取客戶，在建立信任關係後，額外取得

服務客戶的審計服務，或者形成客戶對會計師的依賴。然而，簽證會計師提供

租稅服務也並非完全無缺點，其一是若簽證會計師也提供租稅服務，有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疑慮；其二是當會計師跨入企業的租稅服務，會計師也必須共同

承擔企業的稅務風險4所帶來的會計師信譽傷害。 

為何企業租稅規劃的程度會有不同？因為，租稅規劃可獲得租稅節省的利

益，但其相對成本也不少，Scholes, Wolfson, Erickson, Maydew and Shevlin  

(2009)認為有效的租稅規劃(effective tax planning)應考慮到此租稅規劃活動所

有相關群體的租稅負擔、考慮外顯與內含租稅(explicit and implicit tax)所有的相

關成本，包括租稅成本與非租稅成本。根據相關文獻得知，包括規模、資本結

構、資本密集程度、獲利能力等企業特質，影響企業進行租稅規劃(林嬌能、

許彩蓮 2011)。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從經濟觀點認為租稅與公司治理存

在交互作用，其中二項：(1) 租稅系統的特質，例如稅率結構與政策施行的能

力，將影響管理者的行動與影響代理問題的範圍；(2) 公司治理環境的性質，

例如對於外部投資者的保護與法律管制的自我約制，將影響租稅系統的運作。  

透過外部審計，避免危害非控制權益股東利益或者避免企業陷入經營危機

的困境，一直被視為是重要的公司治理環節，而租稅服務則是會計師行業重要

的收入來源。受到美國恩隆(Enron)案的影響，美國對於外部審計服務規範進行

部分的調整，如沙賓法案中有針對會計師的非審計服務（包括租稅遵行審計與

租稅規劃服務）對會計師的獨立性提出極大的質疑，要求在年度報導中揭露支

付給會計師的非審計服務費，尤其是租稅服務費需要個別揭露；美國證管會

(SEC)於 2003 年修正會計師獨立準則，重新禁止財務簽證會計師代理客戶租稅

行政救濟5。公開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ies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也認為會計師事務所推銷其租稅服務有違會計師獨立性。但在經企業審

計小組審核會計師提供相關的租稅服務範圍、性質與公費後，企業可接受會計

師所提供的租稅服務6
(PCAOB 2005)。然而，Kenneth et al. (2015)以美國 2008

                                                                                                                                                                 
等。故本研究之審計服務以我國審計準則公報定義之內含為主。 

4
 稅務風險指對租稅負擔的不確定性產生的風險，例如歐盟執委會於 2015 年 10月 21 日判定，星巴克

(Starbucks)、飛雅特克萊斯勒(FCA)與歐盟成員國簽署的稅務協議為非法的國家補助，兩家公司各須

補稅達 3,000 萬歐元。此對跨國企業原本視為合法（已簽署稅務協議）的租稅規避，處以重罰，陷

企業於稅務風險之中。另外，輝瑞以「稅負倒置」方式反向併購愛爾蘭藥廠愛力根，用意就是避稅，

促使美國國稅局在今年 11 月 19 日提出修法加速制訂法規限制企業避稅，雖然法案尚待議會通過，

但也是形成企業未來可能被加稅的風險。 
5
 在此之前的前 10年准許簽證會計師代理客戶租稅行政救濟。 

6
 Barrett (2004)認為由簽證會計師提供租稅服務如同特洛依木馬(Trojan horse)，PCAOB 同意此種條件

式簽證會計師提供租稅服務，完全是會計師團體基於此領域服務的重要性，PCAOB 妥協於強力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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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9 年，S&P 1,500 為研究對象，仍然發現有提供租稅服務的簽證會計師事

務所與企業租稅規劃水準有正向相關性。 

我國會計師執業生態與美國有所不同，除了訴訟風險遠低於美國外，會計

師事務所服務客戶的內容大多偏重在簽證事務，故在非審計公費的收入占會計

師事務所的比重，並不像美國會計師事務所相當倚重管理諮詢服務的收入(楊

炎杰、官月緞 2006)。我國國稅局的稽徵人力嚴重不足，財政部為簡化稽徵作

業，紓解查帳人力之負荷，已由全面查帳改為一定條件下選案查核，實施會計

師簽證、擴大書面審核及選案查核等措施(林嬌能、許彩蓮 2011)。其次，根據

我國所得稅法第一百零二條7規定營利事業得委託會計師辦理結算申報與稅務

行政濟等事項。對於委託會計師辦理稅務簽證申報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並給

予盈餘虧互抵、得列支較高之交際費、較晚之延長申報期限等租稅獎勵措施。

是故，加重了我國上市櫃公司對會計師租稅服務的依賴及簽證會計師對企業租

稅負擔內容的瞭解。McGuire, Omer and Wang (2012)提到當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有聘雇租稅專家時，客戶會向其諮詢，或會主動向客戶建議，因此相對於沒有

租稅專家的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會有較高的租稅規避。然而，我國會計師服務

市場與相關法律規範，具有諸多特質，故在現有文獻中對影響企業租稅規劃的

因素尚屬不明，因此對於會計師的產業專精與收取公費多寡，是否足以推測出

會計師在對企業租稅規劃的影響性，是值得實證性探究，以提供相關政策參考

之用。因此，租稅服務是我國會計師提供重要服務項目之一的情況下，會計師

業務與企業租稅規劃連結性可能提高，故本研究也擬從會計師的產業專精與收

取公費的水準等事項，釐清其是否成為提供企業不同租稅規劃的影響因素？ 

綜合上述，我國上市櫃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必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相對地依賴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的租稅服務，在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具備

產業知識與租稅專業，則具有相互知識外溢效果下，我國雖然沒有要求特別揭

露會計師的租稅服務，但由產業專精程度可推估其租稅專業相對會較高。另一

方面，我國未在會計師公費中揭露租稅服務部分的收費，但根據會計師公費之

高低亦可推論會計師在企業的租稅規劃上有所著力，收取相對高的公費。從下

列幾個問題，做進一步地釐清會計師在企業租稅規劃扮演的角色： 

1.會計師若為產業專家時，似乎也可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因此，會

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租稅規劃是否呈現正相關?  

2.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時，也可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因此，會

                                                                                                                                                                 
的結果。 

7
 在文獻探討之第一小節我國會計師稅務服務與公費之相關規範段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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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租稅規劃是否呈現正相關？ 

3.因我國會計師提供服務時仍以會計師的專業知識為主要考量，因此，會

計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時，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相關性是否會高於會

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租稅規劃之相關性？ 

4.我國稅務簽證公費是包含在審計公費中，非審計公費中也包含若干租稅

服務。因此，審計公費(audit fee)、會計師公費(accountant fee)是否均與企

業租稅規劃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是根據上述問題做系統式分析與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會計師為產

業專家時，可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時，亦可發

現會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但是，會計師事務所與會計師同時為產業專家

時，並不會因此提供更高的租稅規劃服務，主要是因為我國審計服務市場以會

計師個人簽名的特性，故提供會計師服務時仍以會計師的專業知識為主要考量。

其次，會計師公費的高低與企業租稅規劃程度也有相關性，但因為我國會計師

的非審計公費比重不高，以及公開企業需強制稅務簽證，稅務簽證公費包含在

審計公費中等特性，因此本研究也發現審計公費與租稅規劃服務是呈現正相

關。 

我國審計市場競爭性高，會計師除了提供審計服務外，也提供租稅服務以

爭取更多的客戶，本研究成果也顯現了會計師運用其產業專精及收取較高費用

等方式，提供了其在我國企業的租稅規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實證證據。此外，

即使在沒有提供確切會計租稅服務資訊之際，投資人與國稅局也可從會計師的

產業專精、會計師公費等窺見到企業租稅規劃的訊息。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比較美國與我國會計師在稅務服務與公費之相關規範 

會計師之稅務服務按性質可分為稅務案件申報代理人(tax preparer)、稅務

諮詢（或稅務顧問）、擔任稅務行政訴訟之代理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簽證

(attested tax returns)。稅務案件申報代理人，是指代理企業準備與執行稅務申報

工作，是為會計師的代編服務，會計師受託代編所得稅申報書。稅務諮詢（或

稅務顧問）工作，是指企業對於帄時涉及稅務規定有疑問處的諮詢對象，或者

可為企業進行租稅規劃，達到節稅目標。稅務行政訴訟之代理人是依行政訴訟

法規定可為企業進行稅務行政救濟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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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在恩隆(Enron)案後，對於會計師公費的合理性、如何才能導引會

計師依其專業以提升其對企業的稅務服務品質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論(Maydew 

and Shackelford 2007)，最後決議，企業需要經審計小組審核會計師提供相關的

租稅服務範圍、性質與公費後，企業才可接受簽證會計師所提供的租稅服務

(PCAOB 2005)；美國證管會(SEC)於2003年修正會計師獨立準則，重新禁止財

務簽證會計師代理客戶的稅務行政救濟；美國規定在年度報導中揭露支付給會

計師的非審計服務費（包括個別揭露租稅服務費）。 

在我國，Lin (2001)依我國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1994年度全體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以及經稅捐機關審查後之「核定」損益及稅額計算，自

其中選取樣本，以分析會計師稅務簽證案件與普通申報案件之租稅逃漏情況，

結果發現，稅務簽證案件之租稅逃漏情形顯著低於普通申報案件，會計師依其

稅務專長，對企業進行稅務簽證減少違法逃漏稅現象，是正面的措施。Lin (2001)

認為我國所得稅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營利事業得委託會計師辦理結算申報與

稅務行政救濟等事項，主要目的為協助營利事業履行納稅義務並減輕稅捐稽徵

機關之工作負荷，在我國有稅務人力不足或查核技術無法面面俱到的情況，沒

有經會計師稅務簽證之企業，存在著僥倖逃漏稅負違法行為之可能性提高。是

故，按照Lin (2001)的意見，我國因為稅務稽核人力不足，應借用會計師在稅

務方面的專長，以減少企業違法逃漏稅的現象。故其建議政府應繼續給予稅務

簽證申報案件租稅優惠，例如，所得稅法並給予盈虧互抵、得列支較高之交際

費、較晚之延長申報期限等租稅獎勵措施等。擴大稅務簽證實施範圍，並增加

非簽證案件之查核，鼓勵委託會計師辦理稅務簽證申報。 

現行我國會計師稅務服務公費的揭露與美國的規定有所差異，其中，我國

審計公費（包含稅務簽證公費）部分與美國證管會在2000年11月頒佈S7-13-00

命令，要求申報的委託書(proxy statement)中公司應揭露審計公費（包含稅務簽

證）資訊相同。但是，美國證管會在2002年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 SOA)

後，對於委託書中應揭露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之內容做過修訂，將租稅費用

獨立出來，分為四類：1、審計費用(Audit fees)包括財務報表審計、內部控制

效果審計；2、審計相關費用(Audit-related fees )主要包括其他子公司審計、員

工福利計劃、顧客服務控制複核、收購或讓與的其他審計；3、租稅費用(Tax fees)

包括聯邦、州、地方與國際租稅規劃與遵行審計；4、其他公費。所有公費必

須由審計委員會考量是否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對於服務的內容、公費

金額與總額的限制應以事先核可方式辦理。 

我國對於會計師公費的揭露意見分歧，但為讓大眾能夠評估公費對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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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的可能影響，現行制度是依2002年《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

訂版本，要求達到特定條件的公開發行公司須於財務報告中揭露最近給付簽證

會計師的各項公費資訊，包括審計和非審計服務公費的內容8。其中，所稱審

計公費係指發行人給付簽證會計師有關財務報告查核、核閱、複核、財務預測

核閱及稅務簽證之公費；非審計公費分為制度設計、工商登記、人力資源及其

他，若非審計公費中之「其他」項目達非審計公費合計金額25%者，應於備註

欄列示其服務內容9。因此，我國會計師提供稅務服務的稅務簽證公費是含在

審計公費中，其他的稅務服務則放在非審計公費的「其他」項目中。 

如同前述，會計師對客戶的各項服務存在相互知識外溢效果，對於如何分

類或者進行明確劃分，以收取相對合理公費，實際上有相當的困難性。對於要

求更詳細、賦予審計委員會更多的揭露報告（如租稅服務公費）是否有助於審

計品質的提升，目前學術上並未有一致的看法。支持需詳細揭露者，認為增加

查核人員與審計委員會相關報導的責任有助於審計品質的提升(IOSCO 2009; 

Peecher et al. 2013)；相對地，反對詳細揭露者則認為這些改革只著重在查核人

員與審計委員會的報告上而非監督責任，對審計品質的提升沒有幫助(BDO 

2013)。因此本文即根據上述爭論點，比較我國與美國在會計師服務項目及公

費揭露範疇，目的在於說明我國現行未獨立列示租稅服務內容及其公費，但在

實務上，知識外溢與公費分類困難的情境下，對本研究未明示租稅服務資料的

疑慮，給予後續實證分析的立足點10。 

                                                      
8
 會計師公費資訊揭露之法源可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2年~2005年）依照2002年10月3日所

修正的《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之規定，發行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揭露會

計師公費：（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

之比例達四分之一以上或非審計公費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

審計服務內容。（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

減少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

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第二階段（2006年~2008年），2007年1月起，會計

師審計公費資訊，改由《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範，並更新會計師公費之揭露條

件。主要差異為修訂後，將非審計公費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條件廢除，縮小公費資訊揭露之範圍。

第三階段（2009年以後），2009年12月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公司可

選擇採級距或採個別揭露金額方式，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將金額級距訂為6級。第一級為低於2百

萬元以下，第六級為高於1千萬元以上。 
9
 按我國 102 年度「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之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各項收入，與租稅服務相關

的部分，以所得稅簽證申報收入的 20.3%最高，另外，稅務規劃收入為 2.6%，稅務行政救濟收入為

0.7%，其他稅務業務收入 10.7%。因此，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在 102 年按此調查報告合計之提供稅務

服務相關的收入占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收入的 34.3%。此項調查屬全國性資料，但從資料屬性上可以

看出，我國企業除了強制稅務簽證者外，為了符合所得稅法相關優惠措施，整體稅務簽證的收入約

為會計師事務所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 
10

 McGuire et al. (2012)的研究中也有以整體產業專家（包括稅務專家與其它產業專家）作為衡量會計

師事務所的產業專精，其衡量是否為產業專家是以會計師事務所收取審計及稅務諮詢公費衡量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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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會計師服務市場與相關法律規範，可歸納出下列幾個特質： 

1.我國公開及上市櫃公司財報簽證須由兩位會計師具名之特性，與美國財

報簽證以會計師事務所具名有所不同11。因此，對於客戶的服務是以會計

師為首的工作小組為服務單位，而非以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為服務單位，

此時，會計師組別的產業知識源於本身實際查核經驗，而事務所並未扮

演整合產業知識的角色。許多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為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

成員。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聯盟組織，會投入資源成立專責研究稅務的部

門，提供相關性的稅務服務12。 

2.我國會計師法並未如美國強制規定會計師不得從事部分非審計業務與審

計業務，第 47 條僅規定，若會計師執行管理諮詢或其他非簽證業務而足

以影響獨立性，為構成會計師不得承辦財務報到之簽證的事由之一。 

3.在會計師公費公佈之分類及細節部分，我國將會計師公費分類為審計公

費與非審計公費，審計公費有包含稅務簽證之公費，其他的非審計公費

在符合條件下須揭露內容類別，可選擇揭露此部分所屬級距或金額，有

關租稅服務並不特別分類揭露。 

4.符合《營利事業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所得稅辦法》第 3 條規定者，

強制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登記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二、會計產業專家及租稅規劃 

Simunic and Stein (1990)認為會計師發現財務報表缺失的專業能力，可透過

訓練及查核經驗來累積。會計師對特定產業的查核經驗越豐富，越能瞭解特定

產業營運、會計及審計等相關資訊，藉由事務所的訓練與經驗的傳承以散布知

識，增加審計人員發現財務報導缺失的能力。Craswell, Francis and Taylor (1995)

認為會計師事務所的產業專家智能是審計品質的重要元素，因為會計師事務所

擁有產業專家知識所建立的聲譽，是可與沒有產業專家知識的會計師事務所產

生明顯區隔；Balsam, Krishnan and Yang (2003)及 Reichelt and Wang (2010)實證

也發現，擁有會計產業專家者則有較低的異常計項目及高盈餘資訊品質，這些

                                                                                                                                                                 
特定產業及地區之市占率作為基礎。 

11目前國際上採用雙簽的國家只有中國大陸及台灣，其餘國家皆採單簽制度。在美國方面，PCAOB 於

2015年 12月 15 日發布 PCAOB Rule 3211, 將原來會計師查核報告中只有會計事務所之具名，而無

報導會計師個人之簽章制度，規定於 2017 年 1 月 31 日以後，查核報告中應揭露主辦會計師

(engagement partner)的名字。 
12在簽證會計師客戶有稅務服務需求是由會計師簽約，稅務部同仁服務，再由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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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支持具有產業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品質較高。 

Dhaliwal et al. (2010)根據資源相依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認為由

查核人員提供租稅服務對財務報表品質的影響，會優於由其他專家所提供的。

財務報導品質受到企業內部控制、公司治理等因素影響，若由具產業專業的會

計師定期的對公司財務報表與內部控制的查核過程中，適時地發現問題，並提

出改善建議，除可增加內部控制的建全也可提高公司治理，進而提高財務報導

品質 (Dunn and Mayhew 2004;Kwon et al. 2007)。此對本研究非常重要，因為透

過基本審計相關的服務過程，對客戶產生附加價值，也可發展對客戶租稅規劃

的知識。Bonner, Davis and Jackson (1992)發現產業專家（知識）在發展租稅規

劃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租稅專家會計師融合客戶特有的知識與特定

對象、法制或產業的稅法知識。因此，像 Deloitte and Touche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2009)建議石油化產業的特殊性質，必須產生產業特定的知識

與專業。Cook and Omer (2010)發現其樣本中有三分之二的企業會向其簽證會

計師購買稅務諮詢服務或稅務遵行服務。因此，對許多會計師的客戶而言，其

可透過稅務諮詢與會計簽證兩種角色同時地影響客戶的租稅規避。McGuire et 

al. (2012)認為倘若簽證會計師為租稅專家，依其對客戶的瞭解，客戶會向其諮

詢，或會向客戶建議，因此相對於沒有租稅專家的會計師，企業會有較高的租

稅規避。但是，租稅規劃策略並非專屬會計師或稅務顧問的專屬所有，因為它

會在同業間經驗交流時蔓延及傳播(Novak and Saunders 1998)，故在企業另有租

稅規劃考量與可能擁有內部租稅專業人才時，未必一定要聘用具有稅務專長的

簽證會計師以增加租稅規劃。若是如此，對於會計師事務所存在稅務相關的產

業專家，就會造成企業有更大的租稅規避，則屬不明確的狀態，將是個值得探

討的課題。 

由簽證會計師同時擔任非審計服務，可能危及查核人員的獨立性與審計品

質，實屬具爭議性的課題。尤其，當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提供查核與諮詢服務時，

具有知識外溢與效益，例如，Maydew and Shackelford (2007)認為租稅規避活動

同時影響財務報表與降低所得稅費用(例如：租稅策略產生永久性差異）；

Dhaliwal, Gleason and Mills (2004)提到所得稅費用對於查核人員而言是一項困

難的科目，因為稅法的複雜，在估計與評價各項所得稅費用成份時，必須執行

大量的判斷。因為所得稅費用必須對企業各種租稅策略所渉及的財務報導準則

與稅法兩者都要瞭解，因此，無論簽證會計師是否提供稅務服務，會計師對於

所得稅費用科目的評估，是渉及到審計與稅務專業兩種工作。Kenneth et al. 

(2015)認為會計師事務所透過投入時間與服務相同產業客戶，可同時發展成為

此產業的審計與稅務領域專家，其以美國 2008-2009 年，S&P 1,500 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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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實證發現有提供租稅服務的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租稅規劃水準，有正

向相關性。魏春燕與陳磊 (2016)使用 2008 至 2012 年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之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當審計人員獨立性較低時，審計人員之產

業專精可能較會鼓勵客戶租稅規避，而非抑制租稅規避。 

由於我國公開及上市櫃公司的財報簽證須由兩位會計師具名之特性，陳政

芳與李啟華 (2006)的研究就指出，兩位會計師組別的產業知識主要來自於本身

實際查核經驗，會計師事務所內各組之審計品質並不一致，組別的產業知識愈

豐富，審計品質愈佳，作者推論會計師事務所並未扮演整合產業知識的角色。

另外，Chi and Chin (2011)的研究也指出，我國產業專家會計師與產業專家事務

所對於流動裁決性應計數有顯著抑制效果，但在出具非標準意見的機率上，僅

產業專家會計師扮演重要的角色，再次說明我國審計市場，以會計師組別的產

業專家知識與審計品質有較密切的相關性，因此也指出了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在

整合產業專家知識的能力有所不足。 

為探討事務所在稅務專業知識的輔助機制是否扮演重要角色，本研究擬由

探討會計師產業專家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會計師事務所產業專家與租稅規劃

之關聯性、會計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的強度，來驗證

事務所在稅務專業知識的輔助能力是否影響我國企業的租稅規劃水準。故建立

假說如下： 

H1a：簽證會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有正相關。 

H1b：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有正相關。 

H1c：會計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時，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相關性高於會

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相關性。 

三、會計師公費與租稅規劃水準 

會計師公費主要分為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其中，審計公費、非審計公

費與審計品質之相關性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議題。而對於影響會計師公費的因素

也是備受爭議。大多數關於審計收費研究是源于 Simunic (1980)，其認為審計

公費的形成包含兩個部分，審計投入多寡的成本考量與預期的損失。審計投入

包括完成查核工作所需查核人員的水準與投人的時間。預期未來的損失，包括

未來可能產生的訴訟、聲譽損失，以及查核會計師可能承擔完成審計後的監管

處罰費用(Seetharaman, Sun and Wang 2011)。 

企業租稅規劃從兩方向來影響審計公費。首先，企業利用租稅科目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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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管理。由於租稅費用計算的複雜性與在產生租稅應計項目的裁量性，使得

在經理人、股東與會計師之間產生資訊不對稱(Dhaliwal et al. 2004)。有些利用

應計租稅項目，例如，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租稅或有保留等項目來進行

盈餘管理，因為這些活動會增加錯誤、重編與訴訟風險(Heninger 2001; Manry, 

Mock and Turner 2007)，查核人員一般會調整其查核投入與公費以作為補償

(Bedard and Johnstone 2004)。Lisowsky, Robinson and Schmidt (2013)研究證實，

對於租稅積極的客戶，其財務不確定性提高，查核人員必須投入更多的努力與

擔負更高的風險。 

其次，當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提供查核與諮詢服務則具有知識外溢與效益，

對股東也有益處(Knechel and Sharma 2012)；但如同 2.1節所述，會計師對客戶

的各項服務存在知識外溢效果，對於如何分類或者進行明確的劃分，實際上有

相當的困難性，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間之連結也是複雜的。雖然有許多研究

認為非審計服務會因為兩種服務的綜效而降低審計公費(Hay, Knechel and 

Wong 2006)，但是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必須額外投入資源，如前所述，會計

師租稅服務背後的租稅不確定性風險也可能使會計師爭取公費溢酬，會有較高

的審計公費。我國的審計公費中包含所得稅申報稅務簽證費用，在此本研究推

論較高的審計公費是已考量相關租稅服務及擔負的風險，故應與企業租稅規劃

呈正相關；其次，在非審計公費中也含有部分租稅服務，故會計師公費（包含

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也應呈正相關，依此建立本研究的假

說 2。 

H2a：審計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程度呈正相關。 

H2b：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程度呈正相關。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期間、資料來源與選樣標準 

（一）研究期間 

本研究以 2009年至 2014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及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之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我國於 2009 年 12 月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

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公司可選擇採級距或採個別揭露金額方式，揭露會

計師公費資訊。將金額級距訂為 6級，第 1級為低於 2百萬元以下，第 6 級為

高於 1 千萬元以上。本研究以 2009 年在較多上市櫃企業適用的情況下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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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起始年度。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需之實證資料來源，分別來自於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TEJ)公司

基本資料庫、公司治理資料庫及財務資料庫等。因為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是以

營利事業個體為申報單位，本研究是以企業個體之財務資料為主。即使企業符

合企業併購法規定的合併申報，實務上並非以合併財務報表為申報基礎。在我

國連結稅制度下，合併申報是母子公司可一起申報，有利於母子公司間各自存

有盈虧時，可以直接互抵的好處。 

（三）樣本選取 

以國內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由於金融保險業、證券業行業性質特殊，

故排除於本研究之外。任一變數所需資料有欠缺者，也不納入樣本公司。 

研究樣本選取自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及櫃檯買賣中心上櫃之公司，選取期

間從 2009 年至 2014 年，樣本篩選過程參見下表一，本研究以公司/年度

(firm-year)做為一個觀察值，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各上市、上櫃公司的年報中取

得 6個年度的樣本，排除金融保險業、證券業及第一年上市櫃企業後，初步取

得 8,125 筆資料，扣除三年稅前淨利合計為負的資料為 1,781 筆（此乃考慮企

業若在虧損狀態，租稅因素非其營運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扣除三年之當期

所得有效稅率為負的資料268筆（主要考量分母部分之稅前淨損之樣本已扣除，

但仍出現當期有效稅率為負，屬分子部分之當期所得稅費用呈負數者，予以刪

除。當期所得稅費用最低理應為零，若呈現負數，主要是因以前年度所得稅高

估調整，屬錯誤溢繳稅款，無租稅規劃意含，故予去除）。再扣除相關資料變

數不全 125 筆，以及三年之當期所得有效稅率極大額的 30 筆後（即當期所有

效稅率高於 100%），最後共取得 5,921 筆有效樣本。 

表一 樣本篩選過程 

2009年至2014年台灣未包含非曆年制、金融、保險與證券業、第一年上市櫃

之上市(櫃)公司樣本 8,125 

減：三年稅前淨利合計為負 1,781 

減：三年之當期所得有效稅率為負 268 

減：相關資料變數不全  125 

減：三年之當期所得有效稅率超過100%     30 

有效樣本  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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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樣本分析 

表二為各年度樣本企業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及事務所是否為產

業專家之樣本家數。本研究 6 年的樣本數是分布於 2009 年至 2014 年間，各為

915、946、1,020、1,052、987 及 1,001 筆，共 5,921 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

現有文獻往往將視為審計品質的代理變數，故本研究先觀察其在本研究樣本數

之分配狀態，再依各年度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區分為屬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非

BIG4）及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4)。各年度間屬非 BIG4的僅有 117 筆到 135

筆間，約 13%左右；由 BIG4 的約佔 87%，佔絕大多數。 

其次，若將各年度樣本分成三種狀況：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簽

證會計師是否為產業專家，及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都符合產業專家。結果發

現在各個年度非 BIG4 中符合產業專家的情況屬極少數，例如，企業由非 BIG4

會計師事務所產業專家簽證者，在 2008 年只有 1 家，2014 年有 7 家，此代表

在國內只有少數非 BIG4 會計師事務所在某些產業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之排名屬前二名，但此也說明 BIG4 並不見得在國內所有

產業都是排名最高的。而在簽證會計師是否為產業專家也有同樣的情況。由此

可看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4)在國內並非等同產業專家。 

表三為各年度樣本企業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所屬級數之分布狀態。各年

度接近一半樣本公司的審計公費與會計師公費總額在第 2 級，即 2 百萬元到 4

百萬元之間。第 1級與第 2級的審計公費合計比率，即審計公費在 4 百萬以下

之樣本公司占每年度樣本企業比重，2009年及 2008年為 79%，2012年為 76%，

2013 年及 2014 年為 77%；會計師公費總額之樣本分配也是在第 2 級占

47%~53%之間。第 1 級與第 2 級的會計師公費總額合計比率，即會計師公費總

額在 4百萬以下之樣本公司占每年度樣本企業比重 2009 年為 74%，2011 年最

低為 62%，此背後因素為我國上市櫃公司在 2012 年實施國際財務會計報導準

則(IFRS)，審計公費在 2011 年到 2013 年之間有向上提高（因為最低二級的比

重下降），在非審計公費部分從 2010 年到 2013 年間呈較大幅度的提高傾向，

此符合在實施 IFRS 前後，我國上市櫃公司有依賴較多的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

計服務。 

在 6百萬元（第 4級）以上的審計公費樣本家數占總樣本的比重之帄均數

為 8%，會計師公費總額樣本家數占總樣本的比重之帄均數為 12%，從樣本這

部份的分配狀態也可看出在 2010 年及 2012 年之間非審計服務有提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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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師、BIG4各年度之樣本家數 

年度 家數 
 

家數 

會計師事務所 

是否為產業專家 

簽證會計師 

是否為產業專家 

事務所及會計師 

都符合產業專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009 915  
非 BIG4 117  1   116   12   105   1   116   

BIG4 798  513   285   235   563   189   609   

2010 946  
非 BIG4 131  2   129   10   121   2   129   

BIG4 815  527   288   229   586   190   625   

2011 1,020  
非 BIG4 128  5   123   14   114   5   123   

BIG4 892  586   306   242   650   208   684   

2012 1,052  
非 BIG4 135  6   129   15   120   4   131   

BIG4 917  607   310   254   663   216   701   

2013 987  
非 BIG4 121  5   116   9   112   4   117   

BIG4 866  563   303   229   637   196   670   

2014 1,001  
非 BIG4 117  7   110   10   107   4   113   

BIG4 884  575   309   226   658   191   693   

總數 5,921  
非 BIG4 749  26   723   70   679   20     729   

BIG4 5,172  3,371   1,801   1,415   3,757   1,190   3,982   

註：其中非 BIG4 為非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4 為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其中，產業專家之定義為：若會計師

事務所在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二名定義此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

(AFIRM)；其次，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在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者，定義

為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即前兩項條件都符合

者(BOTH)。 

表三 各年度審計公費、全部會計師公費級數分配 

年度 家數 

 各級會計師公費級數占當年度樣本數的比重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1級 

+2 級 

2009 915 
AFEE 2% 1% 4% 13% 52% 27% 79% 

TFEE 3% 2% 4% 16% 51% 23% 74% 

2010 946 
AFEE 2% 2% 4% 12% 53% 26% 79% 

TFEE 5% 2% 6% 20% 49% 17% 66% 

2011 1,020 
AFEE 2% 2% 4% 14% 53% 25% 78% 

TFEE 5% 4% 7% 23% 47% 15% 62% 

2012 1,052 
AFEE 3% 2% 5% 15% 53% 23% 76% 

TFEE 5% 2% 7% 20% 49% 16% 65% 

2013 987 
AFEE 3% 2% 4% 14% 55% 22% 77% 

TFEE 3% 2% 6% 20% 51% 17% 65% 

2014 1,001 
AFEE 2% 2% 4% 14% 56% 22% 77% 

TFEE 3% 2% 6% 18% 53% 18% 71% 

總數 5,921 
AFEE 2% 2% 4% 14% 54% 24% 78% 

TFEE 4% 2% 6% 19% 50% 18% 68% 

註：AFEE指的是審計公費，TFEE指的是會計師公費總額，即包含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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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模型 

本研究欲探討獨立董事與具會計專業的獨立董事是否會影響企業的租稅

規劃，故租稅規劃代理變數(TP)為應變數，以衡量企業的租稅規劃水準；而主

要自變數部分為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產業專家(EXPERT)、會計師公費(FEE)，

衡量產業專家與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之相關性，相關的迴歸模式如下： 

                                                       

                                                              (1) 

TP ： 租稅規劃代理變數。分別為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所

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與財稅差異(BTD)三項變數代理。 

EXPERT ： 是否為產業專家，有產業專家為 1，否則為 0。產業專家分別看事

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

(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 

FEE ： 會計師公費，分別考量審計公費(AFEE)及總公費(TFEE)，以企業在

年報中會計師公費所揭露之級數衡量之，若企業揭露的是金額則換

算成其所屬級數。 

BSEAT ： 董事會規模，期末董事會席次。 

BIG ： 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率，最大外部股東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

率。 

CSR ： 席次控制比率，最終控制者所控制之董監事席次占全部董監事總席

次。 

SIZE ： 公司規模，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ROA ： 資產報酬率，稅前淨利除以期末總資產。 

DEBT ： 負債比率，期末負債總額除以期末資產總額。 

GROW ： 資產成長率，期末總資產與期初總資產之差額除以期初總資產。 

PPE ： 固定資產比率，期末固定資產除以期末總資產。 

RD ： 研發支出，當期研究發展費用除以期末總資產。 

SNUM ： 子公司數目，以年報報導子公司數目衡量之。 

變數衡量： 

（一）應變數之衡量 

企業的所得稅費用分為當期所得稅費用與遞延所得稅費用，本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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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reng, Hanlon and Maydew (2008)及 Minnick and Noga (2010)的有效稅率衡量

方法，分為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及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因為所得稅費用

中包含遞延所得稅費用，被認為有盈餘管理的意含(Hanlon and Heitzman 2010)，

故兩者有不同之意含。過去的研究認為有較低的有效稅率是代表企業增加租稅

規劃水準(Gupta and Newberry 1997; Rego 2003)。另外財稅差異是另一種衡量租

稅規避的常用的代理變數。有效稅率是以租稅負擔與稅前淨利的比率值衡量其

因租稅規避而產生的租稅負擔值，財稅差異則是以財務報導所得之稅前淨利與

課稅所得之差額衡量企業租稅規避效果，財稅差異愈大代表租稅規劃水準愈高。

三種衡量方式如下： 

1.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 

2.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 

3.財稅差異(BTD)=(稅前淨利-課稅所得)／期末資產總額 

其中，課稅所得為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由於我

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在 2010 年由 25%調降為 17%，所以 2009 年營利事業所

得稅率為 25%，自 2010 年後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改為 17%。 

其次，Dyreng et al. (2008)及 Minnick and Noga (2010)認為以長期的方式可

以避免某特定租稅管理活動所產生差異化；Rego and Wilson (2012)提到管理者

在面對資源分配決策時考量的是短期績效，但是，租稅規劃的利益具不確定性

也非在短期間能夠實現，因此，租稅規劃之衡量應以長期觀察較佳。本研究依

據上述三種衡量方式，均考量三年之久，包括當年及前一年、前二年，CTAX

及 GTAX 是以三年分子加總後再除以三年分母的加總數，BTD 則為三年之帄

均數。 

（二）自變數之衡量 

本研究有二項自變數，一為產業專家(EXPERT)，二為會計師公費(FEE)，

分別說明如下： 

1.產業專家(EXPERT)：是否為產業專家，有產業專家為 1，否則為 0。產

業專家分別有事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

業專家(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首先，

參考陳政芳與李啟華 (2006)之實證結果，若會計師事務所在以營業收入

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二名定義此會計師事務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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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專家(AFIRM)；其次，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在以營業收入計

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者，定義為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

是產業專家(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即前兩項

條件都符合者(BOTH)。倘若此自變數與有效稅率（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正相關），顯示企業之簽證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屬產業專家時會提

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企業負擔較低稅負。 

2.會計師公費(TFEE)：我國於 2009 年 12 月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規定公司可選擇採級距或採個別揭露金額方式來揭露會

計師公費資訊。其將金額級距訂為六級，第一級為低於 2 百萬元以下，

第六級為高於 1 千萬元以上。本研究變數若企業在年報表達之會計公費

為第一級時，本研究變數為 1，依此類推此變數分別為 1~6。倘若企業採

個別揭露金額方式，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以其金額對照相對應級距予

以轉換。按此述準則定義審計公費係指公司給付簽證會計師有關財務報

告查核、核閱、複核、財務預測核閱及稅務簽證之公費，總會計師公費

包含審計公費及非審計公費。倘若此自變數與有效稅率（財稅差異）呈

負相關（正相關），顯示企業之簽證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收取較高公

費時會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企業負擔較低稅負。 

（三）控制變數之衡量 

相關的研究文獻已指出，公司治理與公司特質變數均會影響企業的租稅規

劃。因此，本研究針對公司治理部分設計控制變數，包括(1) 董事會規模

(BSEAT)：董事會結構可降低代理問題，改進績效 (Bhagat and Bolton 2008；

廖益興和楊清溪 2007；洪榮華、陳香如與陳慧珍 2007)。國內家族股東傾向

使用金字塔結構與交互持股剝削小股東，因此需要擴大董事會規模，以納入正

義的董事，來抑制家族控制股東的自利行為，所以當公司的董事會人數越多，

特定股東要控制董事會或公司經營的機會降低，是以董事會規模愈大時，對於

企業的租稅規劃行為有監督抑制的效果；(2) 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率(BIG)：Yeo,  

Tan and Chen (2002)研究認為外部大股東可扮演監督角色，實證結果也發現，

存在外部大股東之企業，投機性的盈餘管理相對較低。McConnell and Servaes 

(1995)指出大股東在公司活動中扮演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而且有很好的監督

效果。因為最大股東持股比例較多，因而比較有意願及誘因去花費時間與成本

來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以存在外部大股東時，對於企業的租稅規劃行為有

監督抑制的效果；(3) 席次控制比率(CSR)：在本研究設定此變數是指最終控制

者所控制之董監事席次占全部董監事總席次之比率。因為國內的家族企業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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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相當高，林嬌能、許彩蓮 (2011)針對我國家族企業之租稅規劃則得到不

同的結論，其認為我國在稅捐稽徵人力不足的情況下，造成家族企業型態有利

於操控營運模式以獲取更多的租稅規劃利益。最終控制者所控制之董監事席次

愈高，則愈有利於其操控企業，透過租稅規劃謀取自身的利益，當一家企業被

內部人控制時，其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可藉由高於市場價格購買資產，

支付過多的顧問費，或者對他們控制的企業借出異常高的利率，藉由租稅規劃

之名，實獲取個人私利。我國企業之席次控制比率愈高，則愈會有租稅規劃的

行為及誘因。 

在公司特質控制變數部分，包括(1) 公司規模(SIZE)：公司規模與租稅規

劃之相關性，有兩種對立的看法，支持政治成本假說者認為，公司規模愈大，

受到較多的檢視，政府也會有較多的管制措施(Minnick and Noga 2010)。另一

種看法則認為大規模的企業比較有遊說及進行複雜租稅規劃的能力(Porcano 

1986)。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企業規模與有效稅率之間並無任何關聯(Mills,  

Erickson and Maydew 1998)；(2) 資產報酬率(ROA)：當企業獲利能力愈高時（相

對於那些獲利有限者），愈有誘因進行租稅規劃以降低其租稅負擔(Dubar et al. 

2010)。Armstrong, Blouin and Larcker (2012)也認為企業控制基本的經濟活動，

獲利能力愈高者相對其愈有能力進行租稅規劃。在研究企業租稅規劃之文獻都

會同時將企業規模與獲利能力考慮在內，也得到非常一致的結果，獲利能力與

有效稅率呈負相關(Dyreng et al. 2008)；(3) 負債比率(DEBT)：負債具有稅盾效

果。一般均假設負債比率愈高則有效稅率愈低，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Graham (2000)認為舉債之利息費用可扣抵課稅所得，將降低公司的應付所得稅；

(4) 資產成長率(GROW)：成長性企業之租稅規劃也是有對立性的看法，一方

面認為成長的企業可能有較多的租稅規劃機會(Phillips, Pincus and Rego 2003)；

反之，Bankman (1994)則認為企業在致力於成長時，比較沒時間去在意租稅規

劃的工作，但是此研究是針對矽谷新創企業，其規模上可能較小。是故，成長

的企業對於租稅規劃並未有一致的實證結果；(5) 固定資產比率(PPE)：代理企

業資本密集度。Mills (1998)的實證分析顯示，資本資產密集度與避稅有顯著的

正向關係；(6) 研發支出(RD)：研究發展支出可抵減所得稅額。Dyreng et al. 

(2008)研究發現研發支出，通常會伴隨擴大財稅差異；(7) 子公司數目(SNUM)：

當企業的子公司數目愈多時，其更有機會進行營運佈局以降低租稅負擔，Mills 

et al. (1998)即發現租稅規劃與企業部門數之正向關聯性。 

肆、實證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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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變量分析 

（一）年度之有效稅率、財稅差異帄均數態勢分析 

表四為本研究針對樣本期間各年度的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所

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與財稅差異(BTD)的帄均數統計量。雖然我國 2009

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 25%，而 2010 年後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 17%，調

整達 8%，但是依樣本的 CTAX、GTAX 之下降幅度卻只有從 15%、16%下降 1

至 2個百分點，甚至 2014 年的 GTAX 反而高達 21%，其中可能是 2010 年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之廢止，使諸多租稅優惠喪失。而 GTAX 高於稅率，可能來自於

遞延所得稅負債。因為我國企業的財務會計的重大股權投資採權益法，當子公

司獲利時會認列投資收益，但是基於兩稅合一，企業對國內的轉投資課稅所得

不用認列投資收益，形成財稅差異；另外，對於海外投資，是在海外子公司匯

回股利時，始列入課稅所得，在投資於低稅負的國家時，當有大額未匯回盈餘

時，則會形成遞延所得稅負債。 

表四 年度之有效稅率、財稅差異帄均數 

 CTAX GTAX BTD 

2009年 0.15 0.16 0.03 

2010年 0.14 0.15 0.03 

2011 年 0.12 0.14 0.03 

2012年 0.12 0.15 0.02 

2013年 0.14 0.17 0.02 

2014年 0.13 0.21 0.01 

總計 0.14 0.16 0.03 

（二）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表五 Panel A 為本研究各變數的敘述性統計量。在樣本數量部分，若以原

樣本數分析，研究發現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在高低兩端有些偏高或偏

低值，故各截斷 1%，使後續的分析樣本減為 5,802 筆。首先，應變數為公司

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及財稅差異

(BTD)，此項變數分別為 13%、15%及 0.03。因本研究在選取樣本時，是將當

期所得稅費用為負者刪除，其次，再將當期所得稅有效稅率為負者亦予以刪除，

因此 CTAX 最小值為 0。而樣本中仍存在遞延所得稅利益，因此 GTAX 則可能

為負。在自變數部分，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AFIRM)，帄均數為 0.58，有 58%

的樣本企業所委任的證會計師事務所是屬產業專家，其次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

上是產業專家(ACC)，帄均數為 25%；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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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家(BOTH)，帄均數為 21%；審計公費(AFEE)與會計師公費總額(TFEE)，

此兩項變數為 1 到 6，帄均數分別為 2.13 與 2.38，此與表三的相似，公費級距

集中在第 1~3 級間，就兩者之帄均數差異不大，顯示非審計公費占會計師公費

總額的比重並不太高，這些數據支持楊炎杰、官月緞 (2006)對國內會計師執業

生態的看法。在公司治理變數部分，董事會規模(BSEAT)帄均數為 9.5、中位數

為 9；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率(BIG)的帄均數為 3.48%、中位數為 4.87%；席次

控制比率(CSR)的帄均數為 50.6%、中位數為 50%；公司規模(SIZE)的帄均數為

15.31、中位數為 15.12；資產報酬率(ROA)的帄均數為 7.46%、中位數為 6.37%；

負債比率(DEBT)的帄均數為 37.48%、中位數為 32.37%；資產成長率(GROW) 

的帄均數為 10.51%、中位數為 5.01%；固定資產比率(PPE)的帄均數為 0.19、

中位數為 0.14；研發支出(RD)的帄均數為 0.02、中位數為 0.01；子公司數目

(SNUM)帄均數為 4.68 家，中位數為 3家，最小為 0家，最大為 46家。 

表五 Panel B 將全樣本按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業專家

(BOTH)分為是與否，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的樣本數為

1,202 筆，否的樣本數為 4,600 筆。在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所得

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及財稅差異(BTD)之帄均數，兩組分別為 0.12、0.14、

0.03 及 0.14、0.15、0.02，統計量上三項變數均顯示兩群組有重大差異，會計

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的樣本群組 CTAX 及 GTAX 變數較低

（BTD 較高），表示有產業專家負責簽證的公司負擔較低的稅負，租稅規避較

高；其次，依中位數比較，兩組分別為 0.11、0.13、0.02 及 0.12、0.15、0.02，

亦呈顯著差異，顯示有產業專家負責簽證的公司租稅規劃較高，產業專家有助

於企業進行租稅規劃。 

在公司治理變數部分，有產業專家公司的董事會規模(BSEAT)相對較大、

席次控制比率(CSR)相對較高。在公司特質變數部分，有產業專家公司的公司

規模(SIZE)及負債比率(DEBT) 、資產報酬率(ROA)、子公司數目（SNUM）比

無產業專家公司為高。其它變數如固定資產比率(PPE)及研發支出(RD)部分，

有產業專家公司相較於無產業專家公司則是較低。 

表五 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Panel A 全部樣本(n=5,802) 

變數 帄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應變數  

CTAX 00.13 00.10 00.12 -00.00 000.97 

GTAX 00.15 00.11 00.15 --0.19 000.87 

BTD 00.03 00.04 00.02 --0.67 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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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續） 

Panel A 全部樣本(n=5,802) 

變數 帄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自變數 

BIG4 00.87 00.33 01.00 -00.00 001.00 

AFIRM 00.58 00.49 01.00 -00.00 001.00 

ACC 00.25 00.44 00.00 -00.00 001.00 

BOTH 00.21 00.41 00.00 -00.00 001.00 

AFEE 02.13 01.04 02.00 -01.00 006.00 

TFEE 02.38 01.16 02.00 -01.00 006.00 

公司治理變數  

BSEAT 09.50 02.35 09.00 -02.00 032.00 

BIG(%) 03.48 04.87 02.01 -00.00 052.33 

CSR(%) 50.60 20.96 50.00 -07.69 100.00 

公司特質變數  

SIZE 15.31 01.32 15.12 -11.74 021.62 

ROA(%) 07.46 06.95 06.37 -54.82 089.19 

DEBT(%) 37.85 11.41 32.37 -00.35 065.55 

GROW(%) 10.51 33.04 05.01 -60.10 011.36 

PPE 00.19 00.17 00.14 -00.00 000.95 

RD 00.02 00.04 00.01 -00.00 000.52 

SNUM 04.68 04.84 03.00 -00.00 046.00 

Panel B 有無產業專家樣本之帄均數與中位數檢定 

 
BOTH=1 

(n=1,202) 

BOTH=0 

(n=4,600) 
差異檢定 

 帄均數 中位數 帄均數 中位數 
帄均數 

T 值 

中位數 

Z值 

CTAX 00.12 00.11 00.14 00.12 -5.54
***

 -5.69
***

 

GTAX 00.14 00.13 00.15 00.15 -3.95
***

 -5.41
***

 

BTD 00.03 00.02 00.02 00.02 5.16
***

 6.24
***

 

AFEE 02.81 02.00 01.95 02.00 27.04
***

 21.45
***

 

TFEE 00.10 00.09 00.09 00.09 27.22
***

 21.67
***

 

BSEAT 09.33 09.00 09.52 09.00 7.06
***

 2.96
***

 

BIG(%) 56.70 55.56 49.01 45.45 1.17
***

 1.53
***

 

CSR(%) 07.86 06.70 07.36 06.31 11.45
***

 11.22
***

 

SIZE 16.36 16.12 15.03 14.92 33.85
***

 26.17
***

 

ROA(%) 02.81 02.00 01.95 02.00 2.2
***

 2.64
***

 

DEBT(%) 37.07 35.85 32.89 32.09 7.82
***

 7.28
***

 

GROW(%) 10.91 06.33 10.41 05.68 0.57
***

 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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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續） 

Panel B 有無產業專家樣本之帄均數與中位數檢定 

 
BOTH=1 

(n=1,202) 

BOTH=0 

(n=4,600) 
差異檢定 

 帄均數 中位數 帄均數 中位數 
帄均數 

T 值 

中位數 

Z值 

PPE 00.18 00.12 00.19 00.14 -1.88
***

 -3.19
***

 

RD 00.02 00.01 00.02 00.01 -1.82
***

 -3.49
***

 

SNUM 07.75 05.00 03.89 03.00 19.66
***

 17.65
***

 

註：1.***，**，*分別表示達 1%、5%、10%顯著水準。 

2.變數說明：CTAX：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考量三年)；GTAX：所得稅費

用有效稅率，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考量三年)；BTD：財稅差異，(稅前淨利-課稅所得)／資產總額(考量

三年)；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AFIRM，是為 1，否則為 0；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

是為 1，否則為 0；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業專家：BOTH，是為 1，否則為 0；FEE：會

計師公費，分別考量審計公費(AFEE)及總公費(TFEE)，以企業在年報中會計師公費所揭露之級數衡量之，

若企業揭露的是金額則換算成其所屬級數；BSEAT：董事會規模，期末董事會席次；BIG：最大外部股東

持股比率，最大外部股東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率；CSR：席次控制比率，最終控制者所控制之董監事

席次占全部董監事總席次；SIZE：公司規模，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ROA：資產報酬率，稅前淨利除以

期末總資產；DEBT：負債比率，期末負債總額除以期末資產總額；GROW：資產成長率，期末總資產與

期初總資產之差額除以期初總資產；PPE：固定資產比率，期末固定資產除以期末總資產；RD：研發支出，

當期研究發展費用除以期末總資產；SNUM:子公司數目，以年報報導子公司數目衡量之。 

（三）相關性分析 

表六右上為各變數的 Pearson 相關係數，左下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若為

粗體表示 P值在 10%以下，具顯著水準。在 Pearson 相關分析中，自變數中事

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AFIRM)、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會

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業專家(BOTH)、會計師公費總額(TFEE)

與應變數的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之相關係數分別為-0.01 及-0.08、

-0.07、-0.05，呈顯著負相關，表示有產業專家與較高會計師公費之企業，有較

降低當期有效稅率，這些自變數與財稅差異(BTD)之相關係數也顯示支持上述

論點。惟這些自變數與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除了 CSR、SIZE、ROA、

SNUM 外，並未呈現相同之顯著相關性。在公司治理變數的部分，席次控制比

率(CSR)與應變數的兩項有效稅率呈顯著負相關，與財稅差異則呈顯著正相關，

此與林嬌能、許彩蓮 (2011)的研究相同，具控制權集中較高的企業會採較高的

租稅規劃降低稅負。另外，董事會規模(BSEAT)與 CTAX 呈顯著正相關、與 BTD

呈顯著負，其他部分之公司治理變數與應變數則未達顯著相關水準。在公司特

性部分，公司規模(SIZE)、資產報酬率(ROA)及子公司數(SNUM)與兩項有效稅

率是呈顯著負相關，與財稅差異(BTD)是呈正相關，是故不符政治成本假說，

而是大型公司具獲利性與成長性的企業較可能進行租稅規劃。負債比率(DEBT)

與財稅差異(BTD)之相關係數-0.20具顯著性，除具有稅盾效果外，與兩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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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之相關係數不具顯著性。規模(SIZE)、子公司數(SNUM)與會計師公費

(TFEE)之間有大於 0.5 的相關性，後續在進行多變數迴歸分析時須要注意共線

性的問題。 

在 Spearman 相關係數部分，自變數、公司治理變數、公司特性變數與應

變數之相關性方向大致相似。 

表六 相關性分析（右上為 Pearson，左下為 Spearman） 

 
CTAX GTAX BTD AFIRM ACC BOTH TFEE BSEAT BIG CSR SIZE ROA DEBT SNUM 

CTAX 1.00*** 0.54*** -0.50*** -0.01*** -0.08*** -0.07*** -0.05*** 0.01*** -0.01*** -0.11*** -0.13*** -0.08*** 0.00*** -0.06*** 

GTAX 0.62*** 1.00*** -0.35*** -0.00*** -0.07*** -0.07*** -0.05*** -0.01*** -0.03*** -0.10*** -0.12*** -0.09*** 0.02*** -0.02*** 

BTD -0.70*** -0.50*** 1.00*** 0.02*** 0.08*** 0.08*** 0.10*** -0.01*** 0.04*** 0.05*** 0.13*** 0.42*** -0.17*** 0.03*** 

AFIRM -0.01*** -0.01*** 0.04*** 1.00*** 0.28*** 0.44*** 0.22*** 0.03*** 0.02*** 0.01*** 0.12*** 0.03*** 0.00*** 0.07*** 

ACC -0.07*** -0.05*** 0.07*** 0.28*** 1.00*** 0.88*** 0.31*** 0.08*** -0.03*** 0.18*** 0.44*** 0.03*** 0.09*** 0.29*** 

BOTH -0.07*** -0.05*** 0.07*** 0.44*** 0.88*** 1.00*** 0.29*** 0.09*** -0.02*** 0.15*** 0.41*** 0.03*** 0.11*** 0.25*** 

TFEE -0.07*** -0.06*** 0.09*** 0.21*** 0.36*** 0.34*** 1.00*** 0.17*** 0.00*** 0.13*** 0.64*** 0.03*** 0.12*** 0.52*** 

BSEAT 0.06*** 0.03*** -0.01*** 0.01*** 0.03*** 0.04*** 0.14*** 1.00*** 0.17*** -0.10*** 0.24*** 0.03*** 0.00*** 0.16*** 

BIG 0.00*** -0.01*** 0.04*** 0.03*** 0.02*** 0.02*** 0.08*** 0.13*** 1.00*** -0.18*** -0.04*** -0.02*** 0.02*** -0.07*** 

CSR -0.10*** -0.08*** 0.05*** 0.01*** 0.18*** 0.15*** 0.09*** -0.01*** -0.20*** 1.00*** 0.34*** -0.07*** 0.07*** 0.25*** 

SIZE -0.12*** -0.14*** 0.13*** 0.08*** 0.39*** 0.34*** 0.54*** 0.14*** 0.06*** 0.35*** 1.00*** 0.02*** 0.24*** 0.57*** 

ROA -0.15*** -0.13*** 0.46*** 0.04*** 0.04*** 0.03*** 0.06*** 0.00*** 0.04*** -0.10*** 0.02*** 1.00*** -0.18*** -0.05*** 

DEBT 0.01*** 0.01*** -0.20*** 0.00*** 0.08*** 0.10*** 0.13*** -0.02*** 0.00*** 0.07*** 0.23*** -0.20*** 1.00*** 0.11*** 

SNUM -0.06*** -0.04*** 0.05*** 0.05*** 0.28*** 0.23*** 0.48*** 0.11*** 0.01*** 0.25*** 0.54*** -0.04*** 0.12*** 1.00*** 

註：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五。***，**，*分別表示達 1%、5%、10%顯著水準 

二、產業專家與企業租稅規劃 

本節是探討產業專家(EXPERT)與租稅規劃(TP)的關係，因為本研究的產業

專家(EXPERT)分別為簽證會計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事務所為產業

專家(AFIRM)、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而租稅規劃

也有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與財稅差

異(BTD)三項變數代理變數，故在表七中，共有 9 個模式分別探討三項自變數

與三項應變數之關係式。 

表七中的(1)~(3)模式為測試簽證會計師為產業專家(ACC)與租稅規劃之關

聯性，其次，(4)~(6)模式為測試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與租稅規劃

之關聯性，(7)~(9)模式為測試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

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結果顯示，簽證會計師為產業專家(ACC)時，在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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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模式(2)的係數為負，分別為-1.64, -2.68，在模式(3)的係數為 2.87，顯示企業

委任證會計師為產業專家(ACC)簽證，有助於企業降低稅負，增加企業的租稅

規劃，符合假說 H1a：會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有正相關；其次，

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的係數亦呈相同的方向，解釋如前述，故符

合假說 H1b：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有正相關。在(7)~(9)

模式為測試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部分，結果相

同。 

在公司治理部分，董事會規模(BSEAT)除對財稅差異(BTD)有顯著關聯性，

其他都未呈現顯著的關聯性，另外的最大外部股東持股比率(BIG)，方向是不

符監督預期，而是與席次控制比率(CSR)方向相同，意即公司治理部分，對於

企業的租稅規劃並非朝監督抑制的方向，而是鼓勵企業租稅規劃的方向，尤其

是在 CSR 高的企業。在公司特質部分，各係數之方向符合預期。另外，為了

避免共線性的問題之疑慮，檢測變異數膨脹(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VIF)值均

在 3 以下，屬可容忍範圍，若將規模變數(SIZE)值去除，VIF 值則低於 2，且

不影響其他變數的關聯性。 

為了檢測假說 H1c，當會計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時，是否比簽證會計

師為產業專家時，更會致力於租稅規模，所以比較(7)模式與(1)模式之產業專

家係數  1、比較(8)模式與(2)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比較(9)模式與(3)模式之

產業專家係數  1。本研究針對兩個非巢化模式(Non-nested models)的比較，是

採用了 Vuong (1989)之 Z-Statistic 檢測，有關此部分 Z-Statistic 檢測的計量值計

算方式，如附錄所示。結果顯示，比較(7)模式與(1)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為 2.21，比較(8)模式與(2)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為 2.37，比較(9)

模式與(3)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為 2.28，此顯示不符假說 H1c：會計

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時，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相關性高於會計師為產業專家

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相關性。因此，會計師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之相關

性是高於會計師與事務所同為產業專家與企業的租稅規劃的相關性。另外，檢

測比較簽證會計師與事務所產業專家對企業租稅之相關性，也發現了簽證會計

師是產業專家與企業租稅規劃的相關性是高於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租稅規劃

的相關性，因此，在我國特殊的審計環境下，簽證會計師與企業的關係密切，

簽證會計師是否為產業專家能為企業進行租稅規劃，將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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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產業專家與租稅規劃 

     應變數 

 

解釋變數 

(1) 

GTAX 

(2) 

CTAX 

(3) 

BTD 

(4) 

GTAX 

(5) 

CTAX 

(6) 

BTD 

(7) 

GTAX 

(8) 

CTAX 

(9) 

BTD 

產業專家變數（EXPERT） 

ACC
†
 -1 .64 -2 .68

***
 2 .87

**
             

(-0 .54) (-3 .49) (2 .40)             

AFIRM
†
       -1 .65 -0 .23 2 .82

**
       

      (-0 .54) (-0 .24) (2 .43)       

BOTH
†
             -3 .03 -6 .63

*
 2 .64

***
 

            (-0 .75) (-1 .81) (2 .81) 

公司治理變數 

BSEAT
†
 8 .95 6 .44 -8 .00

***
 9 .38 6 .55 -7 .86

***
 9 .09 6 .42 -7 .90 

(1 .41) (0 .90) (-3 .64) (1 .48) (0 .92) (-3 .58) (1 .43) (0 .88) (-3.  61) 

BIG
†
 -0 .70

**
 -0 .80

**
 0 .23

**
 -0 .70

**
 -0 .83

***
 0 .22

**
 -0 .74

**
 -0 .82

***
 0 .23

**
 

(-2 .50) (-2 .74) (2 .44) (-2 .52) (-2 .76) (2 .40) (-2 .49) (-2 .75) (2 .42) 

CSR
†
 -0 .38

***
 -0 .20

**
 0 .05

**
 -0 .40

***
 -0 .20

**
 0 .05

**
 -0 .39

***
 -0 .20

**
 0 .05

*
 

(-5 .12) (-2 .22) (2 .01) (-5 .10) (-2 .25) (2 .02) (-5 .12) (-2 .22) (2 .01) 

公司特性變數 

SIZE
†
 -5 .30

***
 -0 .94

***
 5 .19

***
 -5 .86

***
 -8 .92

***
 5 .05

***
 -5 .55

***
 -9 .14

***
 5 .07

***
 

(-3 .86) (-5 .79) (10 .89) (-4 .39) (-5 .98) (10 .99) (-3 .99) (-5 .86) (10 .70) 

ROA
†
 -2 .30

***
 -2 .10

***
 2 .43

***
 -2 .34

***
 -2 .13

***
 2 .43

***
 -2 .34

***
 -2 .10

***
 2 .42

***
 

(-12 .19) (-9 .85) (36 .89) (-12 .10) (-9 .88) (36 .70) (-12 .20) (-9 .87) (36 .85) 

DEBT
†
 0 .27

***
 0 .27

**
 -0 .52

***
 0 .27

***
 0 .27

**
 -0 .50

***
 0 .27

***
 0 .27

**
 -0 .32

***
 

(3 .04) (2 .73) (-15 .20) (3 .04) (2 .74) (-15 .17) (3 .05) (2 .72) (-10 .46) 

GROW
†
 4 .59

**
 3 .66

*
 -0 .17 4 .57

*
 3 .66

*
 -1 .17

*
 4 .59

**
 3 .66

*
 -1 .17

*
 

(2 .58) (1 .84) (-1 .91) (2. 57) (1 .84) (-1 .92) (2 .58) (1 .84) (-1 .92) 

PPE
†
 7 .08 -2 .52 -14 .00

***
 6 .87 -2 .80 -14 .10

***
 7 .25 -2 .70 -14 .00

***
 

(0 .87) (-0 .27) (-4 .98) (0 .84) (-0 .31) (-5 .01) (0. 89) (-0 .29) (-4 .98) 

RD
†
 2 .84

*
 -1 .25

***
 0 .81

***
 2 .78

*
 -1 .28

***
 0 .82

***
 2 .83

*
 -1 .26

***
 0 .81

***
 

(1 .78) (-3 .24) (6 .64) (1 .75) (-3 .33) (6 .71) (1 .77) (-3 .27) (6 .64) 

SNUM
††

 -3 .98 0 .35 -0 .21 -0 .41 0 .35 -0 .24 -0 .44 0 .33 -0 .20 

(-1 .46) (0 .88) (-1 .29) (-1 .24) (0 .89) (-1 .42) (-1 .09) (0 .85) (-1 .40) 

Intercept 0 .26
***

 0 .31
***

 -0 .08
***

 0 .27
***

 0 .31
***

 -0 .08
***

 0 .26
***

 0 .31
***

 -0 .08
***

 

(9 .85) (10 .43) (-9 .32) (10 .33) (10 .61) (-9 .38) (9 .99) (10 .54) (-9 .17)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樣本數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AdjR
2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F值 13 .61
***

 17 .72
***

 78 .47
***

 13 .65
***

 17 .16
***

 78 .51
***

 13 .62
***

 17 .70
***

 78 .45
***

 

註：1.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五。括弧內的數字為 t值，***，**，*分別表示達 1%、5%、10%顯著水準。產業虚擬變數

(INDUSTRY)與年度虚擬變數(YEAR)均有放入模型分析中(以 Yes 表示)，未一一列出。F值若有標示***，表

示達 1%顯著水準。 

2.為了讓本表格較為簡潔，若有係數之小數點後位數太多，本研究將小數點往後移位：†為移三位數；††為移

五位數。 

三、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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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為探討會計師公費與租稅規劃之關係的實證資料，分三個部分：(1)~(3)

模式為測試審計公費(AFEE)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其次，(4)~(6)模式為測試會

計師公費總額(TFEE)與租稅規劃之關聯性。(7)~(9)模式為測試同時考量會計師

公費總額(TFEE)、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BOTH)與租稅規

劃之關聯性。 

在(1)~(3)模式中審計公費(AFEE)與 GTAX、CTAX 的迴歸式係數  2分別為

-1.06、-1.49不具顯著關聯性（t值分別為-0.15、-0.9），審計公費(AFEE)與 BTD

的迴歸式係數為正（ 2=2.45，t值=4.0）。此成果顯示，審計公費（包含稅務簽

證）雖然未直接將租稅規劃服務部分予以區分，但在審計公費較高者，企業之

租稅規劃程度也較高，符合本研究的假說 H2a：審計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水準

呈正相關。其次，在(4)~(6)模式中，會計師公費總額(TFEE)與 GTAX、CTAX

的迴歸式係數  2分別為-5.95、-2.18，不具顯著關聯性（t 值分別為-0.99、-1.49），

會計師公費總額(TFEE)與 BTD 的迴歸式係數為正（ 2=2.57，t 值=5.58）。此成

果顯示，企業給予會計師公費較高者，其租稅規劃水準也相對較高，符合本研

究的假說 H2b：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水準呈正相關。會計師公費總額

(TFEE)包含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非審計公費中有可能是與企業的租稅負擔

有關的，樣本公司年報的附註中揭露者包括移轉對價、租稅行政救濟等。比較

(4)模式與(1)模式之會計師公費係數  2的 Z 值為 1.38，比較(5)模式與(2)模式之

產業專家係數  2的 Z 值為-0.05，比較(6)模式與(3)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2的 Z

值為 0.02，皆未達顯著值，顯示檢測以審計公費(AFEE)對租稅規劃之影響及檢

測以會計師公費總額(TFEE)對租稅規劃之影響並無太大差別，亦即我國企業所

揭露的非審計公費成份無法歸納出其對企業的租稅規劃有所影響，此符合會計

師對其查核企業的財報審計與非審計服務間之知識外溢效果現象。因此，本研

究分析模式乃對以往未特別針對租稅服務收取費用的研究設計，給予一個合理

的假設基礎。 

表八 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 

       應變數 

 

解釋變數 

(1) 

GTAX 

(2) 

CTAX 

(3) 

BTD 

(4) 

GTAX 

(5) 

CTAX 

(6) 

BTD 

(7) 

GTAX 

(8) 

CTAX 

(9) 

BTD 

會計師公費與產業專家變數 

AFEE -2 .06 -2 .49 2 .45
***

             

(-0 .34) (-1 .25) (4 .69)             

TFEE       -1 .95 -1 .18 3 .62
**

 -2 .16 -2 .55
*
 1 .36

**
 

      (-0 .49) (-1 .65) (2 .28) (-1 .46) (-1 .73) (2 .18) 

BOTH             -5 .43 -3 .53
*
 3 .28

*
 

            (-1 .55) (-1 .81) (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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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會計師公費與企業租稅規劃（續） 
       應變數 

 

解釋變數 

(1) 

GTAX 

(2) 

CTAX 

(3) 

BTD 

(4) 

GTAX 

(5) 

CTAX 

(6) 

BTD 

(7) 

GTAX 

(8) 

CTAX 

(9) 

BTD 

會計師公費與產業專家變數 

公司治理變數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公司特質變數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樣本數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AdjR
2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F值 13 .7
***

 17 .71
***

 78 .52
***

 13 .7
***

 17 .69
***

 78 .43
***

 13 .60
***

 17 .90
***

 78 .96
***

 

註：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五。括弧內的數字為 t值，***，**，*分別表示達 1%、5%、10%顯著水準。公司治理變數、

公司特質變數、產業虚擬變數(INDUSTRY)與年度虚擬變數(YEAR)均有放入模型分析中（以 Yes 表示），未

一一列出。F 值若有標示***，表示達 1%顯著水準。 

四、敏感性分析 

（一）調整產業專家定義之效果 

1.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 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

家 

本研究在表七的實證結果，是以簽證二位會計師中有任何一人以營業收入

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 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家。主要是

基於我國有些產業，例如水泥工對、玻璃陶瓷、造紙工業、汽車工業等的家數

較少。若將條件放宽為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查核產

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20 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家 ，結果如表九所示，是與

表七的結果相同。另外，檢測比較(4)模式與(1)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

為 2.01，比較(5)模式與(2)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為 3.54，比較(6)模式

與(3)模式之產業專家係數  1的 Z 值為 1.96，同樣地無法認同在會計師事務所

與會計師同時為產業專家的情況下，會有較強的租稅規劃效果。 

2.分別以產業資產規模、採用家數定義產業專家 

對於會計師與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本文是採用客戶營業收入占

產業營業收入的排名來定義，但也有文獻是以客戶資產規模占產業資產規模比、

客戶家數占產業家數比定義是否為產業專家。在表十中的 Panel A 列出，若會

計師事務所在以資產規模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二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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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此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其次，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以

資產規模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 者，定義為簽證會計師有一

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即前兩項

條件都符合者(BOTH)，分別代替(1)式的 EXPERT，另外 FEE 變數為總公費

(TFEE)，其他控制變數均相同，並分別對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

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與財稅差異(BTD)進行迴歸分析，僅列示主要變數

的效果，方向上與其他定義產業專家之結果相同。在表十中的 Panel B 列出，

若會計師事務所在以客戶家數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二

名，定義此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AFIRM)；其次，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

一人以客戶家數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 者，定義為簽證會計

師有一位以上是產業專家(ACC)；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都是產業專家即

前兩項條件都符合者(BOTH)，分別代替(1)式的 EXPERT，另外 FEE 變數為總

公費(TFEE)，其他控制變數均相同，並分別對當期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CTAX)、

所得稅費用有效稅率(GTAX)與財稅差異(BTD)進行迴歸分析，僅列示主要變數

的效果，方向上與其他定義產業專家之結果相同。 

表九 調整產業專家定義之效果 

       應變數 

 

解釋變數 

(1) 

GTAX 

(2) 

CTAX 

(3) 

BTD 

(4) 

GTAX 

(5) 

CTAX 

(6) 

BTD 

(7) 

GTAX 

(8) 

CTAX 

(9) 

BTD 

產業專家與會計師公費變數 

ACC1 2 .05 -4 .58 2 .17
**

 
 
 

 
 

 
 

 
 

 
 

 
 

(0 .17) (-1 .64) (2 .30)             

BOTH1       -6 .50 -7 .14
**

 3. 52
***

 -6 .57 -6
 
.91

**
 2 .62

**
 

      (-0 .50) (-2 .26) (3 .52) (-0 .49) (-2 .13) (2 .56) 

TFEE             0 .03 -0 .53 2. 10
***

 

            (0 .00) (-0 .31) (3 .93) 

公司治理變數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公司特質變數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樣本數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AdjR
2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0 .07 0 .09 0 .31 

F值 13 .85
***

 17 .19
***

 78 .63
***

 13 .90
***

 17 .16
***

 78 .63
***

 13 .86
***

 17 .89
***

 78 .71
***

 

註：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五。ACC1 為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在以營業收入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

前 20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家；BOTH1 為調整會計師產業專家定義後，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

是產業專家。括弧內的數字為 t 值，***，**，*分別表示達 1%、5%、10%顯著水準。公司治理變數、公司特

質變數、產業虚擬變數(INDUSTRY)與年度虚擬變數(YEAR)均有放入模型分析中(以 Yes 表示)，未一一列出。

F值若有標示***，表示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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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分別以產業資產規模、採用家數定義產業專家 

   應變數 

 

解釋變數 

(1) 

GTAX 

(2) 

CTAX 

(3) 

BTD 

(4) 

GTAX 

(5) 

CTAX 

(6) 

BTD 

(7) 

GTAX 

(8) 

CTAX 

(9) 

BTD 

Panel A以客戶資產規模占產業資產規模比定義是否為產業專家 

ACC2 -13 .88
***

 -14)  .63 2 .05
*
             

(-3 .90) (-1 .00) (1 .82)             

AFIRM2       -2 .73 -1 .57) 1 .75
*
       

      (-0 .24) (-0 .56) (1 .97)       

BOTH2             -11 .44 -10 .08
***

 1 .61 

            (-0 .76) (-2 .75) (1 .38) 

Panel B 以客戶家數占產業家數比定義是否為產業專家 

ACC3 6 .83 -2 .71 0 .03             

 (0 .58) (-0 .94) (0 .04)             

AFIRM3       0 .94 -4 .45 1 .73
*
       

       (0 .18) (-1 .56) (1 .91)       

BOTH3              -3 .98 -5 .25
*
 1 .33 

             (-0 .33) (-1 .81) (1 .44) 

註：各項變數定義如表五。ACC2 為簽證二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在以產業資產規模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

排名前 10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家；AFIRM2以產業資產規模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2

者 BOTH2 為調整會計師產業專家定義後，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業專家。ACC3 為簽證二

位會計師有任何一人在以客戶家數計會計師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 者定義為會計師產業專家；

AFIRM3以客戶家數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產業上市櫃公司排名前2者BOTH3為調整會計師產業專家定義後，

會計師事務所與簽證會計師是否都是產業專家。括弧內的數字為 t 值，***，**，*分別表示達 1%、5%、10%

顯著水準。 

伍、結論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102條規定營利事業得委託會計師辦理結算申報與稅

務行政救濟等事項。按照目前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的模式，企業帄常帳務

處理應依財務會計準則處理，申報所得稅時再另行依稅法規定調整為課稅所得。

故我國上市櫃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必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相對地依賴會

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的租稅服務，且在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具備產業知識與

租稅專業下，具有知識外溢效果。 

本文之研究成果顯示，會計師為產業專家時可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

會計師事務所為產業專家時亦可發現會提供較多的租稅規劃服務，但是，會計

師事務所與會計師同時為產業專家時，並不會因此提供更高的租稅規劃服務，

主要是因為我國審計服務市場以會計師個人簽名的特性，提供會計師服務時仍

以會計師的專業知識為主要考量。 

我國之會計師公費在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未特別地揭露租稅服務部分

的收費，但根據會計師公費之高低亦可推論會計師在企業的租稅規劃上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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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力。本研究實證發現，我國會計師公費的高低與企業租稅規劃規模有正相

關性，但因為我國會計師的非審計公費比重不高以及公開企業強制必須稅務簽

證，稅務簽證公費包含在審計公費中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也發現審計公費與

租稅規劃服務呈正相關。是故，在我國審計市場競爭性高，會計師除了提供審

計服務外，也提供租稅服務以爭取更多的客戶，因此，本研究提供了會計師運

用其產業專精、會計師公費與租稅規劃正向相關性，提供了會計師在我國企業

的租稅規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實證證據，也提供了投資人在瞭解企業所得稅資

訊、國稅局在查核企業租稅規劃時應有之考量方向。然而，限於公費公佈之規

範未能取得租稅服務公費個別資料，未能驗證會計師稅務服務收費高低與租稅

規劃之直接關聯性，此為本研究限制。另外，不同事務所租稅服務提供的狀況

不一定相同，有可能是審計部門提供或稅務部門提供，本研究僅審計部門的簽

證會計師產業專精進行衡量，不一定能完全捕捉事務所提供之租稅服務，也是

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 

若會計師對企業的經營環境與產業情勢有深刻的瞭解，在此租稅問題為專

門知識情況下，其可在企業租稅規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利益大於成本

的情況下，存在聘任會計師從事租稅規劃的普遍現象，但是卻不能排除其有違

反會計師獨立性的疑慮。在各國爭相檢討修改稅務法規，以確保租稅收入所引

發的租稅爭訟之際，本研究認為我國具有課稅責任的國稅局除應加強課稅力度

外，對於依賴會計師租稅服務之租稅規劃模式，應更深入瞭解，也應併同考量

其公開的財務報導，以確保我國租稅收入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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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為了比較表七中模式(7)與模式(1)，產業專家變數分別為事務所與會計師

都符合產業專家(BOTH)、簽證會計師符合產業專家(ACC)對租稅規劃相關性高

低，對兩個非巢化模式(Nonnested models)的比較可用Vuong (1989)之Z-Statistic 

檢測，Dechow (1994)針對Vuong (1989)之 Z-Statictic檢測予以簡化應用，所用

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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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7 :表七中模式(7)之殘差帄方和 

RSS1 : 表七中模式(1)之殘差帄方和 

e7i : 表七中i公司模式(7)之殘差 

e1i : 表七中i公司模式(1)之殘差 

n : 觀察值個數，即公司家數 

兩模式價值攸關性之差異，檢測Z-Statistic即可得知，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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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m為檢測上述(A.1)式 mi之帄均數異於 0 之 t 值，如 Z 為正的顯著，

即表示表七中模式(1)之模式解釋能力較表七中模式(7)模式為佳；如果 Z 為負

的顯著，即表示表七中模式(1)之解釋能力較表七中模式(7)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