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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資訊揭露的有效性＊

誅迺辜牢牢

摘要

本文主要是討論美國財務會計革則公報規定應於報表所做之揭露，其揭露所

欲達成的目的，並j是企業之觀點，探討財務報表揭露的成本技孟。 Barth and 

Murphy(1994）以第 105號公報：「具資產負嘖表外融資風腔及具信用風l會集中金融

工具之揭露」’所列示揭露的四個目的為出吾吾點，並將其細分成十七個目的，以

分析這些目的是否足以說明現行規定性之揭露。研究結果顯示，近年來規定性揭

露不斷增加，特別是有六項主題一股東權益、租賞、退休金、所得稅、其他退休

給付、承諾典式有事項，就佔 7 所有規定性揭露的43% ，但投供報表未認列項目

，及未來現金流量的資訊則佔摳小比倒。由於我國會計準J!IJ之規定與美軍揖為相

似，此一研究不僅可作為我國準則制訂機構之參考，且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一初

始架構。報在揭露之成本由企業負擔，然企業亦可因報表資訊性揭露而獲得利益

，去。資金成本降怯。就長期而言，企業搞製及發佈資訊的成本會主下降趨勢，且

使用者取得及解釋資訊的能力，亦會因資訊處理技術的進步而增強，因此揭露的

最通水草將會提弄，進而對國家整體產生長期性利益。

關鍵詞：揭露有效性、資訊性揭露、資訊超載、資訊風但是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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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於財務會計觀念公報第五號： 「企業問務

報表之認列與衡量」（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 

ness Enterprises），列舉企業應提供之財務報表，及財務報表中各要素之認列與街

量準則。根據該公報，有關資產、負債、收入、費用及財務報表其他項目等有用

之資訊，鷹在財務報表中加以認列。所謂認列，係指把一項目當作資產、負債、

業主權益之變動、收益、費用、手IJ得及損失而加以記錄及報導自程序。然近年來

, FASB所蠶佈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如退休金、所得稅），則不斷地增加財務

報表應揭露的資訊數量及資訊揭露的複雜性程度。 FASB於 1995 年財務會計叢刊（

Financial Accounting Series）中，提出揭露有效性（Disclosure Effectiveness）的說明書

，希望能降低編製及發佈揭露之成本，並刪除無勛決策的揭露，同時廣詢各界對

揭露有效性的意見，足見近來會計準則不斷增加規定性揭露，已到需評估其強益

之時。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以下簡稱財會會）於民國80年12月公佈第18號「

退休金會計處理準貝rj 」公報，該公報訂明企業讀按精算結果，足額計提退休金費

用，並充分揭露退休金成本（費用）、負債及資產之資訊，不僅計算複雜、應揭露

之事項繁多，且引發實務界提出「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衝擊」的責難聲浪。由於

退休金會計公報引起實務界莫大的反彈〔馬秀如，民84﹞﹝徐景亮，民84 〕，導致

暫緩實施，而截至目前（ 85年 7 月）財會會巴發佈至第26號公報，這些續後發佈

之公報皆明文規定企業報表應揭露之事項，隨者會計準則複雜性及應揭露事項的

增加，實難擔保企業界對其他公報的實施不會產生排拒。

雖然我國已發佈之會計準則公報不及美國的數量，但我國制訂財務會計一直

是以美國 FASB 所在佈之會計準則為主要參考依據，針對近來公報強調揭露的情

形來看，不斷增生的揭露事項，不僅導致公司年度財務報表之篇幅會不斷地擴充

，且引發7 「揭露超載」（disclosure overload）的爭議，同時不免令人聯想，是否

以揭露取代認列，繼而成為財務報表提供使用者資訊的主要方式﹝Johnson 1992]? 

有鑑於此，揭露有設性之問題實為趨勢所致，為使企業財務報表真正傳達出使用

者所需之資訊 ，有關揭露有效性芝探討實值得我們深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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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揭露目的之探討

一、財務報表資訊揭露之目的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之公司揭露諮詢委員會（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

po rate Disclosure）主張公司揭露的目的，乃在確保有助投資及制訂公司決策的重

要資訊，能及時地以有拉車及合理的方式傳達給大眾，顯見其強調揭露的資訊性

角色（Informational Role），並視投資人為公司揭露的主要使用者﹝Beaver 1978﹞。而

這項觀點亦為FASB所採納， FASB於1990年所發佈的第1日5號公報（Disclosure of In-

formation About Financial Instruments '>'ith Off-Balance』Sheet Risk and Financial In

struments with Concentration of Credit Risk）中，列舉出財務報表揭露的四項主要目

的：

I說明財務報表已認列之項目，並提供這些項目有別於報表衝量值的其他做

關1~量值。

2.說明財務報表未認列之項目，並提供這些項目有用的衝量值。

3.提供資訊以協助投資者和債權人評估已認列及未認3711項目的風陸與可能i

。

4.在會計問題深入研究的過渡性期間內，藉由揭露提供重要的資訊。

Jonhson ( 1992 ）認為FASB對報表揭露目的之說明，其實是呈現開放性的解

釋，因其所指之「項目」，或可解釋為財葫報表中的每一行項目，單是解釋為不

定數量的未認列項目﹔此外會計準則尚且受到成本主立益及重要性原則的限制，而

提供報表揭露應如何配合這些眼制，賣不易加以閻明。

二、 Barth and Murphy ( 1994 ）之研究

Barth and Murphy ( 1994 ）以FASB所列示報表揭露立目的搞起點，研究調查

這些目的是否足以說明、分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的規定性揭露（required

disclosures）。 聖於FASB所列示揭露，的四個主要目的太過於廣泛 ， Barth and r.forphy 

遂將其細分成六大額17個特定目的，並以GAAP截至FASB第109號公報「所得稅

會計」（1992）所要求之揭露事項，進行分頭、彙總及分析。其細分立目的如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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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and Murphy 以最近的財務報表為樣本，分析揭露事項之目的，包括次

數及分類歸屬，不過有些揭露項目具有兩個以上之目的，其結果如表三。

表一按目的分類之規定性財務報表揭露

目 的 範 例

1.說明財務報表已認列之項目，並提供這些項目有別於報表衡量值的其他攸關衡量值。

la.說明項目 已認列負債之基本特﹛毀，如利率。

lb. 分解項目 淨退休金成本的構成項目。

le.提供其他衡量值 列示於資產負債表上之金融工具的公平市價。

ld.揭露用以商量金額的重要假設 退休基金資產之預期長期投資報酬率。

2.說明財務報表未認列之項目，並提供這些項目有用的衡量值。

扭，說明項目 直接及間接擔保他人債務之說明。

2b. 分解項目 關於永久性投資圈外子公司暫時性差異所造成之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之金額。

2c.提供其他衡量值 , 資產負債表外融資工具之公平市價。

2d.揭露用以衡量金額的重要假設 用以估計資產負價表外融資工具之公平市價的重

要假設。

3.提供資訊以協助投資者和債權人評估已認列及未認列項目的風障與可能性。

3a.提供基本經濟情況 說明具體的其他退休給付計劃。

3b.提供資訊以評估風險與可能性 公司重大集中信用風險的擔保政策 。

3c . 提供最大金額 股票選擇權股數與價格 。

3d.提供供使用者自行計算金額的資訊股票選擇權可行使之股份 。

4. 在會計問題探入研究的過渡性期間內，藉由揭露提供重要的資訊。

但．說明公司會計政策與方法 決定存貨成本之方法。

4b.說明不尋常交易的影響 所得稅中關於非常項目、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

數及前期損益調整的部分。

4c.說明不尋常交易對以前年度鼓某部企業合併其營業結果應包括合併前之部份，即視

份期間的影響 為期初即完成合併。

5.提供未來現金流量之資訊 長期負債未來五年內每年到期之金額及所需之償

債基金數。

特別股股利率。6 .協助投資者評估其投資報酬

qh 
月
，d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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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按目的分謂之揭露項目次數分配

位性 企業結構 特殊亞島 組計

目的 ＃啦啦＃ 7'1 g;z ＃扭扭＃先1 位

1.說明財務報表巴詔列之項目，並擺棋這些項目有別社報表衛量值的其他位間商量值。

la. （說明） 39 7 17 2 3 10 8 8 40 49 7 19 

lb. （分解） 159 30 71 17 22 85 9 10 45 185 26 70 

le. （其他值） 8 2 4 0 0 0 1 1 5 9 1 3 

阻，（個話） 17 3 8 1 1 5 2 2 10 20 3 8 

4』
E司

+
i 品

＝
日

223 42 100 20 26 100. 20 21 100 263 

2.說明財務報表未認列之事噴目，並扭棋這些項目有用的宙量值。

2a. （說明） 15 3 38 0 0 0 0 0 0 15 

2b. （分解） 20 4 50 0 0 0 1 1 100 21 

2c. （其他值） 1 0 2 0 0 0 0 0 0 1 

2d. （｛自語） 4 1 10 0 0 0 0 0 0 4 

.6』
E立 計 1 100 40 8 100 。 。。 1 

37 100 

『
／
可
E
A

句
I
H
H
U

4
3

『
U
T
i

7-
2VAU

-- 

41 6 100 

3.揖位資訊且協助投資者和債權人評估巳認列車未認列項目的風障興可能性。

3a. （說明） 56 10 37 19 扭扭扭扭的 97 14 44 

3b. （風臨／可 74 14 49 17 22 47 12 13 35 103 14 47 
能性）

3c. （最大值） 16 3 11 0 0 0 0 0 0 16 2 7 

3d. （自行計算） 5 1 3 0 0 0 0 0 0 5 1 2 

4日 計 34 36 100 221 28 100 151 47 100 36 

4. 在會計問題尚昆深入研究的過控性期間內，藉由揭露捏﹛其重要的資訊。

缸，（政單） 25 5 41 7 9 39 2 2 5 34 

4b. （影響／今年） 28 5 46 8 10 44 24 25 63 60 

4c. （影響／以前 1 1 13 3 4 17 12 13 32 23 

主』
口

41 
2＝
日 40 100 117 61 11 100 18 23 100 38 

口
υ

nu 唔
，
－

b
o酬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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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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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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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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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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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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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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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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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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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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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資料說明：

111% 1 表占一般性、企業個體、特殊交島的比例。

,21% 2 表占該分頭（ 1 ~ 6 ）合計之比例。

, 3 ）企業結構（Entity Structure) 1i面之揭露包括企業購併、合併財務報表、創業

期間企業、國外營運及部門別報告。

'4i特殊交易（Specialized Transactions）方面之揭露包括停業部門損益、非常項

目、會計原則變動、遠期合約、非貨幣性項目之交易、準改組及財務困難

重整。

5 ：一般性（General）揭露則為上述項目以外立揭露。

由表二資料顯示，各目的揭露之次數不盡相同，以符合FASB第一個目的之

揭露項目最多，佔全部揭露項目的37% ( 263/709 ）﹔其次為第三個目的，即提供

資訊以幫助投資者與債權人評估風險立揭露，佔31% ﹔最少的是，提供未來現金

流量之揭露，只佔 4 % ( 26/709 ）。而在第一項揭露的目的中，以分解項目的揭

露佔最多，計佔此目的70% (185/363），這與會計表達是強調財務報表中已認列項

目及總數的作法相符。

根據Barth and Murphy Z分析，具有多項目的主揭露主題為祖貨、每股盈餘

、股東權益、及會計原則變動。其指出一項揭露具有多個揭露目的，可由二項原

因來說明：第一，有些會計準則的規定較為廣泛，要求應揭露多種資訊，譬如

FASB 第 47號公報「長期負債乏揭露」 ’規定應揭露長期負債未來五年內每年到

期立金額及所需之償債基金數。此項規定即揭露了三種資訊： 1說明已認列項目

(la) · 2.提供資訊以評估風險及可能性（3b) ' 3. 提供未來現金流量之資訊（5）。第

三，有些揭露目的彼此具有相關性，譬如若規定性揭露要求提供基本經濟情況（3

a），通常亦會要求提供資訊以評估風險及可能性（3b）。

根據 Barth and Murphy之研究，可獲致下列結論﹝Financial Accounting Series 

Prospectus 1995]: 
l 為符合說明財務報表已認列項目之目的的規定性揭露﹛占最多，特別是分解

已認列項目，佔所有規定性揭露的26% 。

2六項主題一股東權益、租貴、退休金、所得稅、其他退休給付、及承諾與

或有事項，佔所有規定性揭露的43% 。

3 . 僅有少數規定性揭露係提供未來現金流入或流出之資訊。

an-- 門
，s

n
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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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僅有少數規定性揭露係提供未認列項目之衡量值。

5.近年公報規定性揭露有明顯增加的趨贅，此項趨蟄包括新揭露目的的出現

，及已採行之揭露目的但需提供更多項目所致。有關提供已認列項目之其

他衛量值、說明用以決定金額的重大假設、及提供資訊J,）幫助使用者評估

風隙輿可能性等，係屬新的揭露目的。

6. 截至目前，規定應揭露之資訊不斷地增加，然只有少數規定性揭露扭刪除

。

上述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Barth and Murphy的研究指出，規定性揭露中

，關於提供現金流入與流出之資訊、未認列項目、及幫助投資者評估投資報的等

立揭露，均佔相當小之比例。然根據FASB所發佈的「財務會計觀念位公報第一

號：企業財務報導之目的」’及我國「酌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位公認會計

原則彙編」’均指出幫助評估投資與控信主現金流量爵財務報導目的之一可但當

計揭露卻未重視此項資訊，顯示會計準則的制訂與理詰上之目標單不相符。再者

，實務上，企業可能有很多重要的交易並未認列於報表中司！旦首三十幸則吉日少有想

定以揭露的方式補此不足，這意昧著目才務報表所提供立賣缸子長必完整，且豆才苦報

表是否提供使用者制訂決策之攸關性資訊頭值得揉討 o~此，需1吏報表揖露真正

具有致性，有關規定性揭露是否均具有資訊性與必要性、是否嘻刪除有用性位之

揭露以避免揭露超載、及認列與揭露之權衛等，實乃準買rJ制訂機構、會計研究者

刻不容緩的研究議題，否則一昧增加無助決策之揭露，恐將浪費資源、徒增企業

甚致社會之成本。本文以下則對揭露有設性做進一步立揮討。

參、揭露的有效性

有關揭露有致，性（disclosure effectiveness）之意義眾說紛云、因人而異，根據

FASB財務會計叢于lj (Financial Accounting Series）揭露有效性之說明書指出，揭露有

效性可有三種說法：第一，有些人係從廣本投益（cost effectiveness）的觀點解釋﹔

第二，有些人主張係指責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問題﹔第三，促會計從華

人員之角度言 ，則可能視揭露有投性為準則超載（standard overload）的現象也茲將

上述三項說法分別敘述如下：

一、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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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成本投益」之主張者認為，報表使用者對資訊有高度的需求，因而增加報

表的揭露可使其撞利，但使用者卻無損直接負擔編製及龍佈資訊的成本，甚且無

5頁承受因揭露而可能招致的競爭括腎。主張者認為藉著戚本世益之分析，可用以

刪除有用性較低之揭露，進而避免揭露數量的遞增，因此，達成揭露有致性立方

法，即是報表編製者之成本與使用者強益間的權銜。

FASB及SEC已揖行的「分級官帝Ij 」（Tiered Regulation）作法，即是成本效益的
權衝考量所致，其免除小公司提供某些揭露事項，因揖小公司遵循複雜的會計規

定立成本較大公司來得高，為避免小公司之會計成本大過效益，這種根據公司規

模大小，而有差別性的揭露規定即謂之「分級管制」﹝Atiase 、 Bamber and Free 

man 1988﹞。反對以成本效益觀點來揖討揭露有效性者則認為，報表編製成本並非

主要問題所在，其指出在過去20年間，隨者生產能力及人員素質的提高，資訊處

理成本降低立程度連勝過於揭露成本的增加，只要公司制度運作健全，報表揭露

的增額成本並不重大﹔況且公司亦可收揭露之利，主日資金戚本的降低，因此成本

故益並非是解決揭露有效性的主要方法。

二、資訊超載

「資訊超載」的主張者，主要是源自公司（報表編製者）及審計人員，其認為

若報表的附註揭露過多，反而會導致重要的揭露不易凸顯。 Borelli ( 1994 ）則指

出，現行揭露提供給投資者立資訊數量，遠超過其制訂決策之所需。紐約誼券交

居所（NYSE）立前任經濟學家Freund (1993）曾指出，過多的規定性揭露，對市場效

率性並無貢獻，因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規定，欲進入美國資本市場的外

國公司，必讀遵循美國的會計準則，因此繁多的報表揭露規定，可能會降低外國

企業進入本國資本市場的意願。

FASBn士最近的討論會上，曾提出簡化財務報表的三種方法：

付刪除有用性較低之揭露。欲刪除有用性較低立揭露，需有一套衝量戒決定

有用性的方法，然目前FASB觀念性架構中，並無關於揭露的理論， FASB

僅於第 105 號公報中提及揭露的目的。有關現行揭露與揭露目的之比較，

本文巳於第三部份Barth and Murphy的研究中論及，不再贅述。值得一提

的是 ，資訊的攸關性會因人、因時而不同，甚至只在特別的情況下才有攸

關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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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才務報表資訊揭露的有拉住 9 

（斗彙總式及二段式財務報表。男一誡少財務報表篇幅的方法是濃縮財務實訊

，即以彙總式報表表達基本的財務資訊。美國證券交耳委員會（SEC) 員lj提

出三段式報告（two-tier reporting）的建議，主張年度報告只需表達基本的財

務報表，及有關會計政策及會計璽動的附註說明，而完整的目才務報表及附

註說明則列於Form 10-K ，以提供給有需要立使用者。根據Rippington and 

Taffler ( 1995 ）的研究指出，公司規模大小與財務報表揭露立資訊內涵成

反比，因馬小公司（非公開上市公司）之投資者不易自其他管道獲得資訊

，因此對財務報表之揭露多所依賴，而公開謹行公司之投資者取得資訊之

管道較多且較容扇，因此三段式報告，可使報表使用者依其所需摘取適當

之資訊。

（三）降位資訊的重撞揭露。相同的揭露可能會出現於不同格式讀報表的不同部

份，例如經理人員討論與分析報告的內容常與財務報表之附註說明重壘。

學與FASB揖露有效性之研究者認為FASB 、 SEC及AICPA （美國會計師協

會）應值此協調會計報表的內容，以減少資訊的重複揭露。

三、準則超載

會計人員的角色在於將大量的會計資訊組雄、彙集成有用的財務報表，會計

從業人士認為，為求增加財務報表的有用性，並降低揭露的數量，以認列取代揭

露，及改進對揭露重要性的判定，應是可行的方法。

（一）認列取代揭露。有人主張若能滅少會計選擇，貝lj應揭露之事項亦會跟者減

少，況且一且會計盧理錯誤，亦無法藉由揭露更正，｛gij如規定租貴資本化

後，有關營業祖置之揭露即予刪滅。不過，公司未必認可此一主張，若認

列結果可使盈餘較佳，公司可能偏好揖用認列方式，如遞延所得稅資產﹔

庄之，若會導致盈餘不利，買lj公司當偏向採用揭露的方式表達。

已改進重要性之判定。若能刪除不重要的揭露事項，貝IJ禮留立揭露對報表使

用者會更具接受性、重要性，及更具有致性。 FASB 支持以刪除不重要的

揭露，來提高揭露的有誰性。不過如何判定揭露的重要性大小，尚缺乏指

導準則 ， 致許可由審計人員來決定某項揭露的必要性，如此即是利用重要

性判斷來說明揭露的有致性。

Beaver等學者（1989）曾指出，上述有關揭露有設性的探討，乃FASB與各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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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立中興大學薑中夜間部學報〉

富多次的討論彙整，足見觀點各異、方法多樣、意見紛肢，如何尋求解抉立道，

誠屬不島，因此FASB尚需收集更多有關揭露有效性的資料， t）、決定對報表揭露

之議題應揖行的行動。然而在探討資訊揭露的有設性土際，技術層面的問題亦應

列入考慮，因為技術會影響攝制資訊及使用資訊之成本 o Elliott and Jacobson ( 

1994 ）曾就資訊編製的討面指出，控術的提昇會降位編製及發佈揭露的戚本，這

種趨興對私人企業而言，將會增加最適揭露水準。另一方面，使用資訊方面拉術

的進步與資料庫的建立，可減少蒐集及分析資料的時間，由於增進了取得資料的

方式， E可說明何以分析師會偏好更多而非更少的資訊量。同時間iott and Jacob

son 亦觀察指出，目前機構投資人與債權人的分析能力遠超過現行揭露水準之所

需，且個別投資人之分析能力亦已增進，因此不難看出拉術的改變會影響揭露有

效性的揮討。雖然會計準則公報數量的增加會導致規定性揭露亦隨之增加， Cuc

cia 等人（1995）指出，若當計準則未明確說明適當的報導程序，即模糊性準則（

Vague Standards），買IJ有激進報導策略（Aggressive Reporting Decision）意圖之報表編

制者，其對準則會探取較寬鬆（Liberal）的解釋，以選擇使財務報表結果較佳之報

導方法，因此若無適當揭露報表項目其衡量值的計算依據，恐將影響使用者制訂

抉策之判斷，是故資訊揭露實為太過抑或不足，係為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對如

何降低揭露資訊之成本，並提供真正有助報表使用者決策立資訊，應是各方一致

的目標，以下害人將以報表編製者之觀點，即從企業的角度，來探討資訊揭露的

成本效益問題。

肆、企業資訊揭露的成本效益

對報表編製者而言，揭露資訊富有成本的負擔，報表編製者係指所有權人（

股東）、管理當局及員工，以下將以企業草公司稱之。然而資訊揭露果真只會帶

給企業負面影響而無正面效益？ Elliott and Jacobson (1994）曾就企業、投資者、及

社會國家利益之角度，深入探討營利事業資訊揭露的成本投益。本文以下則以企

業之觀點，來探討企業因資訊揭露可能產生的成本一致益。

H資金成本

資金成本的降低是企業因資訊揭露而獲致的好處，因為投資者與債權人可依

據資訊評估投資的經濟風臨。由於資訊是投資者與債權人評估經濟風隘的唯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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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資訊揭露的有效性 11 

徑，倘若資訊不足或不完整，資金供應者無法評估經濟風險，買rj勢必提高資金成

本﹝Beaver etc. 1989﹞。因此報表揭露程度偏佳，通常會產生較高的資訊風險貼水（

information risk premium），皮之，若資訊性揭露（informative disclosure）較多，即對

決策有用之資訊揭露程度高，則可降低資訊風險貼水，使得企業獲取資金立成本

降低。

（二）編製與發佈資訊成本

資訊揭露成本包括取得資料、處理資料、審計及發佈資訊股本。由於長期現

金流量極大化乃是企業最主要的目標，既然成本會影響現金流量，所以企業當是

希望揭露度本能愈小愈好。就長期而言，因厲處理資訊的技衛會不斷地提昇，可

降低蒐集、分析資料的時間，因此既使未來揭露的數量持續增加，譚製及發佈資

訊的成本相對是呈現下降趨勢。

（~）訴訟成本

資訊性揭露不足或資訊揭露引起誤解均有可能會引發生訴訟糾紛，因此訴訟

風險的降低與揭露的程度有關。 Elliott and Jacobson 指出從證券市場的角度看，

由於股票價格會反應對公司前景的預期，若公司能提供較充分的揖露，頁lj市場反

映出的股價與公司真實內含價值的差異就能愈小，股價的變動性愈4 、因股價下

跌所產生之損害訴訟風險也會愈低。另一方面，既然公司已充分揭露企業風險訊

息，則在官司訴訟上，可對揭露不足之指控提出強力答辯，並能增加勝訴機會及

減少賠償金額，因此增加資訊性揭露可降低公司暴露於訴訟風臨的可能性。

（四競爭告蟄

傳統上，公開上市公司對資訊揭露可能產生的不利己方的競爭劣勢非常敏蔥

，當然有些經營上之例行性資訊並不會產生競爭劣勢， 然而如部門獲利資訊的揭

露，可能使競爭者集中資源於公司最能獲利的地方， 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墨刃。而

有關產品開發計畫的揭露 ， 可能導致競爭者亦從事相同產品的開發 ，或開發相抗

i生產品（counter- product），使公司計畫性產品失去吸引性，甚至被凌駕取代 ， 此

外，揭露拉術創新之資訊，可能幫助競爭者改進自己的技術，反形艘潛在的「助

敵茁壯」之方式 。 Elliott and Jacobson將這些可能產生競爭劣勢的資訊可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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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立中興大學畫中夜間部學報〉

(1）有關拉術及管理創新之資訊，如生產程序、品質改進挂術、行銷方法等。（2）策

略、計畫，如產品開琵計畫、新目標市場。（3）有關經營之資訊，如部門的銷貨頓

、產品成本及勞動力的統計數等。值得注意的壘，上述分類之資訊是否會產生競

爭茄醬，尚需考量時間性因素，即揭露的時間，及資訊的型態（例行性鼓獨特性）

、詳細程度及揭露的閱單者。

雖然公司的資訊揭露可能會產生競爭古書，相對地，公司亦能獲得競爭者之

資訊揭露而產生競爭優腎，因此，揭露這項規定，對企業而言是有利有弊，至於

是利多或弊多，端視公司情祝而定。例如揭露拉術資訊，對拉術先進公司及技術

落後公司而言，前者之競爭吉普較多，此即所謂淨競爭告嚼，即具有正的競爭成

本（positive competitive cost）﹔相反地，若因揭露所產生立優興勝過告贅，買lj產生

淨競爭優勢，即肩負的競爭成本（negative competitive cost）。

競爭當吾與其他資訊揭露的成本投益具有交互作用，例如因資訊揭露產生的

編製及華佈成本、訴訟戚本，此等成本若超過競爭者，員rj會減弱公司的競爭性﹔

而資金成本降低及與資金供應者關係良好等，則可增強公司立競爭性。

恆）企業行為（Entity Behavior) 

公司有時扁回應揭露的規定而改變其行為，這些行為可能會帶來成本效益問

題。 FASB 於 1975發佈外幣換算準則公報，曾引起對實施公報潛在性成本的爭論

，事後證實準則的規定確使公司外匯風險管理的行為有所改變，不過有些改變行

為是對公司有益的，譬如公司更加暸解外匯風障、更清楚外幣借貸交厲的評價。

但對公司增加資源於外匯風隙管理是否能產生有利的現金流量，或者規定性揭露

對公司整體的影響是利或弊等，研究者則尚無定論。

改變企業行為的主要方式乃是取得公司的選舉權及譽與決策之制定，因此譽

與公司管理的股東或畫、監事，若自對外報畏的揭露中獲得重要訊息，並據以制

訂出明智的決策，貝lj此資訊揭露所產生的企業行為，對經營管理而言，當是具有

正面效益。

(t\）社曹關係

企業的社會關係主要是就其與社會大眾之關係及從社會責任會計的角度而言

，企業既享用7社會資源，貝lj應透過資訊揭露反映其應有的社會責任。此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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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佈的財務報表亦是公、私機構每年對企業進行多種評等的主要依據，此即反

映出企業資訊揭露與社會大眾之關係。

綜上所述，企業報表揭露雖有成本負撞，但也有利益可享，其股本安全益之型

態，涵蓋了超濟、政治、社會、及道穗層面。資金成本降低可說是企業資訊揭露

的一項致益，若資訊性揭露增加，買rJ .ll:t項致益亦能隨之增加。長期而言，隨者資

訊拉衛的進步，繡製及發佈揭露的成本，相對I也會呈下降走向，而訴訟成本的未

來走向較難預測，因為法律、規則可能會有所改聖，然根據上文討論，若增加資

訊性揭露，應可降低企業暴露於訴訟的風障。對公開發行公司而言，若資訊性揭

露過多，使得競爭者因此資訊而獲利，則產生競爭古腎，但是公司亦可獲得競爭

者之揭露，因此競爭拉普乃相對性的，端視相互揭露的程度，及何方較快實現揭

露中可獲利的計畫而定﹝Elliott and Jacobson 1994﹞。

伍、結 主β、
面間

有關財務報表立揭露，目前FASB尚未有觀念性架構可f盾，僅於第105號公報

中，列舉出報務報表資訊揭露之目的。根據Barth and Murphy ( 1994 ）分析報表揭

露的實證指出，現行會計準則要求企業報表華予揭露的事項，主要是以己認列項

目的附註說明佔最多數，而符合財務報導目的之揭露，！W提供未來現金流量之資

訊，卻佔最值比例，從而凸顯準則規定真理論架構的差臣。吾人可以 Barth and 

Murphy 的研究為架構，深入探討現行規定性揭露的目的是吉具有資訊性，及報

表應揭露之事項是否具必要性，同時該研究架構亦可作為準則制訂機構規定揭露

之學考。由於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所公﹛布之會計準則幾與美國 FASB 所制定

之會計準則相同，加之以退休金會計準則的實施，確曾掀起社會莫大的爭論， ｛JE

i吏7會計準則衍生經濟佳果的探討〔林嬋娟，民84 〕。因此FASB現行對揭露有鼓

性之議題的研究，勘為我國準則制訂機構，甚草證＃管理委員會之借鏡，且宜早

探討之課題。

報表揭露有設性的問題， FASB已開會多次討論，然企業界、會計業界、投

資人及其他報表使用者，因觀點不同，或指稱揭露有效性為居本效益的問題、說

主張是資訊超載敢為準則超載的現象，甚至使用者認為報表俏應提俱更多之揭露

。本文以披露揭露目的為主，其他如財葫報表揭露在報表使用者決策過程中所扮

潰的角色為何、 認列與揭露是否有不同含意、應揭露項目之目的是否具資訊性、

nHu n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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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有資訊性揭露是否應加以規定等問題，值得日接研究者深入擇討之。

從成本效益之觀點，探討報表揭露的有設性，是研究捐露有致性的方法之一

，然以報表編製者、審計人員、使用者、甚而整個社會、國家之立場來分析，又

會有所不同，因此不易獲得一致性的結論﹝Elliott and Jacobson 1994﹞。本文是以企

業的角度來探討資訊揭露的成本效益，明顯地，編製及發佈揭露的成本會呈下降

之趨嚼，這對非公開公司而言，可以提升最適揭露的水準﹔而對公開發行公司，

除非揭露之資訊為競爭者利用，並造成不利的競爭當蟄外，隨著處理資訊成本的

降低，其最適揭露水準也會呈現上升的趨勢。此外，資訊處理拉術的提升，促成

使用者取得及解釋資訊的能7〕增加，因此亦可增加使用者的故益，而這些變化可

說符合7國家利益，因盾就國家利益觀點言，資訊性揭露的增加，可使資金成本

降低，有利經濟成長，草可增進市場流動性、國際競爭力，使得資金獲得有強分

配，因此財務報表最適揭露水準的提升，對國家經濟發展而言應是長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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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th巳 Financial Stat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Nai-Hui Su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isclosure purposes of required financial statement disclo

sures identified by the F ASB.τ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isclosures of information are also 

analyzed from the profit-making enterprises perspective. Barth and Murphy (1994) used 

the four major disclosure purposes contained in SPAS No 105η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bout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Off-Balance-Sheet Risk 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Concentrations of Credit Risk"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partitioned the F ASB purposes into 

17 specific purposes. The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list of four purposes identified by the 

F ASB is complete and provides a meaning扣l way to classi句 disclosures.τhey find that the 

required disclosures have proliferated considerably in recent years. Specially, six subjects -

stoc世iolders' equity, leases, pensions, income taxes, other postretirement employee bene 

fits, and commitments and con- tingencies - account for 43% of all required disclosures. 

Few percentages of required disclosures provide the measures of unrecognized items and 

the information on future cash inflows or outflows. Because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of 

Taiwan are similar to those set by the F ASB,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recommendation 

for standard-setters to establish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 Taiwan but also provides ac 

counting researchers with an initial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such research.τhe cost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are borne by owners. However they also benefit from the disclosure 

they pay for, for example, the cost of capital will be lowered. From the long-term perspec

ti'呃， the dominant trend is decreasing costs of developing and 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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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sers will have greater power to access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owing to the ad

vart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would increase the optimal level of disclosure and 

仇。uld be a long-term benefit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Key words : Disclosure Effectiveness, Informative Disclosure, Information Overload, 

Information Risk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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