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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以中國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 A股為研究對象，首先分別比較不同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

區別正確率，選定以羅吉斯迴歸及馬可夫吸收鏈來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並推估危機時程，預

測特別處理公司由發生危機到下市或恢復正常交易所需的時程。經樣本期間選擇後發現，以

2003年之解釋能力優於其他年度，本文應用逐步羅吉斯建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實證結果發現
羅吉斯迴歸模型有五項解釋變數皆顯著，且整體正確區別率達 96.28%。再以 2004及 2005年特
別處理公司進行驗證，其正確區別率各為 84.38%與 96.29%，顯示本文模型具有相當地穩定性；
第二部份本文使用馬可夫吸收鏈，投入上述模型計算得到之危機機率，藉以探討特別處理公司

在下市或撤銷特別處理之前的預期停留時程。本文發現驗證樣本的實際停留時間與馬可夫吸收

鏈估算出的結果大致吻合，顯示應用馬可夫吸收鏈可以有效估算出特別處理公司撤銷特別處理

與終止上市前之預期停留時程。 

關鍵詞彙：財務危機，特別處理公司，財務危機，馬可夫吸收鏈 

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股市吸引著世界越來越多的目光，投

資者的熱錢不斷流入，中國證券市場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市場之ㄧ，但如果無法

充分瞭解中國股市的風險特性及做好風險的掌控，對投資者是具有相當程度的

風險。由於公司在經營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風險，為了使公司或投資人降低

經營或投資上的風險，風險的預警與防範在近年是個重要的課題，隨著中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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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對外開放，世界各國企業競相到中國投資，繼而帶動中國市場的活絡，至

2005年 11月底上海、深圳市場 A股 1上市企業家數已達一千三百多家。 

而中國證監會為了使得市場機制能充分運作，並保障市場投資人的權

益，實施特別處理類股制度 (Special Treatment, ST)，也就是當上市公司有(1)

最近兩個會計年度的審計結果顯示的淨利潤均為負值；(2)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的審計結果顯示其股東權益低於註冊資本，即每股淨資產低於股票面值；(3)

註冊會計師對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財務報告，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的

審計報告；(4)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股東權益扣除註冊會計師、有關部

門不予確認的部分，低於註冊資本；(5)最近一份經審計的財務報告對上年度

利潤進行調整，導致連續兩個會計年度虧損；(6)經上海、深圳交易所或中國

證監會認定為財務狀況異常的。以上情形之一者，將被列為財務狀況異常者。

自從實施 ST制度以來，市場中被列為 ST的公司，從 1998年的 24家開始逐

年增加，在 2003年達到高峰，有 52家被列為 ST公司。被列為 ST的上市公

司幾可與財務狀況異常公司劃上等號，ST是一個客觀發生的事件，大部分 ST

的撤銷皆透過大規模重組得以實現 (陳曉、陳治鴻，2000)，上市公司財務風

險評估之重要性日漸提升。 

上市公司獲利能力除了是發行上市的重要條件，也是再融資的基本前

提，更是證券市場考評上市公司質量的重要標準，諸如每股盈餘、每股現金流

量及淨值週轉率無一不與獲利能力相關，公司虧損也預示著持續經營風險，據

統計資料顯示，1999年全部上市公司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為 19.64%，2000

年為 14.48%，2001年為 13.38%，2002年為 12.1%，而同期首次虧損的公司當

中非標準審計意見比重分別為 63.04%、52.17%、48.28%和 27.38%，遠遠高於

平均水準。也就是因為虧損造成巨大負面影響，危機公司總會設法轉虧為盈，

諸如盈餘管理、資產轉讓、或債務重組等，當獲利情況無法改善時，反應在市

場上即股價下滑。主管機關及投資大眾必須針對中國上市公司之風險評估與股

價異常的形成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然而中國證券市場與其他國家證券市場的差

                                                
1 中國股市分為上海盤 (滬股) 及深圳盤 (深股) 兩種；發行的股票主要可分為人民幣普通股票

(A股)、人民幣特種股票 (B股) 及在香港上市的 H股，(1)A股：是由中國境內公司發行，提
供中國境內機構、組織或個人 (不包含台灣、香港及澳門) 以人民幣認購和交易之普通股股
票，(2)B股：是由中國境內公司發行，於中國上市之股票，專供境外投資者以外匯進行買賣
的股票，故投資人限定為 a.外國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b.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自
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c.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d.中國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投資人。主要是
為了使中國吸引外資投入並保護中國的金融市場，避免外資大量進入股市，影響市場機制而

特別設立。但自 2001年 3月起，中國 B股市場亦同時開放予中國境內人士，但必須以合法外

匯存款進行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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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除了 ST制度的實施外，在實際的統計數值顯示，上市公司從被列入 ST

之前的三個月到 ST之後的二年中，股票市值的增長高於市場平均水平超過百

分之三十，同時，超過百分之五十之上市公司在被列為 ST公司後，陸續更換

最大股東，並轉換主要的業務範圍，這與其他開發國家資本市場有極大的差

別，甚至被認為是中國 ST之謎，因此探索中國資本市場實有其特殊性及重要

性。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政策的日趨開放，中國證券市場未來將可成為全球一

個重要的集資場所，和投資者資產配置的重要市場。但進軍中國前，必須做好

準備並掌控風險。在熱錢不斷的流入下，有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成

長，國家的內需及生活水準卻還遠遠跟不上，若中國此時沒有做好把關的動

作，將可能造成另一波泡沫化。所以，投資中國股市具有一定的風險程度，投

資者如果參與中國股市，必須充分瞭解大陸股市的風險特性。綜上所述，本研

究之目的有二：(1)以選擇合適之迴歸模式建構一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確保

該模型可以在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或異常狀況前，提早發現公司的狀況，提供公

司高層提早解決異常財務狀況，免於被列為 ST股，或提供投資人提早發現公

司異常狀況。(2)以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所估計出來的危機機率，利用馬可夫吸

收鏈鎖推論 ST公司發生下市或撤銷前平均停留之時間。 

本文之研究結果顯示，樣本期間選擇方面，以 2003年具有最高的正確率

及最低的型Ⅰ錯誤，優於其他各類樣本期間。應用逐步羅吉斯迴歸建立財務危

機預警模型，實證結果發現五項顯著解釋變數，且整體正確區別率達 96.28%，

對 ST公司的正確區別率為 87.23%。再以 2004年及 2005年的特別處理公司為

後驗資料，其正確區別率分別為 84.38%與 96.29%，亦顯示模型具相當程度的

穩定性。此外本文應用馬可夫吸收鏈探討特別處理公司在下市或撤銷特別處理

之前的預期停留時程，發現驗證樣本的實際停留時間與馬可夫吸收鏈估算出的

結果大致吻合，顯示應用馬可夫吸收鏈可以有效估算出特別處理公司撤銷特別

處理與終止上市前之預期停留時程。 

本文接下來將於第二節介紹相關文獻探討，主要為針對中國上市公司風

險評估、財務危機預警系統與馬可夫吸收鏈之相關文獻；第三節為研究設計與

方法，對研究所使用的樣本、變數和研究方法詳細說明之；第四節為實證分析，

分別就危機預警與馬可夫吸收鏈之實證結果詳加說明；第五節將實證結果進行

結論以作為公司高層及投資人可以提早發現公司財務異常狀況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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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中國在 1950年以前，曾短暫的建立天津、北京證交所，但因共產體制的

確立而關閉，直到 1981年國庫券的發行，為經濟開放的一個開端。1990年 11

月 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更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從開始的 29家上市公司，

至 2005年 11月底共計達到 837家公司，總發行 491,802百萬股，總市值達

21,855億元人民幣。而 1991年 4月 11日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家數

為 21家公司，2005年 11月底亦增加至 547家公司。 

自從實施特別處理制度以來，被列為 ST的公司從 1998年的 24家開始逐

年增加，到 2003年到達高峰，有 52家被列為 ST公司，而圖一與表一為 1998

年至 2005年歷年 ST公司家數。 

 
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一   歷年首度列為 ST股公司家數 

表一   大盤指數與首度被列為 ST的公司 

年度 上海 A股指數年度平均 深圳 A股指數年度平均 首度列為 ST股公司家數 

1998 1337.29 412.42 24 

1999 1463.83 438.08 29 

2000 1998.04 623.69 25 

2001 2046.31 612.9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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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1635.76 480.28 45 

2003 1536.19 423.90 52 

2004 1555.55 395.31 35 

2005 1212.04 292.63 28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由於制度性原因，中國上市公司之持續經營危機實證研究多採用 ST 制

度，將因財務狀況異常而被特殊處理的上市公司界定為持續經營危機公司，李

皎予與方軍雄 (2003) 利用 ST公司資料建立企業持續經營危機預測模型並探

討決定持續經營危機演變趨勢的關鍵因素，結果發現持續經營危機來源於財務

密度、經營品質和治理效能三個關鍵因素，任何企業的持續經營與否皆是這三

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經營品質和治理效能決定持續經營危機的演化趨勢，

且這三層因素對危機惡化與否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因此財務失調是危機產生

的導火線，但只要經營品質好、公司治理完善，財務失調產生的危機較易轉危

為安；而經營品質和治理效能則是影響危機惡化與否的深層原因。劉力、王震

與陳超 (2002) 發現當上市公司被宣告為 ST公司時市場將做出負面反應，且

資產負債比率越高的公司反應程度越大，而資產規模與上市期間長短則不顯

著，潘玉強 (2004) 從股權結構的角度出發，結果發現 ST公司在二年內回復

正常的可能性與資產負債率顯著反相關，同時如持股比例、Tobin Q、公司市

場價值、資本回報率等也表現出一定的相關性。朱武祥 (2002) 則透過內部治

理觀點，認為建立信評制度與監理環境，透過法令增強對上市公司行為約束並

增加違規成本將有助於防止危機公司的產生，然上述研究皆僅就財務風險評

估、股價異常變化或事件後公司治理而論，無法加以連結進而呈現出較為完整

之論述，結合多項主題進行較為完整之研究付之闕如，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唯上述有關中國特別處理公司之文獻，多集中在制度比較或簡易數值分

析，缺乏應用危機預警的統計模式之相關研究。然而危機預測的研究一直是學

者熱衷的主題，國內外許多學者紛紛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解釋變數、樣本設

計，希望能找出最佳的預警模型。在財務預警模型的發展過程中，早期是由

Beaver (1966) 首先以單變量統計方法來進行實證分析，以一家失敗公司配對

同產業且規模相近的正常公司，企圖找出影響企業失敗的單一財務比率。但由

於企業的財務狀況複雜，由單一的財務比率判斷企業是否失敗略嫌主觀，因此

便有學者利用多個層面的財務比率，將其組成綜合性財務指標，來預測企業失

敗之原因，此種方法稱為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Altman (1968) 是首先採用多



 
96      輔仁管理評論，第十四卷第三期，民國 96年 9月 

元區別分析 (Multiple Discriminate Analysis, MDA) 來進行分析的學者，以

1946-1965年為樣本時間，選取 33家失敗公司與 33家正常公司以 1:1配對，

並採用獲利能力 (profitability)、流動性 (liquidity)、財務槓桿程度 (leverage)、

清償能力 (solvency) 與營運能力 (activity) 五個層面共 22個財務比率，利用

區別分析選出最具有預測能力之五個變數，建構區別函數模型 (Z-SCORE模

型)。 

然而在利用多元區別分析模型時，必須符合某些假設限制，如自變數須

符合多元常態分配、兩群體變異數－共變數矩陣應相同，且若自變數存在共線

性對模型也會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做多變量區別分析前必須先對資料作檢

定，確認資料是否符合假設，但大多數資料並不容易符合相關的假設，故有學

者提出 logit模型，logit模型可以解決線性機率模型，其應變數估計值落出(0,1)

區間和模型不容易合理被解釋的問題，且 logit 模型中自變數不須符合多元常

態分配，也可以估計出企業破產的機率，解決多變量區別分析的缺點。 

Martin (1977) 首先使用 logit模型建構銀行財務預警模型，以全美聯邦準

備系統會員銀行作為樣本，採用 25 個財務比率建構模型，預測正確率達

91.3%。Ohlson (1980) 採用 logit 模型建構財務預警模型，以 1970年至 1976

年間資料，隨機抽取 105家失敗公司與 2048家正常公司為樣本，並以九個自

變數建構三個預測模型，其區別正確率分別為 96.12%、95.55%、92.84%。Gentry 

et al. (1987) 以淨現金流量指標作為模型中的解釋變數，來探究財務危機預警

模型，他們運用了多變量區別分析、Probit和 logit 來比較不同模型所建構的

預測分析結果，而實證結果顯示 logit擁有最佳的預測能力，且正確率介於 77%

－83%之間。Qui (1991) 採用 1890年至 1985年間 21家不同地區之正常公司

與失敗公司作為研究之觀察樣本，以財務指標及淨現金流量指標作為模型中的

解釋變數，而 logit模型之解釋能力介於 81%－90%。Wu and He (2000) 採用

1998年至 1999年間 41家不同地區之正常公司與失敗公司作為研究之觀察樣

本，運用 logit 模型驗證出短期之負債比率、EPS及現金流量指標擁有比較佳

的預測能力。Foreman (2003) 以美國本地電信產業為研究對象，以 1999年選

取 77家美國本地電信公司，其中有 14家破產 63家正常，以 logit模型來建構

模型並分析美國本地新進區域電信公司破產的原因。 

此外，在企業財務預警方面，除了上述模型外，也有學者利用 Cox存活

模型  (survival model) 、CUSUM (Cumulative Sum) 模型、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o Network) 模型進行預測分析。為切合本文之研究主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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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預測及驗證能力的良好模型，因此本文以 logit regression為模型建構的方

法。 

由於過去文獻中討論馬可夫吸收鏈多見於數學或統計學上，集中於樣本

空間認定、變動時間長短、或是開放假設條件等。而馬可夫隨機過程應用於時

間序列之實證文獻頗豐，研究主題集中於國民生產毛額、市場利率變動、景氣

循環之穩定性等方面。 Corcoran (1973) 運用馬可夫吸收鏈作為人力資源評價

模型，將定義機構中不同位階為數個狀態，以最高階及最低階兩狀態為吸收狀

態，利用各位階平均薪資估計從業人員之經濟價值，並計算到達兩吸收狀態之

所需時間。陳錦村 (1980) 嘗試利用馬可夫吸收鏈分析應收帳款的變動情形，

求算最佳收帳政策，除可以建立的模式著重在於轉換期間及平衡狀態下現金流

量的時間及習性，亦可依照帳齡機率，解釋各種收帳成本與努力和一個信用期

間內移轉後所得的收入。黃萬傳 (1996) 藉由馬可夫吸收鏈的模式預估及分析

台灣雞蛋運銷合作社之市場占有率，其利用者為正常型馬可夫吸收鏈，合作社

市場占有率規模間的變動於持續時間下，最終應呈現均衡的狀態，以運銷合作

社之最理想供蛋狀態預估未來市場占有率之變化。 

Kijima (1998) 利用Markov absorbing chain 模型說明債券信用評等A至E

級的變動情形，估算受評單位之失敗可能。Mariano and Abiad (2000) 利用

Markov- switching model來研究國民生產毛額、市場利率變動、景氣循環之穩

定性等方面，然而由於資料之分解方式不同而造成馬可夫模型結果迥異，因此

必須注意其時機上之配合再進行驗證比較。Pfeifer and Carraway (2000) 運用馬

可夫吸收鏈來衡量顧客關係之模式，其方式可以處理顧客間複雜關係之變動，

使得在管理顧客關係上具有彈性，並且計算 LTV (Lifetime Value)。由於馬可

夫吸收鏈為一機率模型  (probabilistic model)，因此可以解決線性代數 

(algebraic solution) 無法解決的問題。Clark and McCracken (2001) 對於經濟預

測之行為，例如通貨膨漲，利用線性模型的一階領先指數來做預測，其模式中

以馬可夫過程作線性過程。Mitchell (2001) 探討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考量利潤

來做決策，並在馬可夫決策過程期間算出動態回饋模型，和最適政策。鄭文英

等 (2005) 以財務穩定階段、未支付或較前一年減少股利達 40%以上階段、無

法償付貸款階段、受破產法保護下階段及破產階段之財務危機五階段歷程，以

馬可夫吸收鏈估算出上市上櫃企業各經營階段的移轉情形及平均存活時間。 

參參參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研究設計與方法研究設計與方法研究設計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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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ㄧㄧㄧ、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一一一一))))財務危機之定義財務危機之定義財務危機之定義財務危機之定義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中國股市中的特別處理 (Special Treatment) 股，簡稱

ST股，在上海和深圳證交所所訂定之股票上市規則中，公司如有其第九章第

二節之 9.2.1與 9.3.1規定之事項者 2，管理當局將會對公司處以特別處理，並

且列為 ST股。故本文財務危機公司的定義為，有發生上述規則中任一情形而

被列為 ST的公司，為本文之財務危機公司。 

((((二二二二))))研究樣本之期間研究樣本之期間研究樣本之期間研究樣本之期間    
多數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研究中，在蒐集研究樣本時，由於單一年度中

失敗樣本數不足，故大多都蒐集多個年度的失敗樣本進行研究，但每一個年度

間其總體經濟狀況不同，多少會影響公司經營與獲利，或者可能發生某個偶發

事件，如 911事件、南亞海嘯、國際石油高漲等，這些事件對當年度公司營運

都會產生影響。為有效選擇樣本期間，本文採取之步骤如下，首先，先決定應

變數中 ST(y=1)之總數目，以被列為 ST最多的三年加總作為 y=1的變數或以

單一年度的 ST分別作為 y=1的變數，分別利用各類樣本期間的前一年資料，

以逐步羅吉斯迴歸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進行比較，結果發現，2003

年被列為 ST公司之模型較高之判定係數及區別正確率，優於其他樣本期間；

其次，決定自變數採用多年期縱橫資料 (panel data) 或較短期間，以自變數採

被列為 ST前之多年期資料逐年遞減，結果前測發現當投入年度愈長，其區別

正確率愈低，僅投入前一年度數據時，自變數對應變數的解解能力優於多年期

數據；第三，決定投入自變數，因原始自變數若含虛擬變數，在逐步羅吉斯迴

歸下，該變數將被刪除，正確區別率亦較低，為有效提高正確區別率，將十二

項財務變數投入逐步羅吉斯迴歸得到六個顯著自變數，再將虛擬變數放入羅吉

斯迴歸，經選擇將上述六項自變數縮減得到四項顯著自變數，共計五項，可有

效提高模型正確區別率。 

有關樣本期間選擇流程如圖二，相關實證數值詳述於下一節實證分析。 

                                                
2 請參考巨潮資訊網(中國證監會指定訊息揭露網站)：http://www.cninfo.com.cn/flfg/flf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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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二   研究樣本期間選擇流程圖 

以逐步羅吉斯迴歸建

構2003年財務危機預
警模型，得到六個顯著

自變數 

加入重要虛擬變數，並

從上述六項自變數中，

選擇其中四項顯著財務

比率，共計五項自變，

以羅吉斯迴歸建立

2003年財務預警模
型，可更有效提高模型

區別正確率 

原始自變數若含虛擬變數，在逐步羅吉斯迴

歸下，該變數將被刪除，正確區別率亦較

低，為有效提高正確區別率，將十二項財務

變數投入逐步羅吉斯迴歸得到六個顯著自

變數，再將虛擬變數放入羅吉斯迴歸，經選

擇將上述六項自變數縮減得到四項顯著自

變數，共計五項，可有效提高模型正確區別

率，其自變數之顯著水準相對逐步羅吉斯迴

歸之結果較高，故最終以總資產報酬率、來

自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營業收入、負債比

率、營業費用率、連兩年虧損之虛擬變數共

五項變數為解釋變數，建立財務危機預警模

型。 

自變數採被列為ST前之
多年期 panel data 

 

自變數採被列為 ST
前一年度 data 

 

選擇 2003年的 ST作
為 y=1的變數 

 

定義中國上市特別處理公司財務危機 

研究樣本期間與自變數:  
1.決定應變數中 ST(y=1)之總數目 
2.決定自變數採用多年期 panel data或其他 
3.決定建構模型之年度 
4.決定投入自變數為何 

研究年度：1998~2005年 

以被列為 ST 最多的三

年加總作為y=1的變數 
以單一年度的 ST分
別作為 y=1的變數 

 

本文應用逐步羅吉斯

迴歸，實證結果驗證單

一年度中2003年之模
型，具較高之精確性 

根據本研究前測結果顯

示，利用多年期panel data
投入建構模型時，當投入年

度愈長，其區別正確率愈

低。僅投入前一年度數據的

模型自變數對應變數的解解

能力優於多年期數據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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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資料投入方式與樣本配對資料投入方式與樣本配對資料投入方式與樣本配對資料投入方式與樣本配對    
企業在發生危機前一年的財務資料，通常是最能夠反映出企業發生財務

危機前的狀況，前兩年、前三年甚至前四年，會因為距離財務危機發生越久而

能從財務報表中獲取的危機資訊越少。本文也曾嘗試使用危機發生前多年的財

報資料，以 panel data的方式建立危機預警模型，但結果發現模型之正確區別

率並不理想，故本文採用公司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的資料建立模型，即以 2003

年正常公司與 ST公司為樣本，使用其 2002年之財務資料建立模型。在樣本

配對方面，Beaver (1966)、Altman (1968) 首先以一家失敗公司配對同產業且

規模相近的正常公司，舉凡採用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為實證方法之研究，

多數採用非隨機方式配對，以一比一配對為最多，如 Martin (1977)、Ohlson 

(1980)、West (1985)、Gentry et al. (1987)、Lee & Urrutia (1996) 等，然而此種

抽樣方式容易造成過度抽樣  (over sampling) 的結果，產生選取的偏誤 

(choice-based sample biases)，因而產生整體正確區別率的高估。Lane et al. (1986) 

為有效提高模型之預測正確性及降低型一錯誤，採取一比三之配對方式，刪除

重覆及不合適之配對公司，共得到 130家失敗之美國商業銀行和 334家正常銀

行進行配對。經本文多次前測結果顯示，採取一比三配對方式相對其他配對方

式或採取所有資料為樣本，表現較為平穩。 

((((四四四四))))研究變數選取研究變數選取研究變數選取研究變數選取    
1.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 

本文之應變數採二分類法，1代表財務危機公司－ST公司，0代表正常

公司。 

(1)自變數： 

在變數選取方面，參考Martin (1977)、Ohlson (1980)、Foreman (2003)、

陳曉與陳治鴻 (2000)、張後奇等 (2002)、劉力等 (2002)、李皎予與方軍雄 

(2003) 及潘玉強 (2004) 等，國內外研究財務危機預警系統之相關文獻，為本

文財務指標選取的方式，整理出對模型較具貢獻的解釋變數，作為本文之初始

研究變數。本文之解釋變數分為獲利能力、流量、營運能力、財務槓桿、流動

性五大構面，其中包括總資產報酬率、每股稅前淨利、每股盈餘、來自營業活

動現金流量/營業收入、每股現金流量、總資產總轉率、淨值週轉率、負債比

率、負債/淨值、流動負債/流動資產、速動比率、營業費用率、外加連續兩年

虧損之虛擬變數，共 13個解釋變數，並以此建立中國企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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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s) 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   本研究解釋變數整理表 
財務

構面 
財務指標 計算公式 公式說明 

獲
利
能

力
 

總資產報酬

率 (X1) 
[稅後淨利+
利息支出* 
(1-稅率) ]/資
產總額 

指公司每投資一單位資產可以獲得多少利潤，如果比率

越高，代表著每投資一單位資產，可為公司帶來的利潤

越高，屬於公司整體的獲利能力指標。 

每股稅前淨

利 (X2) 
(稅前淨利-
特別股股息) 
/加權平均股

本 

指在稅前每股所能賺進的利潤，由於每家公司可能稅率

不同，因此，可能會影響到其稅後淨利，而此項指標可

以反應出稅前每股的獲利狀況。 

每股盈餘 
(X3) 

稅後淨利/流
通在外的股

數 

指每股稅後所能獲得的利潤，屬於公司最後的獲利指標。 

現
金
流

量
 

來自營業活

動現金流量/
營業收入 
(X4) 

來自營業活

動現金流量/
營業收入 

此項比率是在測量企業營業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由當年

度營業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量，此項比率高表示營業

收入中由營業活動所帶來的現金流入比例高。 

每股現金流

量 (X5) 
來自營業活

動現金流量/
加權平均股

數 

指每股中來自當年度營業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量有多

少，比率越高代表公司每股中有著較高比例的現金來自

於營業活動。 

營
運
能

力
 

總資產總轉

率 (X6) 
營業收入淨

額/平均資產

總額 

指每一塊錢的資產，可以為公司創造出多少的營業收

入，此項財務比率屬於經營能力指標。 

營業費用率 
(X7) 

營業費用/營
業收入淨額 

指營業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率，比率過高表示大部分的

營業收入被營業費用侵蝕掉，導致獲利能力降低。 
財

務
槓

桿
 

淨值週轉率 
(X8) 

營業收入淨

額/平均淨值 
指每一單位的淨值，可以為公司創造多少的營業收入，

比率越高表示自有資本從營業收入的回收速度越快。 

負債比率 
(X9) 

總負債/總資
產 

指總負債占總資產的比例，亦指債權人所提供的資金占

全體資產的百分比，比率越高表示公司舉債程度越大。 

負債/淨值 
(X10) 

總負債/總淨

值 
指總負債占股東權益的比例，比率大於 1 則舉債資金大

於自有資金，而舉債程度越大，破產的機會也越大。 

流
動
性

 

流動負債/流
動資產 
(X11) 

流動負債/流
動資產 

指每一單位流動資產中有多少比例的流動負債，流動負

債為近期內需要償還的負債，必須由變現能力較佳的流

動資產來償還，若此項指標大於一，代表須償還的負債

已經大於能變現的資產，此時公司有著高度的財務風

險，發生財務危機的機會也大大提升。 

速動比率 
(X12) 

速動資產/流
動負債 

指變現能力比流動資產更高的速動資產佔流動負債的比

率，若指標較大，即有充裕的資金來償還流動負債。 

虛
擬
變

數
 

連續兩年稅

後淨利虧損

之虛擬變數 
(X13) 

 由於被列為 ST公司的情形，有一項為連續兩年稅後淨利

皆為負值，故將連續兩年稅後淨利皆為負的公司設為 1，
其他設為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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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STSTSTST公司下市或撤銷公司下市或撤銷公司下市或撤銷公司下市或撤銷STSTSTST前平均停留時程之估計前平均停留時程之估計前平均停留時程之估計前平均停留時程之估計    
本文以被列為 ST公司加上在當年下市的公司與被撤銷 ST的公司為研究

樣本，採用先前模型所估算的危機機率將其分為 A、B、C、D、E五群，其中

A 群為在 2003年被撤銷 ST的公司，此類公司雖然先前表現不佳被監理單位

列為 ST 股，但公司近來經營績效表現良好，故管理當局撤銷其 ST，本文將

其列為 A群；而 E群為先前經營績效不佳被列為 ST的公司且在 2003年發生

危機終止上市的公司，此二群所處的狀態為吸收狀態；而 B、C、D三群為非

吸收狀態，本文將 ST公司定義為非吸收狀態。 

由於 ST制度是監理當局為了警示投資人而特別設立的一種制度，當公司

有某些異常狀態時，監理當局會在公司名稱前冠上 ST，讓投資人投資時更容

易掌控風險，但如果公司爾後表現良好，監理當局會撤銷其 ST，使其恢復為

正常公司，反之，若公司被列為 ST之後，表現仍然不好，每況愈下，即可能

會被監理當局終止上市，故公司被列為 ST的狀態，為非吸收狀態，其有可能

轉移至 A或 E群而達到吸收狀態，而本文以危機預警模型所估計出來之機率，

依危機機率由低至高，分別將 ST公司分為 B、C、D 三群，而各群彼此存在

互動關係，例如 C群可向上進步至 B群、甚至 A群，亦可能向下退步至第 D

群、甚至是第 E群。 

有關馬可夫吸收鏈使用上多將吸收狀態置於左上方，而將非吸收狀態置

於右下方，構成吸收系統的標準狀態，若以機率矩陣 P (亦稱為轉移機率矩陣，

transition matrix) 如下(1)式： 

 
QR

I
P 


= φ

 (1) 

其中 I為 r×r 的單位矩陣，由吸收狀態到吸收狀態，代表一進入便永遠停

留的狀態。ψ為 r×s 的零矩陣，表示由吸收狀態轉移至非吸收狀態絕不可能發

生。R 為 s×r 之吸收矩陣，代表由非吸收狀態轉移至吸收狀態之機率。Q為 s×s 

之非吸收矩陣，代表由非吸收矩陣轉移至非吸收矩陣之機率。若將馬可夫吸收

鏈進行 n 次轉移可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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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n2

n

Q)RQQQ(I

I
 P

K

φ
 (3) 

    其中 nQ 表示經 n 次轉移後，非吸收狀態到非吸收狀態的機率矩

陣，因為 Q 為機率矩陣，所以在 Q 矩陣中的每一個元素皆小於 1，因此當 n 

很大時，矩陣會趨近於零矩陣。又 

1-1-n2 Q)-(I
Q-I

1
QQQI ==++++ K  (4) 




= φ
φ

RQ)-(I

I
P 1-

n  (5) 

令 -1Q)-(IF = 為基本矩陣 (fundamental matrix)，此基本矩陣可解決多項

問題，其一由非吸收狀態開始仍停留於非吸收狀態之平均轉移期間，可由基本

矩陣 F 中之各元素代表之。其二由非吸收狀態開始到達吸收狀態平均所需之

時間或轉移次數，即 F 矩陣橫向之每一列加總。其三由非吸收狀態開始被某

一吸收狀態吸收之機率為何，可以利用 B 矩陣，即以 B=FR 表示之。 

計算基本矩陣時，基本矩陣內之各元素值代表在離開 ST狀態前各分群移

轉至其他分群所須之轉移 (停留) 次數，並可得到轉移期間。亦可透過基本矩

陣乘以吸收矩陣 (B=FR) 計算 ST公司發生下市或撤銷 ST之可能機率值。本

文所擬建立之吸收鏈鎖機率矩陣概念如下： 

1 0 0 0 0

0 1 0 0 0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
P P P P Pp

R Q
P P P P P

P P P P P

φ
      = =        

 (6) 

I為 2×2 矩陣，表示撤銷 ST狀態與下市狀態，由 0、1 之單位矩陣表之，

分別以 A、E 表示之。ψ 為 2×3 的零矩陣，表示由下市狀態之吸收狀態轉移

至不穩定之非吸收狀態絕不可能發生。R為 3×2之吸收矩陣，矩陣之各列分別

表示 B、C及 D三群 ST公司發生撤銷 ST與下市狀態之機率值。Q為 3×3之

非吸收矩陣，表示各不穩定狀態之間轉移之機率值 ijp ，此機率值皆不大於 1，

且 R矩陣與 Q矩陣之橫向加總之機率值和必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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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解單一吸收狀態的條件機率矩陣，假設在一給定吸收狀態下

1s，計算由非吸收狀態開始而結束於此給定的吸收狀態 1s，可以得到一個新的

吸收鏈鎖。但除了得到新的轉移矩陣外，非吸收狀態依然與過去相同。令原始

過程中被 1s 狀態吸收的機率為 p，並假設是 is 一非吸收狀態， js 為吸收狀態，

1f 為一階段出象函數 (outcome function)，新過程的轉移機率可寫成： 

j 1 j j 1 j j 1 j

j 1 j
j j

Pr s p Pr p s Pr s
Pr s p

Pr p Pr p

f f f
f

= ∩ = =
= = = =  (7) 

簡化為
ij

ijj1
ij b

pb
P =
∧

，且 1ib 代表從非吸收狀態轉移到吸收狀態的機率 1s ，

ijP 代表轉移矩陣之所有元素，公式之應用時，當 j=1 時，可解釋 11b =1，可求

得一條件矩陣 QHHQ 1-
=

∧

，同理 n次方可得 HQHQ n1-n
=

∧

，可推得條件基本

矩陣如下， 

FHH)HQQ(IHF 1-21- =++=
∧

KK  (8) 

H 為方正矩陣，其主對角線之元素係 B 矩陣各狀態之行向量。或由此新

條件矩陣建立吸收鏈鎖條件機率矩陣 p̂ ，求得條件基本矩陣 F̂ ，

1-)Q-(IF
∧∧

= ，由此條件基本矩陣，若已知整個系統曾進入狀態 i 而吸收狀態

又屬已知，則此矩陣 F̂ 中每個元素 ijf 可代表在狀態 j 中平均移轉期數，上述

條件基本矩陣之各元素，即單一方向各分群移轉至其他各群所須之轉移 (停留) 

次數，亦可透過此條件基本矩陣橫列加總，計算各分群在整個轉移狀態中之所

須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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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 

一、樣本期間選擇－單一年度及多年期混合樣本一、樣本期間選擇－單一年度及多年期混合樣本一、樣本期間選擇－單一年度及多年期混合樣本一、樣本期間選擇－單一年度及多年期混合樣本    
為檢測單一年度及多年期樣本何者具有較高的正確區別度及解釋能力，

故選擇 1998年至 2005年間首度被列為 ST公司超過 30家以上之年度，分別

為 2002、2003及 2004年，並將上述三年 ST公司混合加總，各取其前一年財

務報表資料彙整成混合樣本。因投入自變數 3過多，選用逐步羅吉斯迴歸以挑

選顯著變數並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單一年度樣本期間中，2003年整體

區別正確率為 88.5%，優於 2004年的 87.9%及 2002年的 85.4%，且具有最高

的判定係數 0.685，亦優於三年加總混合樣本的區別正確率 86.1%及判定係數

0.555。此外財務預警模型最注重 ST公司是否被誤判為正常公司的型Ⅰ錯誤方

面，2003年型Ⅰ錯誤為 28.8%，遠低於 2004年的 34.3%及 2002年的 39.0%，

亦低於三年加總混合樣本的 37.5%。4因此本文嘗試採用 2003年之資料進行財

務危機預警模型之建構。(詳如表三) 

表三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各類樣本期間選擇彙總表 

樣本期間 區別結果  

危機公司正確率 正常公司正確率 整體區別正確率 R2 臨界值 

單一年度 

2002年 

61.0% 

(16/41)* 

93.5% 

(8/123)** 

85.4% 0.515 0.5 

單一年度 

2003年 

71.2% 

(13/47)* 

94.2% 

(5/141)** 

88.5% 0.685 0.5 

單一年度 

2004年 

65.7% 

(12/35)* 

95.2% 

(5/105)** 

87.9% 0.659 0.5 

三年加總 

2002~2004年 

62.5% 

(47/123)* 

94.0% 

(23/369)** 

86.1% 0.555 0.5 

註：*括號內表示型Ⅰ錯誤，即 ST公司被誤判為正常公司佔全部 ST公司之比例；**括號內表
示型Ⅱ錯誤，即正常公司被誤判為 ST公司佔全部正常公司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因 2002年 ST公司之每股盈餘資料無法取得，為求一致的比較基準，在樣本期間選擇時，各
年度實證分析皆捨棄該自變數。 

4 型Ⅰ錯誤計算方式為 100%減去危機公司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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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基本統計量二、樣本基本統計量二、樣本基本統計量二、樣本基本統計量    

((((一一一一))))模型解釋變數之敘述統計量分析與平均數檢定模型解釋變數之敘述統計量分析與平均數檢定模型解釋變數之敘述統計量分析與平均數檢定模型解釋變數之敘述統計量分析與平均數檢定        
表四及表五分別為全體樣本、正常公司樣本與 ST公司樣本之敘述性統計

量與平均數檢定。由於變數 X13為虛擬變數，故暫不加入基本統計量之檢定

中。在檢定兩獨立母體平均數是否相同時，若無法滿足兩母體皆為常態分配且

變異數相等，使用無母數之Mann-Whitney U 統計量檢定；若滿足兩母體皆為

常態分配且變異數相等，則使用 t 檢定。由表三可知除負債比率外，其餘變

數皆不符合常態分配，因此將不符合常態分配之變數，採用無母數之

Mann-Whitney U 統計量檢定。 

表四   全體樣本之敘述性統計量 

解釋變數 全體公司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總資產報酬率 (X1) 188 -0.6925 0.2033 -0.0122 0.1311  

稅前每股淨利 (X2) 188 -2.0600 1.5800 0.0269 0.5186  

每股盈餘 (X3) 188 -2.0600 1.0500 -0.0180 0.4830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營業收入 (X4) 188 -21.2225 17.8233 -0.0278 3.0992  

每股現金流量 (X5) 188 -1.0700 1.9500 0.2238 0.4046  

總資產週轉率 (X6) 188 0.0084 2.1600 0.4479 0.3940  

營業費用率 (X7) 188 0.0043 75.3970 1.2490 5.9652  

淨值週轉率 (X8) 188 0.0093 4.3200 0.8434 0.7943  

負債比率 (X9) 188 0.0528 1.0735 0.4252 0.2050  

負債淨值比 (X10) 188 -14.6021 79.7706 1.3733 5.9671  

流動負債/流動資產 (X11) 188 0.1061 5.3619 1.0513 0.8730  

速動比率 (X12) 188 0.0865 9.4224 1.3023 1.3365  

從表四正常公司與 ST公司的基本統計量及平均數檢定中可以發現，正常

公司與 ST公司，無論在獲利能力方面、現金流量方面、營運能力方面、財務

槓桿方面、流動性方面都呈現顯著差異，表示其平均水準是不相同的。在獲利

能力方面的總資產報酬率、稅前每股淨利與每股盈餘 5，從平均值的觀察中發

現正常公司都明顯優於 ST公司，表示被列為 ST的公司在獲利能力方面，表

現都不如正常公司；而在現金流量方面，正常公司所呈現的每股現金流量依然

                                                
5 2003年之每股盈餘資料已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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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 ST公司，代表著正常公司比 ST公司有較足夠的現金來償債；在營運能

力方面，不管是總資產週轉率還是淨值週轉率，ST公司表現的都比較差；而

在償債能力方面，ST 公司的舉債程度都大於正常公司，這會使得 ST 公司曝

露在高度的財務風險下，有較高的償債壓力；而在流動性方面，正常公司相較

於 ST 公司有較高的流動性，流動性較高即有較高的能力償還短期到期的負

債，故 ST公司對於即將到期的負債償還能力較低，有較高的償債風險；最後，

在營業費用率方面，ST 公司有著較高的比率，表示 ST 公司花費較高營業費

用，此項比率若太高，可能會削減營業所獲得之收入，對公司獲利產生影響。 

表五   正常樣本與 ST公司之敘述統計量與平均數檢定 
代號 解釋變數 公司類別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Z值 

X1 總資產報酬率 
正常公司 141 -0.3874 0.2033 0.0401 0.0658 

-8.937*** 
ST公司 47 -0.6925 0.0791 -0.1690 0.1521 

X2 稅前每股淨利 
正常公司 141 -1.2800 1.5800 0.2346 0.2994 

-8.766*** 
ST公司 47 -2.0600 0.5200 -0.5966 0.5396 

X3 每股盈餘 
正常公司 141 -1.2800 1.0500 0.1845 0.2552 

-9.425*** 
ST公司 47 -2.0600 0.3400 -0.6257 0.4969 

X4 
營業活動現金 
流量/營業收入 

正常公司 141 -21.2225 2.6824 -0.1801 2.3242 
-1.824* 

ST公司 47 -11.0516 17.8233 0.4292 4.7245 

X5 每股現金流量 
正常公司 141 -1.0700 1.9500 0.2822 0.4033 

-4.966*** 
ST公司 47 -0.9900 1.2700 0.0485 0.3588 

X6 總資產週轉率 
正常公司 141 0.0100 2.1600 0.5215 0.4072 

-5.313*** 
ST公司 47 0.0084 1.2100 0.2272 0.2448 

X7 營業費用率 
正常公司 141 0.0043 6.9546 0.2484 0.6508 

-6.453*** 
ST公司 47 0.0174 75.3970 4.2510 11.4495 

X8 淨值週轉率 
正常公司 141 0.0100 4.3200 0.9301 0.8265 

-3.201*** 
ST公司 47 0.0093 2.4600 0.5832 0.6271 

X9 負債比率 
正常公司 141 0.0528 0.7166 0.3634 0.1682 

-8.389*** 
ST公司 47 0.0767 1.0735 0.6107 0.1945 

X10 負債淨值比 
正常公司 141 0.0558 2.5286 0.7029 0.5298 

-6.331*** 
ST公司 47 -14.6020 79.7706 3.3847 11.7637 

X11 
流動負債 
/流動資產 

正常公司 141 0.1061 5.0917 0.8706 0.6898 
-5.173*** 

ST公司 47 0.1127 5.3619 1.5935 1.1177 

X12 速動比率 
正常公司 141 0.1430 9.4224 1.4439 1.3340 

-4.047*** 
ST公司 47 0.0865 8.8429 0.8774 1.2644 

說明：*在 α =0.1下顯著、**在 α =0.05下顯著、***在 α =0.01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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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配對標準之驗證三、模型配對標準之驗證三、模型配對標準之驗證三、模型配對標準之驗證    
本文在樣本配對上，所採用的標準為公司資產規模，以資產規模相近的

ST公司與正常公司配對，故需驗證以此種標準配對，對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不

會產生影響，即驗證公司被列為 ST股與公司資產規模大小沒有關係。因此，

本文使用 logit regression進行驗證，以公司是否被列為 ST公司為應變數 (被

列為 ST公司設為 1，正常公司設為 0)，公司資產規模大小為自變數。假設檢

定為： 

0H ：：：：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 ST 無影響無影響無影響無影響 

1H ：：：：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公司資產規模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 ST 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 

檢定結果如表六，公司資產規模大小變數並不顯著，表示公司資產規模

大小對於公司是否被列為 ST無影響，故以公司資產規模為配對標準，對財務

危機預警模型並不會產生影響。 

表六   公司資產規模變數 

 係數 標準差 Wald 自由度 P-value 

資產規模 ln -0.14143 0.439367 0.103621 1 0.747527 

常數 -0.25896 2.611521 0.009833 1 0.921012 

說明：*在α =0.05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四、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分析四、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分析四、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分析四、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分析    
接著採用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建構 2003年中國股票市場上市公司之

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建構模型的變數選擇方式，除先前採取逐步迴歸篩選變

數，以及參考Martin (1977) 選出 25個財務比率做為變數，最後採用了六個最

具有預測能力的財務比率，和 Ohlson (1980) 加入損益虛擬變數值 (連續二年

虧損則設定為 1，反之則為 0)，為建構危機預警模式的方式，將變數進行各種

排列組合與試驗，選取對模型較有貢獻度，且使整體正確區別率達到最佳的變

數建立模型。因此，本文最後採用了四個財務比率並加入損益虛擬變數，建立

中國上市公司之財務預警模型，以公司是否被列為 ST公司為應變數 (被列為

ST公司設為 1，正常公司設為 0)，而總資產報酬率、來自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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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負債比率、營業費用率、連兩年虧損之虛擬變數共五項變數為解釋

變數，建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假設檢定為： 

0H ：：：：解釋變數對模型無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無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無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無顯著關係 

1H ：：：：解釋變數對模型有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有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有顯著關係解釋變數對模型有顯著關係 

檢定結果如表七所示，表中可以從 p-value發現各項解釋變數皆拒絕虛無

假設，表示解釋變數對模型有著顯著關係，而以連兩年虧損之虛擬變數、總資

產報酬率、負債比率三項解釋變數顯著性較強烈，其係數也較其他解釋變數

大，整體來說，解釋變數與應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也與預期的方向一致。 

表七   模型解釋變數係數表 

解釋變數 係數 標準差 Wald 自由度 P-value 

總資產報酬率 (X1) -12.8490 5.6762 5.1242 1 0.0236**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營業收入 (X4) 0.5280 0.2833 3.4743 1 0.0623* 

負債比率 (X9) 6.4748 2.8944 5.0040 1 0.0253** 

營業費用率 (X7) 0.5774 0.3337 2.9942 1 0.0836* 

連兩年虧損虛擬變數 (X13) 6.8559 2.3197 8.7347 1 0.0031*** 

常數 -6.0998 1.6444 13.7605 1 0.0002*** 

說明：*在α =0.1下顯著、**在α =0.05下顯著、***在α =0.01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八   財務預警模型區別率表 

Y= -6.0998-12.8490 1X +0.5281 4X +6.4748 8X +0.5774 12X +6.8558 13X  

 預測值  

正常 0 ST 1 

觀察值 
正常 0 140 1 99.29% 

ST  1 6 41 87.23% 

整體正確區別率 96.28% 

財務預警模型
2R  = 87.33% 臨界值 = 0.5 

Hosmer-Lemeshow  p-value = 0.8389 Chi-Square = 4.1973 

說明：Hosmer-Lemeshow適合度檢定：p-value=0.8389>0.05，不拒絕 0H ，表示模型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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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適度，適合羅吉斯函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表八可以發現各解釋變數對模型的解釋能力達 87.33%，而模型整體正

確區別率高達 96.28%，對 ST公司的正確區別率為 87.23%，由上述結果可發

現模型整體的區別能力相當不錯。結果發現，自選變數在預測能力及正確區別

率上，都較上述逐步羅吉斯迴歸方式建構之模型為高 (96.28%>90.40%)。因此

本文最後採取最具有預測能力的四個財務比率並加入損益虛擬變數，建立中國

上市公司之財務預警模型。 

五、財務危機預警模型驗證五、財務危機預警模型驗證五、財務危機預警模型驗證五、財務危機預警模型驗證    
為了測試模型預測能力的穩定度，以 2004、2005年的 ST公司為驗證樣

本進行驗證。2004年總共有 35家公司被列為 ST公司，但有 3家因財務資料

不齊全，故以 32家 ST公司為驗證樣本，而 2005年總共有 28家公司被列為

ST公司，但有 1家因財務資料不齊全，故以 27家ST公司為驗證樣本，以 2004、

2005年 ST公司為驗證樣本，進行模型預測能力的驗證，並以依 Altman et al. 

(1977) 6之估算方式，選取理論臨界值 0.5為基準 (大於 0.5為 ST公司，小於

0.5為正常公司)，進而估計出每家公司被列為 ST的機率值。 

表九為財務預警模型區別率整理表，彙整模型在建模模型及驗證模型之

ST公司正確區別率。可以發現，不論是在建模樣本還是驗證樣本，在正確區

別率方面，顯示模型有一定穩定性。因此，本文採用建構之財務預警系統，應

用在後續之實證研究。 

表九   財務預警模型區別率整理表 

 建模模型 驗證模型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ST公司正確區別率 (%) 87.23 84.38 96.29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6 Altman etl.(1977)文中選擇 0.5、0.05和 0.0263三個數值作為臨界值，而其中 0.5又稱為理論臨
界值，本文為求周延與穩定，採取 0.5作為切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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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馬可夫吸收鏈－六、馬可夫吸收鏈－六、馬可夫吸收鏈－六、馬可夫吸收鏈－STSTSTST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    

((((ㄧㄧㄧㄧ)ST)ST)ST)ST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之估算    
ST公司預期停留時程 7估算是根據先前模型所估計出ST公司之預期發生

危機機率值分類，將其分為 A、B、C、D、E五群，其中 A群為在 2003年被

撤銷 ST的公司，此類公司雖然先前表現不佳被監理單位列為 ST股，但公司

近來經營績效表現良好，故管理當局撤銷其 ST，本文將其列為 A群；而 E群

為先前經營績效不佳被列為 ST 的公司且在 2003年發生危機終止上市的公

司，此二群所處的狀態為吸收狀態；而 B、C、D三群為非吸收狀態，本文將

ST 公司定義為非吸收狀態，由於 ST 制度是監理當局為了警示投資人而特別

設立的一種制度，當公司有某些異常狀態時，監理當局會在公司名稱前冠上

ST，讓投資人投資時更容易掌控風險，但如果公司爾後表現良好，監理當局

會撤銷其 ST，使其恢復為正常公司；反之，若公司被列為 ST之後，表現仍

然不好，每況愈下，即可能會被監理當局終止上市，故公司被列為 ST的狀態，

為非吸收狀態，其有可能轉移至 A或 E群而達到吸收狀態。 

而本文以危機預警模型所估計出來之機率，依危機機率由低至高，分別

將 ST公司分為 B、C、D三群。為避免單一的分群標準造成研究結果的迥異，

研究中採取二種分類，分類一中，A、E兩群分別為撤銷 ST公司與終止上市

之公司，B、C、D 三群是依照羅吉斯迴歸模型之方程式所算出的 Z 值 8來分

類，而 B、C、D三群分類標準為 Z值 0以下、0~20、20以上。分類二中，A、

E兩群同樣分別代表撤銷 ST公司與終止上市之公司，而 B、C、D 三群分類

標準為危機模型所估計出的危機機率，B、C、D 三群機率分別是為 P<0.8、

0.8<P<0.9999、P>0.9999，由於所估計的公司為 ST 公司，模型所估計之危機

機率大多大於 0.9，故本文將機率做較詳盡的分類。 

首先計算 2003年 ST公司在 2003、2004年之危機機率值，先以分類一為

分群標準，了解 ST公司在兩年間群組的分佈情形，並探討兩年間的移轉機率，

而 2003年各分群家數分別為 7、6、36、5、3家；而以分類二為標準，則 2003

                                                
7 ST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亦指列為 ST股之公司被監理單位撤銷 ST或終止上市前，停留於 ST狀
態之時間。 

8 
i

n

1j
ijji εβα +Χ+=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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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分群家數分別為 7、7、26、14、3家，各群中的 ST公司在 2003年至 2004

年前後兩期間的變動情況及移轉率如表十。 

表十   分類一及分類二前後期機率變動表 

分類 

 分類一 分類二 

前/後 A B C D E 前小計 A B C D E 前小計 

A 7 0 0 0 0 7 7 0 0 0 0 7 

B 2 0 3 1 0 6 3 0 1 3 0 7 

C 9 12 9 4 2 36 8 7 3 7 1 26 

D 1 1 1 1 1 5 1 6 1 4 2 14 

E 0 0 0 0 3 3 0 0 0 0 3 3 

後 
小計 19 13 13 6 6 57 19 13 5 14 6 57 

前/後 A B C D E 機率和 A B C D E 機率和 

A 1 0 0 0 0 1 1 0 0 0 0 1 

B 0.3333 0 0.5 0.1667 0 1 0.4286 0 0.1429 0.4286 0 1 

C 0.25 0.3333 0.25 0.1111 0.0556 1 0.3077 0.2692 0.1154 0.2692 0.0385 1 

D 0.2 0.2 0.2 0.2 0.2 1 0.0714 0.4286 0.0714 0.2857 0.1429 1 

E 0 0 0 0 1 1 1 0 0 0 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將所計算之各分群變化機率值寫為矩陣式，重新排列成吸收鏈鎖機率矩

陣之標準形式如下式(9) (10)：  

【分類一】 【分類二】 

1 0 0 0 0

0 1 0 0 0

0.3333 0 0 0.5 0.1667

0.25 0.0556 0.3333 0.25 0.1111

0.2 0.2 0.2 0.2 0.2

I
p

R Q

φ
      = =          

(9) 

1 0 0 0 0

0 1 0 0 0

0.4286 0 0 0.1429 0.4286

0.3077 0.0385 0.2692 0.1154 0.2692

0.0714 0.1429 0.4286 0.0714 0.2857

I
p

R Q

φ
      = =          

(10) 

上式中，I 表示撤銷 ST與終止上市兩狀態之單位矩陣，分別代表 A及 E

兩類。φ為零矩陣，表示終止上市之吸收狀態不會轉移至不穩定的非吸收狀
態。R為吸收矩陣，矩陣之各列分別表示 B、C及 D三群 ST公司發生撤銷 ST

與下市狀態之機率值。Q 為非吸收矩陣，表示各不穩定狀態之間轉移之機率

值，此機率值皆小於 1，且 R矩陣與 Q 矩陣之橫向加總之機率值和必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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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ST公司吸收鏈鎖機率矩陣之標準形式進行高階推移，即經過一單位時

間，進行馬可夫吸收鏈之試行一次 (吸收鏈鎖機率矩陣之標準形式自乘一

次)，可以計算未來 ST公司落入撤銷 ST與下市前之平均停留時程。以馬可夫

吸收鏈之特性，馬可夫吸收鏈進行 n次轉移可得一收斂解，n 階推移之吸收鏈

鎖機率矩陣標準形式右下方，可以形成一無窮等比級數和 (FR)，其中 F為基

本矩陣，此基本矩陣中之各元素表示，由非吸收狀態開始仍停留於非吸收狀態

之平均停留時程。透過三乘三單位矩陣減去 Q矩陣，計算其逆矩陣，得 F(11) 

(12)式。 

【分類一】                      【分類二】           

1

1.4545 1.0909 0.4545

F 0.7273 1.9301 0.4196

0.5455 0.7552 1.4685

=

    (11)       

2

1.5394 0.3333 1.0493

F 0.7732 1.3333 0.9665

1.0010 0.3333 2.1262

=

    (12) 

上式 F 矩陣橫向之每一列加總，即表示非吸收狀態開始到達吸收狀態平

均所需之時間或轉移次數，以 B群為例，每一列加總代表在未來進入撤銷 ST

或下市前停留的總時程，同理 C、D 群亦可利用同樣道理計算之。上述計算

為向上及向下雙向轉移出體系之時程，而研究關注主要為單向之時程，故後續

將以條件機率計算向上或向下單向轉移出體系所需要之時程。 

求解由非吸收狀態開始被某一吸收狀態吸收之機率，利用 B=FR 矩陣得

知，以分類一(13)式可知，分類為 B群者其轉移到 E 群的機率最低，為 15.15

％，C 群移到 E 群的機率為 19.11%，最高為 D 群轉移到 E 群的機率，是

33.57%。相對轉移至 A 群之機率高低依序為 B、C及 D 群；分類二(14)式中

可發現，B 群者其轉移到 E 群的機率為 16.27％，C 群移到 E 群的機率為

18.93%，最高為 D群轉移到 E群的機率為 31.66%。而其相對轉移至 A群之機

率高低依序為 B、C及 D群，而與當初各群中 ST公司之預期機率值高低完全

呼應。 

【分類一】                       【分類二】             

1

0.8485      0.1515

B 0.8088      0.1911

0.6643      0.3357

=

    (13)        

2

0.8373      0.1627

B 0.8107      0.1893

0.6834      0.3166

=

    (14) 

此外為求解撤銷 ST及下市狀態的條件機率矩陣，計算由非吸收狀態開始

而結束於此給定的吸收狀態，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吸收鏈鎖，但除了得到一新的

轉移矩陣外，非吸收狀態依然與過去相同。分別利用上述 B矩陣之左欄 (撤銷

ST之機率) 右欄 (下市之機率) 之元素，各寫成三乘三矩陣對角線之元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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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 H矩陣及 G矩陣，利用此矩陣及其逆矩陣乘以原本之 Q矩陣，可得條

件矩陣 Q̂ ，利用計算基本矩陣 F矩陣之做法，可得到條件基本矩陣 F̂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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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一】                       【分類二】 

1

0.8485 0 0

H 0 0.8088 0

0 0 0.6643

=

  (15)      

2

0.8373 0 0

H 0 0.8107 0

0 0 0.6834

=

  (19) 

1

1.4545 1.0399 0.3559

F 0.7630 1.9301 0.3446

0.6967 0.9195 1.4685

∧

=

  (16)      

2

1.5394 0.3227 0.8564

F 0.7985 1.3333 0.8147

1.2264 0.3954 2.1262

∧

=

  (20) 

1

0.1515 0 0

G 0 0.1911 0

0 0 0.3357

=

  (17)      

2

0.1267 0 0

G 0 0.1893 0

0 0 0.3166

=

  (21) 

1

1.4545 1.3761 1.0072

K 0.5766 1.9301 0.7371

0.2462 0.4299 1.4685

∧

=

  (18)     

2

1.5394 0.3878 2.0419

K 0.6645 1.3333 1.6164

0.5144 0.1993 2.1262

∧

=

   (22) 

 

以分類一之分類基準下，上式(16) 1̂F 條件基本矩陣可以觀察到，探究其往

撤銷 ST的方向轉移時之活動。以 B群為例，該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為撤

銷 ST的情況，則在其被撤銷前，會停留在 B 群本身達 1.4545 年，同理以 C

群為例，該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為撤銷 ST的情況，則在其被撤銷前，會

停留在 C 群本身長達 1.9301 年、再轉移至 B 群後停留 0.7630年，合計 2.6931 

年。最後，被歸類為 D 群之 ST公司，則在其被撤銷前，停留在 D 群本身長

達 1.4685 年、轉移至 C 群後再停留 0.9195 年、最後轉移到 B 群停留 0.6967

年，共計 3.0847；而從上式(18) 1K̂ 條件基本矩陣，探究其往下市的方向轉移時

之活動。以 B 群為例，該群中的 ST 公司若是最後發生下市的情況，則在其

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B 群本身長達 1.4545 年、轉移至 C 群後再停留 1.3761 

年、最後轉移到 D 群停留 1.0072 年，共計 3.8378年。同理以 C 群為例，該

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發生下市的情況，則在其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C 群

本身長達 1.9301 年、再轉移至 D 群後停留 0.7371年，合計 2.6672 年。最後，

被歸類為 D 群之 ST公司，則在其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D 群本身之時間為

1.4685 年。 

以分類二之分類基準下，上式(20) 2F̂ 條件基本矩陣可以觀察到，探究其往

撤銷 ST的方向轉移時之活動。以 B 群為例，該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為撤

銷 ST的情況，則在其被撤銷前，會停留在 B 群本身達 1.5394 年，同理以 C 



 
116      輔仁管理評論，第十四卷第三期，民國 96年 9月 

群為例，該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為撤銷 ST的情況，則在其被撤銷前，會

停留在 C 群本身長達 1.3333 年、再轉移至 B 群後停留 0.7985年，合計 2.1318 

年。最後，被歸類為 D 群之 ST公司，則在其被撤銷前，停留在 D 群本身長

達 2.1262 年、轉移至 C 群後再停留 0.3954年、最後轉移到 B 群停留 1.2264 

年，共計 3.748；而從上式(22) 2K̂ 條件基本矩陣，探究其往下市的方向轉移時

之活動。以 B 群為例，該群中的 ST 公司若是最後發生下市的情況，則在其

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B 群本身長達 1.5394年、轉移至 C 群後再停留 0.3878 

年、最後轉移到 D 群停留 2.0419 年，共計 3.9691年。同理以 C 群為例，該

群中的 ST公司若是最後發生下市的情況，則在其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C 群

本身長達 1.3333 年、再轉移至 D 群後停留 1.6164年，合計 2.9497 年。最後，

被歸類為 D 群之 ST公司，則在其發生下市前，會停留在 D 群本身之時間為

2.1262年。整理如表十一。 

表十一   ST公司預期停留時間彙整 

 
各分群至「撤銷 ST」之停留時間 (年) 各分群至「下市」之停留時間 (年)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一 分類二 

B 1.4545 1.5394 3.8378 3.9691 

C 2.6931 2.1318 2.6672 2.9497 

D 3.0847 3.7480 1.4685 2.1262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二二二)ST)ST)ST)ST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估算值與實際值之比較分析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估算值與實際值之比較分析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估算值與實際值之比較分析公司預期停留時程估算值與實際值之比較分析    
為了解馬可夫吸收鏈估計之停留時間，採用樣本中 2003年為 B 群之 ST

公司，在 2004年移轉為 A群之公司為驗證樣本，探討其停留在 B群之時程與

馬可夫吸收鏈估算出之時程是否吻合；此外，也採用樣本中 2003年為 D群之

ST公司，在 2004年移轉為 E群之公司為驗證樣本，探討其停留在 D群之時

程。符合上述條件的驗證樣本共三家 ST公司 (表十二)，其中 B 群轉移至 A

群兩家，D 群轉移至 E群一家。前述分類一馬可夫吸收鏈估計出 B 群轉移至

A群之停留時間為 1.45年，而錦州港 (600190) 與本鋼板材 (000761) 兩家符

合條件的驗證樣本，其實際停留在 B群的時間分別為 1.22年與 1.36年，與馬

可夫吸收鏈估計出的停留時間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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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撤銷 ST之實際與預期停留時間整理表 

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撤銷 ST時點 實際停留時間 
預測停留時間 

分類一 分類二 

600190 錦州港 2004/3/19 1.22年 
1.4545年 1.5394年 

000761 本鋼板材 2004/5/10 1.36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符合 D群轉移至 E群的 ST公司為北科 (600878) 如表十三，其實際停

留在 D群的時間為 1.32年，與分類一估計出的機率 1.47年相差不大，顯示應

用馬可夫吸收鏈估計出達吸收狀態前之預期停留時程，有一定之準確性。 

表十三   下市公司之實際與預期停留時間整理表 

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下市時點 實際停留時間 
預測停留時間 

分類一 分類二 

600878 北科 

2004/9/27 

(2004/4/27 

已暫停上市) 

1.74年 

(1.32年) 
1.4685年 2.1262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伍伍伍伍‧‧‧‧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風險，為了使企業或投資人降低經營

或投資上的風險，風險的預警與防範在近年是個重要的課題。由於中國市場相

當廣大，投資人非常眾多，一旦有任何一家公司發生經營上或財務上的危機，

不僅對整體經濟環境影響甚大，還將會有廣大無辜的投資者受害，對投資者造

成的鉅額損失將是無法估計的。所以，藉由本文探討中國上市公司被列為 ST

股的主要財務因素與 ST 公司的預期停留時程，讓投資人了解中國市場之風

險，並使投資人更能掌控風險。 

本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分是以上海與深圳股票市場 A 股公司中，首度

被列為 ST股的公司為樣本，以資產相近作為配對準則，研究總樣本數為 188

家公司，建立 logit 迴歸模型，探討中國上市公司被列為 ST股的因素，並估

計出被列為 ST公司之機率，企業在發生危機前一年的財務資料，通常是最能

夠反映出企業發生財務危機前的狀況，前兩年、前三年甚至前四年，會因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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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財務危機發生越久而能從財務報表中獲取的危機資訊越少。經繁複的樣本期

間選擇後，本文採用公司財務危機發生前一年的資料建立模型，即以 2003年

正常公司與 ST公司為樣本，使用其 2002年之財務資料建立模型。第二部分

以 2003年被列為 ST公司加入在當年下市的公司與被撤銷 ST的公司為樣本，

採用先前模型所估算的危機機率將其分為 A、B、C、D、E五群，應用馬可夫

吸收鏈估算 ST公司發生下市或撤銷 ST前，停留在 ST股的時間，讓投資人

更能夠掌控風險。本文結論如下： 

1.本文首先以 logit迴歸模型建立中國股票市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實證

結果發現模型有五項解釋變數顯著，分別為「總資產報酬率」、「來自營

業活動現金流量/營業收入」、「負債比率」、「營業費用率」、「連兩年虧損

之虛擬變數」五項變數，且整體正確區別率為 96.28%，顯示模型有著不

錯的區別率。為了瞭解模型的穩定度與模型機率的準確性，本文以 2004、

2005年被列為 ST公司為驗證樣本，對模型預測能力進行驗證，結果發現

2004年、2005年的整體正確區別率分別有 84.38%與 96.29%，顯示模型

有一定的穩定性。 

2.利用上述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所估計出的機率，將公司分為 A、B、C、

D、E五群，應用馬可夫吸收鏈估算 ST公司發生下市或撤銷 ST前停留在

ST股的時間，結果發現以分類一為分類準則，馬可夫吸收鏈估算 B群在

撤銷 ST前與 D群在發生下市前之平均停留在 ST股時間分別為 1.45年與

1.47年；而以分類二為分類準則時，馬可夫吸收鏈估算撤銷 ST前與發生

下市前之平均停留在 ST股時間為 1.54年與 2.13年。此外為驗證馬可夫

吸收鏈估計出之時程之精確性，採用符合 B群移轉至 A群與 D群移轉至

E群的 ST公司為驗證樣本，則驗證樣本的實際停留時間與馬可夫吸收鏈

估算出的時間大致吻合，顯示應用馬可夫吸收鏈可以有效估算出 ST公司

撤銷 ST與終止上市前之預期停留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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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inancial Distress and Risk 
Duration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pecial Treatment Companies in China 

PAI-LUNG CHOU , YU-JING CHEN, JIA-JUN LIN * 

ABSTRACT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prediction model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est imates enterprises distress duration 

wi th Markov absorbing chain, using the companies of the A-share in the stock market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 a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  f inding that there are five explanatory variables significant ly, and 

uses special  t reatment companies of 2004 and 2005 to test  predictable ability of model.  The fi rst,  the 

discriminate rates of 2004 and 2005 are 84.38% and 96.29% respect ively by logistic regression. Secondly, the 

enterprises distress duration estimated by Markov absorbing chain could provide exactly approximations before 

to rescind special treatment or to drop out  from the stock market .  

Keywords: financial distress, special treatment company, financial distress, markov absorbing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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