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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面對中共強大的軍事威脅下，為建立國家整體安全所運用的預算超過二千五百億以上，若審計品質低落，將造成資產安全堪虞、財務資訊不可靠等情事；其次，審計抽樣模式首次於國軍應用，惟尚未有相關文獻探討該模式內各項變數是否具代表性。而目前討論具有非意欲因子（undesirable factors）之模式相關文獻付之闕如，對於審計品質不良這類非意欲產出（undesirable outputs）的效率要如何衡量？無效率的原因又為何？


本研究資料來源是2002年到2003年陸軍審計抽樣模式的調查結果，另本研究另行加入三個變項納入探討影響軍事機關審計品質的因素。經Poisson迴歸模型研究結果發現，主辦主計軍官的單位服務時間、財務失事件數、退審件數、受查核次數、單位性質及單位層級等六個變項有顯著的影響。


其次，經DEA分析結果顯示，在162個觀察值中，計7個觀察值的效率值等於1，屬於相對有效率的決策單位。就規模效率而言，有17個觀察值的效率值達規模效率。此外，有6個單位在CCR及BCC兩模式中均為無效率DMU的參考對象，足為標竿學習的單位。無論在CCR及BCC模式中，均以單位規模變項的待改善比率最高，是無效率的主要來源。


在Tobit 迴歸模型的分析結果中可知，各決策單位在最高學歷、單位服務時間、主財人員編現比、受查核次數、單位性質、單位層級等六個變項達到0.05的顯著水準，是影響審計品質相對效率高低的主因；另與影響審計品質的因素比較結果發現主辦主計軍官的單位服務時間、受查核次數、單位性質及單位層級等四個變項是影響軍事機關審計品質及其相對效率的重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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