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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 

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規範 

項目及次序 

一、 封面(精裝及平裝)  

二、 書背(精裝及平裝)  

內文順序 

三、 封面頁 

四、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五、 中文摘要 

六、 英文摘要 

七、 誌謝 

八、 章節目錄 

九、 圖目錄 

十、 表目錄 

十一、論文本文 

十二、參考文獻 

十三、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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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經學院 

博士學位論文 
 
 
 
 
 

企業避稅行為對公司價值之影響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on 

Firm Value  
 

 

 

 

 

 

 

 

研究生：林小小 
 

 

 

 

指導教授：汪大大 博士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七月 

24pt 標楷、

粗体 

1.524pt 行 

24pt 標楷、粗体 

32pt 固定行距 

18pt 標楷、粗体 

18pt 固定行距 518pt 行 

418pt 行 

“碩…文”設為 1.524pt 行後， 

再鍵入 518pt 之空行 

20 或 22pt 英文標題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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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指畢業學年度（同學請依實際畢業學年度繕打） 

＊ 封背字體可依論文實際厚度自由調整字體大小 

(例如:民國 112 年 7 月畢業者：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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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名稱： 

頁數： 

校所別：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博士班 

畢業時間：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位：博士  

研究生： 

指導教授： 

 

關鍵詞： 

    摘要為論文或報告的精簡概要，其目的是透過簡短的敘述使讀者大致瞭

解整篇報告的內容。摘要的內容通常須包括問題的描述以及所得到的結果，

但以不超過 500 字或一頁為原則，且不得有參考文獻或引用圖表等。以中文

撰寫之論文除中文摘要外，得於中文摘要後另附英文摘要。標題使用 20pt 粗

標楷體並於上、下方各空一(1.5×12pt)行後鍵入摘要內容。摘要須編頁碼。 

 



5 

 

ABSTRACT 

Title：                                         

Pages： 

School：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Department：College of Business 

Time：July, 2023 

Degree：Doctor of Philosophy (Ph. D) 

Researcher： 

Advisor：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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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含計劃書)內文排版格式 

一、一般事項 

1. 論文需符合下列格式：稿件以 A4 紙從左而右橫式打寫，全文行距 1.5

倍行高，稿件左緣留 3 公分、右緣留 2.5 公分之空間，上緣留 2 公分、

下緣留 2 公分之空間，段落間距為自動行距。 

2. 頁次包括正文、附錄、參考文獻及圖表，應連續編號。 

二、內文之撰寫 

1.以中文撰寫者，大標題以國字編序第一章、第二章，標題應置中、粗體。

次標題第一節起，靠左對齊、粗體。再次標題以一、二、…排列，靠左

對齊；若之下再細分，則以(一) (二)…排列，靠左對齊；若之下再細分，

則以阿拉伯數字 1、2、3、4、∙∙∙排列，靠左對齊；若之下再細分，則以

(1)、(2)、(3) 、 ∙∙∙排序，靠左對齊。舉例如下： 

第一章、前言(標楷體、粗體、18 號字、置中) 

第一節、研究背景(標楷體、粗體、16 號字、置左) 

一、觀念性架構(標楷體、粗體、14 號字、置左) 

(一) 裁量性經費支出原則(標楷體、13 號字、置左) 

1. (標楷體、13 號字、置左) 

(1) (標楷體、13 號字、置左) 

 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附錄，則附錄亦需編號，如「附錄一」，置於

行之中央，並儘可能加標題。 

2.翻譯名詞及縮寫之用法 

(1) 文中第一次提及特定中文翻譯名詞時，須附加英文原名，其後再

出現時，不必再附加英文原名。 

(2) 中文標題後若附加英文專有名詞，則英文字之字首應大寫，但若

該英文名詞出現在內文時，則不必大寫，例如： 

       一、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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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洗大澡(take a big bath) ∙∙∙ 

(3) 採用縮寫時，應於該字第一次出現時說明，例如：本文以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簡稱 VIF）值測試∙∙∙，一旦決定採用簡稱，必須

前後一致，不可將全名及簡稱交換使用。 

三、附註 

附註置於頁底，舉例以中文撰寫時： 

預算(budgets)是政府施政計畫的數字表示，政府各單位每年度都編列

一定的經費來推展政務 3。 

 
      3  經費係指依法定用途及條件得支用之金額 (預算)。由於本文探討的是歲出預算，故「經

費」 與「預算」兩詞將交互使用。（標楷體，10 號字） 

四、文獻引用 

1.  .同時引用數篇文獻時，應按出版時間先後次序排列，但同一人有兩篇

以上時，則列在一起，例如，Ohlson (1994, 1995)。另引用之作者名字

置於括弧內或外，視情況而定，例如，可避免損益項目裁量性及非裁

量性之複雜問題(Kang and Sivaramarishnan 1995)。三個以上之作者

時，正文第一次引文時需列出所有作者，第二次以後引用只須列出第

一位作者，例如，(Jones et al. 1985)。同一作者同一年度有兩篇或兩篇

以上時，以 a、b、c、…表示，例如：(Jones 1987a, 1987b)。 

2. 引用文獻若同時含中英文，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並依年度排列。 

3. 引用文獻之出版年度一律以西元列示，例如：我國股市至 80 年始回歸 

   至較為理性階段(黃敏助 1991；陳志愷 1992)，∙∙∙∙∙ 

4. 引用之文獻係來自機構之出版物時，該機構名稱可用縮寫，例如

(AICPA Cohen Commission Report 1977)。 

5. 除非會造成誤解，在中英文引註頁碼前，不使用”第 ∙∙∙∙∙頁”、”p.”

或”pp.”，例如陳志愷(1992, 50)或 Smith (1999,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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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英文文獻在前，中文文獻在後。英文文獻依字母排序，中文則依

作者姓氏筆劃排序。文獻內容排版格式僅提供幾種常用文獻格式如

下，未盡部份請參照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 

(期刊)－含已獲同意刊登但尚未出版 

基本格式：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1999).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 xx(xx), xxx-xxx. 

1. Holbrook, M. B. & Schindler, R. M. (1989). Some Exploratory 

Finding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al Tast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6(3), 19-24. 

2. Pullig, C., Simmons, C. J., & Netemeyer, R. G. (2006). Brand Dilution: 

When Do New Brands Hurt Existing Brands? Journal of Marketing, 

70(2), 52-66.  

3. 林明杰、彭凌峰(2000)。不同情境下創新專案關鍵成功因素間關係

之研究。管理學報，17(4)，625-642。 

註：必要項目包括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等。 

(書籍)－含政府單位出版品、書文集 

基本格式：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1. Aaker, D. A. (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 Davis, S. M. & Dunn, M.(2002). Building the Brand-driven Business: 

Operationalize Your Brand to Drive Profitable Grow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3. Engel, J. F., Blockwell, R. D., & Miniard, P. W. (1990). Consumer 

Behavior (14th ed.). Orlando: Dryden Press. 

4. 楊雪蘭、宋兆賢(2008)。企業研究方法。台北：華泰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5. 賴士葆(1995)。生產作業管理－理論與實務(3 版)。台北：華泰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6. 鍾才元(2001)。生涯規劃：新手老師的就業準備與須知，載於黃正

傑、張芬芬(主編)，學為良師－在教育實習中成長(425-4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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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師大書苑。 

註 1. 必要項目包括作者、年代、書名、地點、出版社等。 

註 2. 作者為二人時之寫法為「A & B」; 作者為三人或以上之寫法為

「A, B, & C」。 

(研討會及學位論文) 

基本格式：Author, A. A. (1990, June). Report Title. Symposium Title, 

Place, xx-xx. 

1. Chen, Y. K. (1976).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Capacitated Lot-Size 

Proble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USA, 1-10. 

2. Cook, S. A. (1971). The Complexity of Theorem-Procedures. 3rd 

Annual ACM Symposium, Theory of Computing, 151-158. 

3. Hungerford, N. L. (1986, June).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4. Lichstein, K. L., Johnson, R. S., Womack, T. D., Dean, J. E., & 

Childers, C. K. (1990, June). Relaxation Therapy for Poly-pharmacy 

Use in Elderly Insomniacs and Noninsomniacs, In T. L. Rosenthal 

(Chair), Reducing Medication in Geriatric Population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Uppsala, Sweden. 

5. 張芬芬(1995，4 月)。教育實習專業理論模式的探討。台北市立師

範學院主辦，師資培育專業化研討會(61-78)，台北市。 

6. 周淑貞(1997，6 月)。管理當局盈餘預測與盈餘管理關係之實證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註：必要項目包括作者、年代、月份、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及舉行

地點等。  

(報告或政府出版品) 

基本格式：Institute. (1991). Report title. (No. xxx). Location: Author. 

1. Simpson, B. H. (1975).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of Chassis 

Dynamometer Fuel Economy.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Technical Paper Series 7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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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1). 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 by Age and Sex in Statistical Local Areas, New South 

Wales, June 1990 (No. 3209.1). Canberra,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uthor. 

3. 黃政傑、李春芳、周愚文、潘慧玲(1992)。大陸小學教育政策與

教育內容之研究總結報告(編號：F0033518)。台北市：教育部。 

4. 楊仁壽(1997)。動態決策理論之研究(I)：長短期與特定模糊標的

設定的效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NSC 

86-2417-H-224-001)。台北市：臺灣大學。 

5. 教育部(2000)。中華民國教育統計(編號：006154890170)。台北：

三民書局。 

註：必要項目包括組織單位、年代、書名、地點、出版社等。 

(網頁)－須註明網頁日期與 URL 

1. Emmons, G. (2005). Turning On the Tap: Is Water the Next Oil? HBS 

Working Knowledge, Retrieved October 18, 2005, from 

http://hbswk.hbs.edu/item.jhtml?id=5049ett=globalization. 

2. 內政部(2004)。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摘要分析，2006 年 7 月 17

日 ， 取 自 內 政 統 計 資 訊 服 務 網 ：

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3low- income-family.htm。 

附錄 

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3low-%20income-famil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