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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IFRS 修正商業會計法之

分析
政府為因應國際會計準則（IFRS）之發展趨勢，並檢討不合時宜條文，修正商業會計法部分條文係

予國際財會接軌，就會計準則僅作原則性規範，爰刪除有關會計項目分類、入帳基礎及損益計算之

規定，惟有若干條文未秉諸原則性規範之精神加以刪除，第六十五條商業之決算期間必要時得延長

一個月，以及第八十三條至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始施行和其但書之規定等有討論之空間。

　劉其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壹、前言

本次商業會計法之部分

條文修正除行政院所提之修正

案外，尚有立法委員之提案為

因應我國導入國際會計準則

（IFRS），降低企業適用的衝

擊。參考國際會計準則修正會

計項目、財務報表名稱、增訂

財務報表要素、認列條件及衡

量基礎的原則性規範、導入國

際會計準則（IFRS）後，以使

會計處理與國際接軌，考量會

計實務處理上的配合，將商業

之決算期間修正為必要時得延

長二個半月，同時規定商業得

自願提前實施之彈性條款等，

將可強化會計法令之部分彈

性，減少會計準則適用之衝突，

對於提升我國商業之國際競爭

力，將有所助益。

貳、修正之內容重點

茲將本次修正條文之內容

重點簡述如下：

一、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用語，

將凡商業之資產、負債或

業主權益發生增減變化之

事項，稱為會計事項。其

中業主權益修正為權益。

另參考國際會計準則「財

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

構」規定，構成財務報表

要素主要內容，除資產、

負債及權益外，增列尚包

含收益及費損等。鑒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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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制度規範之內容，包括

簿記組織、會計憑證、會

計帳簿、會計項目、財務

報表及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等，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已訂有相關規

範，為避免疊床架屋，刪

除第十二條文第一項、第

二項規定以符實際。參考

國際會計準則用語，將「會

計科目」修正為「會計項

目」；並將「帳簿」修正

為「會計帳簿」。故會計

憑證、會計項目、會計帳

簿及財務報表，其名稱、

格式及財務報表編製方法

等有關規定之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二、鑒於商業會計法僅訂定原

則性之規範，財務報表項

下之會計項目，將由商業

會計處理準則予以規範，

爰將第四章名會計科目及

財務報表文字修正為財務

報表，同時規定會計項目

應按財務報表之要素適當

分類，商業得視實際需要

增減之。參考國際會計準

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之第 10 段規定，將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損益表」修正為「綜合

損益表」；第四款修正為

「權益變動表」，並將第

二項「註譯」修正為「附

註」。為利商業了解財務

報表要素之種類及定義，

爰參考國際會計準則「財

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

構」第 49 段，增訂資產、

負債及權益組成要素之原

則性規範。另參考國際會

計準則「財務報表編製及

表達之架構」第 70 段，

增訂收益及費損組成要素

之原則性規範。爰新增訂

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之

二條文。新增訂商業得視

實際需要，於財務報表附

註編製重要會計項目明細

表。

三、考量本法僅訂定原則性規

範，爰將第六章及第七章

整併，其次因第六章已大

幅刪除各個會計項目之入

帳基礎，並參考國際會計

準則規定，新增認列及衡

量之原則性規範，爰章將

第六章章名修正為「認列

及衡量」。參考中小企業

國際會計準則「觀念與廣

泛性原則」修正第四十一

條為資產及負債之原始認

列，以成本衡量為原則。

參考國際會計準則「財務

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

第一百段規定，增列各會

計項目之衡量基礎，增定

本法第四十一條之二商業

在決定財務報表之會計項

目金額時，應視實際情形，

選擇適當之衡量基礎，包

括歷史成本、公允價值、

淨變現價值或其他衡量基

礎。

四、修正本法第四十二條為

資產之取得，係由非貨幣

性資產交換而來者，以公

允價值衡量為原則。但公

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

以換出資產之帳面金額衡

量。受贈資產按公允價值

入帳，並視其性質列為資

本公積、收入或遞延收入。

新增規範存貨成本之計算

方法、存貨後續衡量之規

定等，修正本法第四十三

條為存貨成本計算方法得

依其種類或性質，採用個



論述 》預算•決算

主計月刊︱第 709 期︱ 2015.1

62

別認定法、先進先出法或

平均法。存貨以成本與淨

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當存

貨成本高於淨變現價值

時，應將成本沖減至淨變

現價值，沖減金額應於發

生當期認列為銷貨成本。

因有價證券入帳方法，參

考國際會計準則用語，「公

平價值」應修正為「公允

價值」，「評價」應修正

為「衡量」，「有價證券」

應修正為「金融工具」，

考量權益法之衡量屬會計

細部規範，移由子法或行

政命令予以規範，較具彈

性，修正第四十四條文為

金融工具投資應視其性質

採公允價值、成本或攤銷

後成本之方法衡量。具有

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

長期股權投資，採用權益

法處理。

五、現行法第四十五條文「各

項債權」僅有「應收款項」

評價應提列備抵呆帳，故

將「各項債權」修正為「應

收款項」，「科目」修正

為「項目」，「評價」修

正為「衡量」，並考量備

抵呆帳不足沖轉之規定屬

會計細部事項，移由子法

或行政命令予以規範較具

彈性，修正本法第四十五

條文為應收款項之衡量。

修正本法第四十六條，將

「固定資產」修正為「資

產」、將「科目」修正為

「項目」。無形資產之攤

銷規範，為會計項目細部

規範，移列子法或行政命

令加以規範，修正後第

五十條為購入之商譽、商

標權、專利權、著作權、

特許權及其他無形資產，

應以實際成本為取得成

本。無形資產自行發展取

得者，以登記或創作完成

時之成本作為取得成本，

其後之研究發展支出，應

作為當期費用。

六、土地經依公告現值調整

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

估計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及

其他法令規定應減除之準

備後，列為權益項下之未

實現重估增值，移至商業

會計處理準則再規範，修

正後第五十二條規定資產

辦理重估或調整而發生之

增值，應列為未實現重估

增值。經重估之資產，應

按其重估後之價額入帳，

自重估年度翌年起，其折

舊、折耗或攤銷之計提，

均應以重估價值為基礎。

修正本法第五十二條，有

鑑於「用品盤存」、「其

他遞延費用」非屬國際會

計準則之單行項目，爰予

以刪除，且「評價」修正

為「衡量」。修正本法第

五十五條，將「市價」修

正為「公允價值」，資本

以現金以外之財物抵繳

者，以該項財物之公允價

值為標準；無公允價值可

據時，得估計之。修正本

法第五十七條，商業進行

合併、分割、收購、解散、

終止或轉讓等交易，應視

實際情形採行適當之衡量

方式，將「以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或實際成交價格

為準」修正為「以公允價

值、帳面金額或實際成交

價格為原則」。

七、 將 該 期 稅 後 純 益 或 純

損 ...... 修正為本期綜合損

益總額，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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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已無「非常

損益」會計項目，爰刪除

現行條文規定。關於收入

之抵銷額不得列為費用等

規定，屬會計細部項目，

移由授權子法或行政命令

予以規範，爰予刪除，商

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

生之全部收益，減除同期

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

後之差額，為本期綜合損

益總額。國際會計準則規

定，並無全部完工法，而

是用工程回收法。因此將

長期工程合約之工程損益

相關規定，予以移置，營

業收入應於交易完成時認

列。分期付款銷貨收入得

視其性質按毛利百分比攤

算入帳；勞務收入依其性

質分段提供者得分段認

列。

八、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

關之收入及費用，認列方

式移至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再規範。修正後第六十條

為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

有關之收入及費用，應適

當認列。本法第六十一條

有關退休金提撥制度，屬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及

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規範

事項，且性質非屬會計原

則，爰刪除相關文字。修

正後第六十一條為商業有

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

者，應於員工在職期間依

法提列，並認列為當期費

用。有關由保留盈餘提

列之準備，因公司法第

二百三十七條已有規範，

且性質非屬會計原則，刪

除本法第六十三條。導入

國際會計準則（IFRS）後，

因實際的商業決算作業將

更為繁複及困難，考量會

計實務處理上的配合，將

商業之決算期間，修正為

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

增訂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本次修正條文自 1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但商

業得自願自 103 年會計年

度開始日起，適用中華民

國 103 年 5 月 30 日修正之

條文。

參、本文之評述

針對本次商業會計法之修

正提出下述之看法：

一、在全球之國際化潮流方向

下，為因應國際會計準則

（IFRS）之發展趨勢，並

與國際會計準則實務進行

接軌，檢討現行商業會計

法中不合時宜條文，加以

配合修正以期符合國際上

財務報表上會計用語之一

致性，使財務報表之表達

更為完整所作之修正，本

文完全支持，由其是行政

院版所提之商業會計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因

為此為臺灣商業會計發展

邁向國際化之必然結果，

愈早修正實施付諸執行愈

好，本案行政院原先預計

之施行日期為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但是本案實際

完成三讀立法程序之時間

為民國 103 年 5 月 30 日，

在時間上是有所不同。

二、現行商業通用會計制度之

內容，包括簿記組織、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會計

項目、財務報表及會計事

務處理程序等。鑒於商業

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已定有相關規範，因此

刪除同性質之商業，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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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訂定其業別之會

計制度規範，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商業得依其

實際業務情形、會計事務

之性質、內部控制及管理

上之需要，訂定其會計制

度，以求法律條文內容用

字簡潔明確，並兼顧商業

會計與財務報表實務上之

需求。由於國際會計準則

第一號第五十四段規定，

資產負債至少應列之單行

項目，未有基金及長期投

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

之項目名稱；其第九十九

段規定，認列於損益之費

用，可選用性質別或功能

別做為基礎分類，不以採

用性質別為限。茲為使會

計項目之分類及表達更具

彈性，以適應商業需要，

刪除本法第二十七條，改

由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予

以規範，以及在此一觀念

下所應配合修正之條文

內容，本文皆持肯定之看

法。

三、增訂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

資產負債表係反映商業特

定日之財務狀況，其要素

如下：資產係指因過去事

項所產生之資源，該資源

由商業控制，並預期帶來

經濟效益之流入等，本文

認為應將資產定義為並預

期帶來經濟資源之流入；

負債之定義亦建議比照修

正。增訂本法第二十八條

之二原先立法委員提案之

內容，指綜合損益表係反

映報導期間之財務績效，

該財務報表之要素如下等

其中部分用語文字應加以

修正。增訂本法第四十一

條之一資產、負債、權益、

收益及費損，應符合下列

條件，始得認列為資產負

債表或綜合損益表之會計

項目：其中權益一詞係指

原先之業主權益，本文不

了解增加權益一項之用意

與目的為何？其增列之必

要性為何？

四、考量近年來會計準則快

速變動，本法難以即時配

合修正，導致企業適用會

計準則時產生困擾，宜僅

納入永久性、不輕易變動

且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之原則性規範，至於會計

項目之細部規範，由商業

會計處理準則及相關法規

命令或行政規則加以規

範，俾具彈性。本條係屬

商業會計項目之細部規

範，爰予刪除第四十二條

文。當屬商業會計之正辦

但不知是何原因， 終仍

通過修正本法第四十二條

文，類似之情形易發生於

修正本法第四十三條文有

關存貨成本之計算方法、

金融工具投資之評價、第

四十五條應收款項之衡

量、第四十六條折舊性資

產，應設置累計折舊項

目、第四十七條資產之折

舊方法、第四十九條遞耗

資產，應設置累計折耗科

目、第五十條無形資產之

評價、第五十一條之資產

重估價、第五十三條預付

費用之帳務會計處理、第

五十四條各項負債應各依

其到期時應償付數額之

折現值列計、第五十五

條資本以現金以外之財

物抵繳者，以該項財物之

公允價值為標準；無公允

價值可據時，得估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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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條商業在同一會

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

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

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第

五十九條營業收入應於交

易完成時認列。分期付款

銷貨收入得視其性質按毛

利百分比攤算入帳；勞務

收入依其性質分段提供者

得分段認列。第六十條與

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關

之收入及費用，應適當認

列、第六十一條商業有支

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者，

應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提

列，並認列為當期費用。

倘若上述這些條文之修正

採取行政院之提案內容予

以刪除，將更符合本法與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相關

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加以

規範，二者間之專業分工

與目的歸屬。亦減損立法

之簡潔扼要原則。

五、新增第二十八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款費損：指報導

期間經濟效益之減少，以

資產流出、消耗或負債增

加等方式減少權益。但不

含分配給業主而減少之

權益，已針對現行條文第

六十四條內容有所規定，

未避免重複立法第六十四

條首文應予刪除。至於但

書部分具負債性質之特別

股，其股利是否一定應認

列為費用，鑒於會計準則

快速變動，除涉及企業之

認定問題，且屬財報會計

項目之細部規範，宜由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及相關法

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加以規

範，才具有彈性，本文建

議第六十四條文應予以刪

除。有關修正之第六十五

條商業之決算期間修正予

以延長，必要時得延長二

個半月，其理由為導入國

際會計準則（IFRS）後，

相較過去其實際的商業決

算作業將更為繁複及困

難，考量會計實務處理上

的配合，將商業之決算，

由必要時得延長一個半

月，修正為必要時得延長

二個半月，對此本文持保

留之看法，因為會有商業

將其年度之決算期間再多

延長一個月，全民知悉企

業財務報表之時間又再延

後一個月，從會計資訊應

具及時性、有效性觀之恐

有所不妥。

六、原行政院提出商業會計法

修正案，其生效日期為民

國 102 年 1 月 1 日，惟因

於 民 國 103 年 5 月 30 日

始完成三讀之立法程序。

考量修法進度及實務配合

需要，以及財務報表編製

係依會計年度為之，本

次修正條文宜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文不

了解為何修正之條文必須

自 民 國 105 年 1 月 1 日

施行之緣由。同時本法第

八十三條但書規定，商業

得自願自民國 103 年會計

年度開始日起，即適用本

此修正之條文，其立法原

意究係一次全盤適用修正

之條文，亦或可局部只適

用其有利之條文，那麼當

企業選擇有利其本身之修

正條文時，顯然一定又不

利於一般社會大眾及報表

之閱讀者，就立法之衡平

性言有無兼顧弱勢者之權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