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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財務報表介紹



(一) 貨幣性衡量

1. 幣值不變。

2. 僅能表達以貨幣可以衡量的交易事項，非貨幣性的則無法表達。

(二) 成本基礎

就資產評價觀點而言，會計資料所反映的，係表達公司(或獨立

個體)基於已發生之經濟交易事項，所付出的代價而已。

(三) 保守穩健考慮

估計一切可能損失而不預計任何利益。

(四) 會計政策或方法不同之影響

會計處理允許依不同環境、不同狀況而採取不同的計算方法，

進而影響財務報表間的比較性。

會計資料之基本認識及限制



閱讀及運用財務報表之基本原則

(一) 比較性

1.公司本身之比較

(1)時間性的比較

(2)管理性的比較

2.與產業間或同業間之比較

(二) 關聯性

1.財務資訊間之關聯性

2.與非財務資訊間之關聯性

(三) 趨勢性



(一) 資產負債表：代表一企業在特定日期之財務狀況

的靜態報表。

(二) 損益表：表達一企業在特定期間經營結果之動態

報表。

(三) 股東權益變動表：表達一企業在特定期間股東權

益變動情形之動態報表。

(四) 現金流量表：表達一企業在特定期間現金流入與

流出的情形之動態報表。

基本財務報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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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功用
(一)幫助投資與授信決策。

(二)幫助評估投資與授信之現金流量。

(三)報導企業之經濟資源、對經濟資源之請求權、及其變動。

(四)報導企業之經營績效。

(五)報導企業之流動性、償債能力及資金之流量。

(六)評估管理當局運用資源之責任及績效。

(七)解釋財務資料。



十號公報-存貨之介紹



修訂前後評價方法比較

修訂後 修訂前

衡量方法 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 成本與市價孰低法

差異 僅採用淨變現價值 市價為重置成本或淨變
現價值

影響 改變企業於修訂前多以重置成本作為原物料市價基礎之
衡量方法

爭議 有意見認為，重置成本反應購料成本，較能反映存貨之
合理帳面價值。

修改原因 存貨續後衡量之目的在於反映續後銷售或使用存貨之可
回收金額，故應以淨變現價值法衡量之，而非以反映取
得成本之重置成本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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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價損失/回升利益之表達

20X6 20X5

銷貨收入 $   700 $ XXX

銷貨成本 1,000 XXX

營業毛利(損) ( 300) XXX

營業費用 XXX XXX

營業外收益(費損) 400 ( 400)

若20X5年企業之存貨成本$1,000，20X5年底沖減至淨變現價值$600，20X6年銷貨價
款係$700

釋例

掩蓋企業當年度營運已發
生虧損之事實

掩蓋企業當年度營運已發
生虧損之事實

修訂前

17



跌價損失/回升利益之表達

20X6 20X5

銷貨收入 $   700 $ XXX

銷貨成本 600 XXX- 400

營業毛利(損) 100 XXX

營業費用 XXX XXX

營業外收益(費
損)

XXX XXX 

若20X5年企業之存貨成本$1,000，20X5年底沖減至淨變現價值$600，20X6年銷貨
價款係$700

釋例

反映企業當年度營運已發
生虧損之事實

反映企業當年度營運已發
生虧損之事實

修訂後
銷貨成本(1000)+回升

利益400
銷貨成本(1000)+回升

利益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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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後分類基礎

修訂後 修訂前

可選擇分類
方式

不得採用全體項目為基礎，應
逐項比較之；

若符合限定條件得分類為同一
類別予以比較

個別項目

分類項目

全體項目

差異 不得採用全體比較方式 得採用全體比較方式

首次適用

修訂後條文

若企業分類方式於首次適用修訂後規定使分類方式有所改
變，無須計算會計原則變動累積影響數，其影響直接計入當
年度損益即可

影響 舊公報採用分類項目或全體項目因各存貨漲價及跌價可相互
抵銷，企業需認列之損失較低；採用新公報後，在分類比較
基礎下，將造成部分產業須認列極大金額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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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基礎（釋例）

‧ A公司98年底各項存貨之資料及期末存貨之評價如下：

12012,580分類項目

75011,950個別項目修訂後

014,630全體 項目修訂前

損失淨變現價值比較基礎

75011,950個別項目修訂後

014,630全體 項目修訂前

損失淨變現價值比較基礎

12012,580分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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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計政策（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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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揭露（釋例）

比較期間跌價損失/回
升利益應重分類

不再需要列示存貨備抵
科目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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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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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以
正常產能分攤、採逐項比較、
勞務存貨、異常耗損不納入存
貨成本…都將影響存貨之金額

成本與市價孰低法、以
實際產能分攤、採總額
比較、無勞務存貨、異
常耗損納入存貨成本…



資產負債表（續）

一般來說，企業於98年度改採逐項比較法致須提
列較多的跌價損失，普遍將使存貨金額較97年度
大幅下降。其餘以正常產能分攤、勞務存貨及異
常損耗等之修訂則視個別產業情形不同，所產生
之影響程度不一。

首次適用財會10號公報將造成兩年度計算存貨帳
面金額之基礎不同，增加兩期比較之困難度

企業之流動比率亦可能因適用新公報而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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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釋例）

25

除出售存貨之成本外，跌價損
失/回升利益及存貨相關費損
(ex.異常耗損、未分攤固定製
造費用)納入銷貨成本

存貨跌價損失/回升
利益不再納入營業外
收支；

含出售存貨之成本及重
分類至銷貨成本之存貨
跌價損失/回升利益

存貨跌價損失/回升
利益應重分類至銷貨
成本



損益表（續）

依照新公報規定，與存貨相關之費損，如未分攤
固定製造費用、異常製造成本及跌價損失/回升
利益將認列為銷貨成本。

比較年度列於營業外收支之跌價損失/回升利益
亦須重分類為銷貨成本。

新公報下之銷貨成本帳面金額一般將較採用舊公
報時增加，同時將使企業毛利率下降。

比較企業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時
，應注意銷貨成本組成項目之影響；週轉率高不
必然代表存貨之週轉天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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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隱藏危機

1.會計的貨幣性：

資產負債表似乎只不過是一群幣值單位不同的數字，所加減的
資料而已。例如，十年前購入的土地成本金額，與今年購買土地成
本金額相加，可能與美金加台幣一樣沒意義。難怪有人戲稱：資產
負債表是什麼？資產負債表就如同其英文名稱Balance Sheet（直
譯為平衡表）一樣，只是一張左右兩邊數字平衡的表罷了！

幣值不變的假定，除了使資產負債表表達企業財務狀況的功能
受到減損，也可能使損益表的數字，扭曲了企業實際的經營成績。



2.會計的選擇性：

這些不同的會計處理方法，可能使財務報表呈現出非常不同的

結果。國內某上市公司之財務報表中曾揭露，該公司民國九十六年

度新增之某些固定資產，若採用直線法與定率遞減法提列折舊，結

果將使其當年度純益相差達一億三仟餘萬元。

因此，分析財務報表，不是光看數宇，而應先了解會計數字的

計算基礎，也就是企業的「會計政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

企業重要之會計政策，應於財務報表的附註中揭露說明。

雖然會計處理方法，具有選擇的彈性，卻不表示企業可以隨意

使用，或任意變更會計處理方法。企業選擇使用之會計處理方法，

必須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允許者，而且原則上須前後期「一

致」使用，不應任意變更。



3.會計的估計性

會計需要估計，是因為企業經營本質具有不確定性，許多事情

的最後結果，往往要看以後的發展。銷貨中會有多少呆帳發生？固

定資產究竟可以使用多久？不到應收帳款不能收現，不到固定資產

退休或處分時，無法確知。



4.財務報表的人為因素(虛飾財務報表)

有的企業以「安排」流動資產或流動負債增減的時間，達

到提高流動比率的目的。例如以「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在

年底製造大量銷貨，增加應收帳款，次年再以銷貨退回轉銷。

又如「寅吃卯糧」式，年底以折扣、獎勵等方式大量促銷，將

原來可能是明年的銷貨，於今年底達成，增加年底的流動資產

另一種方式就是年底還債，年初再借回來。舉簡例說明如下：



假設某公司12月30日有流動資產一千五百萬元，流動負債一千萬
元，故流動比率為1.5，

12月31日償還短期銀行借款五百萬元，次年1 月1 日再借回來，其
負債實質雖未改變，然其年底資產負債表上，流動資產及流動負債
的餘額，卻使流動比率提高為2。如下表：

單 位 ： 萬 元

12月30日 12月31日 1 月 1 日

流動資產 $ 1,500 $  1,000 $  1,500

流動負債 $ 1,000 $    500 $  1,000

流動比率 1.5 2 1.5



5.關係人交易

所謂關係人交易，顧名思義，乃是交易雙方有某種可能
影響交易行為的關係存在，因此使交易的條件，可能隱藏著不
同於一般營業常規之處。

關係企業間常有互相提供原料或勞務的情形，在交易過
程中，有時候會利用進貨或銷貨價格的調整，以影響雙方的利
益。



–企業為什麼要舞弊？

–舞弊的手法有哪些？

–如何由財務資訊偵測舞弊？



企業為什麼要舞弊？

‧因為有誘因，例如：

–提高股價換取現金

–容易籌措資金

–獲取高績效獎勵

–有利企業併購談判籌碼

–冀望企業能够脫離艱困險境而存活



–企業為什麼要舞弊？

–舞弊的手法有哪些？

–如何由財務資訊偵測舞弊？



舞弊的手法有哪些？

‧ 報表呈現「企業實際營運沒那麼好，財務報表卻非常迷
人」，或是掏空企業資產

‧ 列舉舞弊手法如下：

– 出售應收帳款

– 假進銷貨

– 發行海外可轉債

– 謊稱外資入股

– 為私人借款作保證

– 成立新公司，以供不當用途



假進銷貨(續)

‧以博達為例，假得很真：

–虛設海外假客戶6家，假供應商2家

–安排國內有往來的客戶5家及供應商7家

–員工派駐海外，承租辨公室及倉庫

–瑕疵品報關出口至海外，再安排報關進口

–國內假客戶向博達虛購商品，再虛售予國內假供應商，再賣回博

達

–虛製齊全的假買賣交易證明表單

–同一批存貨反覆循環進銷，以虛灌營業收入



–企業為什麼要舞弊？

–舞弊的手法有哪些？

–如何由財務資訊偵測舞弊？



如何由財務資訊偵測舞弊？

‧ 列舉警訊：

– 應收帳款增加率 ＞ 營收成長率

– 存貨週轉天數異常增長

– 不尋常的關係人交易

– 營運資金未隨獲利增加

– 浮濫籌資

– 大股東、董監事持續出脫持股或質押比率過高

– 頻繁的財務主管更換

– 外部企業風險預警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