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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IAS 1「財務報表之表達」

► IAS 27「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 IAS 28「投資關聯企業」

► IAS 31「合資權益」

► IFRS 3之實務分享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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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 採用IFRS後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 現行「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之規定



採用IFRS後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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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編製之基礎

現行財務報表編製之基礎

► 母公司報表為主

► 合併報表為輔

採用IFRS後財務報表編製之基礎

► 合併報表為主

► 依公司法編製之個體報表為輔



現行「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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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1目的、範圍及生效日

► 規範一般目的財務報表表達之基礎

► 為了滿足一般使用者的需求，而非依其特定所需資訊要求而編製之
財務報表

► 適用於

► 單獨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 所有企業 (行業特定議題並未被提及)

► 未規定固定的表達格式

► 生效日

► 適用於2009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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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份財務報表

► IAS 1 明確地說明整份財務報表包含

► 當期期末之財務狀況表

► 當期之綜合損益表

► 當期之權益變動表

► 當期之現金流量表

► 附註，包含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其他解釋性資訊; 及

► 當企業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企業重分
類財務報表項目時，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財務狀況表

► 企業應以同等重要程度表達整份財務報表中之所有財務報表



Page 10 IAS 1, IAS 27, IAS 28, IAS 31與 IFRS 3之實務分享

財務報表表達之一般特性

► 公允表達及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應計基礎會計

► 重大性及彙總

► 互抵

► 報導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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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表達之通則 (續)

► 比較資訊

► 至少應表達兩期之財務狀況表、兩期之其他報表及相關附註

► 如企業追溯適用一項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報表之項目時，其
至少應表達三期之財務狀況表，兩期之其他報表及相關附註

► 三期之財務狀況表係包括：

► 當期期末，

► 前期期末(即當期期初)，及

► 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

► 表達之一致性

► 企業對各期間財務報表項目之表達與分類應維持一致



Page 12 IAS 1, IAS 27, IAS 28, IAS 31與 IFRS 3之實務分享

財務狀況表資訊之表達

財務狀況表至少應表達下列各項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投資性不動產

► 無形資產

► 金融資產(採權益法之投資、應收帳款
及其他應收款、現金及約當現金除外)

► 採權益法之投資

► 生物資產

► 存貨

►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 現金及約當現金

► 依IFRS 5分類為待出售資產及包括於
分類為待出售處分群組之資產

►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 負債準備

► 金融負債(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及負債準備除外)

► IAS 12定義之當期所得稅負債及
資產

► IAS 12定義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
負債

► 依IFRS 5分類為待出售處分群組
之負債

► 表達於權益項下之非控制權益

►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已發行股本
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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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流動與非流動之區分

► 除按流動性表達能提供較為可靠而更攸關之資訊者外，企業於財務狀
況表中按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與非流動負債之分類分別表達。當
採用前述例外情況時，企業應按流動性之順序表達所有資產及負債

► 不論採用何種表達方法(即依流動/非流動分類或依流動性表達)，對於
預期回收或清償期間超過12個月之各資產及負債單行項目，應分別
揭露下列金額：

► 未超過報導期間後12個月者，及

► 超過報導期間後12個月者

► 有些企業（例如金融機構）因非於明確可辨認之營業週期內提供商品
或勞務，其資產及負債按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之流動性順序表達，比
按流動與非流動分類表達，能提供較為可靠及更攸關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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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資產

►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將資產分類為流動：

► 預期於其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出售或消耗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該資產

► 預期於報導期間後12個月內實現之資產；或

► 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報導期間後至少12個月將該資產交換或用以
清償負債受到限制者除外

► 資產不屬於流動資產者為非流動資產

► 遞延所得稅資產不允許列於流動資產項下

*營業週期係指自取得待處理之資產至其實現為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時間。

當正常營業週期無法明確辨認時，假定其為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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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負債

►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將負債分類為流動：

► 預期於其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該負債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該負債

► 企業預期於報導期間後12個月內到期清償該負債

► 企業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期間後至少12個月之負債。

負債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方之選擇，以發行權益工具而導致其清
償者，並不影響其分類

► 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

► 遞延所得稅負債不允許列於流動負債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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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 表達方式

► 單一綜合損益表，包括期間內認列之所有收益和費損項目，
或

► 兩張報表：

► 一張報表列示損益組成部分之報表(單獨損益表)

► 第二張報表自損益開始並列示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部分(綜合損
益表)

► 當使用兩張報表時，綜合損益表必須緊接在單獨損益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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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中資訊之表達

綜合損益表至少應包含下列當期金額之各單行項目：

► 收入

► 除列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所產生之利益及損失

► 財務成本

► 採用權益法認列所享有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份額

► 若重分類金融資產致使其以公允價值衡量，由先前帳面金額與其重分類日（如
IFRS 9定義）公允價值之差額所產生之所有利益或損失

► 所得稅費用

► 包括下列項目合計數之單一金額

► (1)停業單位之稅後損益，及 (2)構成停業單位之資產或處分群組於按公允價值減出售
成本衡量時或於處分時所認列之稅後利益或損失

► 損益

► 依性質分類之其他綜合損益之每一組成部分(不包含下一項目之金額)

► 採用權益法認列所享有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及

► 綜合損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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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費用之分類

► 依費用之性質別分析

► 收入 X

► 其他收益 X

►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X

► 耗用之原料及消耗品 X

► 員工福利費用 X

► 折舊及攤銷費用 X

► 其他費用 X

► 費用總計 (X)

► 稅前淨利 X

► 依費用之功能別分析

► 收入 X

► 銷貨成本 (X)

► 銷貨毛利 X

► 其他收益 X

► 運送成本 (X)

► 管理費用 (X)

► 其他費用 (X)

► 稅前淨利 X

► 按功能別分類費用之企業應揭露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包括折舊
與攤銷費用及員工福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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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其他綜合損益

包括因IFRSs規定不可認列(或允許不認列)於損益表的收益及費損項
目(含重分類調整)，其包括:

► 重估增值之變動 (IAS 16 & 38)

► 確定福利計畫的精算損益 (IAS 19)

►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之累積換算差異數 (IAS 21)

►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益 (IA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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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 權益組成要素包括各種投入權益、各類其他綜合損益之累
計餘額與保留盈餘

► 企業應於權益變動表或附註中，表達當期分配予業主之股
利及其相關之每股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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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中資訊之表達

IAS 1規定權益變動表的表達必須包含以下項目：

► 當期綜合損益總額，並分別列示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總額及非控制權
益之總額

► 每一權益組成部分依IAS 8所認列追溯適用或追溯重編之影響；及

► 每一權益組成部分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間之調節，並單獨揭露來自下
列項目之變動：

► 損益；

► 每一項其他綜合損益；及

► 與業主(以其業主之身分)之交易，並分別列示業主之投入及分配予業主，
以及未導致喪失控制之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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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中資訊之表達(續)

► 對每一權益組成部分，企業應於權益變動表或附註中將其
他綜合損益逐項表達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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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 現金流量資訊提供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企業產生現金及約
當現金之能力，以及企業運用該等現金流量之需求之基礎

► 現金流量資訊之表達與揭露，應依IAS 7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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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單獨損益表(如有列報)、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之每一項目與附註之相關資訊交互索引

► 通常按下列順序表達附註:

► 遵循IFRSs之聲明

► 所採用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

► 財務報表各項目之補充資訊，並按每一報表及每一單行項目
之順序表達；及

► 其他揭露，包含：

► 或有負債與未認列之合約承諾，及

► 非財務性之揭露，例如企業之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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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之揭露

► 財務報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中揭露：

► 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衡量基礎，及

► 對了解財務報表攸關之其他會計政策

► 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或其他附註中，揭露管理階層於採用會計政策
過程中所作對財務報表認列金額最具有重大影響之判斷，但涉及
估計之判斷除外。例如：

► 金融資產是否為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 金融資產及租賃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重大風險及報酬何時移轉予
其他企業

► 特定商品之銷售實質上是否為融資安排，因此並不產生收入；及

► 企業與特殊目的個體間之實質關係是否顯示該企業控制此特殊目的
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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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不確定性之來源

► 企業應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作之假設及估計不確
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該等資訊及不確定性具有導致資產
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

► 有關該等資產及負債，附註應包括下列之明細：

► 該資產與負債之性質

► 該資產與負債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帳面金額

► 其他相關資訊，如：

► 假設或其他估計不確定性之性質

► 帳面金額對其計算所根據方法、假設及估計之敏感性，包括敏感性之理
由

► 不確定性之預期結果，以及相關受影響資產及負債之帳面金額於下個財
務年度之合理可能結果之範圍；及

► 若不確定性仍未解決，對該等資產及負債先前假設所作改變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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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不確定性之來源（續）

部分IFRSs列有特定的揭露規範(未列入各該IFRSs，則依IAS 1規
範)，如：

► IAS 37要求在特定情況下，揭露關於影響各類準備相關未來事件的主
要假設

► IFRS 7規定，以公允價值列帳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應揭露其估計
公允價值所使用的重大假設

► IAS 16規定，以重估價法衡量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應揭露其
估計公允價值所使用的重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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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 企業應揭露能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其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及
程序之資訊，包括：

► 有關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及程序之品質性資訊

► 作為資本管理之項目之彙總量化資料

► 自以前期間以來上述項目之變動

► 當期是否遵循所有外部所加之資本規範

► 如企業未遵循外部強制性資本規範時，其未遵循之後果

► IAS 1規定，企業應基於提供予主要管理階層之內部資訊為基礎，
揭露此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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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揭露

財務報表附註應揭露下列資訊：

► 通過發布財務報表前，擬議或宣告但尚未認列為當期分配予業主之股
利金額，及相關之每股金額；及

► 未認列之累積特別股股利金額

► 企業之所在地及法律形式、其公司註冊地之國家，以及其登記辦公場
所之地址

► 企業營運性質及主要活動之說明

► 母公司及集團最終母公司之名稱

► 如為存續期間有限之企業，有關其存續年限之資訊



IAS 27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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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7於2011.5前之規範

► 我國曾於93年依據IAS 27修訂7號公報，除下列所列者外，

IAS 27與我國7號公報並無重大差異：

► 未喪失控制能力下之股權變動

► 損失超過少數股權之處理

► 喪失控制能力但保留部分持股之處理

► 單獨財務報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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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喪失控制能力下之股權變動

► 作為權益交易處理

► 母公司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未導致喪失控制者，應作為與

業主（以其業主之身分）間之交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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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超過少數股權之處理

► 綜合損益總額應歸屬於母公司業主及非控制權益，即使非

控制權益因而成為虧損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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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控制能力但保留部分持股之處理

► 母公司若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應：
► 將子公司之資產（包含商譽）及負債按喪失控制日之帳面金額除列；

► 將前子公司之非控制權益按喪失控制日之帳面金額除列；

► 認列導致喪失控制之交易、事件或情況所收取對價（如有收取）之公

允價值

► 將對前子公司之剩餘投資按喪失控制日之公允價值認列；

► 對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子公司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

與母公司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之處理相同，故將其重分類為損益

，或依其他IFRS之規定直接轉入保留盈餘；及

► 將所產生之差額於損益中認列為利益或損失，且歸屬於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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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財務報表

► 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投資子公司、聯合控制個體及

關聯企業之會計處理，應按下列方式之一：

► 按成本，或

► 依IFRS 9及IAS 39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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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7於2011.5以後之規範

► IAS 27公報名稱修改為「單獨財務報表」，僅保留有關單

獨財務報表之規範。合併報表部分納入IFRS 10「合併財務

報表」，相關揭露規定則併入IFRS 12。

► IFRS 10、IFRS 12及修改後之IAS 27自2013.1.1起適用。



IAS 28「投資關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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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8於2011.5前之規範

► 我國5號公報於94年進行二次修訂，其中分別配合34號公報

及25號公報並參考IAS 28部分條文修改，然IAS 28與我國5

號公報尚存在下列所述之重大差異：

► IAS 28所規範之權益法僅於合併報表適用

► 喪失重大影響力且不具控制力/聯合控制力之處理

► 長期股權是否成為負數

► 廉價取得之非常利益認列

► 會計政策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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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重大影響力且不具控制力/聯合控制力之處理

► 此等喪失重大影響時，投資者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其對原關

聯企業所剩餘之投資，並視為依IFRS 9規定原始認列為金

融資產之公允價值。

► 下列兩者之差額，應計入損益：

► 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及任何處分關聯企業部分權益所得之價款

► 喪失重大影響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

► 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

其會計處理之基礎應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

債所必須遵循之基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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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取得之利益認列

► 投資者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負債之淨公允價值份

額超過投資成本之數額，於取得投資當期，在投資者決定

所享有關聯企業之損益份額時，認列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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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之一致性

► 投資者財務報表之編製，應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交易及事

件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

► 若關聯企業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交易及事件採用與投資者

不同之會計政策，投資者於採用權益法所用之關聯企業財

務報表應予調整，以使關聯企業之會計政策符合投資者之

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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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8於2011.5以後之規範

► IAS 28公報名稱修改為「投資關聯企業與合資」，納入對

合資之適用，並移除相關揭露規定至IFRS 12且作部分修改

，以取代原IAS 28。

► IFRS 12及IAS 28自2013.1.1起適用。



IAS 31「合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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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31於2011.5前之規範

► 我國31號公報原即參考IAS 31制定，故除「喪失聯合控制

力且不具重大影響力/控制力之處理」外，IAS 31與我國31

公報並無重大差異。

► 前述喪失聯合控制力時，投資者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其對原聯合控制

個體之剩餘投資，並視為依IFRS 9規定原始認列為金融資產之公允

價值。下列兩者之差額，應計入損益：

► 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及任何處分聯合控制個體部分權益所得之價款；及

► 喪失聯合控制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

► 此外，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個體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

處理之基礎應與聯合控制個體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

循之基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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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31於2011.5以後之規範

► IAS 31為IFRS 11「聯合協議(Joint Arrangements)」所取

代。

► IFRS 11自2013.1.1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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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單獨具有控制?

Control alone?

依據IFRS 10合併
Consolid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0

依據IFRS 12 揭露
Disclo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2

聯合控制?

Joint Control?

Yes No

依據IFRS 11定義聯合協議之類別
Define type of joint arran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1

Yes No

重大影響力?

Significant influence?

聯合營運 / Joint Operation 合資 / Joint Venture
Yes No

IFRS 9
依據IAS 28 進行會計處理
Account for an inves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IAS 28?

依據IFRS 12 揭露
Disclo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2

對聯合控制之資產、負債、收入與
費用進行會計處理
Account for an assets, liabilities, revenues 

and expenses

依據IFRS 12 揭露
Disclo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2

準則修訂後集團會計架構
IFRS 10、11、12與IAS 28之相互影響



IFRS 3「企業合併」之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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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之導入步驟

Step 1
• 決定企業合併之交易模式及稅務效果

Step 2
• 引入鑑價專家決定交易對價

Step 3
• 與會計師討論可能之會計處理結果

Step 4
• 引入鑑價專家決定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以及商譽或當期利益

Step 5
• 決定衡量期間之適用

Step 6
•完成商譽之分攤及減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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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之常見實務問題

► 共同控制下家庭成員與企業之考量

► 移轉現金或其他資產之新成立企業何時可被辨認為收購者

► 相關交易項目如何決定是否企業合併之一部分

► 收購者發行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時，會計處理結果將有何不同



Page 50 IAS 1, IAS 27, IAS 28, IAS 31與 IFRS 3之實務分享

常見實務問題

Q.家族成員持有過半數表決權之企業，是否處於共同控制

下，以致其中所發生之企業合併非屬IFRS 3之適用範圍？

► 不一定。須依據IFRS 3第B2段規定加以判斷，其中並須

特別留意是否存在合約協議而具有最終之集體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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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一：共同控制下家庭成員與企業之考量

X與Y為家族成員，X與Y之間並無書面之合約協議規範對A公司與B公司須共同

行使其股東權利。今A公司取得100%之B公司股權，而X與Y之關係如下：

(a) X為父親且Y為其未成年子女。

(b) X為具主宰地位之父親, 且因其影響使得已成年兒子Y一直遵循其父親之決策。

(c) X與Y為已成年之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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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實務問題(續)

Q.移轉現金或其他資產之新成立企業，是否可被辨認為收

購者?

► 不一定。須確認是否有新的所有者取得控制。如無新的

所有者取得控制，則屬組織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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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二：移轉現金或其他資產之新成立企業
是否可被辨認為收購者?

► P公司欲取得TC公司之表決權

股份及其控制，成立NC公司並

借款與NC公司，以進行企業合

併。

► NC公司可否為收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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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實務問題(續)

Q.如何決定那些交易項目並非企業合併之一部分，而不予

考量？

► 參考相關對價支付之利益考量係針對收購者/合併個體 或

被收購者/原所有者予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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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三：對員工之或有支付

► 假設TC指派某人為新的CEO，合約為10年期。此合約規定TC如

於合約失效前被收購，將須支付此人5百萬元。AC於8年後收購

TC，此CEO於收購日仍在職並將因既存合約而取得額外金額支

付。

► 此5百萬元之支付負債約定由AC支付，故包含於收購法之適用。

► AC於企業合併協議進行中，如因TC之建議而與CEO簽訂類似協議，則此

協議之主要目的可能係為提供CEO額外之獨立款項，且其獲益者主要為AC

或合併個體，而非TC或其原所有者。此時，AC即於其合併後財務報表(獨

立於收購法之適用)以支付CEO之負債處理（即不包含於收購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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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四：既存關係之解除

► 假設AC與TC以固定價格簽訂五年期供貨合約，以向TC採購電子零件。

目前此固定價格高於AC向其他供應商採購類似電子零件所可取得之比

率。此供貨合約允許AC於原始五年期間結束前終止合約，而僅須支付6

百萬元罰款。AC於供貨合約剩餘三年時，支付5千萬元收購TC，此係

依據其他市場參與者願意支付之金額為基礎所決定之TC公允價值。

► TC總公允價值中，8百萬元係與AC供貨合約之公允價值有關者。8百萬

元代表：

► 3百萬元部份：係代表因合約定價與相同或類似項目（銷售努力、客戶關係

等等）於現時市場交易定價相當時，於市場（at market）之價值 。

► 5百萬元部份：係代表超過類似項目於現時市場交易價格，而對AC不利之

定價。

► AC所計算出5百萬元之損失（合約規定6百萬元違約金與合約不利於收

購者部份金額，二者較低者）及對價，將不包含於收購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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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五：重組負債之認列

► 被收購者於企業合併同時成立 (即此計畫基於控制之變動而
生效)且因收購者要求而執行之重組計畫，是否為收購者所
承受負債之一部分?

► 此等重組計畫為單獨之交易，並非企業合併之一部分。

► 於企業合併協議開始日與收購日間作成之重組計畫，如無證據證明

收購者主導此計畫且即使未進行企業合併，重組計畫於商業考量上

亦屬合理，方可能視為被收購者之收購前交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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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實務問題(續)

Q.收購者發行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時，會計處理結果將

有何不同？

► 由於IFRS 3係以收購日公允價值計算收購對價，而非考

量相關因素及合併契約公佈日前後一段合理期間之價格

變動後決定，因此將形成不同之收購對價及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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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六：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

► 收購者發行1,000股普通股自被收購者之原股東購買被收購

者100%股權。合併契約公佈日為2013年1月1日，收購日

為同年7月1日。

► 收購者之普通股於7月1日之市價為每股$35；另若考量相關

因素及1月1日合併契約公佈日前後一段合理期間之價格變

動後，將得出每股金額$28。

► 被收購者淨資產公允價值經評價為$20,000。

► 收購者另支付稅務顧問、評價專家、律師及會計師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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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六：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續)

ROC 25 IFRS 3R

收購對價

權益證券 $28,000 $35,000

交易成本 1,000 -

被收購者淨資產 (20,000) (20,000)

商譽 9,000 15,000

收購者發行權益證券進行收購時，IFRS 3與ROC 25之差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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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韓國與加拿大採用IFRS 3之經驗分享

► 首次採用IFRS 3之選擇性豁免－不追溯適用IFRS 3

► 韓國－例如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與LG Electronics, Inc.

► 加拿大－例如George Weston Limited與Manulife Financial 



IFRS評估資訊系統調整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騰龍 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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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資訊系統轉換步驟

診斷
• 了解IFRS對於會計、財務報告、稅務、及商業流程所帶來的影響。

• 診斷目前系統環境的功能、資料及系統介面，初步評估IFRS對於系統環境的影響。

設計

• 依診斷差異設計會計以及作業流程之解決方案。

• 依以上所功能需求與規格、系統資料需求。

• 執行系統的詳細分析以決定有那個系統產出的使用者需求，規劃並設計系統需要被更
換、升級或增強；規劃系統因應順序。

實施
• 新增應用系統、修改現有系統、各型運算工具（如Access與Exce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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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轉換時程表
以2013年採用為例

2010年1月 2011年1月 2012年1月 2013年1月 2014年1月

診斷
規劃、設計及轉
換之實施 (包含
系統設計與修改)

實施後的監督和改進

轉換期雙軌報導 採用年度

2013 財務報表

採用IFRS

財務報表

多數企業已
完成

多數企業還
在觀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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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部門面臨的挑戰

► 時間

► 人力

► 自行執行系統設計與修改的人力資源

► 委外開發的人力資源

► 持續變更中的使用者需求 (IFRS原則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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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資訊系統調整建議

► 歐盟2005年全面適用IFRS時，許多企業並未全面改變流程
與建置系統(部分採人工解決方案)，而是於後續年度方陸續
完成流程改造與資訊系統自動化建置

► 企業是否需要更改其資訊系統取決於以下因素:

► IFRS會計處理原則和現行採用的會計處理之差異程度

► 公司決定使用人工調整來因應會計差異的程度

► 識別有多少交易資料須於系統源頭取得

► 編製系統修改順序，以便內部及外部的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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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 雙軌報導解決方案評估

帳別拋轉(Conversion) 平行帳本(Parallel)解決方案

ERP上僅維持原GAAP的帳簿, 

在期末以手動方式進行調整
整理出IFRS的帳簿

說明
ERP上同時保留原GAAP與
IFRS的帳簿

優點
1. 導入時間短
2. 架構費用低

缺點
1. 結帳時間較長
2. 資訊檢核上需要較多的輔助資料

1. 結帳時間快速
2. 整合容易,資料完整性得以確保

1. 導入時間長
2. 架構費用高

圖例 原GAAP

IFRS

會計處理

輔助
資料

原GAAP IFRS

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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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關補助

► 經濟部工業局今年度有委託資策會開辦有關IFRS資訊系統
相關訓練課程:

► 資訊應用服務人才培訓計畫: http://proj.moeaidb.gov.tw/ittraining/

► 聯絡窗口:

► 02-6631-6522 王小姐，電子郵件：chinel@iii.org.tw

► 02-6631-6520 洪組長，電子郵件：jesseh@iii.org.tw

► 補助方式: 學費政府補助40%，學員自付60%

mailto:chinel@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mailto:jesseh@iii.org.tw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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