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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的財務報告好比一份成績單，反映過去特定時點的財務狀況及某段期間的經營績效。財務報

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簡稱四大表）及其附註或附表；財務報

告涵蓋的範圍較廣，包含財務報表、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揭露事項及說明。

財務報告呈現係作為企業董事會對於股東會負責的表現，亦是董事會與股東間溝通之橋梁。 

  財報編製主要目的 

  原則上，企業編製財務報表之主要目的，係提供投資人及債權人有用的財務資訊，這些利害關係

人可能無法瞭解企業日常運作，而是藉由閱讀企業的財務報告來瞭解公司基本財務狀況，據以作成相

關決策。此外，財務報告可作為政府單位制定政策之基礎，亦為政府監理企業以保障廣大投資人權益

之依據。 

  就企業本身而言，提供正確即時的財務資訊，可使經營者瞭解各項工作指標之達成狀況，並適時

調整經營決策，以提高營運效益；當企業自行編製財務報告時，亦有助於提升財務報告資訊品質及透

明度，進而提升國際形象及吸引外資投資國內資本市場。 

  財務報表編製之責任 

  審計準則公報第 57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之規定，管理階層應依照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編製財

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有因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

表達。此外，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法令，亦有規範企業應編製財務報告之相關

規定。綜上可知，財務報告編製係企業管理階層之責任。 

  基於財務報告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且配合我國自 104年度起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已全面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主管機關於 104年間及 108年間已採行相關措施，協助公司提升財務報告編製

能力。第一階段（104年度財務報告起）採公司自行評估控管方式，由公司自行檢視其能獨立完成合

併財務報告編製之主要工作項目之情形，且公司應按季將計畫書執行結果列入內部控制追蹤項目，並

將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控管。 

  第二階段（108年度財務報告起）則由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轉知所有上市櫃公司，重申財

務報告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且說明編製財務報告係指公司能自行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四大財務

報表數字及所有附註附表初稿，供會計師查核（核閱），並由公司評估是否需調整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管理之內部控制作業。由此可知主管機關對於政策施行的態度與決心，上市櫃公司對於提升自行編製

財務報告之事已責無旁貸且刻不容緩。 

  財報與內控之關聯 

  根據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處理準則規定，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計，董事會通過，並由

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

之達成：（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遵循。據此，企業須訂定

並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有重大不實表達。 

  財務報告編製流程管理相關的內部控制作業包含集團內部會計制度一制化、交易入帳與結帳程

序、總帳維護、合併財務報表（包括附註揭露事項）編製程序、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



變動之流程等項目，此等程序設計應達成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法令規範的內控

目標。 

  實務上，企業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將面臨許多挑戰，能否成功取決於許多重要因素，本文將編製

IFRS財務報告之關鍵成功因素分為三大構面：流程面、系統面及組織面（如附表）。企業可分別檢視

是否有任何不足之處，其中流程面主要著重於企業內部編製流程、系統面則是聚焦於應用界面端能否

有效輔助企業，而組織面主要係指會計專業人員之適足。 

  故企業除應依其內部控制制度執行外，另應考量影響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各層面下之攸關因素，分

析公司所需系統支援、組織架構、人員配置與教育訓練等攸關事項，以確實執行財務報告之編製流

程。 

  結論與建議 

  對於所有公開發行公司而言，雖然現階段自行編製 IFRS財務報告之符合程度尚未 100％達標，惟

企業若能從此刻開始訂定時程表，按部就班地進行專案管理，相信達成自行編製財務報告之目標指日

可待。此一目標雖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但企業亦可藉此機會重新檢視現行的會計政策、管理制度、

流程效率、內部控制、系統功能及公司治理等是否能符合目前及未來發展需求，並加以改善以提升企

業的競爭力。 

  最後，在此呼籲各企業管理階層，自行編製財務報告並不只是會計或財務部門的工作，若此專案

能獲得最高管理階層之響應與支持，將大大增加專案施行成功的機率；相信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前述

財報自編之效益，將有助於公司強化營運效益及提升資本市場資訊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