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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國際會計準則之全球趨勢

►全球資本市場需要一致性的公認會計原則

► 國際會計準則已成為主流

► 全世界已超過117個國家要求或允許採用國際會計準則

Fortune500大企業所使用的財務報導準則

全球前十大資本市場

美國 提議於2014起階段性採用

日本 提議於2015起上市公司開始採用，
並且可選擇2009年4月開始之會計年
度提早適用

英國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法國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加拿大 將於2011年開面採用

德國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中國/香港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西班牙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瑞士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IFRS 或可選擇
採用 US GAAP

澳洲 已自2005年開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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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在亞洲採用之情況

Taiwan

Singapore

Malaysia
Sri Lanka

Philippines Guam

Saipan

Brunei

Maldives

KoreaChina

Mongolia

Laos

Thailand

Cambodia
Vietnam

國際會計準則在亞洲採用之情況

102年開始採用，或
可提前於101年採用

台灣

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菲律賓

於101年前採用馬來西亞

100年全面採用印尼

100年全面採用韓國

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新加坡

可於98年提早適用日本

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香港

已參酌IFRS發布38號
企業會計準則，並要
求上市公司自96年起
依此編製財務報表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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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轉換國際會計準則之公布

依金管會98年5月14日訂定及公布之「我國企業採用國際會
計準則之推動架構（Roadmap）」，本公司將於2013年開始
依IFRS編製財務報告。另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98年6月8日、
12日發函轉知推動IFRS事宜，各公司宜成立跨部門之專案小
組負責推動，並訂定採用IFRS之因應計畫暨預計執行進度，
且至少應按季將執行情形提報公司董事會控管，為順利完成
本公司IFRS之轉換以符合法規要求及提升本公司資訊透明
度，成立專案小組並訂定轉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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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轉換國際會計準則之時程表

國際會計準則(IFRS)報表編制時程表
(以102*年適用為基礎)

<說明2>
公司若選擇提前適用IFRS，則上述日期皆須配合提前一年，且2011年及2012年皆須採ROC 
GAAP及IFRS雙軌並行，累積財務資訊。

ROC GAAP 雙軌並行 IFRS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3.12.31
首次IFRS年度財報日

2012.1.1
轉換日(IFRS開帳
資產負債表日)

2013.3.31
首次IFRS季報日

2013.1.1
IFRS開始採用日

Pre-disclosure 
公司應於2011年度、2012年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
附註揭露採用IFRS之計畫及影響等事項。

2014

<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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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基本原則上之差異

ROC會計準則
下的要求

比較性

可靠性

繼續經營

重要性/攸關性/可瞭解性

權責發生基礎

未來IFRS會計/
報導準則下的要求

帶來的改變

會計及報表準則之差異

►專業判斷需求增加

►使用公平價值之衡量頻率增加

►合併報表為報表主體

►部門別揭露資訊要求增高

►會計準則上之差異

►財報揭露資訊量要求增加
►首次適用IFRS豁免追溯會計選擇

執行上之挑戰

►避免專業判斷錯誤及不一致性

►選擇使用公平價值適當時機

►母子公司會計政策之選擇及其一致性

►會計人員知識提升之需要

►揭露資訊獲取可行性
►雙軌期編制兩套報表對人力及IT系統
資源之壓縮

首次適用IFRS規定
財報揭露資訊增加

會計準則上的差異

會計政策一致性

部門別資訊

合併報表為主體

公平價值衡量

專業判斷

比較性

可靠性

繼續經營

重要性/攸關性/可瞭解性

權責發生基礎

要求及規定

資
源
要
求
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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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重視的議題…

主要的問題： 主要的考量：

► 提高報告間的協調與一致性，減少不同的法定報
告（成本，速度，控制）

► 某些差異會促使財務結果之變異(收益、股東權益)
► 競爭對手/產業同行會促使早日採用IFRS的轉換
► 及早設定內部目標以促使IFRS轉換成功

嚴峻挑戰/節約
成本機會的主
要指標

主要決定因子

可能會受到重
大影響的舉措
與企劃

► 人力密集的會計、合併和財務報告程序
► 多項跨GAAP之調節/對帳程序
► 不一致的全球會計科目表
► 全球會計政策和程序的一致性

► 全球ERP之實施
► 重新設計試算表/會計科目表
► 過程標準化
► 稅務策略

1

2

3

4

如果允許，我們是否應考
慮儘早自願採用？

在時間限制發生之前，指
出是否有執行上的困難或
提高執行效率的機會。

是否有現有的或預備實施
的舉措/企劃可能會因
IFRS而受到顯著的影
響？

您主要的子公司是否已在

IFRS的軌道上？
標準化的全球
法定IFRS報告
準則

► 在同一個集團下，不同的子公司對IFRS的解釋可
能不一致，故需要加以糾正，以提高效率

► 對子公司的政策選擇採取集中控制



IFRS之轉換計畫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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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要里程碑

2013年

分析與規劃 轉換 調整與改善設計與執行

主要應達成項目

►成立專案小組

►擬訂初步轉換計畫

►辨識主要差異及影
響層面所需資源

主要應達成項目

►擬定詳細轉換計畫

►確認選取 IFRS會
計政策及內部營運
配合調整方案

►調整相關系統

►利害關係人溝通

主要應達成項目

►持續留意新發佈
IFRS之改變對企
業 編 製 IFRS 流
程、財務報表之影
響並妥為因應

►配合調整管理及績
效評估方式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主要應達成項目

►順利編製首年度
IFRS財務報表

►依據首次編製經
驗，進行必要改善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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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架構

► 公司應依其組織結構、業務職掌及以往專案推動經驗，指派特定高階主管擔任專案
小組負責人，並自相關業務、財會、內部稽核、資訊等部門選派特定同仁擔任專案
小組成員。

► 專案小組架構圖釋例如下：

註1：公司可依實際需求調整上述參與成員、專案小組架構
註2：專案小組成員應參加專業教育訓練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及「推動我國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專案小組」第四分組所舉辦

之相關訓練課程。

註3：各公司專案小組負責人應由督導財會部門以上之高階主管擔任；各工作項目之負責人員則宜由相關部室主管或相當
職級者擔任。

業務部門代表代表 財會部門代表代表 內稽部門代表代表 資訊部門代表代表

董事會

專案小組負責人

外部顧問

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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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計畫

► 公司應妥適擬訂自身轉換計畫並妥為控制其執行進度與成果

► 轉換工作計畫控管表釋例如下: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評估公司相關成員業務所需訓練，排定訓練計畫。
2.依訓練計畫執行教育訓練。

7.人員教育訓練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參酌外部顧問意見、公司營運規模及小組成員意見，
擬訂初步轉換計畫。

2.將初步轉換計畫提報董事會。

6.專案小組擬訂初步轉
換計畫及時程表，並
提報董事會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編訂IFRS專案推動預算5.初步評估轉換所需資
源及預算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辨認會計原則改變對企業流程、財務報導、資訊系統、
稅務議題、內部控制之影響。

4.初步評估各部門日常
營運之可能影響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依IFRS相關規定，辨認須納入合併個體之子公司3.初步辨認合併報表個
體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辨認公司現行會計政策與IFRS之重大差異及可能影響2.初步辨認會計準則差
異及影響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 舉辦高階管理階層IFRS會議，並取得董事會(及審
計委員會)支持

2. 選派專案小組適任成員
3. 召集首次專案小組會議
4. 分配職掌、確認各成員職責，並建立運作模式

1.成立採用跨部門IFRS
專案小組

第一階段：
分析及規劃

負責人員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時程執行步驟及程序工作項目轉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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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計畫(續)

負責人員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時程執行步驟及程序工作項目轉換階段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評估公司相關成員業務所需訓練，排定訓練計畫。
2.依訓練計畫執行教育訓練。

8.持續辦理相關人員訓練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確認財務報表已依規定期揭露採用IFRS之計畫及影響等事
項

2.審慎評估採用IFRS1及其他IFRS準則對合約履行及公司財務
狀況與經營績效之可能影響，並與相對人溝通。

7.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導入
IFRS之初步預期影響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就企業流程、財務報導流程、資訊系統，及各部門業務作業
調整結果，進行必要測試

2.依據測試結果，評估是否符合採用IFRS1及其他IFRS準則之
需求，並進行必要修正與調整。

6.進行新系統模擬測試，
辦認須調整修正之作業
流程與系統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參考外部顧問意見、公司營運項目及可得同業資訊，發展
IFRS財務報告範本。

5.發展企業本身IFRS財務
報告範本.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依據選定解決方案，執行相關必要調整作業4.修正調整企業流程、財
務報導流程、資訊系
統，及各部門作業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評估轉換IFRS對企業流程、財務報導、資訊系統、稅務議
題、內部控制、各部門日常營運之影響，並提出解決方案。

3.提出轉換IFRS對公司營
運影響之解決方案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1.參酌我國對採用IFRS1 可選擇性項目之統一規定及該公司
營運項目、經營環境、交易經濟實質等因素選定擬採用之
IFRS1會計政策。

2.2.參酌公司營運項目、經營環境、交易經濟實質等因素選定
符合公司交易型態及相關IFRS準則之會計政策。

2.選定IFRS相關會計政策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參酌法規要求、外部顧問意見、公司分析及規劃階段評估結
果，擬訂轉換計畫。

1.擬定完整轉換計畫第二階段：
設計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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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計畫(續)

負責人員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時程執行步驟及程序工作項目轉換階段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評估公司相關成員業務所需訓練，排定訓練計畫。
2.依訓練計畫執行教育訓練

6. 持續辦理相關人員訓練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確認財務報表已依規定期揭露採用IFRS之計畫及影響等事
項

2.定期評估轉換IFRS對交易模式的影響，並與交易相對人溝
通。

3.定期評估轉換IFRS之已知影響，並與相對人溝通。

5.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導入IFRS之影響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依據選定會計政策及配合轉換IFRS調整修改之作業流程，更
新或重作相關作業手冊。

4.完成IFRS會計及其他作
業手冊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比較2012年依照IFRS及ROC GAAP編製之財務報表，確認
有無非預期之差異並瞭解其原因之合理性，倘有必要，修改
必要流程。

2.檢討首份IFRS財務報表資料產出及編製流程，確認是否有
更有效率之流程或方法。

3.依據初次編製IFRS報表
經驗，進行流程分析，
尋找改善方案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依照選定之IFRS會計政策，編製2012年之IFRS財務報表。2.編製首份IFRS財務報表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依照選定之IFRS會計政策及首次轉換之特殊要求，編製年度
之期初資產負債表。

1.遵循IFRS 1製作年度之
期初資產負債表(開帳數)

第三階段：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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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計畫(續)

負責人員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時程執行步驟及程序工作項目轉換階段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確認財務報告之表達與揭露符合IFRS之要求。
2.依據IFRS財務報表，全面檢討條件涉及財務數據之合約，
並與利害關係人協商為必要之修改。

4.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導入IFRS之影響，並為
必要之因應措施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制定相關標準評估作業，以確保未來可能新交易型態之表達
與揭露符合IFRS之要求。

3.針對未來可能之新交易
型態設計IFRS相關影響
之評估作業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1.持續留意IFRS規定之變動對公司會計政策及營運之影響
2.定期檢討現有流程之改善空間，並為適當改善。

2.持續進行IFRS流程分析
與改善作業

○○○已完成/辦理中X年X月(季)重新檢討公司現行採用之管理資訊及績效評估標準並為適當
修改

1.重新整合管理資訊及績
效評估標準

第四階段
調整與改善

註：公司應依擬定之轉換計畫及實際執行情況，逐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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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對於採權益法認列之轉投資公司，公司與其溝通，請其配
合提供依IFRS編製之財務報表

► 轉換過程中，應確保公司內部及外部溝通之暢通，以爭取
員工配合支持並確保投資人及債權人資訊對稱

► 整個IFRS轉換過程之執行及財務報表之編製責任在於公
司，外部專業顧問主要係提供其專業協助以加速公司轉換
過程。

► 應儘早從事轉換作業，並預留改善或調整時間，避免因對
轉換過程過度樂觀之預期而導致作業不及。



企業導入IFRS之轉換實務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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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集團)之會計差異初步分析與
熱度表

分析與規劃
1.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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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集團)之會計差異初步分析與
熱度表(續)

高度轉換風險及影響:管理階層應及早面
對及解決

中度轉換風險及影響:計劃在未來6~12個
月規劃及解決

低度轉換風險及影響: 計劃在未來12~18個
月規劃及解決

8

2

9

5

7

4
3

6

1

10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影
響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對營運上的影響

重大性原則:高
重大性原則:中
重大性原則:低

11 12

1314

15

161718
19

20
21

22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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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會計差異- 問卷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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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差異診斷報告範例

主要之財務報導影響

c) 採用重估價模式
►管理階層需針對相同性質及用途，
因此被劃分為同一類之固定資產，
決定續後衡量模式。相關考量可能
包括: :
►可能花費之成本

►可能造成損益表之波動

►與競爭者報表之可比較性

►能如實反映資產之增值可能改
善公司之財務比例

►使用重估價模式後，很難改變
會計原則改使用成本模式

若有可能採用重估價模式則需擬定
會計政策及相關內控程序，例如:
►重估價之頻率

►若有重估價模式類別之個別資
產被重估價，則該類別所有資
產都需重估

►提供資料以供鑑價時，須經由
適宜人員覆核後方可提供給評
價專家

►管理階層需核准聘請的評價專
家

c) 採用重估價模式
公司內部應全盤考量是否將部份固定
資產以重估價方式進行續後衡量，但
作出這個決定後該類別的全部資產都
需以重估價模式衡量。作合併報表
時，應以集團角度判斷資產類別(集團
內相同性質及用途之資產劃分為一
類)。若將資產以重估價模式衡量，則
需考量以下對工作流程之影響:
►必須花費成本定期進行重估價，而同
類別需於同時進行重估價(or on a 
'rolling basis')
►重估價減值可能認列至損益，因此造
成損益表之波動earnings volatility

即使固定資產採重估價模式，仍需揭
露若採成本模式下應有之帳面價值，
所以系統必須能包含兩套記錄。

系統必須有辦法紀錄個別資產增減值
之歷史，因個別資產增減值有時可互
抵。

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 16) 
c) 採用重估價模式
IAS 16.31-42規定公平價值能可靠衡量且
選擇採用重估價模式者，應以重估價金額
列帳。但ROC GAAP無類似規定，固定資
產採成本模式衡量。

應採取之行動影響內容觀察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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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詳細轉換計畫:制定進度控制表
及重大里程碑

Q2Q1

第一階段-分析與規劃 (診斷)

Q4Q3Q2Q1

101

第二階段-設計與執行方案

(設計及規劃&發展解決)

項目管理執行

Q4Q3Q2Q1

100

Q3

102

Q4

9998

第四階段-調整與改善(實施後追蹤及改進)

第三階段–轉換 (實施階段)

Q4Q3Q2Q1Q4Q3轉換階段

第一~四季,100年
• 重新編制公司會計手冊
• 驗證會計解決方案
• 驗證營運流程解決方案
• 驗證系統解決方案
• 編制國際會計準則財報框架(季/年)
• 模擬開帳日會計結轉
• 重新設計集團給予子公司的合併海外工作表

(Reporting Package)
第一、二季,101年
• 產生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之期初餘額(開帳
日)
• 執行、測試公司會計手冊，流程，系統
• 模擬101年年中會計結轉

第三，四季,101年
• 產出國際會計準則報表揭露內容(季/年)
• 產出國際會計準則報表比較年報

主要里程碑 (細部內容將由第二階段[”設計及規劃，發展解決
方案”]進行實際情況而調整):

第三~四季,98年:
• 專案啟動
• 訪談公司個別部門，實施整體性國際會計準則差異診斷
• 決定進行轉換的企業個體及其次序
• 建立主要工作小組，架構及責任
• 制定詳細國際會計準則轉換計劃
• 訂立主要會計差異解決時程

第一季~第四季,99年:
• 發展會計解決方案
• 制定會計政策
• 決定國際會計準則1號公報豁免會計選擇
• 集團國際會計準則會計調和化
• 發展營運流程改變方案
• 發展系統解決方案

102年
• 編制首份國際會計準則財報
• 產出首份國際會計準則季報
• 執行國際會計準則年中查核
• 執行國際會計準則102年審計工作
• 持續追蹤及改進流程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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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作業流程 ►會計手冊 / 會計政策

►會計科目表

►財務資訊揭露要求

►財務報導架構

►首次轉換國際會計準則之會計作業

稅務作業流程 ►所得稅會計所需之會計手冊 / 會計政策

►所得稅相關之財務資訊揭露要求

►會計政策改變對於遞延所得稅科目之影響評估

►稅務議題及其解決方案彙總

►稅務部門職責及流程應變

►稅務相關資料之需求

商業流程及資
訊系統流程

►作業人員職責及職能分工之改變

►作業流程改變

►功能性及職能性的設計

►資訊系統的建立

►測試策略的建立及執行

►資料需求

應變管理流程 ►持續的訓練

►持續的溝通

►內部的溝通及外部的溝通

專案管理 ►資源需求

►計畫的合併

►優先順序的排定

►專案的組合

►辨認專案間交互影響之相關議題

轉換計畫

會計作業流程

稅務作業流程

商業流程及資訊系
統流程

應變管理流程

專案管理

設計與執行方案階段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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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階段的整體目的如下：
► 對於發展階段之成果及解決方案逐步的執行及驗證：

► 會計政策及會計作業流程手冊

► 稅務議題解決方案

► 商業議題解決方案

► 新增之作業流程

► 系統應變解決方案

► 確認轉換國際會計準則比較年度之期初餘額

► 產生會計模擬結帳(dry run accounts)之結果

► 編制首份國際會計準則財務報表

轉換階段
轉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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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公司已擁有依國際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的基礎及
經驗

► 此階段主要目標包括: 
► 進行適當的國際會計準則流程調整及改變

► 持續公司國際會計準則人員訓練，定期更新相關知識

► 精進報表揭露

► 精進財會作業與資訊系統連結

► 加強內部控制，持續降低風險

調整與改善
調整與改善階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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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入IFRS之轉換實務釋例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

►釋例二：資產減損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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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功能性貨幣-會計差異初步分析
與熱度表

分析與規劃
1.



2009年11月25日 企業導入IFRS之轉換計畫參考範例及實務釋例Page 29

IAS21規定所有包含在報告內之個體(含單獨個體、
有國外營運機構之個體)均須分別決定其功能性貨
幣，並非單指「國外營運機構」。(IAS21-IN7)，也
不會有所謂集團一致使用的功能性貨幣。

►SFAS 14「外幣換算之會計處理準則」 規範功

能性貨幣為國外營運機構經營決策及收支所使
用之主要貨幣•

►在台母公司無須判斷功能性貨幣[(94)基秘字第
057號函]•

基本原則 –功能性貨幣係企業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
境之貨幣，主要經濟環境通常係指企業賺取及支出
現金之經濟環境。

(接下頁)

► SFAS 14之表一列出功能性貨幣之指標，包括
現金流量、銷貨價格、銷售市場、成本、融資
活動及內部交易•

(接下頁)

IFRSROC GAAP

► ROC GAAP規定：在台公司無須評斷其功能性貨幣 功能性貨幣=新台幣
► 集團主要之進銷貨係以美元為計價單位，借款主要幣別為美金及新台幣，遠匯避險主要承作幣別為美
金及人民幣、生產活動所需之人工費用主要影響幣別為新台幣及人民幣。

► ABC Holdings Ltd.功能性貨幣為美金。
► ACD (Far East) Ltd.-薩摩亞, ADE Holding Ltd.-B.V.I., 主要從事控股及轉投資業務，其功能性貨幣為
美金。

在台公司狀況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診斷重大會計差異
以常見在台公司狀況舉例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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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步驟及方案

(承上頁)
►如主要指標無法判定功能性貨幣，再參考次要
指標

►另外海外營運機構(包含分公司、子公司、合資
企業等)須評估獨立自主的程度，以決定是否與
母公司採用相同之功能性貨幣。

►如於考量所有指標後，若仍無法明確辨識出功
能性貨幣，則管理當局須自行判斷，決定最能
忠實表達企業進行交易之經濟效果之貨幣。

(承上頁)
SFAS 14未區分主要及次要參考指標

IFRSROC GAAP

►對集團內各公司分別進行功能性貨幣診斷。

►重新評估BVI投資公司獨立自主程度，以決定功能性貨幣。
►評估功能性貨幣對報表編製及財報結果之影響。

►評估集團資訊系統功能支援能力。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診斷重大會計差異(續)
以常見在台公司狀況舉例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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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標 1：影響銷售價格之貨幣

► 主要指標 2：主要決定銷售價格之市場競爭力及法規所在國
□□□□□□家之貨幣

► 主要指標 3：主要影響所需之人工、材料及其他成本的貨幣

※次要指標 1：融資活動取得之資金

※次要指標 2：企業保留營運所得之資金之貨幣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
-功能性貨幣之判斷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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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功能性貨幣
-首次適用規定

►選擇首次適用IFRS之豁免規定
► 基本原則 –全面追溯適用IAS 21

► 針對IAS 21 ，可選擇無需追溯適用之豁免規定有兩項：
► 商譽之貨幣調整

► 國外營運機構累積換算差異數之重設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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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功能性貨幣
-首次適用規定 (續)

► 首次適用針對IAS 21之豁免規定
並未包括功能性貨幣之改變

► 因此，全部追溯適用IAS 21之規
定將造成報導個體之資產及負債

必須追溯至原始交易日，以依據

IFRS規定判定之功能性貨幣重新
衡量

► 某些功能性貨幣在IFRS下與先前一般公認會計準則不同之歐盟
國家於首次適用時，針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選擇以公平價值

作為推定成本，以避免須以歷史匯率重新衡量該資產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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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IFRS轉換方針

為符合當前IFRS財報及稅務報導規定，存在兩項可選擇方案:

► 人工調節

► 使用資訊系統進行系統化調節

► 確定基層(base-level)會計資料正確的保存原貨幣幣種與匯率

► 制訂應用匯率:貨幣性項目(資產負債表日匯率)、非貨幣性項目(歷史匯
率)、損益表科目(當期匯率)

► 決定重衡量精細度:平均匯率期長短(日、周或月)

► 確定資訊系統能正確追蹤累積換算調整數，以確保適當時候能將匯兌換算

利得或損失認列到損益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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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適用後，在以新台幣記帳及美金為功能性貨幣下，
企業將面臨下列之挑戰：

► 成本結轉之改變

► 避險策略之改變

► 所得稅評估之改變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上面臨的挑戰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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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

US$NT$NT$製造費用

US$NT$NT$零件

US$NT$NT$人工

US$US$NT$原料

IFRS原始費用ROC GAAP存貨類別

► 存貨係屬非貨幣性資產

► 納入存貨之相關成本應以即期匯率換算

► 若匯率的波動不大，可使用某段期間之平均匯率

► 計算平均匯率之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

► 若匯率的波動幅度增大，則計算平均匯率之期間應相對縮短

► 決定存貨是否可回收之測試，應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天匯率計算其淨變現
價值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上面臨的挑戰(續)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2009年11月25日 企業導入IFRS之轉換計畫參考範例及實務釋例Page 37

► 避險
► 功能性貨幣之改變將影響匯率風險

美金收入

以新台幣編製
財務報告

新台幣費
用

避險 美金收入

以美金為功能
性貨幣編製財
務報告

新台幣費
用 避險

IFRSROC GAAP

► 正確辨認功能性貨幣可能降低外匯風險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上面臨的挑戰(續)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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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影響

► 所得稅申報仍需使用新台幣

► 我國稅法並未明文規定外幣計帳與新台幣計帳帳簿間之轉換方法

► 可能影響

► 維持新台幣計帳之獨立帳以方便稅務計算

► 調節IFRS功能性貨幣與新台幣稅務申報

► 分開記錄以功能性貨幣或新台幣計算之外匯兌換損益

► 更複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及有效稅率計算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上面臨的挑戰(續)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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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甲公司依據IFRS評估其功能性貨幣為美金
► 甲公司以新台幣為基礎申報所得稅

► 甲公司以美金100萬元購置一機器，其耐用年限為五年

IFRS 帳面價值
(USD)

換算匯率 IFRS 帳面價值
(NTD)

課稅基礎

(NTD)
累積

所得差異

Year 0 1,000,000 32.0 32,000,000 32,000,000 -
Year 1 800,000 31.5 25,200,000 25,600,000 (400,000)
Year 2 600,000 33.1 19,860,000 19,200,000 660,000
Year 3 400,000 32.6 13,040,000 12,800,000 240,000
Year 4 200,000 33.5 6,700,000 6,400,000 300,000

釋例一:功能性貨幣-執行上面臨的挑戰(續)
設計與執行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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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階段主要目的為:
► 將記帳貨幣重衡量至功能性貨幣 (損益)

► 將功能性貨幣換算至報導貨幣 (累計換算調整數)

► 產出開帳日資產負債表(CTA)

►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會計調整之影響

產出: 持續進行準確且可依賴的國際會計準則實施解決方案(手冊，程序，制度，亦
包括管理國際會計準則之變化) 
► 該解決方案應歷經:

► 實施
► 測試
► 嵌入式

► 推展

► 會計轉換日的開帳資產負債表:
► 符合已選擇之會計政策
►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1號公報之原則(回朔適用),包含豁免選項和禁令
► 包括資料收集過程符合內部控制要求

► 會計結轉模擬測試(dry run accounts)

轉換階段
轉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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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主要目標包括: 
► 持續留意是否功能性貨幣需要重新評估(如營運模式或所處經濟環境產生重
大改變)

► 持續留意新發佈IFRS之改變對企業編製IFRS流程、財務報表之影響並妥
為因應

► 進行適當的國際會計準則流程調整及改變

► 持續公司國際會計準則人員訓練，定期更新相關知識

► 精進報表揭露

► 精進財會作業與資訊系統連結

► 加強內部控制，持續降低風險

調整與改善階段
調整與改善

4.



釋例二、資產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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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二:資產減損-會計差異初步分析
與熱度表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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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與我國35號公報間並無重大差異－
► 2004年7月即參考 IAS 36 制定。

► 2006年修訂納入 IAS 36 其他相關規定。

► 有關最近一次修改－ 2008年5月。

►會計實務處理之差異－

► 現金產生單位之辨認。

釋例二:資產減損-診斷重大會計差異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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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二:資產減損-診斷重大會計差異(續)

會計原則(ROC GAAAP & IFRS相同)

現金產生單位之決定─

可產生現金流入之最小可辨認資產群組。其現金流入與其他個別資產或資產群組之現金流
入大部分獨立。

解決步驟及方案

►辨認現金產生單位之步驟

►由下而上法：尋找可產生現金流入之最小
資產群組

►加入其他相關資產，使其形成可產生大部
份之現金流入之最小資產組合

►企業實務評估現金產生單位時，往往直
接以產業部門或單位組織之觀念決定現
金產生單位。

IFRS會計實務ROC 會計實務

►重新評估現金產生單位，以正確辨認是否有跡象顯示資產可能發生減損及後續評估。

►評估資產減損評估對財報結果之影響。

分析與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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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IAS36判斷資產是否有減損跡象

► 若有減損跡象,考慮耐用年限，折舊或殘值是否需要更改

► 判斷帳面價值是否高於可回收金額(recoverable amount) (公允價值
和使用價值，兩者較高之一)

► 確認現金產生單位(CGU)

► 確認未來現金流入及流出(future cash flows)之合理性 (未來5年之預
算與財測)

► 確認計算使用價值時之稅前折現率包含對時間價值 (time value of 
money) 與資產本身之風險的考慮

► 若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價值，認列相關減損金額

資產減損-
執行IFRS轉換步驟 設計與執行方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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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階段主要目的為:
► 產出開帳日資產負債表(資產減損調整)

►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會計調整之影響

對於資產減損解決方案逐步的執行及驗證：

► 會計政策及會計作業流程手冊

► 稅務議題解決方案

► 商業議題解決方案

► 新增之作業流程

► 系統應變解決方案

► 確認轉換國際會計準則比較年度之期初餘額

► 產生會計模擬結帳(dry run accounts)之結果

► 編制首份國際會計準則財務報表

轉換階段
轉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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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主要工作包括: 
►持續留意依據IAS36判斷資產是否有減損跡象
►留意CGU是否有變動
►持續留意新發佈IFRS之改變對資產減損之影響並妥為因應
►進行適當的國際會計準則流程調整及改變

►持續公司國際會計準則人員訓練，定期更新相關知識

►精進報表揭露

►精進財會作業與資訊系統連結

►加強內部控制，持續降低風險

調整與改善階段
調整與改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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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IFRS財務報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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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0.38€0.37► 稀釋每股盈餘 -可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之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0.39€0.37► 基本每股盈餘 -可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之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繼續營業單位每股盈餘

€0.37€0.38u 稀釋每股盈餘 -可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之本期淨利
€0.38€0.38► 基本每股盈餘 -可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之本期淨利

IAS 33.66dd12每股盈餘

7,4427,232
IAS 1.83(a)(i), IAS 27.27239288非控制權益

IAS 1.83(a)(ii)7,2037,944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可歸屬予:

IAS 1.82 (f))7,4428,232本期淨利

IAS 1.82(e), IFRS 5.33(a)(188)22011停業部門稅後淨利/ (損失)

停業單位

IAS 1.857,6308,012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IAS 1.82(d), IAS 12.77(3,432)(3,893)10所得稅費用

IAS 1.8511,06211,905稅前淨利

IAS 1.82(c), IAS 28.3881837對關聯企業淨利所持有之部份

IAS 1.82(a)7241,6359.4融資收益
IAS 1.82(b), IFRS 7.20(1,561)(3,305)9.3融資成本

IAS 1.82(a)11,81813,492營業利益

IAS 1.103(706)(1,088)9.2其他營業費用

IAS 1.103(13,657)(19,823)管理費用

IAS 1.103(13,002)(14,000)行銷及配銷費用

IAS 1.1032,5481,5859.1其他營業利益

IAS 1.85, IAS 1.10336,63546,818銷貨毛利

IAS 1.103(155,268)(163,691)銷貨成本

IAS 1.82(a)191,903210,509收入

IAS 18.35(c)  1,3771,404租金收入

IAS 18.35(b)(ii)1,1251,375GoodPoints贖回收入
IAS 18.35(b)(ii)16,53717,131勞務提供

IAS 18.35(b)(i)172,864190,599商品銷貨
繼續營業單位

IAS 1.51(d)(e)€000€000附註

IAS 8.28重編後*
20082009

IAS 1.10(b)
IAS 1.51(b)(c)

*於此處呈現之若干數字未能對應至2008年度財務報表，相關調整說明詳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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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IAS1.82(a)要求收入總計以單行項目於損益表中揭露，除此之外，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
損益表中表達不同種類之收入，請注意此資訊亦能於附註提供(參IAS 1.97)。
IAS1.99要求費用應依其性質或依據其於企業內之功能別做分析，如此提供可靠及更攸關之資訊。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表達採功能別分析其費用，附錄一列示依據性質分析之損益表
並無特別規定須於財務報表中辨別是否前期財務報表揭露之數字已經過調整，IAS8僅要求於附註中提供
細節說明。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列舉說明企業如何補充準則之規定以使得讀者較清楚此些
數字已經過調整。

IAS33.68要求對於停業單位之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金額應於損益表中或於財務報表附註中表達。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選擇揭露此資訊於附註11停業單位其他應揭露事項處，且表達繼續營運單
位之此資訊於損益表中。

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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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處呈現之若干數字未能對應至2008年度財務報表，相關調整說明詳註 2.2.

7,3518,210

IAS 1.83(b)(i)
IAS 27.27239288非控制權益

IAS 1.83(b)(ii)7,1127,922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可歸屬予：

IAS 1.82(i)7,3518,210當年度稅後之綜合淨利總計

IAS 1.85(91)(22)當年度稅後之其他綜合淨利
−592

IAS 1.90−(254)所得稅影響數

−84613土地與建築物之重估價

2(42)
IAS 1.90(1)18所得稅影響數

3(60)9.8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損失)/利益

24(512)
IAS 1.90(9)220所得稅影響數

33(732)9.8現金流量避險之淨變動

(117)(246)國外營運機構換算之匯兌差異

−186
IAS 1.90−(92)所得稅影響數

−278淨投資避險之淨利益

IAS 1.82(g)其他綜合淨利

IAS 1.82(f)7,4428,232本期淨利

IAS 1.51(d)(e)€000€000附註

IAS 8.28重編後* 
IAS 1.51(b)(c)20082009

合併綜合淨利表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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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選擇表達兩張報表，一張損益表及一張綜合淨利表，而非以結合兩種
要素之單一綜合淨利表。假設兩報表方式經採用，損益表後必須接續綜合淨利表。為舉例說明之目的，單
一綜合淨利表之揭露表達於附錄一。

綜合淨利之各部分業於前述報表中以淨額方式表達。因此必須針對重分類之調整金額及本期之損益金額進
行額外之說明。亦可直接於綜合淨利表之個別項目中進行表達。

本集團業已選擇將所得稅影響數表達於個別項目基礎上，因此無須額外附註揭露。

假設企業適用IAS 19.93A政策於損益表外認列所有精算損益於其發生之期間，則IAS 19.93B要求企業將
這些損益表達為其他綜合淨利之一部分。

合併綜合淨利表(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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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2009年12月31日

97,897105,805141,401資產總計

64,11765,01383,934

IAS 1.54(j), IFRS 5.38——13,55411待出售資產

64,11765,01370,380

IAS 1.54(i)11,06614,91616,46020現金及短期存款

IAS 1.54(d), IFRS 7.81371531,12916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IAS 1.55 226165244預付款

IAS 1.54(h), IFRS 
7.8(c)

25,537
24,29027,67219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IAS 1.54(g)27,15125,48924,87518存貨

IAS 1.60, IAS 1.66流動資產

33,78040,79257,467

IAS 1.54(o), IAS 1.5632136538310遞延所得稅資產

IAS 1.54(d), IFRS 7.83,2693,4916,99716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IAS 1.54(e), IAS 28.386006817647投資關聯企業

IAS 1.54(c) 2,1142,4616,01915無形資產

IAS 1.54(b)7,0917,9838,89314投資性不動產

IAS 1.54(a)20,38525,81134,4111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 1.60, IAS 1.66 非流動資產

資產

IAS 1.51(d)(e)€000€000€000附註

IAS 8.28重編後*重編後*

2008年1月1日20082009

IAS 1.10(a)
IAS 1.5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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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2009年12月31日

97,897105,805141,401負債及業主權益總計

53,97455,34075,993負債總計

30,46328,82143,656
IAS 1.54(p), IFRS 5.38——13,12511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30,46328,82130,531
IAS 1.54(l)409885023負債準備

IAS 1.54(n)4,6254,0133,963應付所得稅

IAS 1.5519020022025遞延收入

IAS 1.55, IAS 20.2415015114924政府補助

IAS 1.54(m), IFRS 7.8(e)3033033,33316其他流動金融負債

IAS 1.54(m), IFRS 7.8(f)4,5552,7752,46016計息貸款和借款

IAS 1.54(k)20,60021,28119,55628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IAS 1.60, IAS 1.69流動負債

23,51126,51932,197
IAS 1.54(o), IAS 1.561,6931,7873,52710遞延所得稅負債

IAS 1.55212232263其他負債

IAS 1.55, IAS 1.78(d)6366551,09426員工福利負債

IAS 1.5517416519625遞延收入

IAS 20.241,3001,4003,30024政府補助

IAS 1.54(l),IAS 1.78(d)60771,95023負債準備

IAS 1.54(m), IFRS 7.8(e)——1,01116其他非流動金融負債

IAS 1.54(m)19,43622,20320,85616計息貸款和借款

IAS 1.60, IAS 1.69非流動負債

43,92350,46565,548業主權益總計

IAS 1.54(q), IAS 27.272087402,410非控制權益

43,71549,72563,138歸屬予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業主權益

IAS 1.54(p)——4611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IAS 1.54(r), IAS 1.78(e)(244)(335)(437)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IAS 1.54(r), IAS 1.78(e)25,11730,72036,536保留盈餘

IAS 1.54(r), IAS 1.78(e)22852683321其他資本公積

IAS 1.54(r), IAS 1.78(e)(774)(774)(774)21庫藏股

IAS 1.54(r), IAS 1.78(e)—1354,90621股份溢價

IAS 1.54(r), IAS 1.78(e)19,38819,45322,02821發行股本

IAS 1.54(r)業主權益

負債及業主權益

*於此處呈現之若干數字未能對應至2008年度財務報表，相關調整說明詳註 2.2及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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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IAS1(2008修訂版)要求企業表達最早之比較期間開始點之財務狀況表達其追溯適用某一會計政策、或對
其財務報表的項目追溯重編，或是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IAS 1.10(f))。在此些情況下，IAS1.39陳述企
業至少應表達三張財務狀況表，其他報表各二張及相關附註。

因本集團採用IFRIC13於追溯調整之基礎，因此其表達2008年1月1日之財務狀況表。本集團亦適當地包含
附註於2008年1月1日之財務狀況表。
並無特別規定須於財務報表中辨別是否前期財務報表揭露之數字已經過調整，IAS8僅要求於附註中提供
細節說明。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合併報表中透過附註說明企業如何補充準則之規定以使
得讀者較清楚此些數字已經過調整。

依據IAS1.60，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已將其資產負債表分類為流動與非流動資產，以及流
動與非流動負債。IAS1要求企業應明確地依資產及負債之流動性順序表達資產及負債，當此表達係攸關
且較可靠。

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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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重編後)

50,46
5

74049,725(444)210730,720526(774)13519,4532008年12月31日

IAS 
1.106(d)(iii)

342342−−−−−−−−−企業合併產生之
非控制權益(註5)

IAS 
1.106(d)(iii)

(1,649)(49)(1,600)−−−(1,600)−−−−股利(註12)

IAS 
1.106(d)(iii),
IFRS 2.50

298−298−−−−298−−−股權基礎給付交易
(註27)

IAS 
1.106(d)(iii)

200−200−−−−−−13565選擇權行使(註21)

7,3512397,112(117)2247,203綜合損益總額

IAS 
1.106(d)(ii)

(91)−(91)(117)224其他綜合損益

IAS 1.106(a)7,4422397,2037,203−−−−本期淨利

43,92
3

20843,715(327)−8325,117228(774)−19,3882008年1月1日(重
編後)

(126)−(126)−−−(126)−−−−會計政策變動(註
2.2)

44,04
9

20843,841(327)−8325,243228(774)−19,3882008年1月1日

IAS 
1.51(d)(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業主
權益
總計

非控
制權
益

總計外幣換
算準備

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準備

(註21)

現金流量避
險準備
(註21)

保留
盈餘

其他資本
公積

(註21)

庫藏股
(註21)

股份
溢價(
註21)

發行
股本

(註21)

歸屬予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業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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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65,5482,41063,138512(504)(40)(405)36,582833(774)4,90622,0282009年12月31日

IAS 
1.106(d)(iii)

(325)(135)(190)−−−−(190)−−−−取得非控制權益
(註 5)

IAS 
1.106(d)(iii)

1,5471,547−−−−−−−−−−取得子公司
(註 5)

IAS 1.107(2,002)(30)(1,972)−−−−(1,972)−−−−股利(註 22)

IAS 32.39(32)−(32)−−−−−−−(32)−交易成本(註 5)

IAS 
1.106(d)(iii)
IFRS 2.50

307−307−−−−−307−−−股權基礎給付交易(註
17)

IAS 
1.106(d)(iii)

175−175−−−−−−−10075選擇權行使(註 21)

IAS 
1.106(d)(iii)

7,203−7,203−−−−−−−4,7032,500發行股本(註 21)

IFRS 5.38−−−−−−−−−−−−停業單位(註 11)

IAS 1.96−−−(80)−−−80−−−−土地及建築物重估增
值之轉列

8,2102887,922592 (60)(42)(512)7,944−−−−綜合損益總額

IAS 
1.106(d)(ii)

(22)−(22)592 (60)(42)(512)−−−−−其他綜合損益

IAS 
1.106(d)(i)

8,2322887,944−−−−7,944−−−−本期淨利

50,46574049,725−(444)210730,720526(774)13519,4532009年1月1日

IAS 
1.51(d)(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業主權
益總計

非控
制權
益

總計資產
重估
準備

外幣換算
準備(註

21)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準備

(註21)

現金流量
避險準備

(註21)

保留盈
餘

其他資
本公積
(註21)

庫藏股
(註21)

股份溢
價(註

21)

發行
股本

(註21)

歸屬予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業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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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對於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交易，IFRS2.7要求企業於商品或服務取得時認列權益增加。然而，IFRS2並
未指明應認列於權益之何處。本集團已選擇認列於其他資本公積之貸方。

對子公司額外股份之取得，在不改變控制力下，係以權益交易處理，認列在其他綜合淨利項下有關子公司
之累積組成要素，應依據IAS27.41(e)規定在母公司權益項下(例如: 股份溢價,備供出售準備)做分攤
在這些交易處理下，此些準備無需要分攤。

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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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14,03413,819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IAS 7.35(4,379)(3,759)支付所得稅

IAS 7.31724336收取利息

17,68917,242
3,5913,527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增加

2,1854,091存貨減少

(2,161)(8,877)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增加

IAS 7.20(a)營運資金調整項目:
107(438)負債準備、退休金及政府補助變動數

(81)(83)7對關聯企業淨利所持有之部份Share of net profit of associate
—(267)其他營業收益

IAS 7.20(c)1,5613,3059.3融資成本

IAS 7.20(c)(724)(1,635)9.4融資收益

—3585或有對價公允價值調整

(2,007)(532)9.1處份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利益

—725金融工具減少

30030614投資性不動產減少

49241227股份基礎給付交易費用

17432515無形資產攤銷及減損

3,3833,9071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減損

IAS 7.20(b)本期稅前淨利調節至淨現金流量之非現金調整項目

10,86912,118本期稅前淨利

(193)21311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11,06211,905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IAS 7.10, IAS 7.18(b)營業活動

IAS 1.51(d)(e)€000€000附註

IAS 8.28重編後*

IAS 1.51(b)(c)
IAS 1.10(d)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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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IAS 7.4512,26616,7882012月31日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8,31612,266201月1日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IAS 7.281943淨外幣兌換差額

3,9314,479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

(1,985)1,38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IAS 7.31(49)(30)支付非控制權益股利

IAS 7.31(1,600)(1,972)22支付母公司權益持有人股利

IAS 7.31(1,321)(1,502)支付利息

IAS 7.17(d)(1,784)(135)償還借款

IAS 7.17(c)2,6455,253借款增加

IAS 7.17(e)(76)(51)支付融資租賃負債

IAS 7.17(a)−(32)21發行股份之交易成本

IAS 7.42A−(325)5取得非控制權益

IAS 7.17(a)20017521執行選擇權之價款

IAS 7.10, IAS 7.21籌資活動

(8,118)(10,72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6422,95124收到政府補助款

IAS 7.39(1,450)2305收購子公司所取得之淨現金

IAS 7.16(a)(390)(587)15發展支出

IAS 7.16(d)−232出售金融工具價款

IAS 7.16(c)(225)(3,969)購買金融工具

IAS 7.16(a)(1,192)(1,216)14購買投資性不動產

IAS 7.16(a)(7,822)(10,352)13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 7.16(b)2,3191,990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IAS 7.10, IAS 7.21投資活動

*於此處呈現之若干數字未能對應至2008年度財務報表，相關調整說明詳註2.2及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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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IAS7.18允許企業報導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採用直接法或間接法
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使用間接法表達其現金流量。基於舉例說明之目的，對營業活動採用
直接法編制之現金流量表報達於附錄2。
Good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自稅前淨利調節至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量，然而，自稅後淨利開始
之調節亦在IAS7下可被接受。
IAS7.33允許利息之支付可以表達為營業活動或籌資活動；利息之收取可以表達為營業活動或投資活動，
視與企業攸關程度而定。Good group公司決定將利息之收取分類為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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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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