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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辦理依據：教育部年度施政計畫。 

二、目的： 

（一）加強會計專業能力與品質，促進主計業務之推展。 

（二）加強本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業務溝通與協調。 

三、研習時間：104年 3月 25日(星期三)。 

四、報到及研習地點：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承曦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五、出席人員：計約 140人。 

（一）本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計室主任。 

（二）本部相關人員。 

六、研討會內容：詳後附日程表。 

七、實施方式：透過經驗分享、研討、問題與對話等方式辦理。 

八、全程參加研習者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6小時學習時數。 

九、其他：受訓人員之交通費依其服務機關學校之規定報支。 

十、本實施計畫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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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議程 

 

日期 時   間 課     程 主講(持)人 

 
3 
月 
25 
日 

10:00-10:30 報到 

10:30-12:00 經費報支的變革 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商業會計法修正重點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江淑玲教授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10 辦理決算精進作為 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 

16:10-16:20 休息時間 

16:20-17:10 綜合座談 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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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一、 經費報支的變革 
 

主講人：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 

時  間：104/3/25(三) 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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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國內出差與受訓報支費用之變革及注意要項 

     
 

 

 

 

 

 

 

黃永傳 

壹、前言 

    行政院以 103 年 7 月 7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 號函修正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以下簡稱旅費報支要點，如附錄 1），並自即

日生效；另為配合該要點之修正，尚於同年 12月 25日以院授主預字

第 1030103026 號函修正「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

規定」，並修正名稱為「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

助要點」（以下簡稱受訓補助要點，如附錄 2），自 104年 1月 1日生

效。 

    公務人員於出差事畢報支旅費與參加訓練及講習等報支補助

費，雖攸關個人權益，惟報支仍不得與旅費報支要點、受訓補助要點

及其相關函釋有所扞格。鑑於曾在國防部主計局發行主計季刊 98 年

10 月號第 326 期撰寫「由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探討內部審核

人員之職責－以報支國內旅費為例」，因此，研析國內出差與受訓報

支費用之變革及注意要項，以為拙作之補充，並將其修正如附錄 3，

俾供同仁結報相關費用之參考。 

貳、出差、公出與受訓之區分                         

    茲依考試院（46）台試秘二字第 0842號函釋、銓敘部 86年 9月

24日 86台法二字第 1524247號函釋及原行政院主計處 100年 9月 22

日處忠七字第 1000005989 號函示，說明出（公）差、公出與受訓之

區別及報支費用如下： 

一、 出（公）差係指經機關指派，離開服務機關，執行一定之任務，

出（公）差同仁依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請領旅費。 

二、 公出則係因處理公務須離開服務機關，惟時間不長且無連續性

者，其差勤管理多用公出登記。 

三、 各機關派員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座談會、研

討會、檢討會、觀摩會及說明會等（以下簡稱受訓），係屬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第 4 條公假範圍，且因不具出（公）差性質，受

行政院本次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其修正重點包括：刪除膳費與未

能檢據得報支住宿費，按職務等級每日住宿費上限各調增 200元，及不分職務

等級每日出差得報支雜費調增為 400元等；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

習費用補助要點，亦配合上述報支要點修正而修正；茲以供出差或受訓同仁結

報經費之參考。 

關鍵字：出(公)差、受訓、旅費、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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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同仁依受訓補助要點，請領補助費。 

    至究屬出（公）差抑或公假，有關假別之合法性及正確性，依各

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職員部分由人事

單位負責審核，技工與工友部分則由總務單位負責審核；而會（主）

計單位則負責審核相關預算能否容納，出（公）差或受訓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章），支領項目與金額，是否符合旅費報支要點或受訓補

助要點之規定，及金額乘算與加總是否正確。 

參、旅費報支要點之主要變革及規定要項 

    原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本次除將膳

雜費修正為雜費外，另報支交通費及住宿費等相關規定亦與往昔有所

不同。茲參酌邱蓉萍（民 104）之論述與前述行政院 103年 7月 7日

函示分述如次: 

一、 交通費部分 

(一) 參酌船舶法之名稱，將輪船一詞修正為船舶，並鑑於船舶中有

與飛機及高鐵同屬單價高，且座位有分等級，因此增列須檢據

覈實報支，其中檢據復配合交通業者票證電子化，明訂為「應

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 

(二) 因應各機關業務需要，放寬搭乘計程車之規定，將除因急要公

務者外，不得報支計程車費，修正為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

者外，不得報支計程車費。 

(三) 鑑於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之情況已相當普及，因此刪除「如

因業務需要」一詞，並增訂因交通事故衍生對第三者之損害賠

償，亦不得報支之規定。 

二、 住宿費部分 

(一) 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以下簡稱旅費報

支數額表）依職務等級所列住宿費每日上限各調增 200 元，調

整後上限為特任級人員每日 2,200 元，簡任級人員每日 1,800

元及薦任級以下人員每日 1,600元。 

(二) 住宿費必須檢據覈實報支，因此刪除「未能檢據者，按規定數

額之二分之一列支」之規定。 

三、 膳雜費部分 

(一) 考量社會觀感與提升行政效能，免除逐案探究結報旅費人員於

出（公）差期間係獲提供一餐或二餐及屬半日或全日出差等，

而刪除「膳費」。 

(二) 依旅費報支數額表，不分職務等級，每日出差得報支雜費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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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部分 

(一) 將旅費報支要點第 3 點所訂，如利用公文、電話、傳真或電子

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增列通訊工具「視

訊」一項。 

(二) 鑑於部分機關原另訂有國內出差旅費報支之相關內規，且行之

有年，其以公里數或以小時數，或以出差地點，據以計支膳雜

費；本次修正旅費報支要點乃增列第 15點第 2項規定，有關各

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考量，得於該要點所定範圍內，

另訂報支規定，即各機關得配合其業務特性與出差實務，合理

訂定內規並據以執行。 

肆、 受訓補助要點之主要變革及規定要項 

    依行政院 103 年 12 月 25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3026 號函示，

受訓補助要點僅適用於參加國內訓練或講習，係屬費用補助性質得依

規定結報交通費及住宿費等兩項，與因奉派出（公）差執行一定之任

務，依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得結報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等三項有

別，茲依上開函示研析本次修正重點及規範要項如下： 

一、 配合旅費報支要點之修正，刪除受訓人員得依旅費報支要點之

規定報支膳費。 

二、 受訓補助要點第 3 點第 1 項明訂，服務機關得參照旅費報支要

點之規定，補助受訓學員於受訓或講習前後，由服務機關至訓

練機構之起、返程日交通費。 

三、 配合旅費報支要點明訂須檢據報支住宿費，因此受訓補助要點

第 3 點修訂為：訓練機構未提供必要之住宿，服務機關得衡酌

實際情況，依據受訓人員檢附住宿費憑證，於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額內，補助住宿費，並規定訓練機關已提

供必要之住宿，受訓人員選擇不住宿者，不予補助住宿費。 

伍、 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須注意要項 

    本次修正旅費報支要點，將報支膳費及未檢據得按日支住宿費標

準報支二分之ㄧ等規定刪除，受訓補助要點亦配合修正，有助於簡化

內部審核工作，同時亦可降低報支經費同仁不諳規定，而溢領旅費或

補助費之違紀風險；惟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仍須注意下列事項，以

提升行政效能，並協助同仁結報經費更符規定。 

一、 鑑於以公差或公假登記之報支經費，主要差異在於公差得以報

支每日 400 元之雜費，公假則無雜費之請領，因此指派執行一

定任務，以出（公）差登記，或參加受訓以公假登記，有關假

別之合法性及正確性，原則上尊重人事單位或總務單位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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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若假別明顯不合規定，則宜洽決定單位妥為處理。 

二、 依旅費報支要點第 7 點及第 8 點規定，調任與赴任者之配偶及

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分別報支交通費及補助所需交通費三分

之二，係規定僅可報支隨往任所該單趟之費用。 

三、 訓練機構聘請講座，因非以出差方式派遣，故非屬旅費報支要

點所訂範圍。有關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

其中「核實」係指由訓練機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若授課講

座搭乘飛機，往返事實明確，但無法取得登機證明存根（票根

或購票證明文件）者，可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之規定，

改以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收據核實列支（原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4 月 2 日台九十處忠字第 03098 號函）；至外聘講座如搭

乘高鐵與船舶，或機關邀請個人以學者專家身分參與會議而支

給交通費，檢據部分均宜依照該函示辦理。 

四、 各機關駕駛離開辦公處所工作係其本職，應由機關考量公務性

質及事實需要，核予出差派遣或公出登記（原行政院主計處 100

年 6月 8日處忠七字第 1000003479號書函）。 

五、 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惟外勤工作人員如確

有出差必要時，其各項權利義務應事先妥適規劃，並以契約方

式明訂 (原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 1 月 5 日處忠六字第

0950000099A號函) 。 

六、 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

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運用，如確有派遣出差或參加講習之必

要，得參照薦任級以下人員支給旅費或補助費，各機關並得從

嚴訂定相關規範（原行政院主計處 99 年 12 月 21 日處忠字第

0990007667號函）。 

七、 學生參加比賽或活動比照薦任級以下人員支給相關費用（原行

政院主計處 93年 12月 16日處忠六字第 0930007895號書函）。 

陸、結語 

    本次修正旅費報支要點，係考量社會觀感、提升行政效能與不增

加國庫及出(公)差同仁經濟負擔等因素，將膳費刪除並調增住宿費與

雜費，深受肯定及符合當前公務人員出（公）差之實際需要；受訓補

助要點亦本著不增加受訓人員額外經濟負擔與避免額外獲利，配合旅

費報支要點一併修正相關規定。同時，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104年 2月

24日主會財字第 1041500024號函示，增列以員工為給付對象之進修

訓練補助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先行刷卡付費，再報支請款，以提升付

費便利性，亦獲好評。 

    茲以臺灣高速鐵路自 96 年 1 月 5 日通車以來，臺灣西部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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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邁向一日生活圈，行政院宜本著不增加國庫負擔之情形下，如考量

函釋出（公）差或參加受訓兩日以上，且無免費場所可供住宿或訓練

機構未提供住宿場所，得由出（公）差或受訓同仁在每日住宿費限額

內，檢據報支未住宿當日之往返交通費，應可增進出（公）差同仁或

受訓同仁公私兼顧之便利性及小確幸。 

 

主要參考文獻 

1、 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修訂版）。 

2、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行政院 103

年 12月 25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3026號函修正。 

3、 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行政院 103

年 5月 9日院授主會字第 1030500333號函修訂。 

4、 邱蓉萍（民 104），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行政院主計總處主

計人員訓練中心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第 82期講義。 

5、 邱蓉萍（民 104），「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修正經過及重點」，主

計月刊第 710期第 32頁至第 36頁。 

6、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行政院 103 年 7 月 7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號函修正。 



 
 

35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附錄 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

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

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

差，其出差旅費之報

支，特訂定本要點。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

下簡稱各機關 ) 員

工，因公奉派出差報

支旅費，依本要點辦

理。 

調任視同出差，

其旅費在新任機關報

支。 

赴任人員由任職

機關補助其交通費。 

1.依立法體例修正。 

2.為方便利用，將第二項

「調任」移至第七點第

一項；第三項「赴任」

移至第八點第一項。 

二、旅費分為交通費、住

宿費及雜費，其報支數

額如附表一。 

薦任第九職等人員

晉支年功俸者，按簡任

級人員數額報支。 

約聘（僱）人員，

依其原定職等按附表

一分等數額報支。 

雇員、技工、駕駛

及工友，按薦任級以下

人員數額報支。 

二、旅費分為交通費、住

宿費及膳雜費，按出差

人員職務等級報支，其

報支數額如附表一。 

 薦任第九職等人員

晉支年功俸者，按簡任

級人員數額報支。 

   約聘（僱）人員、

技工、司機與工友，依

其原定職等按第一項

附表分等數額報支。 

1.第一項考量社會觀感及

提升行政效能，免除逐

案探究係經提供一餐或

二餐、屬半日或全日出

差等，爰刪除「膳費」

。又因公奉派出差，仍

有雜項費用支出之需要

，如購買車票之手續費

、以個人手機聯繫公務

之電話費等，其單據不

僅金額小、數量頻繁，

如採實報實支方式辦理

，不僅相當繁瑣，或有

分割不易、單據遺失、

或有同仁疏忽重複報支

、或有逾會計年度未及

報核等情事，不僅出差

同仁困擾，且內部審核

人員疏失之風險亦相對

升高，將不利於行政成

本及效能提升，爰保留

「雜費」，並維持現行依

數額表之數額報支方式

辦理。 

2.第三項依行政院暨所屬

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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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

支給報酬標準表」，其職

等自六職等至十三職

等，為避免適用上有疑

慮，爰將其中約聘（僱）

人員單獨於本項列示，

又為方便利用，並於附

表一增列備註文字。 

3.至原第三項規定之技

工、駕駛與工友順移為

第四項，並增列雇員，

且將「司機」修正為「駕

駛」。 

三、各機關對公差之派

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

實需要詳加審核決

定，如利用公文、電

話、傳真、視訊或電子

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

處理者，不得派遣公

差。 

出差人員之出差

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

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

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

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

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

為原則。 

三、各機關對公差之派

遣，應視公務性質及

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

定，如利用公文、電

話、傳真或電子郵件

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

者，不得派遣公差。 

出差人員之出

差期間及行程，應視

事實之需要，事先經

機關核定，並儘量利

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

短行程；往返行程，

以不超過一日為原

則。 

第一項依銓敘部對

公差之定義：「由機

關指派執行一定之

任務」，酌作文字修

正；另為因應通訊工

具的增加，增列「視

訊」為不得派遣公差

情形。 

 

四、出差事畢，於十五日

內依附表二檢具出差

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

書據，一併報請機關審

核。 

四、出差事畢，應於十五

日內依附表二檢具出

差旅費報告表，連同

有關書據，一併報請

各機關審核。 

1.參照第三點第二

項規定，出差旅費

報告表及有關書

據應報請服務「機

關」審核，爰酌作

文字修正。 

2.另考量機關各項

支出，如已取得合

法憑證，且屬年度

預算得支付之項

目，則可依規定支

付，爰刪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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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字。 

五、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

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

鐵、船舶、汽車、火車、

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

支；搭乘飛機、高鐵、

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

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

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

存根；領有優待票而仍

需全價者，補給差價。

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

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

便車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指

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

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

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

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

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

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

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

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

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

油料、過路（橋）、停

車等費用；如發生事

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

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

損害賠償。           

五、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

須搭乘之飛機、汽

車、火車、高鐵、捷

運、輪船等費，均按

實報支；領有優待票

而仍需全價者，補給

差價。但機關專備交

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

或搭乘便車者，不得

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

係指公民營客運汽

車。凡公民營汽車到

達地區，除因急要公

務者外，其搭乘計程

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如因業務需要，

駕駛自用汽（機）車

者，其交通費得按同

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

最高等級之票價報

支。但不得另行報支

油料、過路（橋）、

停車等費用；如發生

事故，亦不得報支公

款修理。 

 

 

1.第一項參酌船舶法，將

「輪船」修正為「船

舶」；基於船舶中有與

飛機及高鐵同屬單價

高，且座（艙、車）位

有分等之情形，爰增列

須檢據覈實報支；交通

工具列舉順序酌作修

正；有關檢據部分，因

應交通業者票證電子

化，修正文字為「應檢

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

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

附登機證存根」。 

2.第二項因應各機關業

務實需，酌予修正放寬

搭乘計程車費用之報

支，惟為避免浮濫，規

定須經機關核准。 

3.第三項增列因交通事

故衍生對第三者之損

害賠償亦不得報支之

規定；又因出差人員為

求便利，駕駛自用汽

（機）車出差之情況已

相當普及，爰刪除「如

因業務需要」。  

 

六、凡陪同外賓出差者，

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

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

支，其住宿費得就所宿

旅館之統一發票或收

據，覈實報支。 

六、凡陪同外賓出差者，

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

乘之交通工具按實報

支，其住宿費得就所宿

旅館之統一發票或收

據，按實報支。 

 

酌作文字修正。 

 

七、調任視同出差，其旅

費在新任機關報支。 

調任人員之配偶及

直 系 親屬 隨 往任 所

七、調任人員之配偶及直

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

按各該調任人員職務

等級，報支交通費。 

第一項由第一點第二項

移入，原第一項遞移為第

二項，文字並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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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者，得按各該調任人員

職務等級，報支交通

費。 

八、赴任人員由任職機關

補助其交通費。 

赴任人員之配偶

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

者，得按各該赴任人員

職務等級，補助其實際

所需交通費三分之二。 

八、赴任人員之配偶及直

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

按各該赴任人員職務

等級，補助其實際所需

交通費三分之二。 

第一項由第一點第三項

移入，原第一項遞移為第

二項，文字並酌作修正。 

九、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

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

有住宿事實者，得在附

表一所列各該職務等

級規定標準數額內，檢

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出差地點距離機

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

里，因業務需要，事前

經機關核准，且有住宿

事實者，得依前項規定

辦理。 

 

九、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

在地六十公里以上，

且有住宿事實者，得

在附表一所列各該職

務等級規定標準數額

內，檢據核實列報住

宿費，未能檢據者，

按規定數額之二分之

一列支；出差地點距

離機關所在地未達六

十公里，因業務需

要，事前經機關核

准，且有住宿事實

者，始可報支住宿

費。 

住宿於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提

供之完全免費宿舍

者，不得報支住宿

費。 

 

1.第一項檢據「核實列

報」，參照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修正為檢據

「覈實報支」，以下各點

同。 

2.考量出差旅費並非待遇

給與，本應以覈實報支

為原則，為降低同仁或

因疏忽肇致違反風紀之

風險，甚或喪失公務員

資格，爰刪除第一項「未

能檢據者，按規定數額

之二分之一列支」之規

定，回歸檢據覈實報支

因公奉派出差之必要費

用。 

3.原第二項規定，配合本

次修正須檢據報支住宿

費，予以刪除；另出差

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未

達六十公里，其住宿費

之報支規定，移列為第

二項規定。 

十、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

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

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

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

數額內，以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報支；搭乘飛

機、高鐵、船舶者，應

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十、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

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

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

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

數額內，以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報支；搭乘飛

機、高鐵者，須另檢附

配合第五點修正交通費

應檢附之憑證，作為搭乘

之證明。 



 
 

39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

檢附登機證存根，作為

搭乘之證明。 

票根。 

 

十一、在同一地點出差超

過 一 個 月 之 住 宿

費，超過一個月未滿

二個月部分，按規定

數額八折報支；二個

月以上部分，按規定

數額七折報支。 

十一、在同一地點出差超

過 一 個 月 之 住 宿

費，超過一個月未滿

二個月部分，按規定

數額八折報支；二個

月以上部分，按規定

數額七折報支。 

本點未修正。 
 

 十二、膳雜費依附表一所

列各該職務等級規

定數額列報。如供膳

二餐以上者，不得報

支膳費。但雜費得按

每日膳雜費數額二

分之一報支。 

有關「雜費」之報支，於

第二點第一項已有明文

，本點無重複規定必要，

爰予以刪除。 

十二、旅費應按出差必經

之順路計算之。但有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順

路，並經機關核准

者，所增加之費用得

予報支。 

十三、旅費應按出差必經

之順路計算之。但

有特殊情形無法順

路，並經機關核准

者，所增加之費用

得予報支。 

點次變更。 

 

十三、旅費自起程日起至

差竣日止，除患病及

因事故阻滯，具有確

實 證 明 按 日 計 算

外，其因私事請假

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患病，

以突發之重病，經醫

院證明必須住院治

療，且不宜返回原駐

地醫治者為限；在患

病住院期間，得自住

院之日起，按日報支

雜費，最高報支十日。 

十四、旅費自起程日起至

差竣日止，除患病及

因事故阻滯，具有確

實 證 明 按 日 計 算

外，其因私事請假

者，不得報支。 

    前 項 所 稱 患

病，以突發之重病，

經醫院證明必須住

院治療，且不宜返回

原 駐 地 醫 治 者 為

限；在患病住院期

間，得自住院之日

起，按日報支膳雜

費，最高報支十日。 

1.點次變更。 

2.配合第二點將「膳雜

費」修正為「雜費」。 

 

十四、出差人員於出差期

間受休職、撤職、

停職、免職處分者

十五、出差期中有免職或

撤職時，依其已到達

地點，按原定職務等

1.點次變更。 

2.依機關執行實務，酌作

文字修正，並刪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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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自其不能執行職

務之日，停止其旅

費，並依停止前其

已出差事實，得按

原職務等級報支往

返旅費。 

級報支往返旅費；出

差人員經法院判有

刑責者，於其不能執

行差務之日起，停止

其旅費。 

處理情形相關文字。 

 

十五、各機關經常出差，

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

之差旅費，應於本要

點所定數額範圍內，

另定報支規定，陳報

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 

前項以外，各機

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

他因素，得於本要點

所定範圍內，另定報

支規定。 

十六、各機關經常出差，

或長期派駐在外人

員之差旅費，應於本

要點所定數額範圍

內，另定報支規定，

陳報各該主管機關

核定後實施。 

1.點次變更。 

2.考量除第一項係規範

部分機關人員「經常出

差」或「長期派駐在外」

等少數例外情形，至各

機關一般性出差，為符

合實需，增列第二項規

定，亦得於本要點所定

範圍內，另定內規，規

範其出差得報支之標

準等，並考量屬通案，

為提升行政效能及分

層授權，爰無須踐行陳

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之程序。 

十六、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及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其國內出差旅費

之報支，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 

十七、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及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之出差，準用本

要點之規定。 

1.點次變更。 

2.參照國外出差旅費報

支 要 點 第二 十 點 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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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修正對照

表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

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

要點 

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

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為明確本規定僅適用於參

加國內訓練或講習，且係

屬費用補助性質，與因奉

派公差執行一定之任務，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報支國內旅費，二者

依據及性質均不同，爰修

正名稱，並酌作文字修

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

關（構）、學校（以下

簡稱各機關）派員參

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

習相關費用補助事

項，特訂定本要點。 

 

1.本點新增。 

2.增列本要點之目的及

適用對象，俾符一般立

法體例。 

 

二、訓練或講習期間超過

五日者，除特殊情況

外，訓練機構應提供

受訓人員必要之膳

宿，若無膳宿設備

者，應洽借或委託其

他訓練機構提供，並

應於調訓通知內敘明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及

是否提供膳宿。 

一、辦理訓練或講習，其

期間超過五天者，除

特殊情況外，訓練機

構應提供學員必要之

膳宿，若無膳宿設備

者亦應洽借或委託其

他訓練機關提供，並

應於調訓通知內敘明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及

是否提供膳宿。 

1.點次變更。 

2.參照行政程序法第四

十八條有關「期間」用

語，將「五天」修正為

「五日」。 

3.參照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十六條規

定用語，將「其他訓練

機關」修正為「其他訓

練機構」。 

4.統一本要點用語，將

「學員」修正為「受訓

人員」。 

三、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

講習，服務機關得參

二、參加訓練或講習，包

括行程及訓練期間，

1.點次變更。 

2.本點僅就補助受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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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照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規定，補助其

於 訓 練 或 講 習 前

後，由服務機關至訓

練機構間之起、返程

日交通費。 

服務機關因急

要公務通知受訓人

員返回處理者，除前

項交通費外，得另補

助 其 往 返 服 務 機

關、訓練機構間之交

通費。 

訓練機構每日已提供

用膳二餐以上及住宿

者，僅補助服務機關

至訓練機構間之往返

交通費；訓練機構確

未提供前述必要之膳

宿者，受訓人員之服

務機關得衡酌實際情

況，參照「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之規

定，核給往返之交通

費、住宿費及按膳雜

費之二分之一支給膳

費。 

員交通費予以規範，不

區分訓練機構是否提

供住宿，且配合「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修

正刪除「膳費」，爰刪

除「包括行程及訓練期

間，訓練機構每日已提

供用膳二餐以上及住

宿者，僅」、「及按膳雜

費之二分之一支給膳

費」等文字。本點後段

有關訓練機構確未提

供必要住宿者之規

範，移列至次點。 

3.為資明確，俾利實務執

行，將補助服務機關至

訓練機構間之「往返交

通費」，修正為補助其

於訓練或講習前後，由

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

間之「起、返程日交通

費」。 

4.第二項參照原第三點

後段予以規範，服務機

關因急要公務通知受

訓人員返回處理，除前

項交通費外，得另補助

其往返服務機關、訓練

機構間之交通費。 

5.參加訓練或講習（即受

訓）不補助「雜費」為

本規定既有之原則，本

次修正仍依循上開原

則規範，並未將「雜費」

列為費用補助項目。 

四、訓練機構未依第二點 三、參加一週以上之訓練 1.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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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規定提供必要之住宿

（包含行程與訓練或

講習期間之假日），服

務機關得衡酌實際情

況，依據受訓人員檢附

之住宿費憑證，於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

額內，補助其住宿費。

但訓練機構已提供必

要之住宿，受訓人員選

擇不住宿者，不予補助

住宿費。 

或講習，訓練或講習

期間之假日，訓練機

構未提供膳宿，且確

有在受訓地用膳及住

宿者，可參照「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之規定核給膳宿費

用；服務機關因急要

公務請受訓人員返回

服務機關處理者，始

得報支往返交通費。 

2.本點僅就服務機關得

補助受訓人員住宿費

予以規範。爰將原第二

點有關訓練機構確未

提供必要住宿者之規

定，調整至本點規範。

並刪除後段有關報支

訓練期間往返交通費

等文字。 

3.因一週以內之訓練或

講習，亦有適逢假日之

情形（如國慶日等），

爰刪除「一週以上」文

字。 

4.配合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修正，刪除膳

費，及「住宿費」均需

檢據覈實報支等，酌作

文字修正。 

5.考量訓練資源之統籌

運用，撙節相關經費支

出，訓練機構已提供必

要之住宿，受訓人員選

擇不住宿者，係受訓人

員自願放棄住宿之權

利，自不得向服務機關

申請補助住宿費，並為

免實務執行時，仍一再

請示，爰於後段增加但

書規定。（參照行政院

主計總處【原行政院主

計處】93年 1月 2日處

忠字第 0930000008函） 

五、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

之各項研習會、座談

四、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

之各項研習會、座談

1.點次變更。 

2.配合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修正刪除「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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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會、研討會、檢討

會、觀摩會、說明會

等活動，有關交通費

及住宿費，均比照第

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辦理。 

會、研討會、檢討

會、觀摩會、說明會

等有關往返交通費

及膳宿費均比照前

述原則辦理。 

費」，將「膳宿費」修

正為「住宿費」，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六、各機關基於業務或其

他因素考量，得於本

要點規定範圍內，自

行訂定規定核酌辦

理。 

五、各機關 (構) 基於本

身財力或其他因素考

量，得在前述各項規

定範圍內自行從嚴訂

定內規核酌辦理。 

1.點次變更。 

2.酌作文字修正。 

 

七、本要點修正生效後，

訓練或講習期間跨越

新、舊規定者，其於

舊規定期間適用舊規

定，於新規定期間適

用新規定。 

 1.本點新增。 

2.明確規範訓練或講習

期 間 跨 越 新 舊 規 定

者，其適用情形。 

八、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

種基金派員參加國內

各項訓練或講習之費

用補助，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 

各級地方政府得

參照本要點之規定，

自行訂定派員參加國

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

用補助規定；其未訂

定者，準用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 

 1.本點新增。 

2.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

種基金準用本要點之

規定；地方政府得參照

本要點之規定，自行訂

定規定，其未訂定者，

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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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由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探討內部審核人員之職責 

─以報支國內旅費為例 

黃永傳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明訂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並規範

報支條件，行政院、銓敘部及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業於 101年 2

月 6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等機關為因應特殊

情況報支旅費之需，爰作相關函示。本文旨在透過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

研析，據以說明內部審核人員須負合法憑證之責，而同仁須檢具合法憑證

報支旅費，及對報支項目真實性負責；並彙總相關函示，供同仁報支旅費

之依循。 

壹、前言 

會計法第 58 條明定「會計人員非根據合法之原始憑證，不得造具記

帳憑證；非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不得記帳。但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

目等事項無原始憑證者，不在此限。」會計法第四章「內部審核」第 95

條至第 103 條相關條文復規定，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

之；會計人員為執行內部審核職權，向各單位查閱簿籍、憑證暨其他文件，

或檢查現金、財物時，各該負責人不得隱匿或拒絕；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

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等。然商業會計法第

33 條載明「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計帳

簿表冊作任何紀錄。」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亦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

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稽上，政府機關會計人員(以下簡稱會計

人員)執行內部審核，面臨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究應如何分際，且兩者未

臻一致時，又應如何因應以資適法，誠屬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之重要課

題。復鑑於機關非辦理採購同仁報支經費，以支領國內旅費註一(以下簡稱

旅費)為大宗，爰就預算法、會計法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註二(以下簡稱

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與函釋及案例，研析報支旅費所涉合法會計程

序(以下簡稱合法程序)及合法支出憑證註三(以下簡稱合法憑證)之涵意，供

會計同仁執行內部審核之參酌。 

貳、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 

會計法並未明定合法憑證之定義，惟該法第 102 條定有會計人員審核

原始憑證，若發現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依法律或習慣欠缺主要書據，未

經核准辦理者、書據之數字或文字經塗改未經負責人簽章等項目應拒絕簽

署註四，依其立法旨意，可視為業已規範合法憑證之要件。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所訂各機關員工向機關請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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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事實真實性負責，核屬真實憑證之真諦。舉例說明如次： 

一、奉准搭乘飛機出差，惟登機證存根因天雨毀損，報支旅費填寫旅費報告

表，並未檢附支出證明單，敘明登機證毀損之原由，本例搭乘飛機係屬

真實事項，惟欠缺主要書據，該旅費報告表仍屬不合法憑證，無法據以

報支機票費。 

二、反之，奉准出差，並自行駕駛自用轎車往返，依現行旅費報支要點，報

支旅費無須檢附火車票存根，報支旅費同仁填寫旅費報告表卻報領自強

號火車票價，該旅費報告表雖屬合法憑證，惟當事人須負真實性責任。 

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固可兼採書面審核與實地抽查，至審查旅費向以書面

審核為主，實地抽查不經濟亦不可能，故浮報旅費被檢舉，絕不能以業經會

計人員審核同意報支而卸責。基上，俗語「真實事項未必合法，合法事項未

必真實。」其涵義即為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又法律僅規範行為最低

標準，會計人員負有內部審核之責，惟不具有司法調查權，故僅負合法憑證

之責，然報支旅費同仁須負合法與真實之責。 

參、機關派員出差之合法程序 

機關財務支用程序之歷程涉有預算籌編與執行、會計處理及決算編

造。復依會計法第 100 條之規定，關係經費負擔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不

生效力。本著程序不符實質不論之原則。故在探討作為報支旅費依據之合

法憑證前，為期合法動支經費，宜先論述合法程序，避免未經核准，已先

行出差，俟出差事畢，既使檢具足夠合法憑證，請領旅費，亦屬不合法憑

證。會計人員遇類此情境，宜在機關尚有足夠經費支應報支旅費時，考量

依會計法第 99 條之規定註五，建議報支同仁補辦核准差假程序，否則應拒

絕簽署動支該筆旅費。謹將派員出差所涉籌編預算與簽准等程序說明如

次： 

一、籌編旅費預算程序： 

預算法第 25 條明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

財物或投資之行為。」機關為因應公務之需，派員出差係屬無可避免之業

務。故在籌編預算時，各單位須依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之規定，

考量整體業務需求之優先次序，盱衡未來年度之需要，本著緊縮原則確實

檢討編列註六。旅費係屬業務費第二級科目，各單位因業務性質不同，匡列

預算額度多寡不一，除非明顯存有寬濫或超逾所分配預算額度外，會計單

位宜予尊重。 

二、簽准出差程序 

除部分機關會計單位依「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

責分工表」(以下簡稱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認為派遣同仁出差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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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係由派遣單位負責，假別之正確性與合法性亦由人事單位主政，只要派

遣單位有足夠經費支應同仁出差所需，授權派遣單位無須依會計法第 100

條之規定先行會簽會計單位外，簽准出差程序，事涉派遣單位、人事單位

及會計單位之權責，謹說明要項如次： 

(一)派遣單位：須依旅費報支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

加審核決定，有無出差之必要性。 

(二)人事單位:鑒於旅費報支要點之附表一「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數額表」明訂旅費包括交通費、每日住宿費、每日雜費，另行政

院 90 年 8 月 28 日台九十忠授字第 06851 號函示，參加受訓人員不得報

支雜費。及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 12 月 15 日處忠二字第 0940009149 號亦

函示，參加公務人員協會會議並非執行公務，不得報支旅費。故人事單

位於會簽時，須按所敘差假原因及相關書據審核假別，並依待遇權責分

工表之規定，對假別正確性與合法性負責。 

(三)會計單位：依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須對預算能否容納，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與旅費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負責。若發

現假別存有疑義，宜建請人事單位再考量，若人事單位仍認為假別核屬

正確與合法，則應予尊重。另鑑於機票及高鐵車票價格較同行程火車票

價為高，為避免有違機關內部相關規定，致出差事畢，同仁報支旅費產

生無謂困擾，舉凡有搭乘飛機或高鐵之必要者，宜建請於簽呈中一併敘

明，以為報支之依據。 

肆、案例研析與釋疑 

旅費報支要點已規範同仁報支旅費相關規定(同註二)，本文不再贅

述，謹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3)編訂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與主計月

刊主計長信箱所刊載案例及函示，就派遣出差之對象、交通費、雜費、住

宿費及其他事項等擇要說明如次: 

一、派遣出差之對象: 
(一)機關現職人員、兼職人員及非現職人員參與公務活動均為派遣出差之對

象，並依規定支領旅費或旅費補助。 

(二)依行政院 97 年 1 月 10 日訂頒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

用及運用要點」之規定，除按日計資之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講

習外，其他臨時人員則依工作性質，由機關依該要點規定本權責核處出

差或受訓(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6 月 4 日處忠七字第 0980003392 號書函)。 

(三)奉派代表機關受獎，係屬處理公務，可依規定支領旅費；至個人受獎時，

如係屬因公獲獎，並奉機關核派以出差方式辦理者，得報支旅費 (行政院

主計處 97 年 4 月 10 日處忠七字第 0970001950 號電子信箱函件答復)。 

(四)參加各類考試僅限於考試院主辦之「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

試」1 種，得請領交通費（主計月刊 94 年 7 月第 595 期主計長信箱）。 

(五)各機關如因同仁或其直系親屬身故，有派員參加公祭並協助處理相關後

續照護事宜之必要時，得由機關首長參酌旅費報支要點及銓敘部 85 年

11 月 25 日八五台法二字第 1382952 號函之意旨註七，依權責認定確屬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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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務後，據以核給公差及報支旅費，惟為避免引發爭議，其差假應以

名實相符之事由登記，不宜僅以「參加公祭」為登記事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 97 年 9 月 18 日局給字第 0970022621 號函)。 

(六)機關員工參加球類錦標賽活動，本質上非屬出差，自不能核准為派遣出

差之對象 (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3 月 27 日處忠二字第 0960001758 號書函)。 

二、交通費: 

(一)依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除搭乘飛機、高鐵及船舶出差須檢據報支交通

費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得不檢據，故由臺北搭乘某知名客運公司汽車

赴臺中出差，其票價為 385 元雖較搭乘自強號火車票價 375 元為高，仍

得不檢據，報支人為避免同僚作為飯後茶餘之話題，建請宜檢據報支。

同理，現行由臺北赴桃園出差，購買自強號火車票為 70 元，然刷悠遊

卡進出站僅扣款 41 元，亦得不檢據報支 70 元，內部審核人員審核交通

費，亦無須詢問有無購票，由報支人負真實性責任。 

(二)搭乘同事或朋友便車出差或領有公務票者，因未支付交通費，不得假藉

任何理由報支交通費（主計月刊 92 年 9 月第 573 期主計長信箱）。 

(三)由臺北至高雄自強號票價為 845 元，若此區間無座位，爰分段購票，如

先購買臺北至彰化票價為 416 元，再購買彰化至高雄票價為 430 元，合

計票價為 846 元，雖較 845 元為高，仍僅可報支 845 元（主計月刊 94 年 6

月第 594 期主計長信箱）。 

(四)機關所在地鄰近臺北火車站，家住松山火車站附近，搭乘自強號火車赴

高雄出差，僅可報支臺北站至高雄站票價；若家住板橋火車站附近，宜

本誠信原則報支由板橋站至高雄站之交通費（主計月刊 94 年 7 月第 595 期主

計長信箱）。另臺北至高雄搭乘自強號火車，高雄至屏東搭乘臺鐵電聯車，

惟報支交通費卻全程報支自強號票價，仍由報支人負真實性責任。類此

情形，會計人員審核交通費時均無須過問實況。 

(五)由高雄赴主計人員訓練中心參加受訓，由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尚僱用遊覽

車在臺北市北平東路 2 號門口接送學員赴該中心，既使遲到，爰自行搭

乘客運車前往，仍不得報支該筆交通費。 

(六)以電話語音購票，並赴郵局取票，所付郵局 10 元手續費，須在雜費中

勻支，不得另外報支（主計月刊 93 年 12 月第 588 期主計長信箱）。 

(七)若奉派週一上午在高雄開會，於前一週週五晚上即搭乘高鐵先回高雄，

週一會後再搭乘高鐵返回臺北，報支人並未報支週五、週六及週日之住

宿費或雜費，僅報支週五搭乘高鐵票價，鑑於機關並未額外增加經費負

擔，除機關另有規定外，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

內，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差旅費(行

政院主計處 97 年 5 月 27 日處忠五字第 0970002791 號書函)。 

(八)由各縣市火車站或高鐵站至開會地點，仍可覈實報支該路段大眾運輸工

具之票價（主計月刊 90 年 9 月第 549 期主計長信箱），惟各縣市公車基本票價

未臻一致，如高雄市公車一段票為 12 元，臺北市則為 15 元，為避免產

生無謂困擾，須確記所支付票價以作為覈實報支之依據。 

三、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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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雜費不分職務等級每人每日 400 元，均無須檢據報支。依旅費報支要點

第 12 點規定，雜費係以每日為單位核算，奉派出差未滿一日，則由各

機關依業務屬性、公差性質及當事人交通狀況等，本於權責核處(行政院

主計處 97 年 1 月 17 日處忠字第 0970000301 號書函)；至奉派半日之公差，其雜

費應按每日規定數額二分之一報支(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7 月 26 日處忠字第

0930004718 號函)。 

四、住宿費 

(一)報支住宿費，以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為

要件，依職務等級採定額制（特任級人員每日不逾 2,200 元、簡任級人

員每日不逾 1,800 元、薦任級以下人員每日不逾 1,600 元），惟須檢據報

支，亦不因考績升等而追溯補差額。 

(二)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提供完全免費宿舍，而自動支付服務費

或清潔費等予服務人員者，仍不得報支住宿費。 

五、其他事項 

(一)訓練機構聘請講座，因非以出差派遣，故非屬旅費報支要點所規範範

圍。爰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其中「核實」係指由

訓練機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若授課講座搭乘飛機往返之事實明確，

但無法取得機票者，可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之規定，改以受領人

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收據核實列支(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4 月 2 日台九十處忠字第

03098 號函)。鑒於高鐵係於 96 年 1 月 5 日正式通車，若講座係搭乘高鐵

者仍宜比照辦理。 

(二)參加受訓與出差，其報支旅費之最大不同在於參加受訓者不得報支雜費

(行政院 90 年 8 月 28 日台九十忠授字第 06851 號函)。又訓練機構如有提供膳宿，

在調查受訓人員膳宿需求，受訓人員勾選不用膳宿，係自願放棄供膳宿

之權利，自不得向服務機關請領住宿費用(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1 月 2 日處忠字

第 0930000008 號函)。 

(三)員工旅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但政府訂有共同供應契約

者，得依各該契約規定辦理(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2 月 1 日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 

(四)以上報支旅費之數額係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數額，部分機關為撙節開支，

另行規定每日雜費不逾 200 元；在同一縣市出差，若無其他額外負擔，

不得報支雜費；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均需檢據；則從其規定。 

(五)臨時人員非屬旅費報支要點所規範人員，倘經機關派遣出差或受訓，所

需必要費用，得由各機關衡酌其業務性質，在撙節開支原則下，本於權

責自行核處(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6 月 4 日處忠七字第 0980003392 號書函)。 

 

伍、結語 

內部審核依性質可分為適正性審核、合規性審核及效能性審核註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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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人員向以書面審核方式，本著依據合法憑證造具記帳憑證之職責，進行

合規性審核，以協助同仁報支經費後，足以吃得下、睡得著及笑得開為理

想目標。然報支經費同仁必須本誠信原則，對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當前會計工作要項已由防弊邁向興利與諮詢，會計人員執行合規性審

核旨在合法範圍內協助機關推動政務，為因應類此需要，首要，熟悉諮詢

導向內部審核之具體作法，良好人際關係與優質情緒管理智商，獲業務單

位配合及機關首長支持，並適時提供有效決策資訊。次之，隨時蒐集相關

函釋並提供同仁參考，以免依循舊規而妨礙機關推動政務或造成動支經費

未臻適法。再者，本著多學、多問成為新世代主計尖兵為標竿，努力進修，

提升專業智能。一位成功會計人員並非以「稱職會計人才」為志向，而更

須以人人「稱讚會計人財」為目標，願與同仁共勉之。 

參考文獻 

一、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行政院 101.10.1 院授主會財字第 1010500661A 號函修正）。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修訂版）。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四、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民 95），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彙編（90 年 9 月至 95 年 4

月）。 

五、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行政院 103 年 7 月 7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 號函修

正）。 

六、會計法（100 年 5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97601 號令修正）。 

七、預算法（102 年 12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9231 號令修正）。 

 

附註 

註一
依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內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之定義，

國內旅費係指凡公務於台澎金馬等地區所需之差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公出差旅費、兼職人

員依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旅費補助等)屬之。 

註二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條文同附錄 1。 

註三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

據。另支出證明單係指因特殊原因無法取得收據，由經手人書明無法取得原因，據以請款之

文件，故亦屬支出憑證之一。 

註四
會計法第 102 條： 

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簽署： 

1. 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 

2. 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者。 

3. 應經招標、比價或議價程序始得舉辦之事項，而未經執行內部審核人員簽名或蓋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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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 

5. 應經經手人、品質驗收人、數量驗收人及保管人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

或應附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 

6. 關係財物增減、保管、移轉之事項時，應經主辦經理事務人員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

簽名或蓋章者。 

7. 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而塗改處未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8. 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者。 

9. 第三款及第五款所舉辦之事項，其金額已達稽察限額之案件，未經依照法定稽察程序

辦理者。 

10. 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前項第四款規定之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其業務規模，按金額訂定分層負責辦法辦理之。 

註五
會計法第 99條： 

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

之，並報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

告該機關之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 

註六
104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2 點第 3 款明訂政府各項消費支出應力求節約，本

緊縮及節能原則確實檢討。 

註七
銓敘部民國 85 年 11 月 25 日八五台法二字第 1382952 號函略以，公差係由機關指派執行一

定之任務，又公務員奉派參加同仁家屬之公祭，可否核給公差，宜由各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核

處。 

註八
 內部審核依性質分為： 

1. 適正性審核：係審核預算執行數、決算數額有無錯誤、遺漏、重複或偽飾等情事，旨在達

成財務報導可靠性。 

2. 合規性審核：係審核財務收支有無違背預算或有關法令等不法不當收支，旨在增進相關法

令之遵循。 

3. 效能性審核：係審核各機關執行預算、推展施政計畫或業務計畫有無財務效能過低或

未盡應盡之職責，旨在提升行政效能或營運績效。 

 

（本文係於 103年 8月 31日修正國防部主計局(民 98)發行主計季刊第 326期第

1頁至第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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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財物採購過程探討內部審核人員之職責 
                                                            

 

 
黃永傳 

壹、前言 
會計法第九十五條明定，各機關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其範圍包

括財務審核、財物審核及工作審核，而審核重點在於審核預算執行之合規性與效

能性，及會計事務處理之適正性，攸關會計人員之財務責任及會計責任。為克盡

內部審核之專業職責，會計人員所須熟悉相關主計法規繁多，常為新進會計人員

不知所措，行政院主計處對此問題向為重視，為因應類此問題，爰多方蒐集相關

法令彙整成「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以下簡稱作業手冊，註一），並於 95

年 1月 17日，以處會三字第 0950000378號函分行各機關在案（嗣分別於 100年

1月及 103年 1月修訂），以供執行內部審核之參考。 

作業手冊計分為四篇，第壹篇彙集各項支出標準及其依據，包括審核人事

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等相關法規，第貳篇、第參篇分別規範原始憑證之審核

及記帳憑證之審核，第肆篇訂定採購監辦之注意事項。業已含括審核採購事項與

非採購事項所須依循相關法令，本文旨在參酌該手冊所彙整之法令，以財物採購

為例，依工作經驗論述內部審核人員在簽案、招標、開標、決標、驗收及付款等

採購過程中尚須注意要項，以盡職責。 

貳、會計人員審核財物採購須遵循主要法規及應盡職責 
政府機關（構）採購財物，涉有預算執行及採購付款等事宜，然會計人員之

主要職責在於監辦採購程序及執行內部審核。其須遵行相關法規包含政府採購法

規及主計法規等，謹臚列要項如次： 

一、政府採購法規方面： 

（一）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六條及第九十五條明定，機關辦理採購

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採購人員在不違反採購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

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同法第十三條復

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過程，除有特殊

情形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二）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四條訂有，監辦人員會同監辦

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採購過程是否符合採購法規定之程

序，並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

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之審查，但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情形者，

仍得提出意見。 

二、主計法規方面： 

（一）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明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

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或交換，均須依據本法所定預算程序為之。 

（二）會計法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明定，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其

範圍包括財務審核、財物審核及工作審核。同法第一百條復規定，各機關

會計人員對於財物之訂購，經查核與預算所定用途及計畫進度相合者，應

會計人員於財物採購過程，執行內部審核及監辦採購程序，固可增進機關執行預

算更臻適法。若能於事前藉助所掌握會計資訊於採購簽案階段協助預算審核，並

於事後強化工作審核，將可提升機關行政效能，並增添會計人員之附加價值。 



 
 

53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為預算之保留。關係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契約，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

核，不生效力。又一百零二條亦明定，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若發現應

經招標、比價或議價程序始得舉辦之事項，而未經執行內部審核人員審核

，應拒絕簽署。 

（三）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章預算審核、第四章會計審核與第六章採購及財物

審核，亦訂有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應注意事項，茲摘述相關要項如次： 

   1.採購進度是否與預定計畫及預算進度相符。 

   2.採購款項之支付是否與採購契約所訂相符。 

   3.審核原始憑證，若發現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

備者，應使之更正或拒絕簽署。 

   4.採購案件有無預算及是否與所定用途符合，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有

無事前依照規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續。 

   5.辦理採購案件是否依照採購法規定程序辦理。 

   6.監辦採購案件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依採購法及相關

監辦採購規定辦理（註二）。 

綜上，會計人員在財物採購過程，係本著內部審核之應盡職責進行預算審

核、會計審核、採購及財物審核，並監辦採購程序之適法性，以增進機關（構）

執行採購預算更臻適法，惟不涉及採購之規格、資格等實質要件之審查。 

參、監辦與審核財物採購應注意要項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彙編 95 年度第 1 季行政院所屬各中央機關決標資

料總表所列，財物採購共 6,109 件，包括巨額以上者 59 件、查核金額以上未達

巨額者 58 件、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者 2,060 件及未達公告金額者 3,932

件。其中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案件為最大宗，占全部採購案件之 98%，爰為本文

探討之重點。 

作業手冊附錄一至附錄三分別訂有機關主會計單位於簽辦階段、開標及決標

階段、與驗收階段等三階段之監辦採購案件參考表（如附表一至附表三），以供

採購監辦人員執行監辦之參據。鑑於財物採購過程與預算執行歷程息息相關，致

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及監辦採購時，須先掌握一條財物採購過程管制線（如圖

一）及一條財物採購金額管制線（如圖二），以作為內部審核之基準。 
 

  簽案    招標    開標(比、議價)    決標    履約管理    驗收    付款 

   1        2           3            4         5         6       7 

圖一 財物採購過程管制線 

      小額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     查核金額   巨額採購 

 

 

 

圖二 財物採購金額管制線 

謹依工作經驗，按採購過程論述新進會計同仁於執行內部審核及監辦採購時須掌

握基本要項如次： 

一、簽案階段 

機關（構）之業務單位依會計法第一百條之規定，於簽案動支經費會簽會計

單位時，內部審核人員有任何意見，宜在此階段表達，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該請購案是否與支用目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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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核採購案是否已編列預算，且預算是否足敷請購所需？若不足支應所需

，則審核是否符合「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所訂流用之規定

。至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則審核是否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所訂調整容納之規定。 

（三）請購項目（如文具用品、清潔用品）雖屬小額採購，惟屬按週（月）循環

性採購，則須依以前年度之全年度需求額衡酌本年度採購金額，若近 10

萬元或逾 10 萬元，但未及 100萬元時，則不宜按小額採購辦理，以免造

成分批採購，有違採購法之規定。若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則建議依共同

供應契約之規定採購，否則須建議按「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採取開口契約方式，一次招標，分次送貨，分次付款之方式辦理。 

（四）簽辦動支經費之額度，將攸關採購方式與等標期長短，若屬公告金額區間

之採購，則 100萬元以上者以公開招標為原則，且等標期不得低於 14天

。第一次流標，續辦第二次招標，並涉重大變更，仍不得低於 14天，以

資適法。 

（五）會計單位若須提供意見，惟會簽欄空白處不足撰寫意見，則須加註「詳另

簽」，另以書面表達意見，但詳另簽之處無須會章，以避免來日另簽之書

面遺漏，導致責任不清。 

二、招標階段： 

本階段內部審核人員旨在審核招標文件內容是否符合採購法之規定，除依附

表一所列項目審核外，尚宜注意下列事項： 

（一）採購案是否業經核可？ 

（二）核可預計（算）金額雖未及公告金額，惟加計後續擴充所需金額，肇致採

購金額已逾公告金額，則應按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方式辦理。 

（三）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採限制性招標是否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條

款，若無明顯援引不當，原則上尊重採購單位之意見。另非屬財物採購之

工程採購或勞務採購，而依該條第九款「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

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或依第十款「辦理設計競賽，經公開

客觀評選為優勝者。」辦理，因屬公開客觀評選，且準用「機關異質採購

最有利標作業須知」辦理，原則上宜予支持。 

（四）審核契約草案宜注意下列要項： 

   1.契約價金是否大於可用預算數？ 

   2.付款條件是否符合分配預算，若須俟上級機關補助款挹注者，尤須於付

款條件中，加以明訂。 

   3.履約期間訂明以日曆天或限期交貨為宜。 

   4.逾期交貨、轉包等罰則須明訂清楚，若按日計算違約期限，宜註明未達

一日以一日計。亦即有履約條件者，須有罰則，否則不具意義，如契約

條款規定，每日至少交貨 100件，在 12月 31日前，須完成履約 1萬件

，若契約只訂有未完成 1萬件之罰則，未訂明每日未交貨 100件以上之

罰則，將造成無罰則，可資應用。 

   5.由於違約罰款，依採購法規定不逾決標金額百分之二十，為避免廠商在

違約罰款金額已達上限則怠於履約，影響機關（構）推動業務，宜加註

違約得解約之條款。 

   6.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履約保證或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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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宜明訂保證期間須大於履約期間及保固期間至少 90 天以上。 

   7.退還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之條件須明訂。 

   8.驗收時須拆驗隱蔽處及回復所需費用宜註明應由廠商負擔部分。 

   9.年度開始前，已完成採購契約，須於契約條款註明俟法定預算通過後生

效。 

   10.若存有後續擴充條款，須明訂契約期滿，經甲、乙雙方合意，得延長

履約期間。 

另在實際執行時，若廠商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

為保證者，宜建請採購單位向銀行或保險公司確認，以防廠商偽造。若新年度已

開始，而當年度法定預算尚未通過，採購付款須按預算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 

三、開標（比、議價）及決標階段： 

在本階段，監辦人員監辦採購除依附表二所列項目監辦外，尚宜注意下列要

項： 

（一）若招標須知明訂開標前截止收件，為避免收件截止時點發生爭論，宜請主

持人在依規定時間及地點開標時，須先宣布「已屆開標時間，現在正式開

標」以杜爭議。 

（二）建請採購人員在開標前宜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查詢投標廠商有無

屬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所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者

。 

（三）所謂合格廠商須符合下列要件： 

   1.投標文件之外標封已敘明廠商名稱、住址及案號。 

   2.審核投標文件之外觀，並無圍標之嫌疑者。 

   3.非採購法第五十條或第一百零三條所定禁止為投標或分包廠商。 

   4.依廠商名稱判斷並非顯然不具履約能力者。 

若符合上述要件，拆開標封後，即使發現僅有一張紙條敘明“哈哈，你被騙了”

仍可計入合格廠商之家數，惟仍宜建議主持人衡酌是否存有採購法第四十八條所

定，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四）投標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到場，僅是放棄優先減價及比、議價機會，仍

可作為決標之對象。故報價最低之廠商未到場，次低標之廠商仍不具優先

減價一次之資格。 

（五）主持人若未將「底價」示知監辦人員，監辦人員仍可索閱，以確認決標金

額是否在底價以下。若平底價仍可決標予該廠商，不可請廠商再減價。 

四、履約階段： 

本階段係由採購人員及機關（構）需求單位，依契約條款監督廠商履約情形

，與會計人員之職責較無關係。惟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情形時，會計人員

須注意依「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辦理監辦。 

五、驗收階段 

本階段旨在抽查驗收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如

何處置。本著分工原則，計有主驗人員、會驗人員、協驗人員及監驗人員，但採

購事項單純者，會驗人員及協驗人員得免參加，惟為避免衍生驗收結果無人紀錄

，採購單位通常派人參加協驗。監辦人員參與驗收工作，係擔負監驗之任務，旨

在注意主驗人員是否能夠公正的依據法令與契約規定，嚴密執行驗收工作，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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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俎代庖，逾越權責。若偶遇有主驗人員未能適切任事時，亦宜就其未洽之處，

適時適分的提醒有關法令或契約規定，以期導正相關作業，不好強為干預，更不

能反客為主，現場主導驗收工作。爰依附表三所列項目監辦外，尚宜注意下列要

項： 

（一）監辦人員於驗收階段之工作事項固為監視驗收程序，不涉實質與技術性之

驗收方法，惟舉凡數量點計、重量計算、抽驗數量有無達到契約規定及採

購標的是否符合契約所訂功能等項，並未涉技術性者，監辦人員仍須與其

他人員負符合契約規定之責。例如採購高真空杯 100件，契約明訂抽驗十

分之一，保溫八小時後，仍須維持攝氏 80度以上，驗收時，監辦人員宜

注意驗收過程有無隨機抽出 10件，盛裝熱水後，八小時後進行溫度檢測

，該熱水是否仍維持攝氏 80度以上。 

（二）無論第一次驗收，或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須進行重驗

，監辦人員因故無法實地監視，採書面審核或經核淮採書面審核者（公告

金額以上採購），監辦人員必須於驗收紀錄上載明「書面審核監辦」字樣

，以明責任。 

六、付款階段 

本階段非屬採購法規範財物採購監辦範圍，係屬會計人員執行會計審核，掣

製付款憑單（支出傳票）供支付機關（出納人員）據予付款之職責，宜注意下列

要項： 

（一）掣製付款憑單（支出傳票）前，必須確定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

定均相符，且廠商已繳足保固金，付款對象除特殊原因經核准外，須與契

約及原始憑證所載廠商名稱相符，且付款金額不可逾契約及原始憑證所列

數額。 

（二）依財政部 81 年 5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811661406號函示，為落實推行使用

統一發票制度，採購金額達 2,000元以上，應儘量取具統一發票報支。故

在便利商店可購得之財物，宜建議採購人員向使用統一發票之廠商購置。 

（三）除以免用統一發票之廠商出具收據報支外，舉凡以收據報支之憑證，須依

印花稅法之規定，審核有無貼足印花稅票。若發現結報經費書寫文件之筆

跡與填寫收據之筆跡雷同，宜委婉告知報支經費同仁須避免類此情形，以

杜爭議。若收據由營業人蓋上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公司組織之營業人加蓋

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均屬不合法之憑證，應洽請報支經費之同仁向廠商

取據統一發票後報支，以臻適法。 

（四）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 19條規定，機關支付採購價金，得以政府採購卡

為之，尚無可以個人信用卡支付貨款之規範(主計長信箱，民 93)。 

（五）給付按採購法規定招標方式而得標廠商之價金，只須依該廠商開立統一發

票作為支付憑證，無須再請求檢附其向上游廠商價購原物料之憑單。 

（六）計算逾期交貨之罰款，須依契約原件所載條款計算，避免採用契約影本核

算，以防因契約遭竄改，而短收罰金。 

（七）另主辦會計於核簽付款支票時，仍須再度審核付款對象及金額是否錯誤，

以資慎重，並避免因溢付，而依審計法第 75條之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 

肆、結語 
據 95年二月中旬報載，某機關會計單位進行內部審核，發現存有職員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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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數張不同日期之發票報支經費，且報支單價逾越標準，涉有浮報經費之疑，爰

簽報機關首長移請相關單位加以調查（聯合報，民 95）。由此案例，獲悉會計人

員執行內部審核，有助於機關（構）報支經費更臻適法，並達成防微杜漸之效。 

傳統內部控制制度之理念，係偏重於監督及防弊措施，惟現代化之管理思維

，則朝向信任代替監督，興利與防弊並重（林秀敏，民 94）。然會計人員在組織

中執行內部審核及辦理監辦採購程序為內部控制活動之一環，固可協助機關（構

）增進法令之遵行，誠屬內部審核之消極功能。復依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 95年

度總預算案曾決議，各機關統刪項目包括人事費、政令宣導費、文康活動費、國

外考察費、房屋建築養護費、租金費用、獎補助費、資訊設備費、電腦汰購經費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及委辦費等，為期機關以有限經費完成既定施政目標，而會

計人員掌握機關（構）各種會計資訊，於事前之採購簽案階段，若能藉助會計資

訊協助預算審核，並於事後強化工作審核，除有助於組織提升行政效能或增進營

運績效，以發揮內部審核之積極功能外，亦能增添會計人員在機關（構）之附加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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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業已登載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www.dgbas.gov.tw），並可免費供下載使用。 

二、依採購法及相關監辦採購規定，採購案件之開標、比價、議價，主（會）計

單位實地監辦人員，應監視下列事 

項是否符合採購法規定之程序： 

（一）採購案件之公告方式及等標期是否符合規定；其開標是否依招標文件公告 

之時間及地點依規定公開為之，並製作紀錄及會同簽認。 

（二）公告金額以上採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是否業經核准。 

（三）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是否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四）訂有底價而未予公告之採購案件，其底價於開標前應注意是否仍屬密封。 

（五）開標時，廠商之投標文件是否仍屬密封。 

（六）開標時，主持採購人員或採購單位之人員，有無依規定審查廠商投標文件 

，並敘明審查結果及簽名或蓋章。 

參考書目： 

一、立法院秘書長（民 95），95年 6月 6日台立院算字第 0950050628 號函。 

二、主計長信箱（民 93），主計月報第 580期，第 166頁。 

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 93），政府採購法令彙編，第 15 版，臺北，三

民書局。 

四、行政院主計處（民 99），「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處會字第 0990004088A 號令

修正。 

五、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103年 2 月 6日主會

財字第 1030500074 號函修訂。 

六、行政院統一發包及集中採購中心（民 95），「行政院統一發包及集中採購中

心督導小組第 14次會議資料」，統一包字第 09500184630號函。 

七、林秀敏（民 94），「為提升機關公款支用效率，應如何簡化各機關支出憑證

之報支作業」，主計人員領導研究班第 6期研習手冊，第 81頁至第 83頁。 

八、財政部（民 81），81年 5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811661406號函。 

九、預算法（民 102），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9231號令修正公布。 

十、會計法（民 100），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97601號令修正公布。 

十一、審計法（民 87），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700231340號令修正公布。 

十二、聯合報，95 年 2月 16日。 

 
（本文係於 103年 6月 6日修正經濟部會計處(民 95)，今日會計第 103期，第 1

頁至第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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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單位監辦採購案件參考表  
(1)簽辦階段  

 

案 號 ：                             名 稱 ：                             

會 簽 日 期 ：                             主 辦 單
位 ：                             

主會計監辦
人 ：                             主 辦 會

計 ：                             

    
  
壹、採購簽案(或請購單)： 
一、應載明事項： 

(一)採購標的性質：□勞務採購  □財物採購  □工程採購 

(二)採購金額                   □逾公告金額 1/10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

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採購 
(三)經費來源：（請填科目及金額） 

□年度計畫預算                                                                            
□其他經費                                                                              

(四)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是否分批辦理？□是 □否。分批採購是否經上級機
關核准或於預算書列明？  □是 □否  (採 14、採細 13) 

(五)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 □公開取得書面報
價或企劃書(未達公告金額者) 
(六)決標原則：□訂有底價 □未訂底價 □最有利標 □複數決標 (可複選) 
(七)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分項決標 □單價決標 □分組決標 □依數量
決標 □其他                

二、簽案附件(草案)：□投標須知 □議價須知 □契約書 □招標規範(如：計
畫書) □投標標價清單   □投標廠商聲明書  □其他                                

 
貳、投標須知 

一、已載明之招標方式： 
□(一)公開招標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件，除依政府採購法第 20條及第 22 條規定辦理
者外，是否已敘明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是 □否                 

□(二)選擇性招標：(請填列適用之法規)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0條第     款規定。 

□(三)限制性招標，已載明符合下列方式及條件： 
□1.比價：(請勾選並填列適用之法規) 

□符合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款 
（請列明款次，第 16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工程會認定文

會
簽
注
意
事
項 

1.本表適用於逾公告金額 1/10之採購案。 
2.本表係依監辦步序整理之相關法規，專供主會計人員實際監辦使用，
為主會計部門內部之工作底稿。 

3.主會計單位執行採購之內部審核工作，以涉及經費負擔事項為主，並
注意未來可能產生債權債務事項。 

4. 完成本表之檢核，並經主辦會計簽章後，由主會計單位存參。 

附表一 



 
 

60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號                   ）； 
□符合採購法第 104條第 1項但書第       款（相關機關文
號                     ）； 
□符合第 105條第 1項第       款(相關機關文
號                     )； 
□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23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2.議價：(請勾選並填列適用之法規) 

□符合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款 
（請列明款次，□第 7款之情形須載明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所
敘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第16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工程會認定文
號                  ）； 
□符合採購法第 104條第 1項但書第       款（相關機關文
號                     ）； 
□符合第 105條第 1項第       款(相關機關文
號                     )； 
□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23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3.公開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 
   □符合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採： 

□委託專業服務；□委託技術服務；□委託資訊服務。 
   □符合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採公開客觀評選優勝者。             

□(四)依採購法第 49條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限未達公告金
額之採購案始得採行） 

二、符合限制性招標之案件，除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者、原採購之
後續維修、零配件之更換及追加工程外，若可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已載
明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採細 19、23-1)？□是  □否                       

三、所訂決標原則，已載明依下列原則辦理： 
1.底價部分： 
□(1)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2)訂底價，並公告底價。底價為：______________元。  
□(3)不訂底價，招標文件內已敘明理由及決標條件及原則？ □是  □否                

理由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以最有利標決標
之採購；□小額採購。 

2.決標部分： 
□(1)最低標。  
□a.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
得標廠商。 
□b.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且在預算數額
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2)最有利標。  
□a.依採購法第 56條適用最有利標(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b.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 10、11、14款準用最有利標。  
□c.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3)最高標。  
□(4)複數決標（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

利，但應合於最低價格或最有利標之競標精神。）  
四、已載明下列事項：(採 30、46、55、採購契約範本) 
□1.下列款項已敘明其種類、額度及繳納地點或金融機構帳號以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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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終止方式、不發還之規範： 
  □押標金 □履約保證金 □保固金 □其他                 
□2.底價之訂定規定。 
□3.採行協商措施之規定。 
□4.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5.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標價幣別。 
□6.採購標的涉及智慧財產權者之規範。 

 
叁、採購契約草案 

已載明下列涉及未來債權債務處理之事項：(採 63、64、採購契約要項) 
□1.機關及廠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2.廠商工作事項或應給付標的。 
□3.簽約日期。 
□4.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之主要部分
及分包事項。 
□5.災害處理。 
□6.契約變更。 
□7.契約之轉讓。 
□8.履約標的之項目、數量、單價、
分項金額及總價。 
□9.付款條件。 
□10.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種類、額

度、繳納、不發還、退還及終止
等事項(勞務採購；未達公告金額
之工程、財物採購；依市場交易
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保證
金之必要或可能者得免收)。 

□11.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無
需要者免列) 

□12.稅捐、規費及關稅之負擔。 

□13.履約期限(應明定日曆天、工作
天或採限期完工等，以日曆天計
者應明定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
或其他休息日是否計入)。 

□14.違約及補償條款。 
□15.逾期完工之罰款計算。 
□16.保固或維修之期限及責任。(無
需要者免列) 
□17.權利及責任。 
□18.保險之種類、額度、投保及理

賠。(無需要者免列) 
□19.契約之終止、解除或暫停執行。 
□20.履約爭議之處理。 
□21.工程財物隱蔽部分拆驗費用之
負擔。 
□22.預付款之規範。(無需要者免
列) 

 
肆、本階段其他不符合規定之情況： 

項 目 原 因 

                                                                                       

                                                                                       

                                                                                       
 
 

註：本表所列項目為一般性採購之應注意項目；但各主會計單位可自由選擇是否
採用，並可視採購案件之繁簡，依政府採購法規之規定調整酌予增減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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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單位監辦採購案件參考表  
 (2)開標 (第   次 )及決標階段  

一、 監辦方式 
 □實地監視 

□書面審核：□公告金額以上採購如採書面審核監辦，已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 

□不派員監辦：□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款規定，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款規定。 

□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13 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

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二、開標前應確認事項 

(一)公告方式：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招標有關內容已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

開於資訊網路(採 27)；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是否公開於資訊網路或政府採購

公報？ □是  □否           

(二)等標期：已確認符合等標期相關規定(採 28、招標期限標準、各種採購方式

等標期下限表)？   

  □是  □否                               

(三)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已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或已授權本機關自行辦

理(採 12、採細 7)？  

□是  □否                

(四)選擇性招標： 

1.承辦採購單位已預先辦理資格審查，並建立合格廠商名單(採 21)？  □是  

□否                 

2.其中經常性採購，已建立 6家以上之合格廠商名單(採 21)？  □有  □無                 

 
 
 

案 號 

 
 
：                          

名 稱  ：                           

日 期 ：                            

主 辦 單 位 ：                          

主 會 計 監 辦 人 ：                          

主 辦 會 計 ：                          

監
辦
注
意
事
項 

1.本表適用於逾公告金額 1/10之採購案。 
2.本表係依監辦步序整理之相關法規，專供主會計人員實際監辦使用，為主會計
部門內部之工作底稿。 

3.宜指派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之主會計人員監辦。 
4.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及
決標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程序。 

5.前項會同監辦，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及決標條件
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情形
者，仍得提出意見。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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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件，並採用下列方式決定廠商(採細 21)： 

□(1)為特定個案辦理，於廠商資格審查後，邀請所有符合資格廠商投標。 

□(2)為建立合格廠商名單；後續邀標方式為： 

□個別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公告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依辦理廠商資格審查文件所標示之邀請順序，依序邀請符合資格之廠

商投標； 

□以抽籤方式擇定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五)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承辦採購單位是否已報上級機關核准 (採 56)？  □是  

□否                 

(六)承辦採購單位已審查投標廠商是否達法定家數 (採 48、採細 55、機關辦理

採購之廠商家數規定一覽表)？ 

  □是  □否                 

符合以上規定之廠商家數如達法定家數則進行開標，否則應宣布流標。 

三、開標作業程序 

1.開標作業已依招標文件標示之時間及地點依規定公開辦理(採 45)？  □是  

□否                 

2.主持人是否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所指派(採細 50)？ □是  □否；主持人、

承辦採購人員、會辦及監辦人員是否到齊？ □是  □否                 

3.承辦採購單位已審查廠商之投標文件外封套仍屬密封(採 33？  □是  □否                 

4.主持人已宣布招標標的名稱及案號、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標

文件規定之事項，並說明「無廠商於期限內以書面提請招標文件之釋疑」或「廠

商所提招標文件疑義已依法處置」。(採細 48)？  

  □是  □否                 

5.承辦採購單位已依招標文件及採購法相關規定審查廠商投標文件，並敘明審查

結果及簽章？  

  □是  □否                 

公開徵選廠商承辦專業、技術、資訊、設計競賽服務之評選，其招標文件訂有

廠商資格者，承辦採購單位是否先審查廠商資格符合招標文件(不合規定者，

其他部分不予審查)？  □是  □否                 

6.承辦採購單位已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廠商押標金？□是  □否                             

7.主持人是否宣布廠商標價，其標單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數字)如有不符者，

是否以文字為準？  □是  □否                 

8.訂有底價而未予公告之採購案件：(採 34、採細 53) 

(1)從開封前審視底價封是否密封完整？  □是  □否                 

(2)開封後應注意底價是否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  □是  □否                 

(3)因故未能決標時，是否將底價密封？  □是  □否                 

(4)底價金額：             

9.底價核定時機與下列規定相符(採細 54)： 

□公開招標，其底價已於開標前定之；採分段開標者，其底價已於第一階段開

標前定之。 

□選擇性招標，其底價已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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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之比價，其底價已於辦理比價之開標前定之。 

□限制性招標之議價，其底價已於辦理議價之開標前定之。 

□依採購法第 49 條採公開取得 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其底價已

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 

四、決標作業程序： 

1.主持人已依規定，宣布決標及得標廠商之情形？  □是  □否                 

2.決標已依下列決標原則辦理：(採 52) 

□(1)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2)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

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3)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4)複數決標，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以合於最低價格或最有

利標之競標精神。 

3.以最低價決標，其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承辦採購單位認為顯不合理，恐有

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或其他特殊情形時，是否通知廠商限期提出說明或擔

保(採 58、採細 79、80)？  □是  □否                 

4.機關辦理議減價或比減價結果在底價以內時，除有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之情

形者外，主持人是否即宣布決標及得標廠商(採細 69)？  □是  □否                 

5.減價程序(採 53-54、採細 72-75) 

□(1)訂有底價者，已依下列原則辦理： 

a.最低標價在底價以內者，是否即予決標？  □是  □否                 

b.最低標超過底價者，已由廠商書明減價後之標價，依下列原則辦理： 

□(a)已洽最低標廠商減價 1次(依法僅能辦理 1次減價)。 

□(b)若其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已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

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不得逾 3次)。 

□(c)投標廠商如有 2 家以上，經比減價格後，僅餘 1 家繼續減價時，廠

商書面表示減價至底價或照底價之金額再減若干數額，而決標者。 

□(d)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僅有 1 家或採議價方式者，廠商書

面表示減價至底價或照底價之金額再減若干數額，而予接受者。如

須限制減價次數者，已於議價前先告知廠商。 

c.經減價後，最低標價不超過底價 8％且不逾預算數額而需超底價決標者，

業已敘明緊急情事，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核准決標？  □是  □否                 

d.其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案，超過底價 4％且不超過底價 8％而需超底價

決標者，已報經上級機關或授權本機關核准(採 53)？ □是  □否                 

e.第一次比減價格前，已宣布最低標廠商減價結果；第二次以後比減價格

前，是否宣布前一次比減價格之最低標價(採細 70)？  □是  □否                 

f.本採購案之底價金額為                           

□(2)不訂底價者，已依下列原則辦理： 

a.是否成立評審委員會，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價？  □是  □

否 

b.評審委員會若認為標價不合理，是否已提出建議金額？  □是  金額                   



 
 

65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否                 

c.最低標價低於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無建議金額)者，是否

即予決標？  □是  □否                 

d.最低標價逾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時，已由廠商書明減價後

之標價，依下列原則辦理： 

□(a)已洽最低標廠商減價 1次(依法僅能辦理 1次減價)。 

□(b)若其減價結果仍逾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時，已由所有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不得逾 3次)。 

□(c)投標廠商如有 2 家以上，經比減價格後，僅餘 1 家繼續減價時，廠

商書面表示減價至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照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

額再減若干數額，而決標者。 

□(d)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僅有 1 家或採議價方式者，廠商書

面表示減價至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照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再

減若干數額，而予接受者。如須限制減價次數者，已於議價前先告

知廠商。 

□(e).若比減價格 3次，最低標價仍逾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或預算金額

時，應予廢標。 

e.第一次比減價格前，已宣布最低標廠商減價結果；第二次以後比減價格

前，是否宣布前一次比減價格之最低標價(採細 70)？  □是  □否                 

(3)機關採最低標決標者，2家以上廠商標價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已

依下列原則辦理(採細 62)： 

□a.其比減價格次數已達 3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b.前項標價相同，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 3 次限制者，已由該等廠商再行

比減價格 1次，以低價者決標。 

□c.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6.最有利標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依政府採購法第 56條辦理之綜合評選，未超過 3次？  □是  □否                 

(2)最有利標廠商，業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核(評)定之。□是  

□否                 

7.本採購案之得標廠商：                                           ，決

標金額：                         

8.其他事項：承辦採購單位已製作下列紀錄並會同簽認(採細 51、68)： 

□開標(比價、議價)紀錄  □決標紀錄 

9.本階段其他不符合規定之情況： 

項 目 原 因 

                                                                                       

                                                                                       

註：本表所列項目為一般性採購之應注意項目；但各主會計單位可自由選擇是否

採用，並可視採購案件之繁簡，依政府採購法規之規定調整酌予增減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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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單位監辦採購案件參考表  
(3)驗收階段 (第   次驗收 ) 

 
 
 
 
 
 
 
 
 
 
 

 
 
 
 
 
 

 
一、監辦驗收方式 

 □實地監視 
□書面審核：□公告金額以上採購如採書面審核監驗，已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 
□不派員監驗：□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款規定，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款規定。 

□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13 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
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二、驗收前應確認事項：  

1.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驗收，承辦採購單位已於預定驗收日 5日前，報請上
級機關或授權本機關派員監辦。□是 □無   

2.採購之驗收，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格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承辦採
購單位是否於 20日內辦理驗收 (採細 93)？  □是  □否                                        

3.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承辦採購單位已於接
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 30 日內辦理驗收 (採細 94)？  
□是  □否                                        

4.以上所定期限，因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已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採細 95)？  
 □是(延期至                   )   □否                                        

 
三、驗收作業程序：  

1.驗收時已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人員主驗，並通知接管單位或使用
單位會驗(採 71)？   
□是  □否                                        

案 號 ：                          
名 稱  ：                           
日 期 ：                            
主 辦 單 位 ：                          

主 會 計 監 辦 人 ：                          
主 辦 會 計 ：                          

監
驗
注
意
事
項 

1.本表適用於逾公告金額 1/10之採購案。 
2.本表係依監辦步序整理之相關法規，為專供主會計人員實際監辦使
用，為主會計部門內部之工作底稿。 

2.宜指派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之主會計人員監辦。 
3.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驗收是否
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程序。 

4.前項會同監辦，不包括涉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
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見。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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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辦採購單位人員符合「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
人」之規定(採 71)？ □是  □否                 

3.辦理驗收人員已依下列規定分工(採細 91)： 
□(1)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

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2)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

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會驗
人員：□有  □無 

□(3)協驗人員：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協
驗人員：□有  □無 

□(4)監驗人員：其工作事項為監視驗收程序。 
4.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檢驗或試驗之項目或程序，承辦驗收
單位均已依其規定辦理(採細 91)？ □是  □否                        

5.工程驗收應注意事項(營造業法 41)： 
(1)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是否在現場說明？ □是  □否 
(2)驗收文件是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簽名或蓋章？ □是  □否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工程應不予驗收。) 

6.採書面驗收之工程、財物採購事項，僅限於(採細 90)： 
□(1)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2)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 
□(3)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4)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明文書者。 
□(5)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7.機關辦理驗收時有無製作驗收紀錄，並由所有參加人員會同簽認 (採 72、
採細 90-1、採細 96)？  □是  □否                        

  ※勞務驗收，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其書面驗收文件或審查會
紀錄，得視為驗收紀錄。(採細 90-1)                

8.驗收紀錄，至少已記載下列事項(採細 96)： 
□有案號者，其案號。 □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廠商名稱。 □
履約期限。 □完成履約日期。 
□驗收日期。 □驗收結果。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
者，其情形。 
□其他必要事項。                                                            

9.本次驗收： 

 項 目 原 因 

(1)未完成

驗收                       

                                                                         

                                                                                                

                                                                                                

                                                                                                

                                                                                                

(2)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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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紀錄已有完整紀錄者，得檢附驗收紀錄影本取代。 
 
10.驗收不符項目已依下列規定處置： 
(1)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承辦採購單位已通知廠商限
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採 72)？  □是  □否          

(2)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
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
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採 72)？  □是  □否                                        

(3)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而減價收受者
(採 72)。□是  □否 
a.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已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是  □否 
b.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有無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是  □
否                                        

                                      
11.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財物採購經驗收完畢後，除特殊情形必須延期，
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外，機關已於驗收完畢後 15 日內填具
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類似文件，並由驗收及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
上分別簽認(採細 101)？  □是  □否                                        
(於各批或全部驗收完成後，應將各批或全部驗收結果彙總填具結算驗收
證明書)  

12.本階段其他不符合規定之情況： 

項 目 原 因 

                                                                                       

                                                                                       

                                                                                       
 
註：本表所列項目為一般性採購之應注意項目；但各主會計單位可自由選擇是否

採用，並可視採購案件之繁簡，依政府採購法規之規定調整酌予增減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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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條第 4款及預算法第 54條第 2款 

之意旨以提升資本支出執行率 

中央政府 100年度總預算案業於 99年 8月 31日提出於立法院審議在案，各機關

宜善用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4 款與預算法第 54 條第 2 款之意旨辦理招

標作業及審慎研訂採購契約，以達成資本支出執行率之施政目標，並增進整體施

政效能。 

                

黃永傳 

壹、前言 

    中央政府 100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資本門計編列增置擴充改良資

產 1,938 億餘元，業經行政院於 99 年 8 月 31 日以院授主忠一字第

0990005383A號函提出於立法院審議在案。且行政院亦將「機關年度

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列為 100年度施政計畫共同性指標，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第十二點復規定，各機關應依年度績效目標

達成情形及行政院核定之評核意見，對其所屬機關（單位）及相關人

員辦理獎懲。鑒於近年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常於年度開始後，始經

立法院完成三讀程序，並經總統公布。本文旨在彙整相關法規，以闡

明各機關為提升歲出資本門執行率、妥列等標期及寬列履約期間，以

使採購案更符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在預算案尚未完成法定程序

前，得先行辦理相關採購事項並妥為訂定採購契約，以臻適法。 

 

貳、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四款立法緣由及意旨 

    回顧政府採購法於 88年 5月 27日正式施行前，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約集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財政部及法務部等機關研擬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

行細則），研商過程，曾論及國營事業年度預算常於年度開始後始完

成法定程序，且金額鉅大及等標期亦長，若能在預算案階段即完成招

標程序，俟法定預算公布後，採購契約立即生效，將有助於提升資本

支出執行率，並增進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爰提議於施行細則草案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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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項目之預算案尚未經立法程序者，應將預估需用金額計入。」

案經研商通過，以作為行政院於年度開始 4個月前將預算案提出於立

法院後，各機關（構）即可據以辦理招標作業之法規依據。 

 

 

叁、預算法第 54條第 2款及其他補充規定 

    預算未完成法定程序前，可先行辦理招標程序，除上述施行細則

之規定外，臚列其他相關規範如次： 

一、預算法第 54條明定，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 51條期限完成

時，各機關支出部分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 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

始得動支。但依第 88 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

此限。 

（二） 前目以外之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           

覈實動支。 

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行政院 96

年 11 月 1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60006308B 號函）明訂，新增計畫

以外之原有經常性經費及非屬新興之延續性資本支出計畫，當年

度可執行數仍應在上年度預算執行數或當年度預算編列數較低

者之範圍內，配合工程進度覈實支用，惟依合約規定必需支付者

不在此限。 

三、至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部分，行政院於 94年 11月 8日以院授

主孝字第 0940008214號函示： 

（一） 新興資本支出係指： 

1.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以下簡稱購建固定資產）新興專

案計畫。 

2.本年度編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而上年度未編列

者。 

（二） 新增計畫係指本年度新增或本年度編列而上年度未編列之

業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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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係指購建固定資產專案計畫及資金轉

投資計畫，已列明計畫內容、投資總額及各年度分配額，其

整體計畫獲立法院審議通過者。 

（四） 上年度執行數係指上年度決算數。 

四、工程會 98 年 6 月 1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96000 號函示，預算案

尚未經立法程序者，尚非不得辦理招標；須於招標文件載明「預

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決標」。亦得預先訂明保留決標期

間及逾該期間之處理方式，如保留決標期間廠商報價效期已過且

廠商不願延長，自無法決標。該會復於同年 7 月 27 日以工程企

字第 09800332951號函示，施行細則第 26條第 1項末段已有「預

算案尚未經立法程序者，為預估需求金額」規定。於招標文件載

明「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決標」，並不違反上開規定，

且可避免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即決標、履約，嗣後因全部或部

分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致生履約爭議。 

肆、妥為研訂採購契約以臻適法 

    預算案尚未完成法定程序，依上述規範，除新興資本支出外，原

則上各機關仍可依預算案所列歲出預算，配合計畫期程，妥列等標期

及寬列履約期間，以辦理招標程序，惟為避免預算遭刪減而衍生困

擾，採購契約宜配合實際需要，參酌下列方式審慎研訂。 

一、新興計畫優先依上述工程會工程企字第 09800196000 號及

09800332951號等函示，於採購文件明訂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

得先保留決標等規範。 

二、為顧及原有經常性經費，如委外清潔工作不可一日中斷，勢須援

引預算法第 54 條之規定，且立法院審議預算案亦可能刪減經

費，肇致法定預算較原預估需用金額為低，或減列計畫，導致無

法辦理相關採購案，為因應類此需要，採購契約宜明訂本契約俟

法定預算公布後生效，並依立法院審議結果調整採購價金或進行

協商事宜，及按預算法第 54 條之規定辦理。同時，宜明訂廠商

不得於年度開始前先行施工或辦理履約事項，以避免立法院因減

列經費或刪除計畫，而衍生政府採購法第 64 條須補償廠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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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三、辦理分年度預算之繼續性計畫，在法定預算通過後，為應計畫整

體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在計畫核定總經費範圍內預先辦

理一次招標作業，簽訂長期契約，惟為顧及以後年度立法院審議

預算未獲通過或刪減經費及為因應物價重大波動，宜於契約載明

「本採購案以後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

刪減，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條規定辦理」（行政院 95年 5月 1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3151 號函）。並參採工程會 97 年 11 月

26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491140 號函所訂依「機關已訂約施工中

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給付物價調整補貼

款協議書範本訂定契約條款，以資周延。 

四、鑒於政府機關（構）之會計年度自 90 年度起由七月制改採曆年

制，致涉有部分跨年度延續性採購案，且其所需經費亦分年編

列，為避免法定預算未及於年度開始前公布，導致履約中斷；或

經立法院審議而調整，肇致可資勻用經費較決標價金為低，宜在

契約書明訂，涉及跨年度經費部分，俟立法院審議結果而調整或

進行協商，並依預算法第 54條之規定辦理。 

伍、結語 

    中庸哀公問政章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依預算法第 46條

之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由行政院於

會計年度開始 4個月前提出於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機關（構）宜善

用預算法第 54 條與施行細則第 6 條及第 26 條第 1 項等規定，在年

度開始前配合施政計畫期程，寬列履約期間，妥為辦理採購招標程序

及審慎研訂採購契約，以達成「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之施政

目標，並提升採購品質及政府整體施政績效。亦可避免平時怠惰執行

預算，待年度終了前緊急辦理採購，而誤用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因緊

急事故而採行限制性招標之錯誤態樣。 

 

(本文係修正公共工程電子報第 27期「善用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4款及預算法第 54條第 2款之意旨以提升資本支出執行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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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1日出刊) 

教育部主會計單位監辦或審核採購案件參考表(1) 
簽辦階段 

案 號 ：                             名 稱 ：                                 

會 簽 
日 期 ：                             主 辦 

單 位 ：                                 

 
壹、採購契約草案檢核項目 

已載明下列涉及未來債權債務處理之事項：(採 63、64、採購契約要項) 
□ 1.機關及廠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 2.廠商工作事項或應給付標的。 
□ 3.簽約日期。 
□ 4.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之主要部分

及分包事項。 
□ 5.災害處理。 
□ 6.契約變更。 
□ 7.契約之轉讓。 
□ 8.履約標的之項目、數量、單價、

分項金額及總價。 
□ 9.付款條件。 
□ 10.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種類、額

度、繳納、不發還、退還及終止等
事項(勞務採購；未達公告金額之工
程、財物採購；依市場交易慣例或
採購案特性，無收取保證金之必要
或可能者得免收)。 

□ 11.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無
需要者免列) 

□ 12.稅捐、規費及關稅之負擔。 

□ 13.履約期限(應明定日曆天、工作
天或採限期完工等，以日曆天計者
應明定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是否計入)。 

□ 14.違約及補償條款。 
□ 15.逾期完工之罰款計算。 
□ 16.保固或維修之期限及責任。(無

需要者免列) 
□ 17.權利及責任。 
□ 18.保險之種類、額度、投保及理

賠。(無需要者免列) 
□ 19.契約之終止、解除或暫停執行。 
□ 20.履約爭議之處理。 
□ 21.工程財物隱蔽部分拆驗費用之

負擔。(無需要者免列) 
□ 22.預付款之規範。(無需要者免列) 

 
貳、本階段其他不符合規定之情況： 

項 目 原 因 

                                                                                       

                                                                                       
會簽編號：                       

主 會 計 
監 辦 人 ：                             專 門 

委 員 ：                             

科 長 ：                             會 計 處 
副 處 長 ：                             

會簽注
意事項 

1.本表適用於逾公告金額 1/10之採購案。 
2.本表係依監辦步序整理之相關法規，專供主會計人員實際監辦使用，為
主會計單位內部之工作底稿。 

3.主會計單位執行採購之內部審核工作，以涉及經費負擔事項為主，並應
注意未來可能產生債權債務事項。 

4.完成本表之檢核，送經主辦會計簽章後，由主會計單位存參。 



 
 

74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會 計 處 處 長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                                    

 

教育部會計處監辦採購案件應注意事項 
 

一、 業務單位簽案辦理採購(不另附契約草案，因採購案件未奉  核

可)，本處審核相關經費來源不能超過可用預算數，用途別科目

應名實相符。俟採購案奉  核可後，相關單位再製作採購契約書

草案箋會本處。 

二、 審核採購契約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 相關預算經費與核可之簽案是否相符。 

(二) 付款條件是否符合分配預算數。 

(三) 履約期間須以日曆天計算或限期完工。 

(四) 退還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保固金之條件。 

(五) 如廠商違約情節重大或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本部得

予以解約。 

(六) 新興計畫須於採購契約明訂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前得

先保留決標；屬延續性計畫者，則明訂俟法定預算公布後生

效，並依立法院審議結果調整採購價金或進行協商，與按政

府採購法第 64條及預算法第 54條之規定辦理。 

(七) 廠商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及政府採購法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不足者，

應依規定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

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及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及

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招標機關

應將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人之廠商資料公開於政府採購

資訊公告系統，以供勞工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補助

費及代金繳納情形，招標機關不另辦理查核。（工程會契約

範本） 

(八) 涉及逾期違約金之計算應注意契約影本有無變造，不能由

廠商所提供之契約影本逕為辦理。 

(九) 契約中有約定條件或期限者，應定有相關之罰則，以資遵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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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契約注意要項 
一、 跨年度經費相關文字： 

(一) 依政府採購法方式辦理之委辦計畫： 

年度所需經費如經立法院刪減，機關（甲方）得依審議結果

調整採購價金或進行協商，並按政府採購法第 64 條及預算

法第 54條之規定辦理。 

(二) 依行政程序法方式辦理之委辦計畫： 

年度所需經費如經立法院刪減，機關（甲方）得依審議結果

調整計畫經費或進行協商，並按預算法第 54條之規定辦理。 

二、 保證金相關文字： 

(一) 狀況一：有履約保證金 

1. 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

發還。差額保證金之發還，亦同。 

2. 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

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履約保證金

者，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其有效期應較契約規定之最後

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 90日，並應載明履約保證金繳納

期限為決標次日起 21日內。 

(二) 狀況二：無履約保證金 

差額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

還。 

三、 廠商違約，機關得予以終止或解除契約： 

廠商(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日之次日

起 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四、 履約期間： 

以日曆天或限期完工為宜。 

五、 遲延履約： 

逾期違約金，以日曆天（小時）為單位者，須註明未逾一日（小

時）按一日（小時）計，廠商如未… 

六、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相關文字： 

廠商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政

府採購法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依規

定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及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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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及代金；並不得僱

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招標機關應將國內員工總人

數逾 100 人之廠商資料公開於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以供勞

工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補助費及代金繳納情形，招標

機關不另辦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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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二、 商業會計法修正重點 

 

主講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江淑玲教授 

時  間：104/3/25(三)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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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三、 辦理決算精進作為 

 

主講人：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 

時  間：104/3/25(三) 15: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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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費賸餘科目研析精進決算作業之道 
中央政府各機關會計同仁固可藉助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GBA）協助編造

決算書表，以提升決算作業效率與可靠度，惟現行 GBA系統對於須依會計專業知

識判斷正確性之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科目尚無法與相關科目作整體性勾稽，本

文爰以研析該科目之相關專業判斷事項，以提升決算作業品質。 

 
 

黃永傳 

壹、前言 

時序 101 年度剛剛終了，102 年度伊始，全國政府機關會計人員（以下簡稱

會計同仁）於為期兩個月之結束期間，主要之決算工作為整理帳務及編造決算書

表，由於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101 年 2 月 6 日配合行政院主計處組

織改造，改組為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自 93 年起採行 GBA，以電子處理

資料之方式協助編造決算書表，致增進決算工作之效率與可靠性，惟受限於現行

電腦程式功能，仍有部分會計科目之正確性涉及會計專業知識，無法經由電腦處

理作業加以除錯，勢必藉助會計同仁專業判斷及核對，始能達成決算書表之可靠

性。本文旨以採行集中支付制度之中央政府 M 單位預算機關某年度自編決算為

例，由經費賸餘科目研析精進決算作業之道，以提升決算作業品質。 

貳、國庫法及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等相關規定 

一、國庫法第 21 條之規定，略以：會計年度結束時，各機關未支用之分配預算

餘額，除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應付款，經依法核准保留者外，應即停止支付。 

二、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第 16 點之規

定，略以：各機關以暫付款科目出帳撥付之款項（包括當年度預算之暫付數

及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之暫付數），經收回者，得由各機關依照預算所定用

途繼續支用，並填具支出收回書，列明原預算支出科目向國庫繳納。 

三、依據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以下簡稱一致規定），辦理決算作

業之整理與結帳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及分錄如次： 

（一）整理部分 

1.年度終了，將涉及債務責任及契約責任之事項辦理預算保留 

經費支出                 XXX 

歲出保留數               XXX 

應付歲出款                XXX 

應付歲出保留款            XXX 

2.上述保留案奉行政院核定 

保留庫款                 XXX 

可支庫款                  XXX 

（二）結帳部分 

1.收回零用金 

可支庫款                XXX 

零用金                   XXX 

2.依審計機關剔除之經費，減列歲出分配數 

歲出分配數              XXX 

經費支出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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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清未經核定分配且不須支用之歲出預算數 

歲出預算數              XXX 

預計支用數               XXX 

4.於年度終了，查明本年度內增加之押金及無須作正支出之材料等轉入經

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歲出分配數              XXX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XXX 

5.年度終了結清經費支出、歲出保留數及歲出分配數 

歲出分配數              XXX 

經費支出                 XXX 

歲出保留數               XXX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XXX 

6.將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屬上第 4 項中本年度增加押金及材料分別轉為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及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XXX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XXX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XXX 

7.將無須支付之可支庫款停止支用（通稱繳庫）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XXX 

可支庫款                 XXX 

參、研析結帳後產生經費賸餘 3 子目之要因 

依 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經費賸餘待納庫款明細表列有押金部分 7

億 3,925 萬餘元、材料部分 1,687 萬餘元及待納庫部分 38 億 2,570 萬餘元，合

計 45 億 8,100 餘萬元。謹就各機關以預算內經費支應相關事項，探討其發生要

因如次： 

一、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一）依一致規定，稱押金者，凡依規定存出保證金、押金屬之。 

（二）各機關歲出類單位會計結帳後平衡表帳列借方押金科目及貸方相對應科目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主要係來自租賃辦公處所或場地，而給付所有權者

（房東）之押金，因租期未屆，致尚未收回或已收回。兩者之決算數應為

一致，若未一致，務必檢查會計紀錄，瞭解差異之原由，並加以更正，以

提升決算作業品質。 

二、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一）依一致規定，稱材料者，凡購入供工程或修繕用之材料、燃料、配件暨損

壞而尚有價值之廢料等皆屬之。 

（二）各機關歲出類單位會計結帳後平衡表帳列借方材料科目，其相對應貸方科

目囿於不同之發生要因，計有： 

1.應付歲出款：凡各機關已購置材料，並完成驗收，惟在出納整理事務期

限前未及掣製付款憑單給付價款予廠商時，貸記本科目。 

2.應付歲出保留款：各機關已購置材料，惟在年度終了時相關計畫尚未完

竣，以後年度仍須賡續領料辦理，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限期辦理預算

保留時，貸記本科目。 

3.經費賸餘－材料部分：凡各機關已購置材料，經陸續領料施工或持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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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務，在年度終了前計畫已完竣，就該計畫而言，餘料以後年度已無

須再領用時，貸記本科目。 

三、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一）依一致規定，稱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凡庫撥經費已無須支用部分及應

收剔除經費待納庫之數屬之。 

（二）其發生要因及相對應借方科目如次： 

1.審計部修正減列權責發生數改列經費賸餘數，則借記應付歲出款科目。 

2.年度終了收回以前年度支付押金，惟未及繳庫，其相對應借方科目為專

戶存款。 

3.審計部剔除經費尚未收回繳庫，其相對應借方科目為應收剔除經費。 

4.非屬溢付性質之暫付款應辦理預算保留而未及辦理，將肇致本科目虛增。 

肆、案例研析精進決算作業之道 

M 機關某年度結帳後平衡表列有經費賸餘－材料部分、經費賸餘－押金部

分及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爰作為研析對象，其某年度結帳後平衡表如次： 

M 機關 

經費類平衡表 

中華民國某年 12 月 31 日 

                                                        貨幣單位：千元 

資產 負債及餘絀 

專戶存款 $102,635 保管款 $93,015 

保留庫款 120,462 代收款 9,620 

材料 3,868 應付歲出保留款 120,462 

押金 22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46,222 

暫付款 30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3,868 

保管有價證券 46,222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22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

分 

30 

合計 $273,239 合計 $273,239 

註：配合第參項說明，研析本案例不含以代辦經費等購買材料、支付押金

或暫付 

    款項等事項。       

（資料來源：M 機關某年度單位決算。） 

 

謹就經費賸餘 3 子目研析精進決算作業之道如次： 

一、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386 萬餘元，依本文第參、二段所述，其相對應借方科

目應為材料 386 萬餘元，惟會計同仁仍宜洽詢業務單位有無計畫尚未完竣，

以後年度仍須賡續辦理，按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32 點之規

定，在次年 1 月底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函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辦理預算

保留。若未辦理是項保留，則以後年度悉數領用該年度餘料，會計事務處理

分錄如次： 

經費支出              3,868,000 

材料                      3,868,000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3,8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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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3,868,000 

依上述會計事務處理程序，為配合財政部依注意事項第 16 點之規定追繳應

繳庫數，勢必撙節領用餘料之年度經費，據以繳庫，以結清經費賸餘－待納

庫部分，亦影響決算書表允當性。 

二、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2 萬餘元，雖與本文第參、ㄧ段所述借方押金科目 2

萬餘元相符合，惟會計同仁仍宜洽詢業務單位有無租期屆滿尚未收回押金或

押金已收回，惟尚未繳庫，並建請積極辦理，以符相關規定。 

三、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3 萬餘元，依本文第參、三段所述詳加檢查相關科目，

其中平衡表資產科目並無應收剔除經費科目，專戶存款 10 億 263 萬餘元亦

與保管款 9,301 萬餘元及代收款 962 萬餘元之合計數相同，保留庫款與應付

歲出保留款均為 1 億 2,046 萬餘元，保管有價證券與應付保管有價證券亦均

為 4,622 萬餘元。 

基上研析，若無其他相關資料可供佐證，M 機關在某年度決算作業很有可能存

有非屬溢付性質之暫付款 3 萬餘元，未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理預算保留或所採用

會計科目有待斟酌等情形。若按年度終了發生契約責任方式辦理預算保留，並奉

行政院核定，將增加會計事務處理分錄如次： 

（一）整理分錄 

歲出保留數              3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30,000 

（二）結帳分錄 

歲出分配數              30,000 

歲出保留數                30,000 

若 M 機關在完成年度結帳後，始辦理上述預算保留，並奉行政院核定，則整理

分錄為：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3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30,000 

將該分錄過帳後，平衡表將增列應付歲出保留款 3 萬餘元，並同額減少經費賸餘

－待納庫部分。若 M 機關在次年度一月份以後，始發現未將暫付款項辦理預算

保留，是時，受限於陳報辦理預算保留之期限，宜依決算法第 20 條或第 25 條之

規定洽請上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或審計部妥為處理。 

伍、結語 

中央政府各機關決算書表雖可經由 GBA 系統產生，會計同仁仍宜本著會計

專業知識，將主要表各科目金額以人工方式與相關附屬表所列金額詳加勾稽，以

提升決算書表準確度。其中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更須詳為研析，以確定存有相

對應之專戶存款或應收剔除經費等科目，憑以停止支用或收回繳庫，否則決算作

業仍存有精進空間；若發生類此情形，會計同仁應洽詢業務單位，瞭解發生原因

及尋求解決之道，俾使決算作業更臻完美。 

 

參考文獻： 

一、行政院（民 100），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 

二、行政院（民 100），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三、行政院（民 101），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第 1冊）。 

四、行政院主計處（民 75），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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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決算法，100年 5月 25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04011號令修正 

六、國庫法，91年 5月 15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93830 號令修正。 

(本文係修正主計月刊第 685期「決算經費賸餘科目之探討」第 6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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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 

－審慎規劃辦理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 100年度決算 

黃永傳 

壹、前言 

    依行政院本（100）年 1月 20日第 3231次院會決議，及「行政院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規定，預計於 101 年元旦新成立二級機關海洋委員會

（以下簡稱海委會），主管三級機關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並轄有北基宜、桃竹苗、

中彰、雲嘉南、高屏、花東、金馬澎、偵防八個分署及海洋人力發展中心等四

級機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並達成

無縫接軌之目標，爰組成海委會籌備小組辦理管制期程及分工作業等要項，復

依本年 3月 22日該籌備小組第 1次會議指（裁）示，海委會及其所屬海巡署合

署辦公，肇致駐地與人員將有所調整。 

    鑑於辦理決算實為執行預算之延伸，101年 1月 1日雖為新年度開始，惟辦

理 100 年度決算工作尚待積極進行，且為配合年度預算執行結果，依決算法之

規定，並按往例涉及 100 年度經費報支，須於國庫收支截止日（101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至該年度預算保留、憑證彙整及編造決算書表，分送行政院及審

計部等機關，亦須於年度結束期間（101年 1月至 2月間）辦理完竣。為兼顧行

政院組織調整期程，且達成無縫接軌之需，及如期如質完成決算工作，本著未

雨綢繆妥為規劃本署及所屬 100年度辦理決算原則，並據以執行，實刻不容緩。 

貳、本署及所屬辦理決算之要項 

參酌中華民國 9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之規定，臚列本署及所

屬辦理 100年度決算之要項如次： 

一、 依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開發之「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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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GBA）之書表格式，編造決算書。 

二、 執行預算繳領各款，與國庫代理機關收付各款之科目及數額，應相互

核對完全符合。至經費類專戶存款餘額仍應於國庫收支截止日前，與

當地存款國庫經辦行詳細核對。 

三、 100 年 12 月份會計報告應俟年度終了整理、結帳等事項辦理完竣後編

製，且載列數據應與決算書一致。 

四、 本署及所屬之可支庫款、保留庫款及動支預備金各款，在年度終了日

（100年 12月 31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

已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者，無論本年度或以前年度，經主辦會計人

員詳加審核，凡符合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所訂要件者，應於國庫收支截

止日前掣製付款憑單辦理支付；至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歲入、歲出款項，

須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者，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規定，於 101年 1月 31日前陳報本署核轉行政院辦理預算保留相關事

宜，並列入決算處理。 

五、 補助、委辦及各項計畫之結餘款或代收款毋須退還之賸餘數，於年度

終了前已結報者，均應於國庫收支截止日前收回繳庫。 

六、 經收之歲入均應於年度終了日前繳庫，不得坐抵或挪移墊用。其已收

因故未能於年度終了日前解庫者，得延長至次年 1月 15日前解繳。 

七、 本署、海洋巡防總局及海岸巡防總局均須編製單位決算書分送審計

部、行政院主計處及財政部等機關。 

八、 本署尚須審核洋、岸兩巡防總局單位決算書連同本署單位決算書，彙

編主管決算書分送審計部、行政院主計處及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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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院主計處擬訂配合組織改造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 

行政院主計處對於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

例第 2 條規定調整者，如何妥為辦理 100 年度決算向為重視，爰於本年 8 月 10

日邀集相關部會研商，獲致初步決議，除依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

辦理外，尚須依下列規範妥為處理： 

一、國庫出納整理期間（10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5 日）之會計事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因應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各機關 100 年度收支預算之執

行，應儘量於年度終了前完成報支。至隨組織調整經改隸（制）或業

務職掌經調整移撥者，其出納整理期間之收支處理原則如次： 

（一） 機關改隸（制）者，由改隸（制）後之機關辦理內部審核及收

支簽署。 

（二） 機關全部業務調整移撥者，由業務承接機關辦理內部審核，承

接歲出預算或業務所占比率最高之機關辦理收支簽署，並得請

原機關相關人員予以協助。 

（三） 機關部分業務調整移撥者，由存續機關及業務承接機關辦理內

部審核，存續機關辦理收支簽署，並得請原機關相關人員予以

協助。 

二、單位決算之編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機關改隸（制）者，由改隸（制）後之機關編造。 

（二）機關全部業務調整移撥者，由承接歲出預算或業務所占比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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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機關編造，並得請原機關相關人員予以協助。  

（三）機關部分業務調整移撥者，由存續機關編造。 

三、主管決算之編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進行組織調整，倘原主管機關為存續主管

機關時，原主管決算由存續主管機關編造；倘原主管機關裁撤，由承

接歲出預算或業務所占比率最高之主管機關編造，並得請原主管機關

相關人員予以協助。 

肆、審慎規劃辦理決算之原則 

經參酌上述行政院主計處擬訂配合組織調整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

及考量本署與所屬組織調整期程及人員移撥情形，擬訂辦理決算相關原則

如次： 

一、 變動最小原則 

鑒於本署及所屬決算書表係藉助 GBA系統編造，為求系統穩定及決

算工作具有延續辦理之特性，在 101年 2月底前，仍以不影響業務推動

與辦公廳舍及設備調配之原則，辦理決算同仁宜待單位決算書及主管單

位決算書編造完成，分送相關機關後，再赴新機關任職，辦公廳舍及設

備再行更動。 

二、 提前辦理原則 

若為應業務實際需要，無法依變動最小原則辦理決算事務，則須配

合本署調整辦公廳舍及設備執行期程，於本年 12 月上旬完成 GBA 系統

搬遷建置及人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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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控管原則 

為避免本署及所屬各單位於國庫收支截止日前，漏未申請動支經

費，或已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之採購事項，漏未檢據送交會計單位辦理

預算保留，宜採行下列控管措施： 

（一） 會計單位立即會辦各單位清理已會簽動支經費案件，仍未報支經

費者目前之執行進度，以利年度終了完成報支經費手續。 

（二） 自 10 月份起，追蹤管制於預算書已明列計畫仍未執行案件，並

在適法範圍內，協助各單位執行預算。 

（三） 會計單位需於 12 月份上旬分函機關內部各單位，凡須動支 100

年度經費者，尤其攸關個人權益之差旅費，務必於次年 1月 7日

前，以一案一卷宗方式完成報支手續，或洽詢辦理預算保留事

宜，主辦會計並利用主管會報加以宣導上述作法。 

（四） 洽請各單位主管督導，辦理採購事項或動支相關經費人員異動，

須妥為辦理交待，並通知會計單位接替人員，以利控管經費報

支。同時，於年度終了日前後，由主辦會計親洽各單位主管協助

於 101年 1月 7日前完成經費報支事宜，以利嗣後內部審核作業。 

四、 增進效益原則 

（一） 會計單位擁有各工作計畫預算執行資訊，凡歲出資本門預算執行

率未達行政院所訂本年度執行率為 93％之目標，宜適時通知主

管單位研謀改進措施。 

（二） 本著服務與諮商型內部審核之宗旨及公款法用之原則，協助各單

位執行預算，俾達成同仁報支經費後，能睡得著、吃得下及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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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最高目標。 

五、 仔細核對原則 

為期決算書如期如質送交相關機關，除妥為控管編造期程外，尚需

仔細核對所列數據與 12 月份會計報告是否相符，決算書總說明所列資

訊與主要表、附屬表、參考表所載資訊彼此間是否相符且是否合理，及

帳物是否相符。 

六、 積極洽詢原則 

本署及所屬同仁辦理決算，須參酌以前年度審計部及立法院預算中

心所提意見，本著凡事不貳過理念及遇有疑難，宜相互諮詢，尋求適法

性解決。 

伍、結語 

    中庸有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旨在強調凡事預為準備之重要。基上，

本署及所屬主計同仁宜就擔任職務，配合本署組織及辦公廳舍調整之期程，參

酌上述行政院擬訂配合組織改造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及辦理決算 6 原則，利

用約三個月時間，依據各機關實況，與同仁妥為規劃相關工作辦理方式，並據

以執行，以力求盡善盡美完成 100 年度本署及所屬決算工作，且藉以迎接海巡

機關新紀元。 

參考資料 

一、 行政院主計處（民 99），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 

二、 行政院主計處（民 100），「100年度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配合組織改造決算編

製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三、 吳瑞安（民 100），「調整署區辦公廳舍，迎接海委會及海巡署新紀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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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雙月刊第 51期，第 12至 18頁。 

(本文摘自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民 100）發行海巡雙月刋第 53期，第 23頁至第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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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非營業特種基金編造決算書表之探討 

      ──以作業基金為例 

一、前言 

  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體制於 61 年度建制之初，僅有 12 單位，經

過 30 餘年來賡續檢討，並加以簡併、裁撤或更名，截至 95 年度共計 95 單位附

屬單位預算基金及 80 單位分預算基金。其運作體制之特性，包括：除國庫增撥

基金或彌補短絀外，法定預算僅代表一項執行計畫之目標或承諾，並不代表一

項可用資源；依受益付費原則，除特殊項目外，成本與費用可依預算法、決算

法之規定，按業務量伸算，不受法定預算額度限制；年度賸餘，除依「中央政

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解繳國庫外，留供基金循環

運用；依預算法第 86 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僅將應繳庫額（解繳國庫淨額、基

金由庫收回額）及由庫撥補額（短絀由庫撥補、基金由庫增撥）編入總預算。 

  近年來，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審核非營業特種基金年度決算事項，曾就

各基金在經營管理、財務安全及內部控制等方面提出建議事項，並對估計更正、

未及入帳、未及轉帳、科目重分類、計算錯誤、未符原則或規定等會計事務方

面提出修正或更正事項。主計同仁如何針對上述缺失，研擬妥適改進措施，以

提升各基金經營效能及決算作業品質，誠屬當前重要職責之一。 

二、行政院主計處查核彙編決算作業之歷程與重點 

（一）彙編決算作業之歷程 

行政院主計處查核彙編決算作業之歷程，大體上可分為四大階段： 

1.第一階段：在每一年度終了前一至二個月內擬訂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

決算編製要點（以下簡稱決算編製要點），分行各非營業特種基金及其主

管機關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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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訂定對非營業特種基金進行會計檢查應行注意事項，年度終了

後會同其主管機關實地檢查。 

3.第三階段：撰寫檢查報告，據以修正決算數據，並將所提各種建議改進事

項分行各非營業特種基金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基金辦理。 

4.第四階段：彙編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隨

同中央政府總決算提報行政院會議通過後，於法定期限內送監察院審核。 

二、查核重點： 

  茲以近年來行政院主計處查核決算為例，列舉查核重點如次： 

（一）立法院審議該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之辦

理情形。 

（二）審計機關抽查最近三年度決算所提注意事項辦理情形。 

（三）預算執行之績效，保留經費較多及計畫進度落後之項目，應特別查明原

因及有無改進措施。 

（四）各基金會計人員實施內部審核辦理情形。 

（五）個案計畫項目執行績效之查考。 

（六）帳款有否積極稽催處理，預收、保留、預付等款項是否挪移墊用，有無

隨時清結。 

至審計部查核重點主要參酌審計法第四章財物審計及第五章考核財務效能

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非營業特種基金編造決算常見之缺失 

非營業特種基金辦理決算編造工作常見之缺失，包括帳務處理及書表編造

兩方面，茲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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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務處理方面： 

    依審計部八十七年台審部參字第八七０二七五號函之歸類，列舉下列

數端： 

1.未依會計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整理列帳，或未依規定評價者，如： 

(1)期末工程結算差額、應收款項未及整理列帳。 

(2)期末用品盤存未及整理列帳。 

(3)年度終了尚未清償之美金借款餘額，未按決算日匯率評價。 

(4)期末未予列計應付款項。 

(5)期末存貨未依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未依規定提列備抵跌價損失或短

計用品消耗。 

2.未依規定以資產科目列帳者，如： 

(1)應屬開發成本之支出。 

(2)應資本化之工程設計費及設備。 

(3)購置電腦軟體在一萬元及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者，未依行政院主計處台

(81)處孝一字第一四一一四號函規定，以無形資產列帳。 

3.相關科目未依權責發生制轉列收入，或收入未及列入決算者，如： 

(1)代收款、暫收款、預收款等未及轉列收入。 

(2)已逾法定請求權時效之應付款項未予轉正。 

4.短收、短列、漏列、漏收收入及成本、費用計算錯誤者，如： 

(1)短收、短計、短列、漏收違約金、利息及各項收入。 

(2)成本、費用計算錯誤，或溢計、短計。 

5.費用列支超過規定標準，非屬非營業特種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或與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國內（外）出差旅費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未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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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列支未規定保險費、差旅費、主管職務加給。 

(2)公共關係費超支。 

(3)發放無法令依據之獎金、津貼及兼職車馬費。 

(4)未依規定提撥福利金。 

(5)溢付、重複列支費用。 

(6)未合規定之支出、未編列預算之捐助款。 

6.支出與預算年度、用途或合約規定不合者，如： 

(1)列支應屬以後年度費用。 

(2)列支非屬合約規定之支出。 

(3)列支尚未完成驗收手續或尚未定案之費用。 

7.帳務處理錯誤者，如： 

(1)列帳科目與規定未合。 

(2)內部往來未予沖銷。 

(3)收入逕與成本相抵，未以總額法處理帳務。 

8.帳列非屬基金收入，財物未依規定辦理報廢減帳，或應收款項未依「國營

事業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處理有關會計事務補充規定」轉銷呆帳。 

9.其他事項，如：支出未檢附原始憑證。 

茲將審計部查核非營業特種基金某年度決算所提出上述缺失，按估計

更正、未及入帳、未及轉帳、費率超標準、科目更正、計算錯誤、未符原

則或規定等彙總如附表。 

（二）編製書表方面： 

茲依往昔查核彙編非營業特種基金常見之缺失，並配合編造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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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需要，列舉注意要項如次： 

1.四張主要財務報表，彼此金額不勾稽，如：餘絀撥補決算表之前期未分配

賸餘及未分配賸餘，分別與平衡表之累積賸餘上年度決算數及本年度決算

數不勾稽。 

2.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編造現金流量決算表除約當現金以外之短期

投資、短期貸墊款、短期債務若週轉快、金額大，且原始到期日在三個月

以內者，仍可按淨額表達外，其餘凡涉及投資活動與融資活動各現金流量

項目須以總額表示，而仍有非營業特種基金係以借、貸餘額互抵後之淨額

表達，如存入保證金、存出保證金等科目常以淨額表達。 

3.四張主要財務報表與附屬表金額不勾稽，如： 

(1)收支餘絀決算表各功能別科目所列金額與各功能別明細表所列金額不勾

稽。 

(2)平衡表之固定資產科目項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機械

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科目與財產目錄所列財產金額不

勾稽。 

(3)固定資產折舊提列明細表列示固定資產上年度及本年度期末帳面數據，

分別與平衡表中固定資產上年度及本年度決算數不勾稽。 

(4)現金流量決算表中固定資產折舊及攤銷數，分別與業務收支決算表各功

能別科目項下用途別科目─折舊費用及攤銷費用合計數不勾稽。 

4.附屬表與附屬表間相關數據不勾稽，如： 

(1)固定資產折舊提列明細表之本年度提列折舊數與用途別科目─折舊費用

合計數不勾稽。 

(2)固定資產折舊提列明細表對固定資產之增加，歸類為本年度新增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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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或調整欄─增加，與固定資產建設改良與擴充明細表之歸類不一致。 

5.其他項目，如： 

(1)平衡表未附註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科目之金額。 

(2)由各科目明細表說明欄之說明，獲悉所列會計科目未符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如向金融機構購買不可轉讓之定期存單應屬銀行存款科目，而非有

價證券。 

(3)決算書表所列本年度預算數與法定預算書所列數據不勾稽。 

(4)決算書表所列上年度決算數與審計部編審核報告所列數據不勾稽。 

四、提升決算作業品質之道 

提升決算作業品質，首要在於平時處理會計事務必須本著會計專業知識，

依會計制度之規定，在法律允許範圍內，遵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審慎處理，茲

配合上述缺失之說明，臚列改進之道如次： 

（一）帳務處理部分： 

1.附表所列估計更正、未及入帳、未及轉帳係屬第一類期後事項，應於編造

決算書表期間，本著會計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參酌以往行政院主計處及

審計部所作修正事項檢查類此交易是否業已整理入帳。 

2.費率超標準、未符原則或規定項目，凡涉及待遇、獎金、公共關係費等支

出，須審慎審查是否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中央政府附屬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預算編列項目及標準、主計法規彙編所作解釋相符。 

3.科目更正多屬會計科目之歸類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不合者，此部分應本著

會計專業理念，參酌行政院主計處頒行「中央政府非營業基金名稱編號及

會計科目與編號參考表」所列科目定義及會計制度之規定審慎列帳。 

4.計算錯誤一項，屬獎金部分應按核定計算標準審慎核算，至其他項目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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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所致，宜詳細複核將可避免。 

（二）在編造決算書表方面： 

茲列舉勾稽決算書表要領如次： 

1.四張主要表勾稽方式： 

主要表 收支餘絀決算表 餘絀撥補決算表 現金流量決算表 平衡表 

收支餘絀決算表 ＊ 註一 註二 ＊ 

餘絀撥補決算表 註一 ＊ 註三 註四 

現金流量決算表 註二 註三 ＊ 註五 

平衡表 ＊ 註四 註五 ＊ 

      註一：收支餘絀決算表本期餘絀科目須與餘絀撥補決算表本期餘絀項目所

列金額勾稽。 

      註二：收支餘絀決算表各功能別科目所列折舊費用及攤銷費用總額須分別

與現金流量決算表調整非現金項目之固定資產折舊數及無形資產

攤銷數勾稽；又收支餘絀決算表所列財產交易餘絀、兌換餘絀須

分別與現金流量決算表調整非現金項目之處理資產餘絀及兌換餘

絀所列金額勾稽。 

      註三：餘絀撥補決算表所列國庫撥款填補短絀數須與現金流量決算表所

列撥款填補短絀數勾稽。 

      註四：餘絀撥補決算表之前期未分配賸餘（前期待填補之短絀）、未分配

賸餘（待填補之短絀）須分別與平衡表上年度決算數及本年度決算

數之累積餘絀勾稽。 

      註五：現金流量決算表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須

與平衡表涉及現金交易之相關科目勾稽，若考量附註中未涉及現金



 
 

182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流量之重大投資、融資項目，則需與平衡表相關科目變動數勾稽。 

2.主要表須與附屬表勾稽，如： 

(1)收支餘絀決算表所列勞務收入、銷貨收入、醫療收入、租金收入、投融

資業務收入、其他作業收入、勞務成本、銷貨成本、醫療成本、出租資

產成本、投融資業務成本、行銷及業務費用、管理及總務費用、教學訓

練與研究發展費用、財務收入、其他作業外收入、財務費用、其他業務

外費用等須與各該科目明細表所列金額勾稽。且須判斷收支歸屬年度及

科目之歸類是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科目性質。 

(2)固定資產折舊費用提列明細表內列提列折舊費用須與業務收支決算表各

功能別科目所提列折舊費用合計數勾稽。表內固定資產上年度期末帳面

值及本期期末帳面值須與平衡表固定資產上年度決算數與本期決算數及

財產目錄所列財產總值勾稽。 

(3)平衡表各科目金額須與其明細科目金額勾稽，且須判斷所採用科目是否

反應交易實況，及其歸類是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4)收支賸餘解繳國庫明細表所列數字須與餘絀撥補決算表之解繳國庫淨額

相勾稽。 

3.附屬表與附屬表須相勾稽，如： 

固定資產折舊提列明細表所列土地、土地改良物等項目之上年度、本

期期末帳面值，須分別與財產目錄上年度止結存數、本期結存財產總值之

帳面值勾稽。 

  另參考行政院主處黃科長凱苹（民 95）意見，將編造 94 年度決算書表應注

意事項及其勾稽原則詳述如次，惟各年度將有所變動，須參考各年度附屬單位

決算編製要點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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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決算書表內所載金額，以法定預算所列貨幣（新臺幣元）為記帳單位，

並記至小數以下二位。 

（二）總 說 明： 

說明事項之內容涉及決算表件所列相關科目與項目金額，應予核對，以求

一致。 

（三）各決算書表內涉及上年度決算數部分，應與審計部所編之中華民國 93 年

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審核報告」內所列

審定數相勾稽。 

（四）各決算書表內所列預算數（除特別註明係指可用預算數，或經會計科目重

分類者外），均應與法定預算數相勾稽。 

（五）收支餘絀決算表： 

１．本表應依照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會計科目(該處網站鍵有最新修訂之會

計科目)，須表達至 4 級科目。 

２．各項收入科目及成本與費用科目所列決算數，應與各該科目明細表之

決算合計數相勾稽。 

３．表內本期賸餘（短絀－）金額應與餘絀撥補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

及所屬作業單位（或分決算）收支概況表所列該科目決算數相勾稽。 

（六）餘絀撥補決算表： 

１．各基金年度決算賸餘之分配，其中特別公積除法律有明定或經行政院

專案核准者外，應在法定預算範圍內提列。 

２．表內前期未分配賸餘（前期待填補之短絀）決算數應與平衡表上年度

審定累積餘絀決算數相勾稽。 

３．表內未分配賸餘（待填補之短絀）決算數應與平衡表本年度決算累積

餘絀金額相勾稽。 

４．表內其他依法分配數，限法務部監所作業基金及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

基金之軍事監所作業採行。  

５．表內賸餘撥充基金數及折減基金，應與基金數額表之相關數據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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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金流量決算表： 

１．表內本期賸餘（短絀）決算數，應與收支餘絀決算表、餘絀撥補決算

表及所屬作業單位（或分決算）收支概況表所列該科目決算數相勾稽。 

２．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應與平衡表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增減數相勾

稽。 

３．表內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決算數，應分別與

平衡表之上年度及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數相勾稽。上述約當現

金應於該表以附註方式說明其內容及金額。 

４．投資、融資活動以總額表達為原則，惟約當現金以外之短期投資、短

期貸墊款、短期債務，若週轉快、金額大，且原始到期日在 3 個月以

內者，得以淨額表達。 

５．表內「增加固定資產」項目之決算數，應與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

細表之固定資產之增置（現金部分）之決算數相勾稽。 

６．平衡表流動資產項下「應付工程款」科目之減少，凡涉及現金支付者，

應列入表內投資活動之「增加固定資產」項目表達。 

７．平衡表「應收到期長期貸款」科目本年度收現數，應列入表內投資活

動之「減少長期投資、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項目表達。 

８．平衡表「應付到期長期負債」科目本年度付現數，應列入表內融資活

動之「減少長期負債」項目表達。 

９．平衡表「預付繳庫數」及「應付繳庫數」科目本年度付現數，應列入

表內融資活動之「賸餘分配款」項目表達。 

（八）平 衡 表： 

屬「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不含銀行履約保證書及

保險單），不列入平衡表表內表達，另以附表或附註方式說明其總額及內容。 

（九）收入、支出明細表： 

１．各明細表內科目及決算數，應與收支餘絀決算表內相關科目及決算數

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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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收入科目應填列至 4 級功能別科目，各支出（含成本與費用）科目，

除銷貨成本科目按產品別填列外，其餘科目應填列至 6 級用途別科

目，另國外旅費、廣告費、業務宣導費、公共關係費等管制性項目，

應予說明至 7 級用途別科目。 

３．表內各支出科目項下，相同之用途別科目合計決算數，應與各項費用

彙計表所列相關用途別科目決算數相勾稽。 

（十）固定資產折舊提列明細表： 

１．表內所列固定資產之原值、以前年度已提折舊數及上年度期末帳面價

值，應與平衡表內所列相關資產科目上年度決算數相勾稽。 

２．表內「本年度新增資產價值」包括本年度增置、重估增值、撥入及受

贈等固定資產之決算數。 

３．表內「本年度減少資產價值」包括本年度報廢、變賣、撥出及遺失等

固定資產之帳面價值決算數，其中變賣固定資產減少之帳面價值決算

數，應與資產變賣明細表內之相關數據相勾稽。 

４．「調整欄」之內容： 

（1）凡屬以前年度已列固定資產科目，於本年度更正財產科目者（如

未完工程轉正相關財產科目、由機械及設備轉正什項設備科目

者），應分別列入本欄之增加及減少表達。 

（2）凡應歸屬固定資產科目，惟以前年度以費用科目列帳，於本年度

更正轉列固定資產科目者，應列入本欄之增加表達。 

（3）凡應歸屬費用性質之科目，惟以前年度誤列固定資產科目者，應

列入本欄之減少表達。 

（4）本年度調整以前溢提及短提資產折舊數者，溢提應列入本欄之增

加表達，短提應列入本欄之減少表達。 

５．表內「減：本年度提列折舊數」欄之合計數，應與「本年度提列折舊

數」欄內之「合計」欄數據相勾稽，並應與成本與費用明細表內各該

科目所列折舊之合計數及各項費用彙計表內折舊科目數據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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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表內「本年度期末帳面價值」，應與平衡表內所列相關科目本年度決

算數相勾稽。 

（十一）資產變賣明細表： 

１．資產變賣應予查明是否編列預算？如未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

資產變賣，應確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4 點規定

辦理，並應補辦預算，且需於本表以附註式，表達經權責機關核准之

文號。 

２．基金應業務需要換出資產，屬不同種類或同種類涉及現金收取部分，

及有償撥用之資產處分，仍應列入本表表達，並於附註為適當之說明。 

３．本表應列科目包括：「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非業務資產」；物料

及下腳等不列入本表表達。 

４．表內變賣餘絀金額，應列入現金流量決算表「調整非現金項目」內予

以調整。 

（十二）貸出款明細表： 

１．截至上年度終了貸出餘額，應與平衡表上年度「長期貸款」及「應收

到期長期貸款」二科目之合計數相勾稽。 

２．本年度終了貸出餘額，應與平衡表本年度「長期貸款」及「應收到其

長期貸款」二科目之合計數相勾稽。 

３．短期貸款本年度增加金額（付現數）與本年度減少金額（收現數）之

決算數，應分別與現金流量表內投資活動項下之增加短期貸款與減少

短期貸款金額相勾稽。 

４．長期貸款本年度增加金額（付現數）與本年度減少金額（收現數），

應分別與現金流量表內投資活動項下之增加長期貸款與減少長期貸

款金額相勾稽。 

５．凡貸出款於本年度轉入「催收款項」科目，或因呆帳轉銷者，應填列

於「本年度收回金額」欄；另以前年度轉銷呆帳時，因重複扣帳於本

年度補列帳務者，應填列於「本年度貸出金額」欄，並均應於備註欄

詳細說明其原因及金額。 

（十三）國庫撥補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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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表內國庫增撥基金與國庫填補短絀決算數僅需填列現金增撥數。 

２．國庫增撥基金決算數應與現金流量表內融資活動項下之增加基金決算

數相勾稽。 

３．國庫填補短絀決算數應與餘絀撥補表內填補之部項下之國庫撥款決算

數及現金流量表內融資活動項下之撥款填補短絀之決算數相勾稽。 

（十四）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１．表內「固定資產之增置」決算數，應與資本支出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

比較表內「決算數」欄之本年度合計相勾稽。 

２．表內「調整數」欄，係表達各固定資產科目預算數間之調整情形，其

合計數應為 0。 

３．表內「撥入受贈及整理」部分，係表達本年度撥入、受贈及整理等資

產之擴充面，如以前年度未完工程於本年度轉列財產科目及以前年度

科目歸屬錯誤，於本年度更正或轉正財產科目者。 

４．表內「本年度保留數」欄之金額，應與權責機關核定之保留數金額相

符。 

（十五）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 

１．為完整表達長期債務增減變動情形，上年度長期債務轉列短期債務部

分仍應於表內中表達。 

２．截至上年度終了借款餘額，應與平衡表上年度「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及「長期債務」之合計數相勾稽。 

３．本年度終了借款餘額及本年度長期債務調整轉列短期債務金額，應與

平衡表本年度期末「應付到期長期負債」及「長期債務」之合計數相

勾稽。 

４．本年度舉借金額與本年度償還金額，應分別與現金流量表內融資活動

項下增加長期債務及減少長期債務之決算數相勾稽。 

５．長期債務之增減如屬匯率變動或長期負債轉列流動負債者，應於本年

度調整欄表達，並於備註欄註明。 

（十六）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１．表內所列項目名稱、數量、單位、預算數量、預算金額應與法定預算

書所列資料相勾稽。 

２．如屬資本性業務計畫項目，其預算數以可用預算數表達，惟應於備註

欄列明。 

３．表內所列項目及金額，如與總說明業務計畫實施績效內容有關者，其

數據應相互勾稽。 

（十七）基金數額表： 

１．表內上年度決算數及本年度決算數，應分別與平衡表內基金之上年度

決算數及本年度決算數相勾稽。如有預收基金或涉及基金增減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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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應於備註欄逐項說明。 

２．國庫增撥基金數與賸餘及公積撥充基金數之合計數，應與平衡表內基

金增加決算數相勾稽。 

（十八）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表： 

１．表內基金期末投資額，應與平衡表長期股權投資科目期末餘額相勾稽。 

２．長期股權投資採權益法評價者，應就其持股比例依轉投資公司年度純

益認列其投資賸餘，其數額應填入投資收入欄內之「其他」。 

３．本表不含年度中已出售轉投資事業所獲得之投資餘絀及認列轉投資事

業之投資短絀，惟應附註說明其種類及金額。 

４．為期周延，凡外界捐贈之股票帳列長期股權投資科目者，應納入表內

表達，並應於備註欄註明。 

（十九）成本彙總表： 

１．凡基金性質屬生產製造業者，應編列本表。 

２．表內銷貨成本決算數，應與收支餘絀決算表及銷貨成本明細表所列科

目決算數相勾稽；另期初存貨及期末存貨決算數，須與平衡表所列存

貨金額相勾稽。 

（二十）用人費用彙計表： 

１．表內預算數應與法定預算數相勾稽。 

２．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報酬應填入「正式員額薪資」欄內。 

３．表內「兼任人員用人費用」一欄，係指各基金因業務需要，由有關機

關之現職人員兼辦（含兼任教師），所發生之用人費用。 

４．表內各功能別科目與用途別科目金額（業務總支出部分，不含資本支

出部分），應與各成本與費用明細表及各項費用彙計表同一科目之決

算數相勾稽。 

（二十一）員工人數明細表： 

１．表內預算數應與法定預算數相勾稽。 

２．表內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係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所

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聘用或約僱（國防部所屬基金依該

部之規定）之人員，非依前開規定聘僱人員，概不列入表內。  

（二十二）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明細表： 

１．預算輛數及金額應與法定預算相互勾稽。 

２．表內僅列示管理用公務車輛，不含機車。 

（二十三）所屬作業單位（或分決算）收支概況表： 

１．凡基金所屬作業單位（含總管理機構）單獨計算收支餘絀者，須編造

本表。 

２．表內各科目決算數，應與收支餘絀決算表同一科目決算數相勾稽；如

有內部往來，應附註說明各科目消除內部往來金額及消除後金額。 



 
 

189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二十四）各項費用彙計表： 

１．表內預算數應與法定預算數相勾稽。 

２．表內科目名稱應填列至用途別科目之 2 級科目。 

３．屬生產製造業者，涉及期初在製品、期末在製品、期初製成品及期末

製成品等存貨，應於表內調整。 

 

 

五、結語 

辦理決算或彙編決算工作為主計同仁一年一度重大業務，而審核各機關與

各基金決算，並編造審核報告亦為審計部之年度重要業務。鑑於辦理決算工作

除本著預算如何編製，決算就如何辦理，及參考上年度決算如何辦理之原則外，

尚須考量衡量決算工作品質高低基準之一，在於會計事務處理是否符合會計制

度之規定，及主要表、附屬表彼此間是否勾稽。願我主計同仁平時須按會計制

度辦理事務，及在會計年度結束期間確依會計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整理相關

交易事項，以縮短審計部修正差距及減少修正與更正事項；並在完成決算書表

編造後，簽陳機關首長前再將各書表間作一次勾稽，以提升決算作業品質。  

 

（本文係修正今日會計季刊第 71 期「精進非營業基金編造決算書表之探討」， 

第 33 頁至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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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非營業特種基金ｘｘｘ年度決算查核結果修正事項彙總表 

基金名稱 修正項目及金額 

估計更

正 

未及

入帳 

未及

轉帳 

費率超

標準 

科目

更正 

計算

錯誤 

未符原則

或規定 

增(減)賸餘 增(減)短

絀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千元) (千元) 

Ａ  1       (33,025) 

Ｂ     2   2,358  

Ｃ   1     581  

Ｄ      1  (168)  

Ｅ 1 1      179  

Ｆ  1       (196) 

Ｇ 16 3   1  7 116,285  

Ｈ    2    99  

Ｉ   1     487  

Ｊ       1 1,917  

Ｋ  1      3,065  

Ｌ       1 662  

Ｍ  1 1 1  1   (39,203) 

Ｎ   4  1  1 8,963  

Ｏ     1   25,880  

Ｐ   3  2    (11,684) 

Ｑ 3 2     1  (9,959) 

Ｒ  1     1 1,745  

Ｓ  2 1     6,455  

Ｔ  1      4  

Ｕ   1     (100)  

合

計 
20 14 12 3 7 2 12 168,412 (94,067) 

占修正項次比率 29% 20% 17% 4% 10%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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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作業基金現金流量表之編造 

一、前言 

我國各級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暨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等需要，歷年來依據相關法律及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款之規定，循預算程序設置各類特種基金，以辦理相

關業務。依預算法之規定，特種基金除營業基金及信託基金

外，按其性質涵蓋有作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

資本計畫基金，均為非營業性質，故通稱為非營業特種基

金，其運作體制向參照營業基金辦理，惟非營業特種基金

中，除作業基金外，其餘各基金運作體制及衡量焦點因與營

業基金迥異．行政院為使非營業特種基金運作更符實際需

要，爰於 92 年度復依基金運作屬性及衡量焦點，再劃分為

業權型特種基金（以下簡稱業權基金）及政事型特種基金（以

下簡稱政事基金），並賦予不同運作規範。其中作業基金屬

業權基金，其運作規範仍參照營業基金辦理。至屬政事基金

之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運作體制則重行

規定。 

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自編造 88年下半年及 89年度

預算案起，將 4張主要財務報表之一資金運用表改編現金流

量表。本文旨在依據中央政府作業基金之特性及行政院主計

處訂頒「中央政府非營業基金名稱編號及會計科目與編號參

考表」所列會計科目，擇要說明編造現金流量表之方法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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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常見錯誤之態樣。 

二、現金流量表之意義及演變歷程 

    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當現金（以下與現金一詞通

用）的流入與流出，彙總說明一作業基金在特定期間之業

務、投資及融資的活動；併同其他財務報表所提供之資訊，

幫助財務報表使用人評估該基金之未來產生淨現金流入之

能力；償還負債與解繳國庫之能力，及向外界融資之需要；

本期餘絀與業務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量之差異原因；本期現

金與非現金之投資及融資活動對財務狀況之影響等。 

    回顧會計史料，現金流量表之前身僅是簡單分析資產負

債表項目之增減變動，稱為「來源與去路表」，數年後更名

為「資金表」。爾後，美國會計師協會認為此報表日益重要，

乃於 1961 年發布會計研究叢刊第 2 號「現金流量分析與資

金表」。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為統一資金表之編製與表達，

於 1963年發布第 3號意見書「資金來源與運用表」。該委員

會復於 1971 年發布第 19號意見書，規定「財務狀況變動表」

為主要財務報表之一。接著，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

1987年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95號「現金流量表」，並規

定自 1988 年 7 月 15 日為年度終了日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

之。 

  至國內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務會計委員

會曾於民國 72年 9月 1日公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4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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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狀況變動表」。嗣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為配合國內會計現代化與國際

化，復於民國 78 年 12 月 28 日公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7

號「現金流量表」，同時規定 79年 12月 31日為年度終了日

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之。該委員會又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公報相關規定修訂該公報，並於 88年 12月 9日及 94年 9

月 22日再次修訂頒布，及規定年度開始日為 95年 1月 1日

之企業，須按新修訂公報之規定編造現金流量表。 

三、預決算書表編造現金流量表之法律依據 

  國營事業自 80 年度起編造現金流量表，而多年來預決

算書表仍稱資金運用表，係為遵行民國 60年公布之會計法，

其第 23 條規定之書表名稱仍為「資金運用表」所致；惟辦

理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決算，依 89 年 12 月 13 日修正公

布決算法第 15條之規定，更名為「現金流量表」。茲將作業

基金編造現金流量表之法律依據，臚列如次： 

（一） 主要條文: 

決算法第 15條第 1項: 

附屬單位決算中關於營業基金決算之主要內容如

下： 

1.營業損益之經過。 

2.現金流量之情形。 

3.資產、負債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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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盈虧撥補之擬議。 

決算法第 16條： 

附屬單位決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得比

照前 2條之規定辦理。 

（二） 相關條文： 

預算法第 85條第 1項第 2款： 

營業基金預算之主要內容如下： 

1.營業收支之估計。 

2.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

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分析。 

3.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4.資金之轉投資及其盈虧之估計。 

5.盈虧撥補之預計。 

預算法第 89條： 

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

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但其

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不在此限，其預算之

編製、審議及執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

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 

現金流量表投資活動與融資活動涵蓋固定資產之建設、改

良、擴充，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資金之轉投資，資金

運用之情形等項目，正符合上預算法、決算法規定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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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金流量之分類 

作業基金之現金流量，可依其發生原因分為因業務活動

而發生者、因投資活動而發生者及因融資活動而發生者 3大

類，茲說明如下： 

1.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係指列入餘絀計算之交易及其

他事   項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如銷售商

品、提供勞務與醫療、從事教學與投融資、出租資產

等主要業務活動，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收現，及利息

與股利收入等業務外收入所發生之現金流入。為獲取

上述收入而給付貨款、支付業務成本與費用，退還顧

客貨款，及支付利息費用等業務外費用所產生之現金

流出。 

2.投資活動通常涉及長期資產科目之變動，如承做與收

回貸墊款，提撥與支用準備金，取得與處分長期投

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其

他資產等。 

3.融資活動通常涉及負債與淨值科目之變動，如融資性

債務之舉借及償還，國庫增撥基金，解繳國庫淨額等。 

除上述介紹 3大類活動之現金流量外，尚有匯率變動影

響數、不影響現金的投資及融資活動、同時影響現金及非現

金項目的投資及融資活動之表達、揭露等事項，應予注意。 

五、現金流量之編製基礎、表達原則及與資產負債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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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間之互動關係 

（一）編製現金流量表之基礎為現金及約當現金，即包括

庫存現  金、活期存款、支票存款、可隨時解約

且不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可隨時出售且不損及本

金之可轉讓定期存單及其他約當現金。其中約當現

金係指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之短期且具高度流動性之

投資： 

1.隨時可以轉換成定額現金者。 

2.即將到期且利率之變動對其價值影響甚小。所謂即將

到   期係指自投資日起算 3個月內到期。如國庫

券、商業本票及銀行承兌匯票等。 

（二）以總額表達為原則，惟約當現金以外之短期投資、

短期貸墊款、短期債務若週轉快、金額大，且原始

到期日在 3個月以內者，仍可按淨額表達。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與資產負債表其他科目之互動關

係： 

甲部分 現金及約當現金 

乙部分 
資產負債表之其他科目 

其他流動資產 

長期投資、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 

無形資產 

遞延借項 

其他資產 

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其他負債 

淨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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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部分之變動可透過乙部分之變動加以解釋，故現金

流   量表僅包括會同時影響甲部分及乙部分之

項目。 

2.乙部分內部之變動並不影響現金及約當現金之變

動，但   涉及投資及融資活動則另以附表或附註

揭露，如賒購設備、資產交換。若同時影響現金及非

現金項目者，應於現金流量表中表達影響現金交易之

部分，並對交易之全貌作補充揭露。至非現金交易，

亦非投資或非融資活動，則無需揭露，如應收帳款轉

列催收款項、報廢固定資產、提存公積等。 

3.甲部分內部之變動無需表達。 

六、編造現金流量表之方式與步驟 

（一）編造現金流量表主要資料來源包括比較平衡表、本

年度收支餘絀表、餘絀撥補表及特定交易資料，依

據是項資料，並遵行下列步驟： 

    1.計算現金及約當現金之變動數額。 

    2.計算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3.計算投資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二）編製業務活動現金流量之方式： 

1.間接法：由收支餘絀表之本年度餘絀，調整成當年度

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或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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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法：直接由收支餘絀表將應計基礎轉換成現金基

礎以列示各項業務活動現金流入之來源及現金流出

之去路。 

現行行政院主計處係規定採間接法編造，編造時

宜本著附錄所列現金流量表之格式及其定義，首先，由

本年度餘絀調整提存呆帳、折讓及短絀、折舊及折耗、

攤銷、兌換餘絀、債務整理餘絀、其他、流動資產淨增

減、流動負債淨增減等非現金項目，以計算業務活動之

現金流量。凡交易分錄涉及收支項目者，如盤存餘絀、

存貨跌價短絀等項目，均作為上述〝其他〞之調整項目，

而非列作流動資產淨增減項目。其次，將平衡表非流動

項目交易涉及現金及約當現金部分，依性質列入投資活

動或融資活動項下，故餘絀撥補表項下之解繳國庫淨額

須屬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在本年度繳現之部分，才可列入

融資活動項下，至本年度未繳現之解繳國庫淨額仍屬流

動負債淨增減項目。 

七、常見錯誤之態樣 

中央政府作業基金自 88年下半年及 89年度決算起編造

現金流量表迄 95 年度決算，已屆 7 個年度，茲將常見錯誤

態樣臚列如下： 

（一）清償「2129 應付工程款」列於現金流量表「8129

流動負債淨減」，未列於「82C1 增加固定資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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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二）存貨盤餘盤絀列於「8128 流動資產淨增減」，未列

於「8127其他」項下。 

（三）「1721 存出保證金」與「2311 存入保證金」在現金

流量表未分別以增減總額表達，而以淨額表達。 

（四）現金流量表所列「8231減少固定資產」按帳面值表

達，非按當年度實際收現數及調整「8125處理資產

短絀(賸餘-)」表達。 

（五）「1133 應收帳款」轉列「1723 催收款項」在現金

流量表分別於「8128 流動資產淨減」與「82D3 增

加其他資產」表達而未予排除。 

（六）清償「2118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列於現金流量表

「83A1 減少短期債務」,未列於「83B1 減少長期債

務」表達。 

（七）現金流量表所列數據與其他附屬表存有不勾稽現

象。 

八、結語 

    中央政府作業基金編造現金流量表雖已經歷 6 個年度

餘，惟部分基金編造該表仍存有部分缺失。願我主計同仁在

平時編造各月份月報或半年結算報告時，建請先行試編現金

流量表，以儘早發現疑義，儘早解決，俾能於年度終了順利

完成決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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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iley & Sons, Inc. 

（本文係修正今日會計季刊第 77 期「簡介非營業基金編

造現金流量表之方法」第 33 頁至第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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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一、甲基金本年度決算計發生下列交易： 
 
 ａ本期賸餘 ＄200,000。 

 ｂ以應付票據 ＄50,000，取得土地一處。 

 ｃ出售原始成本 ＄50,000，累積折舊 $10,000之設備，計獲得現金＄

60,000及應收票據 $10,000。 

 ｄ現購什項設備 $40,000 

 ｅ本年度計提折舊 $18,000 

 ｆ本年度計提呆帳 $10,000 

 ｇ沖銷呆帳 ＄20,000 

 ｈ存貨盤存賸餘 $2,000 

 ｉ舉借長期借款 $100,000 

 ｊ由受贈公積撥充基金 $60,000 

 ｋ其餘資料如工作底稿所列本年度平衡表期初及期末餘額 

 

甲基金編造現金流量表工作底稿： 

科 目 103/1/1 
調 整 項 目 

103/12/31 
借 方 貸 方 

現金 ＄100,000 $ 286,000  $  386,000 
應收票據 50,000 c  10,000  60,000 
應收帳款 200,000 k  40,000 g $  20,000 220,000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50,000 g  20,000 f    10,000 -40,000 
存貨 150,000 h   2,000 k    10,000 142,000 
土地 150,000 b  50,000  200,000 
什項設備 200,000 d  40,000 c    50,000   190,000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50,000 c  10,000 e    18,000 -58,000 
長期借款 0  i   100,000 100,000 
應付票據 0  b    50,000 50,000 
基金 300,000  j    60,000 360,000 
受贈公積 100,000 j  60,000  40,000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a 200,000   
      

 提存呆帳  f  10,000   
 折舊及折耗  e  18,000   
 處分資產賸餘   c  30,000  
 其他   h   2,000  
 流動資產淨增   k  30,000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固定資產  c  60,000   
增加固定資產    d  40,000  

三、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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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長期債務  i 100,000   

 

 
甲基金 

現金流量表 

                                    9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             200,000 

  調整非現金項目         

   提存呆帳      10,000 

    折舊及折耗      18,000 

    處分資產賸餘    -30,000 

    其他        -2,000 

    流動資產淨增    -30,0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66,0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固定資產     60,000 

  增加固定資產     -40,0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0,00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長期債務     100,00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00,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86,0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00,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86,000 

 

附註：1.購置 xxx 段土地一處計 100坪，係以應付票據$50,000先行支付。 

2.變賣已達汰換年限之電腦設備 10台，獲得價款$70,000，包括現金

$60,000及應收票據$10,000。 

 

 

 

 

 

 

 

 

 

 

 

 

 

 



 
 

203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肆、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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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研討會業務宣導事項 

 

1. 所屬主計機構協助本處辦理各項活動(如：人力支援、查帳、研討

會)、配合提報高普初考試名額、提報主計業務具體事蹟、提供主

計總處及本處修訂法規意見經採納者等，本處均循往例酌予加給

103年度考績甲等人數，嗣後仍請各機關學校協助配合辦理。 

2. 自 104 年度起，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辦理會計相關訓練及研討會

敘獎，其辦理時數比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核算授課時數方式計算(達

50分鐘以 1小時計，連續達 90分鐘以 2小時計，報到及休息時間

不予計入)，且內容以會計相關業務研討及綜合座談為限。 

3. 請協助轉知人事單位，於人事資訊系統登錄各主計機構人事異動

業務時，其人員之正確區分欄位(如：「主計室主任」務必選擇「71

主辦會計人員」，其餘主計人員請選「73 會計佐理人員」)，以免

因個人受訓資料無法轉入致影響權益。 

4. 為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請本部持續檢討研議「不發生財務短絀計

算方案」之妥適處理方式，並覈實計算可加回之折舊金額，本方

案不可區分財源部分，未來會由現行 5 年平均數朝個別認定方向

調整，請各校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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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園平面圖 

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防災防震避難疏

散路線圖-台北校區 

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交通指南 

四、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無線網路使用介紹 

五、104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

計人員業務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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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園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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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防災防震避難疏

散路線圖-台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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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交通指南 

 (大眾運輸〕 

  聯營公車：  

o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站：253、297、222、237  

o 成功中學站：15、208、265、211、295  

o 開南商工站：0南、15、37、22、615、671  

o 審計部站：202、212、232、262、276、299、205、605、257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火車：台北車站下車，往東步行約 15分鐘  

 客運：  

o 國光客運「台北－金山」，審計部站  

o 台汽客運「基隆－台北」，審計部站  

o 中興巴士「瑞芳－板橋」，審計部站  

〔自行開車〕行駛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南下或北上方向，均由〔圓山交流道〕出

口銜接〔建國北路高架道路〕，向南行駛至〔忠孝東路匝道〕出口下平面道路，

續行平面車道，右轉〔濟南路三段〕後再直行至〔濟南路一段〕本校正門口。  

圖示 說明 

 

圖示上方為北方，圖示最上方為

忠孝東路一段(東西向道路)，設

有捷運善導寺站及公車站。 

校園為四方型基地，北側為青島

東路；南側是濟南路一段；東側

為杭州南路(往北單行道)；西側

為紹興南街(往南單行道)；校門

位於南側之濟南路一段，亦設有

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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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無線網路使用介紹 

1.請先至本活動服務台索取無線網路帳密 

2.點選本校無線網路名稱「NTUB-NEW」  

3.會出現無線網路登入畫面， 

輸入至服務台索取的無線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登入(Login)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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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4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

計人員業務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冊 

人員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教育部會計處 黃永傳 處長 

 
教育部會計處 李珮華 副處長 

 
教育部會計處 張秀玉 專門委員 

 
教育部會計處 陳佩蘭 專門委員 

 
教育部會計處 黃珮琦 科長 

 
教育部會計處 黃玫音 科長 

 教育部會計處 楊麗玉 科長 

 
教育部會計處 郭憲宇 專員 

 
教育部會計處 王菘柏 專員 

 
教育部會計處 曹瀞之 科員 

 
教育部會計處 廖心儀 科員 

 
教育部會計處 陳韋君 科員 

 
教育部會計處 林暄珮 委外人員 

 
教育部會計處 詹蕙伃 委外人員 

 
教育部會計處 李佳芳 委外人員 

 
教育部會計處 林秋月 委外人員 

 
教育部技職司 吳宗融 駐點人員 

001 國立臺灣大學 劉中鍵 主任 

002 國立政治大學 魏如芬 主任 

003 國立清華大學 林容朱 組長 

004 國立中興大學 魏素華 主任 

005 國立成功大學 楊明宗 主任 

006 國立交通大學 楊淑蘭 主任 

007 國立中央大學 蔡維娌 主任 

008 國立中山大學 傅素瑛 主任 

009 國立中正大學 胡文騏 主任 

0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汪玉雲 主任 

011 國立陽明大學 林美如 主任 

012 國立東華大學 張美莉 主任 

013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黃美桂 主任 

01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趙秀真 主任 

015 國立臺北大學 許勤英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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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016 國立嘉義大學 謝勝文 主任 

017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玫秀 主任 

018 國立高雄大學 江莉麗 主任 

019 國立臺東大學 邱錦城 主任 

020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賴惠敏 主任 

021 國立宜蘭大學 石壯為 組長 

022 國立聯合大學 梁絹 主任 

023 國立臺南大學 王明洲 主任 

024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瀅如 主任 

025 國立金門大學 洪天然 主任 

02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粘美惠 主任 

02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李美瑩 主任 

02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何素瓊 主任 

02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洪文平 主任 

0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薛芝蕙 主任 

03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郭玉梅 主任 

03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林宜均 主任 

03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許秀鳳 主任 

03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曾山明 主任 

035 國立屏東大學 周孟觀 主任 

036 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李翎禎 主任 

03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孫慧 主任 

03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陳珮烝 主任 

03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蔡秀雲 主任 

040 國立空中大學 郭雅芬 組長 

04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文滄 主任 

04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邱淑惠 主任 

04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明儷 主任 

04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楊美圓 主任 

04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吳惠珍 主任 

04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詹文福 主任 

04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楊秀菊 主任 

04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沈艷雪 主任 

04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辜秀鳳 組長 

05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王崑龍 主任 

05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盧貴美 主任 

052 國立體育大學 吳素鳳 主任 

05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由中教主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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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05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梅芬 主任 

05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王麗珍 主任 

056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張琍雲 主任 

057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傅珍梅 主任 

058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李齊惠 主任 

05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楊敏修 主任 

06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陳錦玲 主任 

06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龔淑華 辦事員 

06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章秀麗 主任 

063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鄭琇仁 主任 

06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吳佳容 主任 

06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王佳妙 主任 

06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林菲菲 組長 

067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何麗敏 主任 

068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羅志全 主任 

069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黃靜儀 主任 

070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陳麗雲 主任 

07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陳岳鋒 主計員 

072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林詩珊 主任 

073 國家圖書館 柯淑絢 主任 

07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邵廼衡 主任 

075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魏駿吉 主任 

076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張淑萍 主任 

077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洪方筑 主任 

078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劉營珠 主任 

079 國家教育研究院 周玫玲 主任 

080 國立臺灣圖書館 林美惠 主任 

081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蔡雅文 主任 

08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陳麗絲 主任 

08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王雪花 組員 

084 臺北市立大學 林念恩 主任 

08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施有連 主任 

086 教育部體育署 廖英智 主任 

087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邱聰祥 主任 

08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陳天欣 辦事員 

08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謝居倫 組員 

09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蔡翠娥 組員 

09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黃己玲 行政助理 



 
 

214 

2015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人員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09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盛偉芸 書記 

09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葉宜貞 組員 

09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洪吉美 專員 

09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莊靜芬 組員 

09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曹茜尹 行政助理 

097 蒙藏委員會 謝秀琴 主任 

098 蒙藏委員會 許珊瑜 科員 

099 蒙藏委員會 徐美君 科員 

100 財政部 楊登伍 專門委員 

101 財政部賦稅署 張綺文 主任 

102 科技部 蔡麗珠 專門委員 

103 科技部 張垂津 專員 

104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歐陽瑜 主任 

105 科技部 趙彩玲 科員 

106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陳秀寬 組員 

107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 吳美蘭 主任 

108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黃少玲 主任 

109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 林義傑 主任 

110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 林惠 課員 

11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李珠玉 主任 

11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 林素秋 佐理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