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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說明：以下範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範例一 公司互為關聯企業時投資損益之認列 

⚫ 本例重點：公司互為關聯企業時投資損益之認列。 

⚫ 引用條文：第十三條及(112)基秘字第 307號函之規定。 

⚫ 適用情況：公司互為關聯企業時投資損益之認列。 

情況一 採用庫藏股票法計算投資損益 

情況二 採用慣例法計算投資損益 

承德公司對新台公司投資 25%，新台公司對承德公司投資 30%。承德公司

與新台公司均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以下簡稱第

六號公報）之規定判斷對另一公司具重大影響，故採權益法處理其對另一公司之

投資。於 20X1 年，承德公司不含投資損益之淨利為$1,090,000，新台公司不含

投資損益之淨利為$800,000。 

情況一 採用庫藏股票法計算投資損益 

採用庫藏股票法下， 

承德公司應認列之投資收益＝$800,000×25%＝$200,000 

新台公司應認列之投資收益＝$1,090,000×30%＝$327,000 

情況二 採用慣例法計算投資損益 

假設承德公司在連續分配過程中累積之純益金額為 Ae，新台公司在連續分

配過程中累積之純益金額為 Be。 

Ae＝$1,090,000＋0.25Be 

Be＝$800,000＋0.3Ae 

Ae＝$1,090,000＋0.25×（$800,000＋0.3Ae） 

＝$1,090,000＋$200,000＋0.075Ae 

Ae＝$1,394,595 

Be＝$1,21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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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慣例法下， 

承德公司應認列之投資損失＝$1,394,595×（1－30%）－$1,090,000 

            ＝－$113,784 

新台公司應認列之投資利益＝$1,218,379×（1－25%）－$800,000＝$113,784 

 

說明：本參考範例旨在例示承德公司及新台公司採用庫藏股票法及慣例法計算投

資損益。依(112)基秘字第 307號函之說明，企業對相互持股之關聯企業之

投資損益之計算，應就庫藏股票法或慣例法作一會計政策選擇，依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第六條之規定，

對於類似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應選擇及適用一致之會計政策。第六號

公報及(112)基秘字第 307 號函並未規定相互持股之關聯企業須採用相同

之方法計算投資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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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一號 

借款成本 

說明：以下範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範例一 計入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 本例重點：外幣借款之兌換差額中屬於利息成本之調整者，應計入借款成

本。 

⚫ 引用條文：第二條。 

⚫ 適用情況：將外幣借款之兌換差額計入借款成本。 

情況一 增加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情況二 減少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情況三 減少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以功能性貨幣新台幣（NTD）編製財務報表之誠信公司為建造廠房而簽訂一項

專案借款合約，借款期間內並無將該借款暫時投資所產生之投資收益。 

情況一 增加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借款合約之內容及背景資料列示如下： 

項目  說明 

    

借款金額（外幣）  US$1,000,000  

原始認列借款日  20X1年1月1日  

原始認列借款日匯率  US$1：NT$28  

外幣借款利率（美金）  年利率2%（固定）  

原始認列借款日類似新台幣借款之利率  年利率4%（固定）  

20X1年平均匯率  US$1：NT$32  

20X1年12月31日匯率  US$1：NT$34  

20X1年支付利息—美金  US$20,000 （2%×US$1,000,000） 

20X1年支付利息—新台幣（按平均匯率換算）  NT$640,000 （US$20,000×32） 

誠信公司應資本化之借款成本金額為 NT$640,000，即外幣計價符合要件之利息

成本按費用發生日實際匯率所換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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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誠信公司將兌換差額視為利息成本之調整數。此時，誠信公司應決定若

以新台幣借款於 20X1 年可能會發生之借款成本，以決定兌換差額作為利息成本調

整數之上限。借款成本計算如下： 

 20X1年1月1日約當US$1,000,000元之新台幣 NT$28,000,000 

 以新台幣借款利率（4%）計算之年度利息支出 NT$1,120,000 

當地貨幣計價之名目借款成本NT$1,120,000即為誠信公司得分類為借款成本之

「上限」。 

於 20X1 年報導期間結束日，本金 US$1,000,000 之借款換算為新台幣所產生之

外幣兌換損失為： 

按借款日匯率（US$1：NT$28）換算之新台幣金額 NT$28,000,000 

按 20X1年 12 月 31 日匯率（US$1：NT$34）換算之新台幣金額 NT$34,000,000 

兌換損失 NT$6,000,000 

20X1年包含於誠信公司未完工程成本之借款成本為 NT$1,120,000，即美金利息

支出換算之 NT$640,000 加上因本金產生兌換損失中之 NT$480,000。此金額等於誠

信公司若按當時市場利率借入新台幣借款時將產生之利息費用。 

其餘由借款本金產生之兌換損失（NT$5,520,000）應於當年度認列為損益。 

情況二 減少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沿情況一，惟於 20X1 年報導期間結束日重新換算 US$1,000,000 將產生外幣兌

換利益 NT$6,000,000。在此情況下，NT$6,000,000 應全數認列為利益。資本化之借

款成本為 NT$640,000（以外幣計價之利息成本，按費用發生日實際匯率所換算之金

額），不調整兌換差額之利息成本，因為任何調整都將導致資本化之借款成本未落於

可接受金額之範圍內（於此例為介於 NT$640,000 與 NT$1,120,000之間）。 

情況三 減少借款成本之兌換差額 

沿情況一，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惟於 20X1 年報導期間結束日以功能性貨幣借

款利率計算之年度利息支出為 NT$500,000，且換算 US$1,000,000將產生外幣兌換利

益 NT$6,000,000。在此情況下，20X1年包含於誠信公司未完工程成本之借款成本為

NT$500,000，即美金利息支出換算之 NT$640,000 減除因本金所產生之兌換利益

NT$140,000。此金額等於誠信公司若按當時市場利率借入新台幣借款時將產生之利

息費用。 

其餘由借款本金產生之兌換利益 NT$5,860,000應於當年度認列於損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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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以專案借款購得借款成本資本化之資產 

⚫ 本例重點：以專案借款購得資產時，可資本化之借款成本。 

⚫ 引用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 適用情況：以專案借款購得借款成本資本化之資產。 

大中公司於 20X1 年 3 月 1 日以$20,000,000 購入一資產。為購得該資產，大中

公司於 20X1 年 3 月 1 日辦理專案借款$8,000,000，年利率 4%。另於同日辦理一般

用途之現金增資並募足股款$24,000,000。大中公司 20X1 年 1 月 1 日帳上有一筆長

期借款$8,000,000，期間五年，年利率 3%，經分析大中公司若不購買該資產則無須

負擔該借款之利息。 

20X1年大中公司借款成本資本化之計算如下： 

1. 專案借款應予資本化之借款成本金額：$8,000,000×4%×10/12＝$266,667。 

2. 舉借一般借款之借款成本：8,000,000×3%×10/12＝$200,000。 

3. 20X1年應資本化之借款成本金額為$466,667（$266,667＋$200,000＝$466,667）。 

由於該筆現金增資係一般用途，故借款成本資本化僅考慮專案借款及一般借

款，無須考量現金增資之部分。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參考範例（113年發布） 

 

1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 

金融工具* 

說明：以下範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範例一 金融資產符合除列之移轉 

⚫ 本例重點：金融資產符合除列之移轉。 

⚫ 引用條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 

⚫ 適用情況：金融資產符合除列之移轉。 

三元公司為管理信用集中風險而於 20X1年 11月 1日將一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放款出售予吉祥公司，取得現金$7,100,000，該放款之帳面金額為$7,200,000（此

為總帳面金額$7,440,000減除備抵損失$240,000後之淨額）。三元公司未保留服務責

任亦未承擔任何追索權，但取得向吉祥公司再買回該放款之選擇權，買回之價格為

買回當時該放款之公允價值，該選擇權之公允價值為零。三元公司已出售該放款，

並取得可按其再買回時之公允價值再買回該放款之選擇權，故其判定已移轉該放款

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以下簡

稱第十五號公報）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三元公司應除列該資產。三元公司應依第十

五號公報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將已移轉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與所收取之對價（包含取

得之新資產減去承擔之新負債）間之差額$100,000（＝$7,200,000－$7,100,000）認列

於損益。三元公司於 20X1年 11月 1日應作分錄如下： 

20X1/11/1 現金 7,100,000  

 備抵損失—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40,000  

 處分投資損失 100,0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7,440,000 

 說明：將所移轉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7,200,000（$7,440,000－$240,000）

與所收取對價$7,100,000間之差額認列於損益。 

 

 
* 此參考範例係配合本會於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第二次修訂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十五號「金融工具」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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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金融資產不符合除列之移轉 

⚫ 本例重點：金融資產不符合除列之移轉。 

⚫ 引用條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 

⚫ 適用情況：金融資產不符合除列之移轉。 

龍騰公司於 20X1 年 4 月 20 日出售一筆應收款項予楊梅公司，取得現金

$8,500,000，該應收款項之帳面金額為$8,100,000，公允價值為$8,700,000。龍騰公司

與楊梅公司約定將於 20X1年 12月 15日以$8,900,000買回該應收款項。龍騰公司出

售及再買回應收款項，且再買回價格為固定價格或售價加計貸款人報酬之交易，此

顯示龍騰公司保留該應收款項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故不符合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以下簡稱第十五號公報）第二十四條除列金融資產

之條件。另依第十五號公報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企業移轉一項金融資產，若因仍保

留已移轉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致未除列時，應持續認列該已移轉資產

整體，並應將所收取之對價認列為金融負債。因此，龍騰公司不得除列已移轉金融

資產，而應將該收取之對價認列為金融負債。龍騰公司於 20X1年 4月 20日應作分

錄如下： 

20X1/4/20 現金 8,500,000  

 其他金融負債—流動  8,500,000 

 說明：將所收取之現金認列為金融負債。 

範例三 債務整理 

⚫ 本例重點：債務整理。 

⚫ 引用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 

⚫ 適用情況：債務整理。 

情況一 發行權益證券以清償債務。 

情況二 移轉機器設備以清償債務。 

情況一 發行權益證券以清償債務 

吉利公司持有對如意公司之應收帳款$8,000,000。如意公司因財務困難，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進行債務整理，吉利公司同意如意公司以增發普通股 400,000 股抵償

全部債權。該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公允價值每股$13。吉利公司先前就該應收帳款

認列備抵損失$800,000。吉利公司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以下

簡稱第十五號公報）第十五條之規定，將所持有如意公司之股票分類為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並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

之表達」第三十條之規定將該股票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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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公司（債權人）分錄如下： 

20X1/12/31 呆帳損失 2,000,000  

 備抵損失—應收帳款
１

  2,000,000 

 說明：認列應收帳款呆帳損失變動金額$2,000,000（（$8,000,000－

$800,000）－（400,000×$13））。 

    

20X1/12/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非流動 

5,200,000  

 備抵損失—應收帳款
１

 2,800,000  

 應收帳款  8,000,000 

 
說明：除列應收帳款並按公允價值認列取得之股票投資$800,000

（400,000×$13）。 

1此項目係經濟部公布之「商業會計項目表」中#1199「備抵損失—應收帳款及分期帳款」之簡化

表達。 

如意公司（債務人）分錄如下： 

20X1/12/31 應付帳款 8,000,000  

 普通股股本  4,000,000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  1,200,000 

 債務整理利益  2,800,000 

 說明：除列應付帳款並依發行面額認列普通股股本，並就債務帳面金

額與所發行股票公允價值間之差額認列債務整理利益。 

情況二 移轉機器設備以清償債務 

富貴銀行持有對春滿公司之放款$8,000,000，並依第十五號公報第九條至第十二

條之規定將該放款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春滿公司因財務困難，於

20X1年 12月 31日進行債務整理，富貴銀行同意春滿公司以其舊機器一部抵償全部

債權，該機器之成本為$9,000,000，已提列折舊$2,200,000，公允價值為$6,500,000。

富貴銀行先前就該放款已提列減損損失$800,000。 

富貴銀行（債權人）分錄如下： 

20X1/12/31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700,000  

 備抵損失—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 

 700,000 

 說明：認列放款之減損損失變動金額$700,000（（$8,000,000－

$800,000）－$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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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12/31 其他非流動資產 6,500,000  

 備抵損失—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500,0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8,000,000 

 說明：除列放款並認列取得之機器設備。 

春滿公司（債務人）分錄如下： 

20X1/12/31 長期銀行借款 8,000,000  

 累計折舊—機器設備 2,200,0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300,000  

 機器設備－成本  9,000,000 

 債務整理利益  1,500,000 

 說明：除列長期銀行借款及所移轉之機器設備，並就長期銀行借款帳

面金額與機器設備公允價值間之差額認列債務整理利益

$1,500,000（$8,000,000－$6,500,000）。機器設備帳面金額與公

允價值間之差額應認列為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300,000（（$9,000,000－$2,200,000）－$6,5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