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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整合性報告書

若您對本年度整合性報告書有任何問題或想法，歡迎您與本會聯繫，電子信箱如下： 

accounting@ardf.org.tw



關於本會

為協助利害關係人編製或取得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本會

制定、公布及推廣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

業報導語言（XBRL），俾全面提昇財務資訊之品質與透
明度，以推動資本市場長期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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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亮點

4,845 
本會 Facebook 按讚數量

230,953 
本會 Youtube 頻道點閱次數

會計公仔設計徵選 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

■ 網路曝光

1,825,551
本會網站瀏覽次數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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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成果

11,009
參加人次

408 
舉辦課程

萬聖節活動 青少年金融講堂

XBRL 校園講座 公益講座 會計 DoReMi － 101 快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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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整合性報告書之歷程

作為一個專業機構

展現出對社會及經濟之價值

以推動資本市場長期之發展，
促進財務會計、審計、評價
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持續發展，協助
企業健全會計制度及培養專業
人才為宗旨。

在資訊透明與課責性的原則
下，為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本會
的信任，本會成為我國第一個
參考國際整合性報導架構編製
整合性報告書的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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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本會第一本整合性報告
書，藉此展現本會運用專業價
值及信念，以增進公眾利益。

本報告著眼於本會的績效成果
及未來展望。

若您想知道更多關於本會的營運績效，很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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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常務董事會通過，委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

供報告編製之諮詢服務；並由董事長召集四位常務董事

成立整合性報告專案小組，負責督導報告之編製工作。

報告編製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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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財務報表，係由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

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財務報表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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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價值創造模式

 財務會計、審計、評
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XBRL）之
需求。

 專業人才之持續進修
與成長。

 穩定的經濟成長，持
續需要會計專業服務

與推廣。

智慧資本

人力資本

• 董事

• 委員及顧問

• 員工

財務資本

準則訂定與專業發展研究

人力資本

• 委員及顧問

• 講師

• 員工

舉辦教育課程

社會與關係資本

智慧資本

會員服務與社會服務

社會與關係資本

智慧資本

發行出版品

社會與關係資本

智慧資本

人力資本

• 董事

• 委員及顧問

• 員工

辦理研討會與活動

社會期待及考量
關鍵

附加價值活動
資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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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專業準則公報以

及相關問答集、解

釋函以及專業研究

報告

智慧資本 促進我國各專業準則

與國際接軌

 提高我國財務會
計、審計、評價

準則及可延伸

企業報導語言

（XBRL） 之 專
業水準。

 強化會計專業人
士能力，促進穩

定的經濟成長。

專業人才培育 智慧資本

財務資本

促使人才能更符合時

代所需

溝通管道順暢 社會與關係資本 成為我國會計專業溝

通平臺

專業智識推廣 社會與關係資本

智慧資本

成為我國會計智識之

權威機構

拓展聲望與公信力 社會與關係資本

智慧資本

建構專業的強大夥伴

網絡，共同提升我國

會計專業水準

關鍵產出 主要資本產出 關鍵結果 公眾利益

2016 整合性報告書 | 11



過去三十年來，本會在推動我國會計專業發

展不遺餘力，自設立以來，肩負會計、審計、

評價準則與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 分
類標準的制定、教育及推廣之工作，完成許

多重要的里程碑。現今，面對數位科技之衝

擊，本會已作好準備，以邁向會計新紀元時

代。

面對數位化時代之來臨，我們對於數位化所

帶來的環境變動以及國際會計、審計方面之

趨勢發展，保持靈敏度，並嘗試以創意有效

方式與社會大眾溝通。在董事會之指導及支

持下，本人積極推動會計宣導的新思維，並

提出新作法，舉辦了「會計 Do Re Mi － 101
快閃」、「會計公仔設計徵選」等一系列活

動，以輕鬆活潑的方式讓社會大眾親近生硬

的會計議題，並瞭解本會與各單位合作共同

推動會計所作之努力。

本會業務持續推展，邁向善盡社會責任而努

力，因為一個好的公益組織不僅要提供好的

社會服務，更要承擔較大的責任。為有效達

成年度目標，本會具有高度的課責性標準，

本人與營運團隊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組織風險

與機會，以及既定目標達成結果。本會非常

重視作好組織治理與資訊透明，所以本人能

在這樣的專業機構擔任董事長，深感榮幸。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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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瞭解本會要作為會計專業之領航者，必

須在國際舞台有所表現；並於 3 月間代表

本會參加「會計準則制定者國際論壇」，爭

取到 2017 年於臺北市舉辦「會計準則制定

者國際論壇」之機會。藉此，除增加我國會

計界能與國際人士進行交流之機會外，更是

提供各國認識本會的一大契機。今年本會也

邀請到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主席及他的夫人

來臺灣，與我國之產、官、學各界會面與交

流。另一方面，本人亦拜訪國際上重要之會

計準則制定機構，包括國際會計師聯合會

（ Internat iona l  Federat ion of  Accountants , 
IFAC）、 美 國 會 計 師 協 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PAs, AICPA）及美國財務會計
準則理事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除確認國際間專業準則之發
展趨勢外，亦瞭解各單位於可延伸企業報導

語言 (XBRL) 之推動上所作之努力。此外，
本會致力於促進與中國的會計專業團體進行

交流與溝通，於 7 月間本會成員在金門舉辦

「2016 會計理論與實務交流」，並於 9 月間

組團赴上海進行 XBRL 推廣經驗交流活動，
以及在 12 月下旬到上海參加 XBRL 研習活
動。

在持續推展本會宗旨之同時，我們也在思考

如何能將本會之價值與理念，以更全方位之

方式傳達給各界。自本年度開始，我們積極

編製本會的整合性報告書，這也是我國非營

利組織的第一份整合性報告書，內容除了財

務報表上的數字，更揭露本會各項績效成果，

充分展現出本會的價值與貢獻。

本人對於本年度所執行之策略及進行之活動，

明顯看出努力的成果。相信各界也可看到本

會在面對環境變動，積極向前來求新求變。

在數位化趨勢發展下，會計只會與大眾更為

親近，揭露訊息也更讓人容易瞭解。我很榮

幸宣布，2017 年第一場「會計準則制定者國

際論壇」將於我國舉行，促進我國與國際間

會計專業交流之同時，我們更要向國際人士，

展現我國會計應用之發展結果，並持續以專

業化、普及化、國際化的努力目標，以迎接

未來的挑戰。

2016 整合性報告書 | 13



本人於 2016 年 4 月被正式聘任為秘書長，這對本

人是一項榮譽，更是一項需要持續努力不懈的重大

挑戰。

為契合本會的設立宗旨，本會於 2016 年間推動了

各項策略並對未來投資，且在董事會之領導及支

持下，積極向外界傳遞本會之願景。因此，今年

是變化的一年，本會藉著舉行許多創新活動，諸如

「會計 Do Re Mi － 101 快閃」、「會計公仔設計

徵選」及國際研討會等，而能夠與利害關係人有更

多互動。經由這些活動的曝光，本會接觸到不同群

組的社會大眾，因此讓更多人認識本會並注意到本

會的工作及貢獻。當然，對於各項專業準則的研究

發展、專業進修課程之舉辦、會計研究月刊及各種

出版品之出版，以及會計辯論比賽的舉行等日常業

務，本會員工依然兢兢業業地辦理。

秘書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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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業準則的研究發展，臺灣財務報導準

則委員會完成 2016 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

正體中文版翻譯；審計準則委員會公布了審

計準則公報第 58 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

項之溝通」、審計準則公報第 59 號「修正式

意見之查核報告」、審計準則公報第 60號「查

核報告中之強調事項段及其他事項段」、審

計準則公報第 61 號「繼續經營」及審計準則

公報第 62 號「與受查者治理單位之溝通」；

評價準則委員會則公布了評價準則公報第 12
號「 金融工具之評價」。此外，企業會計準
則委員會也完成了許多釋例和問答集。

本年度另一亮點為教育課程之執行成果。本

會致力於引領專業進修之風潮，全年共舉辦

研習課程 408 班次，參加人數 11,009 人次。

本會於本年度的營運持續以市場為基礎，俾

能趨近於市場的脈動並符合客戶的需要。

再者，本會於 2016 年調整「會計研究中心」

會員分級制度，新增了御璽會員以對會員提

供更具價值之服務。本會在跟專業機構、政

府單位及學校的合作上也有亮眼表現。

營運成功且符合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和期待是

一項複雜的任務。但本會藉由強化能量及提

高本會在市場上的能見度以完成該挑戰。這

需要能靈敏且彈性地因應市場需求的願景和

能力，以及持續的努力。在利害關係人的信

任及支持下，2016 年是本會豐收的一年。希

望我們憑藉著從目標及策略所展現出來的能

量及創新精神，能在來年有更驚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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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2015 年 2016 年

專業

1.公布準則之數量
2.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3.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之次數
4.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 88
◦ 12
◦ 2
◦ 187

◦ 68
◦ 103
◦ 6
◦ 298

倡議

1.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會對
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2.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
人次

3.舉辦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相關課程之次數
4.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財
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
語言（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 475

◦ 12,983

◦ 254
◦ 15

◦ 266

◦ 15,991

◦ 224
◦ 19

領航者

1.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專
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
論之次數

3.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
活動之人次

4.本會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 79

◦ 12

◦ 60

◦ 5,737

◦ 68

◦ 12

◦ 71

◦ 235,798

能量
1.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2.課程滿意度（滿分 5分）
3.活動滿意度（滿分 5分）

◦ 43
◦ 4.408
◦ 4.5

◦ 57
◦ 4.405
◦ 4.6

永續價值

1.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2.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3.基金餘額（元）
4.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 19
◦ 1,834,520
◦ 100,278,572
◦ 42

◦ 23
◦ 1,825,551
◦ 100,578,572
◦ 593

績效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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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要利害關係人

及其所關注之重大議題

本會之問卷調查，列出 20 項議題。請利害關係人就本會對每項議題應該要有的「重視程度」

作點選評分，再以統計分析方式，評估出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

會計研究中心會員

企業大專院校

會計師公會 /
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

課程學員本會員工

本會之 

主要利害關係人

本會於 2016 年開始編製整合性報告書，向利害關係人揭露相關資訊。本會向利
害關係人發出問卷，調查其所關注之重大議題。

2016 整合性報告書 | 17



本會之主要利害關係人

會計研究中心 
會員

本會會計研究中心係整合本會各項資源，提供會員最完

整的專業服務，包括會計研究月刊廣告刊登、專業疑義

諮詢、實體公報及線上檢索、實體會計研究月刊及線上

圖書館、電子報、免費講座等。瞭解會員之需求，進而

提供優質的服務，對本會來說，十分重要。

課程學員

本會開設各系列課程，以滿足學員必須編製財務報表或

運用會計資訊的需求，藉以引領會計專業在職進修之風

潮。好的課程能使學員學以致用，滿足學員的需求相當

重要。

企業

企業應遵循一致之準則，俾編製高品質的財務報表，故本

會所研訂之會計準則對企業很重要。此外，本會所訂定之

準則必須廣納企業之意見，故本會需瞭解企業之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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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 /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應遵循一致之準則，俾出具高品質的查核報告，

故本會所研訂之準則對會計師很重要。此外，本會所訂

定之準則必須廣納會計師之意見，故本會需瞭解會計師

之看法。

主管機關

企業及會計師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

部及經濟部），與本會各項業務息息相關，彼此良性溝

通至為重要。

大專院校 會計相關系所師生係本會專業準則之重要推廣對象。

本會員工
為完成本會之任務與使命，達成本會「至 2020 年之目標

與策略」所定目標，本會員工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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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辨析 20 項議題，請外部與內部利害關係人填寫問卷來排序各議題之重要性，

並評估未來全球趨勢，以訂定本會「至 2020 年之目標與策略」。

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

20 | 

潛在的重大議題

1 財務狀況 11 基金會進修證明之公信力與有用性

2 有效率及有效果之內部治理與遵循 12 與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關係強度

3 員工參與度 13 與外部專業單位的關係強度

4 基金會運作是否得到官方授權 14 基金會在國際的知名度

5 彈性且健全的資訊科技系統 15 外界的認同

6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及反應 16 訓練人數的成長與持續

7 會員與服務對象的專業及職涯發展 17 社會公益的創造

8 服務品質 18 社區活動的參與

9 服務價值 19 大眾影響力與思維領導力

10 服務容易被取得 20 專業會計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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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訂定本會「至 2020 年之目標與策略」，由利害關係人對 20 項議題予以排序，

得出圖表如下。

橫向 X 軸：

外部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滿分 5 分）

縱向 Y 軸：

內部利害關係人（本會管理階層）所關注之重大議題（滿分 5 分）

整體來說，外部與內部利害關係人

均認為下列議題非常重要 (圖表中，
右上方的 8 個綜合高分議題 )：

第 20題 專業會計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第 8 題服務品質

第 1 題財務狀況

第 9 題服務價值

第 15題 外界的認同

第 2 題有效率及有效果之內部治理與
遵循

第 11題 基金會進修證明之公信力與有
用性

第 6 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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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之目標與策略

作為一個會計專業機構，本會在企業、教育及社會的重大發展

上，必須同時採取長期及寬廣的角度，規劃健全與彈性之目標與

策略，以契合本會利害關係人之需求。

為制訂目標與策略，本會辨認了五個主要趨

勢，我們相信，這些趨勢在未來的十至十二

年，將影響相關專業準則之發展，以及教育課

程與推廣活動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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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趨勢 對我們的意義 本會的策略因應
本會策略

目標連結

數位化

數位化的進步速度越來越

快，讓組織看到應刪除之

重覆工作，也產生新的營

運模式。

教育課程與推廣活動之舉

辦和行銷，以及研發準則

與管理行政之聯繫和溝

通，採用數位化服務營運

模式。

專業

領航者

能量

學習方式

的改變

連結到上述數位化之影

響，線上數位學習愈來愈

普及。

利用數位內容、線上學習、

社群媒體，強化授課、互

動和評量之功能。

領航者

能量

永續價值

競爭增加與

方式改變

教育學習市場日益擴張與

變化，利用各種不同的教

學方式，來滿足學習需求。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

教學方式，提升學習效果。

專業

能量

永續價值

經濟不確定性

經濟成長是不穩定、不確

定，也可能有很大的變化。

研發新課程，以快速滿足

企業專才需求。

永續價值

中產階級成長

全球中產階級之成長，造

成教育事業與服務產業之

成長。

在課程、活動與出版品方

面，以積極的態度來滿足

中產階級的學習需求。

倡議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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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五個主要趨勢之下，本會參酌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題，列出本會至

2020 年之五大目標。

本會以專業自許，制定、公布及推廣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與可延伸企
業報導語言（XBRL），並舉辦許多活動與課程，積極倡議各界使用專業準則，
藉此獲致效益。本會係國內首屈一指的專業領航者，具有豐沛的研發與服務

能量。在有效運作與財務穩健下，本會持續產生永續價值，以提供我國企
業所需，使其健全會計制度及培養專業人才。

會計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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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趨勢 五大目標

數位化 專業

學習方式

的改變
倡議

競爭增加與

方式改變
領航者

經濟不確定性 能量

中產階級成長 永續價值

關係圖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會計專業準則與

道德之推廣

服務品質

財務狀況

服務價值

外界的認同

有效率及有效果之

內部治理與遵循

基金會進修證明之

公信力與有用性

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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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目標、策略與關鍵績效指標

目標 策略 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

1.與產、官、學合作，產出符合需求之
專業準則。

1.公布準則之數量

2.公布準則相關之各項解釋函與問答
集，作為實務指引。

2.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
數量

3.適時瞭解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
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相關
新興議題，並提供互動性建議與指

引。

3.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
討會之次數

4.評估未來專業發展趨勢，發展多元學
習管道，增進會計、審計人士在職場

上之專業能力。

4.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倡議

1.就國內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
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徵詢
意見，及必要時舉辦公聽會，以將主

要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納入考量。

1.準則徵求意見之回饋數量及
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

見之次數

2.持續倡議本會為財務會計、審計、評
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等專業之權威機構。

2.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
活動之參與人次

3.發展可有效地影響和服務治理單位、
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策略。

3.舉辦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相
關課程之次數

4.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以提
升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

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形象。

4.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
作，舉辦財務會計、審計、

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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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關鍵績效指標

領航者

1.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
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
引發專業交流與評論。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
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
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
討論。

2.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
行報導及討論之次數

3.發展能確保本會串連各界通力合作之
溝通策略和網絡。

3.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
參與國內外活動之人次

4. 本會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能量

1.發展並執行本會標準作業流程，以確
保各項業務均能以優質的方式提供。

1.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
整之次數

2.強化本會專業能量，以提供優質服務。 2.課程滿意度

3.活動滿意度

永續價值

1.提高外界對本會的認同。 1.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2.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2.善用預算管理與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
穩健。

3.基金餘額

3.進行妥適的員工訓練計畫。 4.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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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策略

於 2015-2016 之績效成果



專業
本會成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之專業機構，引領專業發展。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公布準則之數量；

2.	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3.	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之次數；

4.	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專業」目標，本會需促進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持續發展，並對專業準則在實務上之應用提供釋疑，使我國相關領域
之專業人員執行工作時有所依循。此外，本會針對相關專業領域之新興議題，舉辦

座談會及研討會並開發多樣化之課程，使廣大專業人員能從中汲取專業新知，提升

專業能力。所選擇的四個衡量指標含括前述層面，能確實衡量執行效益。

2015-2016 之績效闡述

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公布準則之數量 88 68

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12 103

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之次數 2 6

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18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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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會 2016 年公布之準則少於 2015 年；而公布之問答集多於 2015 年。主要係因本

會配合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於 2014 年之修正，於 2015 年公布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共 22 號，基於企業對於新制定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尚需更完整之瞭解。

故於 2016 年公布 100 則企業會計準則問答集，俾利企業順利轉換至適用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

公布準則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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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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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會於 2016 年持續舉辦專業準則之研討會，邀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主
席 Hans Hoogervorst 講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最新發展，並於會中與政治大學名譽
教授鄭丁旺博士及本會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啟群教授進行對談，交

換對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未來發展之意見。此外，本會於 2016 年將研討會的主題

從專業準則延伸到與專業有關之社會趨勢，特別舉辦「解讀大數據－會計審計的實

戰力」、「新媒體趨勢分析－媒體變革與新媒體」及「職場中之兩性關係」之座談會，

使專業人員瞭解社會科技發展之新趨勢，思考如何將新趨勢與本身專業結合以發揮

更大之效用，並促進專業人員在職場上之合作。

本會於 2016 年除持續舉辦各項專業課程外，另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協助上市（櫃）、興櫃公司提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能力」之政策，開辦與合併

財務報表編製相關之課程，協助會計從業人員精進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

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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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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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
本會提供各項專業準則資訊，舉辦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

以確保在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等專業領域成為不可或缺的資源。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2.	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3.	舉辦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相關課程之次數；

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

言（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倡議」目標，須就國內財務會計、審計、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對外徵詢意見，並於必要時舉辦公聽會，以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納
入考量；並持續倡議本會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等專業之權威機構；發展可有效地影響和服務治理單位、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策略；並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以提升本會在財務會計、審計、評價

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領域之專業形象。本會所選擇的四個衡量指標
含括前述層面，能確實衡量執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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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之績效闡述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會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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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準則徵求意見之外界回饋數量及本會對國際
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475 266 

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12,983 15,991 

舉辦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相關課程之次數 254  224 

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財務
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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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會為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領域專業準則提
供者，本會制定準則之程序透明，於公布各號公報前皆對外徵求意見；此外，為

提升本會在國際準則制定機構的影響力，本會積極對國際準則制定機構回饋意見。

2016 年各界之回饋意見總數量較 2015 年低，主要係因 2015 年公布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共 22 號，因影響我國 164 萬餘家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會計處理，各界之回饋意

見總數量較高；2016 年主要為因應我國會計師在出具上市、上櫃公司民國 105 年

度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意見時將開始適用新式查核報告之規定，本會繼 2015 年公

布審計準則公報第 57 號後，於 2016 年陸續公布審計準則公報第 58 至 62 號，各界

回饋意見熱烈。

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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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相關課程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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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為滿足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領域之推廣，本
會 2016 年除了持續開辦教育訓練與持續進修課程、舉辦專業研討會外，為了擴大

本會影響力，希望會計專業向下札根，培育年輕學子成為未來業界之棟樑。因此，

致力於校園耕耘，辦理包括「金融 × 元宵燈謎趣」、「會計公仔設計徵選」、「會

計 Do Re Mi - 101 快閃」、「XBRL 校園講座」、「第 28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

暨 2016 海峽兩岸大學會計辯論邀請賽」、「青少年金融講堂」等活動。從 2016 年

的數據來看，本會積極辦理活動、課程與研討會，參與人次再創新高。如此顯見，

藉由活動、課程與研討會的辦理，讓本會所提供的專業資訊得以廣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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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同合作，舉辦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

導語言（XBRL）等研討會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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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者
本會被認為是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等專業之領航者。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專業

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2.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之次數；

3.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活動之人次；

4.	本會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領航者」目標，需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之相關議題，引發專業交流與評論；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並

發展能確保本會串連各界通力合作之溝通策略和溝通網絡。因此，本會選擇四個衡

量指標含括前述範圍，可確實衡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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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之績效闡述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
行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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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XBRL）之相關議題，進行
專業交流與評論之次數

79 68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
論之次數

12 12 

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
活動之人次

60 71 

本會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5,737 23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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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會為研究發展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之專業機
構，專業性已為各界所認同。2016 年更積極與國際準則制定機構保持密切的交流，

參與相關國際會議表達意見，持續對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和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

（XBRL）之相關議題舉行專業交流與評論。為擴大本會之專業能量，確保與國際
專業同步發展，董事會與各專業委員會委員積極參與國內外相關活動，2016 年參與

國內外活動亦達 71 人次。為讓各界了解最新的國際專業趨勢，本會發行之《會計

研究月刊》每月均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深入報導，以確保本會在財務會計、

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之領航者地位。

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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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各專業委員會成員參與國內外活動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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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迎接數位化時代，本會亦透過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YouTube 等平臺，
向各界推廣本會專業資訊與活動。本會於 2014 年 5 月設立 YouTube 專屬頻道，陸
續曝光許多活動宣導影片。在 2016 年，為使一般大眾輕鬆了解我國會計融合國際

化與本土化發展的活力與創造力，本會製作了「會計 Do Re Mi － 101 快閃」影

片，觀看人次已達 230,953 人次；並於 2014 年 12 月成立臉書，迄今粉絲人數已達

4,845 人。未來將持續運用社群媒體，協助本會領航財務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

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

本會社群媒體點閱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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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藉此能量，擴展本會影響力。

本目標之績效衡量指標

1. 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2. 課程滿意度；

3. 活動滿意度。

2015-2016 之績效闡述

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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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43 57

課程滿意度 ( 滿分 5 分 ) 4.408 4.405 

活動滿意度 ( 滿分 5 分 ) 4.5 4.6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成本會研發與服務的「能量」目標，擴展本會影響力，必須制定並執行標準作

業流程，以確保各項業務均能以優質的方式提供，故以「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

調整之次數」作為衡量指標。此外，本會欲強化專業能量，以提供優質服務，故以

「課程滿意度」及「活動滿意度」作為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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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 2016年，本會持續發展與舉辦各項新課程與活動，例如「會計公仔設計徵選」、

「會計 Do Re Mi－ 101快閃」、「XBRL校園講座」及「青少年金融講堂」等活動，
故較以往作了更多標準作業流程之新增與調整，以提升課程與活動之品質。

小結

在課程及活動之滿意度調查中，本會持續維持高滿意 4.0 分以上之評價（滿分 5.0
分）。藉由詳細之市場需求調查，併以彈性及完善的執行等，使參與者在參與本會

課程及活動後，可以充分發揮所學，增強專業能力。

課程滿意度 (滿分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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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滿意度 (滿分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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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
藉由有效運作和財務穩健，為本會產生永續價值。

本目標之績效指標

1.	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2.	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3.	基金餘額；

4.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採用這些衡量指標的理由

為達到「永續價值」目標，各界對本會的價值認同是一重要因素，故本會主要媒體

曝光次數與網站瀏覽人次，係顯示本會是否獲得各界認同的重要指標。此外，本會

亦妥善運用預算管理與內部控制，確保財務穩健；並對員工積極培訓，俾創造更高

專業價值，提供更優質服務，以達永續發展。

2015-2016 績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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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15 2016

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19 23

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1,834,520 1,825,551

基金餘額（元） 100,278,572 100,578,572

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42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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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 2016 年，本會陸續推出各項新課程與活動，故本會主要媒體曝光次數及網站瀏

覽人次與日俱增。在董事長帶領及董事會監督下，本會藉著市場調查，開辦更符合

學員需求之課程，致使營運成果也著實亮麗。再者，為使本會之服務能更加有質量，

因此在本年度藉由邀請專家演講及外部訓練等方式，增加員工之教育進修，希望可

以提升服務品質及創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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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餘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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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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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與風險管理

本會積極管理風險以達成策略目標

本會依循風險管理政策，定期考量經濟、法令及市場環境之變動，覆核本會可能面臨

之風險，並及時呈報予董事會知悉。本會持續監控所面臨之風險，並檢討風險管理是

否有效執行。

本會之風險管理

本會辨認出可能面臨之風險，以及對該等風險之容忍度（風險胃納），並據以評估對

風險及機會之因應作法。

為與策略目標一致，本會將積極開發可滿足市場需求之課程，並採用創新、彈性及靈

活之教學方式，提升會計相關領域人員之學習效果，以積極因應風險胃納高之風險：

競爭增加、教學方式改變及無法滿足中產階級的學習需求之風險。由於數位化趨勢改

變本會服務營運模式而對資訊安全造成風險，本會致力於提升應用於會計專業準則與

道德推廣之資訊系統，並落實資訊安全之監控作業，以盡力降低風險胃納低之風險（如

資訊安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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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偏好具較低風險之安

全選項，但此選項可

能會限制向上之發展。

▼ ▓ ▲

中

考量所有可能之選

項，但偏向選擇最有

可能成功者，而非選

擇具高報酬之策略。

高

尋求創新並選擇具高

報酬之選項，即使該

選項具有較高之固有

風險。

風險胃納

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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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策略風險

教育課程與推廣活動之舉辦

和行銷，以及研發準則與管

理行政之聯繫和溝通，採用

數位化服務營運模式。

專業

倡議

永續價值

會計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廣

的數位化挑戰。

專業

倡議

能量

資訊安全防護不足，導致內

部治理與遵循之缺失。

專業

能量

永續價值

資訊設備軟體的更新與應用，

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之需求。

1 此等因應措施係基於所辨認之 5 個主要趨勢（請詳第 23 頁內容）訂定。

策略目標
可能

面臨之風險
因應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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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應用於會計專業準

則與道德推廣之資訊系

統，確保跟上數位化之

趨勢。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主要媒體曝光次數與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3.公布準則之數量

4.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5.準則徵求意見之回饋數量及本會對國際準則
制定機構回饋意見之次數

▓

隨時監控資訊之軟、硬

體運作狀態，以落實資

訊安全之內控作業。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3.公布準則之數量

4.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

配合數位化服務模式，

尋求合適之資訊軟、硬

體並積極培訓員工具備

相關技能，以滿足利害

關係人之需求。

1.課程滿意度

2.員工教育訓練之時數

3.公布準則之數量

4.公布相關解釋函與問答集之數量

5.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風險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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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數位內容、線上學

習、社群媒體，強化授

課、互動和評量之功能。

倡議

永續價值

會計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

廣，因無法趕上學習方式的

改變，導致服務品質、服務

價值、外界對本會的認同、

本會發出之法定進修證明之

公信力與有用性，可能受到

質疑。

倡議

永續價值

因應學習方式改變，所開發

之新業務項目，沒有達到理

想之財務效益。

能量 新業務項目之開發對內部治

理制度之設計與執行之可能

挑戰。

策略目標
可能

面臨之風險
因應措施 1

1 此等因應措施係基於所辨認之 5 個主要趨勢（請詳第 23 頁內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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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數位化互動的方

式，以提升服務品質、

服務價值、外界對本會

的認同。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3.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

開發新業務項目，需做

好成本效益分析。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3.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

新增、調整本會標準作

業流程，以配合新業務

項目所需。

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風險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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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教

學方式，提升學習效果。

專業

倡議

能量

1.會計專業準則與道德之推
廣，面臨競爭增加與方式

改變。

2.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
教學方式，造成內部治理

與法令遵循之疏忽。

專業

倡議

競爭之增加與方式改變，致

使本會之服務品質、價值及

本會進修證明之公信力與

有用性，可能受到挑戰。

倡議

永續價值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的

教學方式所開發之新業務

項目，沒有達到理想之財

務效益。

策略目標
可能

面臨之風險
因應措施 1

1 此等因應措施係基於所辨認之 5 個主要趨勢（請詳第 23 頁內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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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
活之推廣與教學方式，

以因應競爭之增加與

方式改變。

2. 仔細考量各個環節並
妥善安排，以避免內

部管理與法令遵循之

疏忽。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3.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1.▲

2.▼

採用創新、彈性與靈活

之推廣與教學方式，以

因應競爭之增加與方式

改變。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新開辦課程之次數
▲

開發新業務項目必須，

需做好成本效益分析。

1.基金餘額

2.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風險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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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新課程，以快速滿足

企業專才需求。

專業

倡議

領航者

能量

永續價值

經濟不確定性導致沒有達到

理想之財務效益，致使內部

治理與法令遵循疏忽。

在課程、活動與出版品方

面，以積極的態度來滿足

中產階級的學習需求。

專業

倡議

領航者

課程、活動與出版品之開發

無法滿足中產階級之需求，

導致服務品質、服務價值受

到質疑，影響利害關係人之

參與程度。

專業

能量

永續價值

服務能量不足以滿足中產階

級之成長，影響外界對本會

的認同。

策略目標
可能

面臨之風險
因應措施 1

1 此等因應措施係基於所辨認之 5 個主要趨勢（請詳第 23 頁內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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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成本控制，以維持

本會健全之財務狀況。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次數

3.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之
次數

4.基金餘額

5.本會標準作業流程新增、調整之次數

▓

瞭解中產階級之需求，

以開發可滿足中產階級

需求之課程、活動與出

版品。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辦理新興議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次數

3.針對時事性及新興議題，進行報導及討論之
次數

▲

擴張本會能量以滿足中

產階級之成長所需。

1.本會相關專業研討、課程與活動之參與人次

2.主要媒體曝光次數

3.本會網站瀏覽人次

4.課程滿意度

▲

降低風險之作法 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 風險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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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

本會價值

• 影響力涵蓋我國會計專業準則領域

本會為發展會計專業領域，設置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審計準則委員會、評

價準則委員會及 XBRL 委員會。致力於提升我國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

報導語言（XBRL）等專業之水準。

• 我國唯一會計專業準則制定單位

本會為具獨立性及客觀性之準則制定機構，受政府機關之高度肯定，廣邀產業代

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準則之制定；並嚴謹審慎遵守準則制定之流程，公布具公

信力之準則，供各界遵循。

• 組織治理完善

本會董事會為最高決策單位，每季至少開會一次；於董事會下設置常務董事會，

俾能即時處理與本會相關之重大議題，以因應多變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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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之運作

• 董事會之組成

本會董事會的主要職責，是規劃及監督執行團隊，監督財務運作與報導，以及確保

遵循各種相關法令規定等。董事會目前有董事 26 人，包括常務董事 13 人（含財務

常務董事 1 人），董事長為本會代表人。

•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成員由學者專家、監理機關代表及實務界代表所組成，其中學者專家為各大

學會計相關系所之教授；監理機關代表來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賦稅署、

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實務界代表則包含會計師

公會及四大事務所之會計師與產業代表。

•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治理事項 

1. 常務董事會定期審核各組業務之工作進度及收支狀況，並針對具時效性之重大議

題進行討論。

2.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會議檢視各項業務是否依進度執行，以及確認財務收支狀況

是否符合預算，並指導組織發展目標及策略規劃。董事會每年年底通過次年度業

務計畫及財務預算，並於次年初承認前一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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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年度成就

1.通過「著作引用辦法」及「著作授權辦法」，以保障本會著作之合法使用。

2. 通過本會「會計研究中心」會員分級制度調整案，並新增服務項目，以提升服務品

質並擴大會員參與。

3. 指導「會計公仔設計徵選」、「會計 Do Re Mi － 101 快閃」、「2016 金門會計理

論與實務交流」、「上海 XBRL推展經驗交流活動」、「2016 會計準則研討會」及

「2017 年 IFASS會議」等活動之規劃及執行。

4.通過「工作規則」修正案，以促使本會更精細地就個別員工之考績結果考量。藉此，

獎勵優秀員工繼續努力，並引導尚有進步空間之員工積極向上。

5.成立「整合性報告書小組」，以監督本會 2016 整合性報告書之編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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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治理架構圖

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

臺灣財務報導

準則委員會
審計準則委員會 評價準則委員會 XBRL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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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

董事長

王怡心

王董事長係美國肯塔基大學會計學博士，

目前為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王董

事長擁有美國會計師、內部稽核師、國際

風險管理師、國際政府稽核師等專業證照，

並曾擔任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理事長。

王怡心教授自 2014年 3月擔任董事長以來，

積極從事會計專業發展及推廣之活動，致力

促使本會邁向國際化、專業化及普及化之目

標。王董事長對於內部控制整合架構於企業

及公部門之應用具深度瞭解，累積多年豐富

經驗。王董事長曾主編專書《稽核軌跡》、

《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及著作《會計學》、

《成本與管理會計》、《會計資訊系統》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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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吳如玉

吳秘書長自 1995 年加入本會迄今已超過

二十年，曾任本會副秘書長暨研究組組

長，多年來在推動我國財務會計、審計、

評價準則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之專業方面不遺餘力，並熟悉本會各委員

會與行政庶務之運作。吳秘書長於 2016 年

4 月開始擔任本會秘書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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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王怡心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董事長）

于紀隆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李慶華 財政部賦稅署署長

吳如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吳桂茂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局長

吳當傑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洪志洋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張振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副局長

張銘政 資深會計師

陳富煒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劉啟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簡立忠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本會之董事會

本會於董事會之下設有常務董事會。董事及顧問之名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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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簡鴻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王金來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李建然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李鐘培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吳漢期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林秀敏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處長

林榮國 審計部第四廳審計官兼廳長

張明輝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張學志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張麗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總經理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郭政弘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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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葉明峯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顧問

黃奕睿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朱寶奎 資深會計師

吳琮璠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林世銘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張鴻章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陳秋芳 資深會計師

蔡彥卿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蔡揚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鄭丁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蘇瓜藤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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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成員組成 -職別

董事會之成員組成 -性別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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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委員會

本會於董事會下設置四個委員會，包括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審計準則委員會、評價

準則委員會及 XBRL 委員會。委員及顧問之名單如下所示：

姓名 現職

劉啟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主任委員）

林美花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吳清在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許崇源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許文馨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楊孟萍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盧聯生 惠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高晶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組長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賴基福 財政部賦稅署專門委員

蔡彥卿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王全三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陳明進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戚務君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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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張仲岳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陳維慈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林維珩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教授

黃華瑋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潘健民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李宜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郭政弘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李宗霖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傅文芳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柯俊輝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卓敏枝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仁耀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財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游智惠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陳坤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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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職別

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 -性別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男

 女

66 | 



姓名 現職

張銘政 資深會計師（主任委員）

盧聯生 惠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俞洪昭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劉克宜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郭錦蓉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涂嘉玲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徐永堅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陳玫燕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林嬋娟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李建然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馬嘉應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審計準則委員會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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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陳叡智 私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高晶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組長

王麗珍 審計部副審計長

莊文玲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柯俊輝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仁耀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財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蜂霖 資深會計師

蔡金拋 資深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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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委員會 -職別

審計準則委員會 -性別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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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洪志洋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主任委員）

彭火樹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陳育成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沈大白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王全三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詹凌菁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李秀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副組長

陳國軒 經濟部工業局知識服務部科長

趙哲言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

劉嘉松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北緯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小芬 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林象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林思惟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研究部經理

呂建安 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評價準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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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準則委員會 -職別

評價準則委員會 -性別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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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簡立忠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主任委員）

鍾怡如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科長

蘇俊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

王璞玉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徵信部經理

湯鐵漢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經理

汪明琇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經理

蔡揚宗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劉克宜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周濟群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邱月香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理事長

徐文亞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區耀軍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許林舜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張騰龍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副總經理

周世昊 臺灣證券交易所市場推廣部副經理

XBRL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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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委員會 -職別

XBRL委員會 -性別

 監理機關

 學者專家

 產業代表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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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與資源

本會致力於引領臺灣各界對各項新興相關議題之交流與評論，透過與產、官、學界之合

作制定符合需求之專業準則，並舉辦各項研討會、課程與活動，確保本會在會計、審計、

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等範疇，成為不可或缺之資源；進而提升本會之
專業形象及社會對本會之價值認同，最終成為臺灣會計、審計、評價及可延伸企業報

導語言（XBRL）等專業領域具影響力之權威機構。顯示本會影響力之具體指標（截至

2016 年為止）如下：

• 公布之公報數：164

• 公布之解釋函與問答集：
1,060

• 線上會員數：48,606

• 電子報訂閱數：46,545

• 教育課程開設班數：超過
6,000

• 進修人次：超過 200,000

•  本會Youtube頻道點閱次數：
230,953

• 本會 Facebook按讚數量：
4,845

• 本 會 網 站 瀏 覽 次 數：
4,02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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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報告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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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 104 年度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業務收入 $71,681,952 69.75 $61,210,225 65.00 

研究收入 14,342,100 13.96 14,870,000 15.79 

會費收入 4,645,418 4.52 4,812,091 5.11 

捐助收入 10,496,639 10.22 11,528,005 12.24 

其他收入 1,597,169 1.55 1,745,265 1.86 

收入合計 102,763,278 100.00 94,165,586 100.00 

費用

業務支出 54,097,856 52.64 52,567,851 55.82 

研究支出 18,462,076 17.97 22,039,514 23.41 

折舊 1,775,886 1.73 1,905,576 2.02 

其他支出 8,634,120 8.40 5,499,888 5.84 

費用合計 82,969,938 80.74 82,012,829 87.09 

本期稅前賸餘 19,793,340 19.26 12,152,757 12.91 

減：所得稅費用 (663,289) (0.65)                          -              -

本期稅後賸餘 $19,130,051 18.61 $12,152,757 12.91 

其他綜合損益

確定福利計劃精算調整 (1,278,098) (1.24)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7,851,953 17.37 $12,152,757 12.9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並列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數字僅供參考比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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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105 年 12 月 31 日 104 年 12 月 31 日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121,373,760 43.71 $100,678,933 38.68 

應收款項 9,389,525 3.38 9,373,295 3.60 

預付款項 1,684,039 0.61 1,329,814 0.51 

預付款項 -XBRL專戶 21,030 0.01  - -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300,000 0.11 300,000 0.12 

流動資產小計 132,768,354 47.82 111,682,042 42.91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9,211,101 28.52 80,798,956 31.05 

限制用途現金 -XBRL專戶 15,683,998 5.65 17,596,661 6.76 

其他非流動資產 50,001,500 18.01 50,181,500 19.28 

非流動資產小計 144,896,599 52.18 148,577,117 57.09 

資產總計 $277,664,953 100.00 $260,259,159 10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並列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數字僅供參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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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淨值
105 年 12 月 31 日 104 年 12 月 31 日

金額 % 金額 %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12,035,140 4.33 $7,976,499 3.06 

應付款項 -XBRL專案 176,625 0.06 121,839 0.05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流動 4,100,000 1.48 3,140,000 1.21 

當期所得稅負債 663,289 0.24 - -

其他流動負債 11,531,157 4.15 11,575,185 4.45 

流動負債小計 28,506,211 10.26 22,813,523 8.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貸項 -XBRL專款 -非流動 11,728,403 4.23 14,634,822 5.62 

其他非流動負債 171,435 0.06 16,213,298 6.23 

非流動負債小計 11,899,838 4.29 30,848,120 11.85 

負債合計 40,406,049 14.55 53,661,643 20.62 

淨值

基金

法定基金 80,000,000 28.81 80,000,000 30.74 

其他基金 20,578,572 7.41 20,278,572 7.79 

基金餘額小計 100,578,572 36.22 100,278,572 38.53 

餘絀

累積賸餘 117,550,281 42.34 94,166,187 36.18 

本期賸餘 19,130,051 6.89 12,152,757 4.67 

餘絀小計 136,680,332 49.23 106,318,944 40.85 

淨值合計 237,258,904 85.45 206,597,516 79.38 

負債及淨值總計 $277,664,953  100.00 $260,259,159  100.0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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