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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依據會計師法第 19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維護大眾權益

並增進社會公益之需要，得派員檢查經核准且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簽證業務之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及業務相關之財務狀

況，會計師事務所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會檢查人員於

民國 101 年度至國內 6 家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實地檢查。檢查

目的係為改善查核品質、健全事務所品質管制制度及預防可

能審計失敗之潛在風險，透過檢查機制發揮公共監督之功

能，促進高品質審計，進而提升公眾對會計師查核意見及財

務報導之信心，並非以懲處為目的。 

二、國內會計師及事務所概況： 

(一)截至民國 102 年 4 月，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家數 1,786 家，

其中個人會計師事務所約 1,393 家，約占 78%；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約 346 家，約占 19.37%，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有

47 家，約占 2.63%。 

(二)截至民國 102 年 4 月，國內請領會計師證書計有 6,265 人，

已於會計師公會登錄之會計師計有 2,854 人。其中經核准

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會計師計有 744 人，其他非

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會計師計有 2,110 人。 

三、檢查原則、重點及方式 

(一)檢查原則：對會計師事務所之檢查採用督導模式

（Supervisory model of regulation）及風險基礎之檢查方式

（Risk-based approach），儘可能採用指導及協助之方式引

導事務所建置符合法規及審計準則公報之內部品質管制

制度，就檢查過程中所發現之品質管制缺失，要求事務所

採行必要措施改進，進而改善查核品質。 

(二)檢查重點： 

１、品質管制制度：品質管制制度之檢查內容主要係依據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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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準則公報第 46 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制」(以下

簡稱第 46 號公報)規定之內容，瞭解及評估事務所品質

管制制度，檢查重點包括： 

(１)領導階層對品質管制之責任（Tone at the top）。 

(２)獨立性。 

(３)案件之承接與續任（風險管理機制）。 

(４)人力資源(合夥人之績效評估、報酬與升遷、案件服務團

隊之指派、持續之專業發展）。 

(５)案件執行(案件品質管制複核、諮詢、歧見)。 

(６)追蹤考核(事務所之內部檢查程式、缺失之溝通、處理與

追蹤)。 

２、個案抽查： 

(１)對簽證個案之檢查重點則視當時情形，以風險導向為基

礎，每年擬具檢查重點與選案標的。 

(２)所選取之個案係依據本會既定之選取方法，事務所無法

影響或限制本會選取個案之範圍。 

(三)檢查方式：本會檢查程序包括：複核選取之審計個案執行

情形及複核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制度。 

１、品質管制制度 

(１)透過訪談及相關書面資料，瞭解事務所品質管制之政策

及程序。 

(２)評估受查事務所內部品質管制制度之設計。 

(３)執行適當遵行測試，以評估品質管制制度是否有效執

行。 

２、個案抽查 

(１)訪談查核案件之會計師及主辦查核經理，瞭解該個案之

風險評估、查核重點及其查核方法。 

(２)審查工作底稿，審查其查核是否符合會計師查核簽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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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 

(３)藉由個案之檢查來驗證事務所品質管制制度之落實情

形。 

四、檢查結果之限制： 

(一)由於各家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受其規模、特性、客戶型態、

風險管理策略等因素影響下，對於如何遵循法令及履行專

業責任，運作方式將形成差異化。 

(二)本會之檢查報告不應被視為是對事務所簽證情形提供任何

保證，也不應被視為是對報告中未提及之個案缺失就表示

該個案之財務報表沒有任何缺失等情形提供任何保證。 

五、檢查發現：  

(一)審計個案之複核：  

１、未依規定查核應收帳款之沖轉：會計師針對應收帳款期

後收款之查核，僅於工作底稿記載期後沖轉核至總分類

帳，未驗證期後收款有效性亦未查明應收帳款之沖轉對

象與銷售對象是否相符，核有未符合行為時施行之「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下稱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3 款第 7 目規定。 

２、未依規定審酌應收帳款之表達：未針對逾正常授信期間

3 個月以上之應收關係人帳款，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93年 7月 9日基秘字第 167號函示規

定，審酌應否轉列為其他應收款。 

３、未依規定抽選查核樣本：未將新增前十大銷貨客戶納入

查核樣本，分析變動之合理性並瞭解交易有無異常，核

有違反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3 款第 1 目規定。 

４、未適當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就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及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等，

未評估其內部控制制度，以確定歸類、計算及紀錄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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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及完整性，核有違反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2 款第 1 目

及第 20 條第 8 款第 1 目之規定。 

５、未適當執行函證程序： 

(１)部分關係人交易、應收帳款或長期股權投資之函證，對

於函證之準備、寄發與回復等，未留存適當查核軌跡，

違反查簽規則第 22 條及審計準則公報第 38 號「函證」

(下稱第 38 號公報)第 29 條之規定。 

(２)應收款項函證回函與帳列情形不符者，僅取具客戶提供

之調節表，未審慎驗證或查核其調節項目是否合理，違

反第 38 號公報第 35 條規定。 

(３)應收款項函證回函為傳真影本者，未再驗證回函之可靠

性或真實性，違反第 38 號公報第 33 條規定。 

６、未確實評估資產是否已有減損情事：就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長期股權投資或營運有虧損之轉投資事業等，未

查明是否有跡象顯示可能發生資產減損情事、或未於工

作底稿記載分析佐證資料等，違反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8

款第 12 目、第 9 款第 17 目、及第 22 條等規定。 

７、未確實執行存貨盤點或查明存貨之所有權： 

(１)未對在途存貨之所有權執行查核程序並記載查核結

果，核有違反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5 款第 12 目之規定。 

(２)會計師觀察存貨盤點時，未於查核工作底稿中記載抽核

比率、勾稽紀錄等，未確實做成紀錄，違反查簽規則第

22 條規定。 

８、未確實評估採用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工作： 

(１)子公司財務報表係經其他會計師查核，惟會計師未依審

計準則公報第15號規定取得其他會計師超然獨立之聲

明書，核有未依查簽規則第8條規定辦理。 

(２)對「採權益法評價長期股權投資」係採用其他會計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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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工作，雖會計師表示已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15 號「採

用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工作」第 5 條規定及「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7 條第 3 項第 2 款第 3 目規定辦

理，惟未確實作成紀錄併相關查核證據彙訂查核工作底

稿，核有未符合查簽規則第 22 條規定。 

９、其他： 

(１)未針對持股低於50%之轉投資事業評估是否具實質控制

能力，核有違反查簽規則第22條之規定。 

(２)對於銷貨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未於工作底稿敘明或分

析判斷依據，核有未依查簽規則第20條第1項第3款第4

目規定辦理之情事。 

(３)就「成本法衡量金融資產-非流動」查核工作底稿查核明

細與財務報表明細表金額不符，覆核人員未落實覆核，

核有未依審計準則公報第1號第2條規定辦理之情事。 

(４)未查明受查公司之背書保證是否符合公司所訂作業程

序，違反查簽規則第20條第20款第1目規定。 

(二)經瞭解及評估事務所整體審計工作執行之品質，檢查團隊

發現部分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制度要素有下列待改善事項： 

１、事務所領導階層對品質管制之責任： 

(１)事務所審計工作品質管制政策及程序規範有關建立

各級專業人員績效考核之標準，未將品質考核納入考

量，另事務所亦未建立書面之合夥人績效評估制度，

核有違反審計準則公報第46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

管制」(下稱第46號公報)第11條規定。 

(２)事務所未將品質管制政策及程序透過訓練、會議、正

式或非正式對話、宣言、通訊或備忘錄等方式傳達給

事務所人員，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59條規定。 

２、職業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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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未於品質管制政策與程序規範中，就職業道德規範公

報第10號第8條至第12條有關獨立性可能受到自我利

益、自我評估、辯護、熟悉度及脅迫等因素影響之相

關考量事項予以訂定，俾利同仁遵循，核有未符第46

號公報第15條規定。 

(２)未於品質管制政策與程序規範中明訂檢核同仁獨立

性遵循之相關機制、或未執行確認審計人員獨立性之

查核程序，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16條之規定。 

(３)未依第46號公報第20條規定，就長期由相同人員執行

同一客戶之確信服務案件，訂定配套措施與標準。 

(４)事務所未辦理教育及訓練以加強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之基本原則，核有未符自訂之政策及程序及第46

號公報第64條規定。 

(５)未依審計準則公報第46號第68條規定：「簽證上市(

櫃)公司之主辦會計師應於一定期間(通常不超過7年)

後輪調，且至少須間隔一定期間(通常不短於2年)方

得回任」訂定主辦會計師輪調期限或回任期限。 

(６)未將獨立性於教育訓練教材及人事評核表中列入，核

有未符合事務所自訂之政策及程序。 

３、案件之承接與續任： 

(１)未將案件承接與續任之相關評估單據(如承接客戶評

估表、審計續接評估表等)納入品質管制政策及程序

，核有未符審計準則公報第46號第21條規定。 

(２)承接或續任案件時未確實評估、或未就發現之異常事

項評估可能影響，核有未符第46號公報第24條規定。 

(３)事務所「新客戶承接評估表」就客戶誠信之評估項目

，未依第46號公報第69條規定完整納入。 

(４)未於品質管制制度手冊訂定事務所終止案件或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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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與客戶關係之政策及程序，或未於終止案件時將

重大事項、諮詢、結論及達成結論之依據作成書面紀

錄，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73條規定。 

４、人力資源： 

(１)事務所對於職員專業能力未明確訂定評估程序，以確

信事務所有足夠具備專業能力之人員，核有違反第46

號公報第26條之規定。 

(２)事務所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中未訂定人才招募甄選

應具備之條件，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74條之規定。 

(３)未訂定會計師及職員持續專業進修最低時數、或未控

管實際進修時數，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76條規定。 

(４)合夥人之績效考核係訂於「會計師合夥契約」，未書

面明訂晉升會計師政策程序及與案件品質之直接關

聯，核有未符第46號公報第77條規定。 

５、案件之執行： 

(１)事務所品質管制資料(如查帳手冊、標準化表格、檢

查表及問卷)，未依新發布審計準則公報或IFRSs更新

查核程序及表格、或留存更新之軌跡說明，核有違反

第46號公報第29條及第82條規定。 

(２)對未上市(櫃)公司是否應執行品質管制複核，未設立

標準評估，係由主辦會計師決定，核有違反第46號公

報第32條之規定。 

(３)事務所案件品質管制複核報告日期在查核報告日之

後，核未符合第46號公報第32條之規定。 

(４)未訂定工作底稿彙整及歸檔期限、或未依所訂期限辦

理彙整及歸檔事宜，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43條、第

102條及第103條規定。 

(５)事務所未就工作底稿之保密、保管、完整、存取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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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等，訂定完整政策及程序，核有未符合第46號公報

第44條規定。 

(６)未於案件執行過程適當階段及時執行案件品質管制

複核，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93條規定。 

(７)事務所品質管制政策規範經協理級人員可以擔任上

市(櫃)公司財務報表案件之品質管制複核人員，核有

未符合第46號公報第95條之規定。 

(８)未訂定明確規範、政策或措施，以防止及確保工作底

稿遭未經授權之變更或遺失，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

105條規定。 

６、追蹤考核： 

(１)核有下列違反第46號公報第46條及第47條規定情事： 

A. 未針對品質管制制度之要素執行追蹤考核、或未

每年執行追蹤考核。 

B. 僅檢查部分分所，未對事事務所整體品質進行考

核。 

C. 執行追蹤考核人員與執行品質複核人員相同。 

(２)未於品質及風險管理手冊中明訂至少每年將品質管

制制度之追蹤考核結果告知主辦會計師及事務所內

其他適當人員，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52條規定。 

(３)未確實將抱怨與指控及所作之回應作成書面紀錄，核

有未符合第46號公報第56條之規定。 

(４)未依第46號公報第114條規定，明定一定年限之追蹤

考核檢查週期。 

７、品質管制制度運作之書面化： 

(１)核有下列違反第46號公報第57條及第58條規定情事： 

A. 未將品質管制制度要素之追蹤考核做成書面紀錄。 

B. 未將每項品質管制制度要素之運作作成書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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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於品質管制制度要素運作之書面記錄未有相關

保管期限之規範及政策。 

D. 未針對品質管制制度之要素執行追蹤考核。 

(２)未見相關實際執行情形及發現異常缺失處理解決之

書面紀錄，核有違反第46號公報第121條規定。 

六、綜上，本檢查報告係彙整 101 年度檢查所發現之主要缺失，

以協助會計師事務所建置符合法規及審計準則公報之內部

品質管制制度，期各會計師事務所亦能自我檢測內部審計品

質管制制度，並自發性地隨時致力於改善內部之審計品質管

制制度，以提升會計師辦理查核業務品質，增進投資大眾對

審計品質信心及資本市場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