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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國於 102年正式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 IFRSs），按國際會計準則公
報第 40號「投資性不動產」（以下簡稱 IAS 40）規定，針對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得
由企業選擇採行「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為避免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波動

過大及財務報告未能反映經濟實質等因素，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前於「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編製準則）規範投資性不動產之後續衡量限採「成本模

式」。按導入 IFRSs已將近 1年，且內政部推動之不動產實價登錄政策亦自 101年 8月
1日開始實施，隨登錄成交筆數逐漸累積，將提升不動產價格透明度，另企業界亦屢次
向主管機關建議開放後續衡量得採行公允價值模式，爰檢討開放採行公允價值模式似

有其必要性。本期月刊爰以「我國導入 IFRSs現況與未來」為主題，以為介紹。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程科長國榮及陳科員英閔共同撰寫「我國發行人持有投資性
不動產情形調查報告暨國際發展現況介紹」及程科長國榮及黃專員瑞貞共同撰寫「開放

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採公允價值模式之規範介紹與政策制訂考量」等兩篇論著，以饗

讀者。

第一篇作者指出按 IFRSs於我國已實施近 1年，基於不動產實價登錄政策業已上
路，有助提升我國不動產價格之透明度，且企業界亦屢次建議開放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

量得採行公允價值模式，主管機關聽取各界暨不動產估價專家意見，並參酌不動產估價

師法及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研修「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加強對估價方

法、估價師資格等進行規範，此外亦規劃盈餘分派限制，並加強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以為輔助。

第二篇作者述及 IFRSs實施迄今，在各界殷殷期盼下，主管機關爰於 103年起開放
企業持有投資性不動產續後衡量可採公允價值模式，以回歸公報規定，由企業自行評估

及選擇會計政策，並配合本案開放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可採公允價值模式，另加強公

允價值相關資訊之揭露與規範，如折現率、現金流量及期限等，使財務報告閱讀者充分

掌握公允價值之估計與判斷等重要資訊，以提升財務資訊品質及透明度。

論著部分，有證期局黃稽核超邦撰寫「淺談非常規交易與假交易—以最高法院判決

為例」乙篇，該篇作者建議討論掏空公司資產行為時，有關是否構成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所訂之非常規交易或加重背信與侵占，先就法條各構成要件檢
驗，不須著重於該行為是否為假交易，倘發現另涉有假交易時，再討論是否違反財報不

實等其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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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部分，計輯有：豁免業者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不受每日委託數量控管之限

制、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及訂定「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修

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範圍及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

適用範圍等共 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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