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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客戶(含IFRS導入服務)：

江美艷

Shirley Chiang

執業會計師

P&M專業形象照
http://twnet/sites/ClientMarket/
Pages/Brand_Gallery_PM_1.aspx

江會計師現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門National Professional 

Practice Director。江會計師自民國九十五年六月轉任審計品質風險管理部

門後，即致力於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之宣導、應用

及諮詢服務，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灣地區之IFRS專家會計師，對

IFRS相關案件具有豐富之知識及經驗，並實際參與多家IFRS導入案件。亦曾

負責海外發行有價證券ADS、GDS、ECB 等之諮詢服務及風險控管達數年。

江會計師目前為台灣積體電路(TSMC)之主簽會計師，並擔任金管會證期局、

櫃買中心、台灣證券交易所、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保發中心及中華治理協

會…等多場會計課程之指定講師，同時擔任政治大學審計學分課之講師多年。

學歷：

專業資格：

• 台灣積體電路、日月光半導體、中華電信、中國鋼鐵、台灣高鐵、中華開

發、大眾商業銀行、遠傳電信、遠東集團、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微星

科技、宏達電、穎台科技、保誠投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委會等、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大聯大投資控股、英屬開曼群島商凹凸國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中華民國會計師

美國華盛頓州會計師

美國華盛頓州管理會計師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會計
碩士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會計
學士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0樓

• Tel : 2725- 9988 

• Fax: 4051- 6888 

• shirlechia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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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公司須提升IFRS財務報告編製能力

財報編製本屬
企業責任，應提升

自我要求

基於公司治理目的，
須能夠正確即時提供
整體攸關資訊

法令規定及投資人要
求，企業財務資訊之
透明度要求提升

因應IFRSs適用，
合併財報成為主要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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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
實收資本額

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公告

申報自結年度財務資訊
查核後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申報期限

100億元以上 自2022年公告2021年自結財務資訊適用
自2023年起，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
公告申報2022查核後財務報告。

20億元以上
未達100億元

自2023年公告2022年自結財務資訊適用 維持於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申報
前一年度財務報告，依目前推動時程
尚無提前之計畫。

未達20億元 自2024年公告2023年自結財務資訊適用

公布自結年度財務資訊並縮短查核後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

公司治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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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IFRS財務報告編製能力常見問題

會計人員不足
集團子公司多，帳務
缺乏一致性

缺乏資訊系統輔
助

會計人員缺乏編製IFRS
合併財報之能力與經驗

不會編現金流量表

無法於時限內完成
編製

不會處理財
報文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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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IFRS財務報告編製能力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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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IFRS財務報告編製能力四大面向

合併財報
作業

政策

流程

人員

科技

系統自動化程度評估
彈性與擴充性評估
維護操作便利性評估
操作介面人性化

運用科技創新
提升合併作業效率

持續的教育訓練
知識的交流互動
新觀念與系統工具的應用實務

指派專業人員
創造更高附加價值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之管理
訂定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判斷及變動流程
訂定及溝通集團編製財務報表之基礎原則
組織權責分工方式

訂定集團標準政策
提高資訊效率及品質

考量集團架構，規劃結帳流程與時程
對帳差異處理
資料來源正確性及完整性檢查
錯誤處理反饋

規畫統一作業流程
提升資訊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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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之管理

• 因應合併財務報告適用新(及修正)準則

之溝通程序，例如：

1. 指派專人分析及評估新(及修正)金管

會認可之IFRSs及修正各業別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對合併個體之影響。

2. 針對新(及修正)準則之適用擬定採用

計畫，包括資料收集、影響評估、與

會計師溝通、會計項目修訂、研擬相

關之附註揭露、建立應有之內控程序

等，並由財會單位提出報告，經權責

主管核准後辦理。

訂定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專業判斷程序及變動流程

• 新增/修改交易: 財會單位負責辨識涉

及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專業判斷之交易，

並就交易事項之本質進行分析與辨認並

由權責主管複核；於必要時，應諮詢具

適當專業知識與經驗之人員或團隊。

• 財會單位應辨識可能影響公司財務狀況，

財務績效或現金流量等之相關資訊，進

行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變動之評估，

並由權責主管複核。

訂定及溝通集團編製財務報表之基
礎原則

• 集團為編製合併財務報表，要求各組

成個體需配合之一致原則。例如：

1. 集團訂立統一之會計政策、會計制度。

2. 集團訂立統一之會計項目及其定義與

分類方式

3. 集團匯率換算原則。

4. 若有組成個體(含關聯企業)因當地法

規需採用與集團不同作法，要求各組

成個體應調整與集團會計政策之差異

項目，且按一致之會計制度及項目編

製各自的財務資訊後，再提供予集團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提高資訊效率及品質

訂定集團標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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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資訊即時性

規畫統一作業流程

法定財報
申報期限

取得外部
專家意見

公司內部
編製作業

董事會
通過

會計師查
核/核閱

申報主體
第1、3季期中
合併財報申報

期限

第2季期中
合併財報申
報期限

年度合併
財報申報
期限

金融控股公司

會計期間終了
後45日，但
得延長至60
日

會計期間終
了後
2個月

會計年度
終了後
3個月

金融控股公司之各子
公司

（含證券及期貨子公
司）

會計期間終了
後

45日

證券商／期貨商
（非屬金融控股公司

之子公司者）

保險公司
（非屬金融控股公司

之子公司者）

上市／上櫃公司

會計期間終
了後
45日興櫃／公開發行一般

行業公司
N/A

會計年度
終了後3
個月，但
得延長至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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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統一作業流程(續)

公司結帳與合併作業時程計畫表釋例

子集團 母集團

+3 : 自結TB +5 : 自結TB 

+X : 子集團之CPA核閱數 +X+2 : 母集團之CPA核閱數

+7 : 非重要組成個體-無小合併

+10 : 非重要組成個體-有小合併

+12 : 重要組成個體

+16 : 子集團 +20: 母集團

+22 :於合併系統完成核閱後合併數 +25 : 於合併系統完成核閱後合併數

時程

合併

PER AUDIT

結帳

PER BOOK

單家資料完成時程："+"後之天數為資產負債表日後，各家於合併系統完成所有ICP關係人、變

動表及附註揭露後提供給會計師之時程。

(以下"+"後之天數為於期間結束日後起算，完成結帳系統上傳之天數)

調入CPA RJE 調入CPA RJE

規劃重點：

• 考量集團架構層

次，設定集團中

每一個體須完成

結帳之時點

• 考量會計師查核

時間，回推結帳

及資料提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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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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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更高附加價值

指派專業人員

母公司
專案小組

溝通協調

安排時程

會計項目Mapping

設計Reporting Package

聯屬公司間交易處理原則

統籌編製合併報表

各子公司
專案小組

確實填列
Reporting Package

配置充足且具備專業

能力的財會人員，是

提升IFRS財務報告

編製能力無可取代的

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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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合併作業效率

運用科技創新

EXCEL

財報文書

處理軟體

會計系統

套裝軟體

ERP

系統

每一公司應考量其集團

結構、人員配置等等情

況，決定其財報編製資

訊系統之最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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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統合併流程釋例

運用科技創新(續)

執行合併對帳
Run Consolidations

執行合併
Run Consolidations

鎖定合併資料
Lock data 

(Dummy Entity)

資料檢視
Data Status Review

程序控管鎖定
Process management 

資料驗證
Validate: Equity , 
Consolidation value 

調整分錄
Journals

資料輸入
Data Input

TB,ICP

&Others

HFM
關係人交易對帳
Intercompany 
Matching

報表
Reports: Form

資料表單
Web Form

介面導入
Interface

TB&ICP

Footnotes , 
Movement

調整分錄
CPA Adj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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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編製內控制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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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編製內控制度考量與評估重點

內控制度
建立程序

作業流程
盤點與釐
清

定義各循
環及子作
業

視需要召
開跨部門
會議釐清
流程

確認控制
方式差異
及改善
方式

進行書面
內控制度
撰寫

高階主管
審核通過

制度公告
與發行

定期複核書
面內控制度
並更新之

良好控制活動
之設計需要多
方考量與評估。

哪裡會出錯，那裡

就是風險，就應設

計控制點來預防或

偵測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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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活動之種類

預防性控制
藉由「事前」的控制，形成一道屏障

來防止特別交易的不當進行或阻止錯
誤的發生。

出貨前之品質檢驗、對銷貨客戶
之徵信、使用經核准之供應商名
單。

釋例

偵查性控制
利用某些程序來偵測已發生之錯誤或

不當交易。
編製銀行調節表、存貨盤點、與

銷貨客戶之定期對帳。

矯正性控制

用來更正偵查性控制所發現之問題或
矯正交易之控制。

將存貨盤點差異調整入帳，矯正
庫存帳務與實際庫存差異。

指示性控制

由管理階層指示一些行動，以便達成
某種正面性結果。相對於預防性、偵
查性及矯正性控制，重在防止、偵測
及更正負面結果。

主管指示建立績效制度，將作業
疏失納入績效指標，確保員工皆
遵循內控制度。

補償性控制
用來補償其他控制之不足，使得某些

控制弱點不成為問題。
每月月底產出分析性報表，分析

當月各項財務比率合理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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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制度之目的
頻率: 如當天、每週、每月。
例：每日檢查訂單安排出貨，
確保商品於期限前送達。

經核准的、被認
可的。例：售價
經過主管核准公
告使用。

有效性

及時性

正確性

交易資訊準確，沒
有錯誤。例：訂單
取得客戶簽名確認
所載品項、數量及
送貨日期都是正確
的。

確保交易資訊之完整性。
例：透過盤點確認所有原
物料皆被記錄於帳上。

資產實體真實存在
且安全保管。例：
透過盤點確認原物
料皆被妥善保管於
倉庫之中。

符合法規要求。
例：所有銷貨收
入應依稅法開立
發票申報營業稅。

控制
目的

存在性

完整性

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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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財報編製內控作業控制點

集團財報編製內控作業之控制點，應明確規範下列項目：

 控制活動

 控制目標

作業 控制點編號 控制活動 控制目標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
管理作業

C-001

財務報告編製課每季
（1）審查並執行新的IFRS和法規的影
響評估，將評估結果記錄在IFRS季度
更新政策說明中，並將其發送給財務
報告編製課經理和會計部主管進行審
查。 ID-001: 正確採用會計政策

（2）每季若發現任何重大潛在影響，
將評估結果報告給審計委員會的財務
專家。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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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

內控循環及作業編碼邏輯1

循環編號 循環名稱

RE 銷售及收款

MM 生產循環

PO 採購及付款

PR 薪工

PPE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MG 管理性作業

作業編號 子作業名稱

MG-01 印鑑使用管理作業

MG-02 票據管理作業

MG-03 預算管理作業

MG-04 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之管理作業

MG-05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管理作業

MG-06 關係人交易之管理作業

MG-07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作業

MG-08 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作業

MG-09 重大資訊處理及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作業

MG-10 薪酬委員會運作管理作業

MG-1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

內控循環編號

 各內控循環皆有設置對應之編號，並按各循環之主要作業內容，拆分為多個子作業

 如需增修文件時，需統一內控文件之編碼邏輯

以管理性作業循環為例，各子作業名稱及對應之作業編號如下:

13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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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續)

制訂部門2

各循環需指定制訂部門，負責未來文件之維護工作，包含：

 定期覆核書面制度

 相關作業流程變動之釐清

 跨部門溝通會議之召開

 文件之修改、送審及版次維護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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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續)

版次管理3

制訂單位應確實管理文件版次，並保留每一次之修訂軌跡。

Example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23

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續)

流程圖－跨部門檢視作業流程與控制4

 內容

- 以流程圖呈現該作業之主要流程，包含作業範圍、動作、順序及使用表單，便
於快速理解各作業之相關活動及跨部門權責，可協助跨部門之溝通與確認。

 原則

1. 清楚完整但簡明扼要，涵蓋主要流程，但毋需納入過多細節。

2. 流程圖總覽之架構，應與各子作業之流程圖架構一致。

3. 各流程圖之內容需與二階文件內容一致，包含流程之執行步驟及文字說明。

4. 明確陳述流程圖各動作或流程之前後順序。

循環總覽 作業流程圖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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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續)

權責單位與作業程序5

 內容

- 規範與本作業相關之單位及工作
，並說明本作業之作業程序。

 原則：

1. 5W原則
Who – 明訂權責單位/人員
When – 明訂管理頻率
Why – 說明為何需有此段程序
Where – 發生於何地點/系統
What – 說明應執行之動作及

使用之表單

2. 思考順序：例如先計劃→演
練；先表單/報表→覆核核准
→定期追蹤&檢討。

3. 作業程序應可控管本作業相關
之風險。

4. 說明應制定或應遵循之細則名
稱。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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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財報編製內部控制書面文件(續)

依據作業目標與風險評估設計控制重點6

 內容

- 將本作業重大之控制點單獨列示，強
調應達到或應執行之動作。

 原則：

1. 針對本作業相關風險，應有對
應之控制點控管。

2. 應精準具體說明控制重點為何，
通常為「應經過之核准」、「應
產出之報表」等。

3. 相關控制重點將做為未來自行評
估及內外稽核之稽查重點。

彙總各作業之依據資料及使用表單7

 內容

- 列總本作業流程依循之規範、準則，
並彙總使用表單。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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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財報上傳作業子流程

合併財報編製作業子流程

完成財報編製與內部控制流程圖  流程/內控執行內容

 流程/內控執行頻率

 負責人員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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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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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前準備 公司編製作業 會計師查核往來

集團企業財務報告編製實務

• 訂定集團一致會計政策、會
計科目與reporting 
package統一格式

• 定期與會計師討論次期財報
可能新增會計交易、揭露事
項

• 取得會計師提供之財務報告
釋例，確認最新法規與
IFRSs規範

• 各集團個體完成數字，以reporting 
package上傳給集團會計控管處

• 集團會計控管處運用資訊系統彙總
reporting package，並由專責人員完
成合併沖銷分錄，產出合併四大表與各
項科目附註

• 某些公司可能待產出一整份
完整合併財報初稿後，再交
予會計師查核。

• 某些公司有時間考量，則是
將完成之合併四大表與各項
科目附註陸續交由會計師查
核後，再彙整為一整份完整
合併財報初稿

• 集團會計控管處負責控管完
整合併財報初稿，並以此為
基礎持續與會計師往來溝通。
溝通結果若需任何調整，均
由集團會計控管處負責修改
財報後再由會計師核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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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財務報告內容

財務報表及附註
遵循聲明：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編製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部門資訊
得不
揭露

財務報表及附註
遵循聲明：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及
金管會認可之IFRSs編製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財務報表及附註
遵循聲明：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及
金管會認可之IFRSs編製

合併財務報告 個體財務報告 個別財務報告

有子公司 無子公司

IAS 8規定，FS若包含合併財務報表及

母公司單獨財務報表，則部門資訊僅需

含於合併財務報表中，故明定個體財務

報告附註得不揭露部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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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間關係人交易沖銷暨會計處理實務解析

合併FS之歸屬母公司權益/損益與個體FS相同

合併 個體

擷取自台積電107年合併/個體財報



關係人辨認與
揭露實務解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江 美 艷 會 計 師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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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之定義

(a)個人(a person)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對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ii) 對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或

(iii) 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KMP)之成員。

(b) 個體( an entity)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該個體與報導個體為同一集團之成員（意指母公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間彼此具有關係）。

(ii) 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或合資（或為某集團中某成員之關聯企業或合資，而另一個體亦為該集
團之成員）。

(iii) 兩個體均為相同第三方之合資。

(iv) 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且另一個體為該第三方之關聯企業。

(v) 該個體係為報導個體或與報導個體有關係之個體之員工福利所設之退職後福利計畫。若該報導個體本
身即為前述計畫，則主辦雇主亦與該報導個體有關係。

(vi) 該個體受(a)所列舉之個人控制或聯合控制。

(vii) 於(a)(i)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或該個體之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viii) 該個體（或其所隸屬集團中之任一成員）提供主要管理人員之服務予報導個體或報導個體之母公司。

IAS 24.9
於判斷每一可能之關係人關係
時，應注意該關係之實質，而
非僅注意其法律形式[IAS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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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個人(a person)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對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ii) 對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或

(iii) 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KMP)之成員。

個人關係人

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

報導個體

母公司

控制

(i) 控制/聯合控制

(ii) 重大影響,或

(iii) 擔任KMP 

(iii) 擔任KMP

個人

子女 配偶

子女 扶養親屬

同居人

子女 扶養親屬

扶養親屬

近親: 個人之家庭成員，在其與個
體往來時，可能被預期會影響該
個人或受該個人影響者，包括:

IAS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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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近親

近親之定義，並未提及二親等親屬(例如兄弟姊妹)，總經理之二
親等親屬(如兄弟姊妹)是否為公司之關係人？

近親: 個人之家庭成員，在其與個
體往來時，可能被預期會影響該
個人或受該個人影響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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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近親

• IAS 24所提及的家屬成員係指預期可能影響該個人，或
受該個人影響之人。重點並非檢視其中是否存在實質的
影響力，而是財務報表使用者是否預期會有影響力存在。

• 除IAS 24所列舉的近親外，其他例子如父子、母女或兄
弟姊妹，除非有反證，否則通常假定這些關係存有影響
力。

• 相反地，除非有反證，否則通常假定較遠的親戚關係不
存有影響力。

• 結論: 除非有反證，否則個人之二親等親屬可能影響該
個人或受該個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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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之定義

A公司

B公司

釋例一

重大影響/

聯合控制

A公司

子公司

B公司

重大影響/

聯合控制

控制

釋例二

母公司

子公司 A公司

B公司

重大影響/

聯合控制

控制

釋例三

控制

(b)(ii)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或合資(或為某集團中某成員之關聯企業或合資，而
另一個體亦為該集團之成員)

釋例一、二及三，A公司與B公司互為關係人。

關聯企業: 企業對其具
重大影響的被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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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企業及子公司

如下圖，母公司對子公司A、B 及C 有控制且重大影響關聯企業1 及2。
子公司C重大影響關聯企業3。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子公司B

母公司

子公司C

子公司A

關聯企業2

關聯企業3

關聯企業1

對子公司A 之財務報表而言，母公司、子公司B 及C 與關聯企業1、2 及3 為關係人。A

對子公司B 之單獨財務報表而言，母公司、子公司A 及C 與關聯企業1、2 及3 為關
係人。

B

對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而言，關聯企業1、2 及3 與集團有關係。C

以上均正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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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之定義

(b)(vi)該個體受 24.9(a)所列舉之個人控制或聯合控制

釋例一及二，H公司與I公司互為關係人

(a)個人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對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ii) 對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或
(iii) 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H公司 I公司

個人X

(a)控制/聯合控制/
重大影響/
擔任KMP

控制/

聯合控制

情況一

個人Y

H公司 I公司

個人X

X和Y為近親

(a)控制/聯合控制/
重大影響/
擔任KMP

控制/

聯合控制

情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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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情況一或情況二
 對個體C 之財務報表而言，因X 控制/聯合控制個體A 且為個體C 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故

個體A 與個體C 有關係。[第9 段(b)(vi)-(a)(iii)] 

 對個體A 之財務報表而言，因X控制/聯合控制個體A 且為個體C 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故
個體C 與個體A 有關係。[第9 段(b)(vii)-(a)(i)]

 對個體B 之合併財務報表而言，若X 為該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則個體A 為該集團之
關係人。[第9 段(b)(vi)-(a)(iii)] 。

關係人之定義
(b)(vii)於(a)(i)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或該個體之母公司)主要

管理人員之成員

主要管理人員

個人X

A公司 C公司

B公司

控制控制/

聯合控制

情況二

個人X

A公司 C公司

B公司

情況一

主要管理人員

控制控制/

聯合控制

(a)個人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對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若X 僅重大影響個
體A，而非控制或
聯合控制個體A，
則個體A及C 彼此
將不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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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企業、聯合控制個體之子公司

投資者甲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控制控制

重大影響聯合控制(合資)

IAS 24.12 “….關聯企業包括
關聯企業之子公司；聯合控
制個體包括聯合控制個體之
子公司…”

依據IAS 24.9(b)(iv)，A和B是關係人

依據 IAS 24.9(b)(iv) 及12，A和D是關係人

依據IAS 24.9(b)(iv) 及12，B和C 是關係人

IAS 24.(9b)(iv)
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
且另一個體為該第三方
之關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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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對關係人辨認之額外規定

•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亦須考慮其實

質關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

影響者外，應視為實質關係人，須依照IAS 24規定，於財務報告附註揭

露有關資訊：

• 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 與發行人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公司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

理人。

• 總管理處經理以上之人員。

• 發行人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 其他公司或機構與發行人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關係。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8

甲

A公司 B公司

董事長/
總經理

董事長/
總經理

甲

A公司 B公司

甲之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者

董事長/
總經理

董事長/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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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人董事之自然人是否屬關係人？

IAS 24規定

• 主要管理人員係指直接或間接擁有規劃、指揮及控制該個體
活動之權力及責任者，包括該個體之任一董事（不論是否執
行業務）。

• 個人若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KMP)之成員，
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與第2項當選為董事之自然人，是否為公
司之關係人？

公司法第 27 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
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對於第一項、第二項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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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人董事之自然人是否屬關係人？

• 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與第2項當選為董事之自然人，
均為代理法人董事執行權利，就經濟實質而言，關係
人為該法人董事，而非該代表法人董事之自然人(若無
其他實質關係)。

• 惟若該自然人與公司間存有特殊交易情況時，則應考
量是否須作相關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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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4、證準第18條及公司法之規定

• 法人董事之代表人、當選董事之法人代表人及監察人，應依
IAS 24之規定判斷是否為關係人。但編製準則第十八條規定，
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
人，以及與發行人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公司或機構及其董
事、監察人與經理，除能證明不具控制或重大影響者外，應
視為實質關係人。另編製準則第十八條亦規定總管理處經理
以上之人員應視為實質關係人。前述規定似不一致，應如何
因應？

IFRS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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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4、證準第18條及公司法之規定

基於目前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等均有明文規定，爰企業除
依IAS 24之規定外，尚須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爰企業編
製財務報告判斷關係人時，應同時符合前揭規定。

IFRS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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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對關係人辨認之額外規定

• 企業依IAS 24.9之規定判斷其他個體是否為關係人時，是否應
將以他人名義（不論為法人或自然人）持有之股份納人考量？

• 兩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雙方是否
為關係人？

基金會

IFRS問答集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47

IFRS問答集對關係人辨認之額外規定

• 企業於判斷其他個體是否為關係人時，應將以他人名義
持有之股份納入考量。

• 兩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係屬
公司法第369條之1所稱之關係企業，除能證明不具控制
或重大影響外，應視為實質關係人。

基金會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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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編製準則第18條規定，發行人應列示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若本期與關係人無交易，是否得免依前揭規定揭露該關係人
之名稱及關係？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問答集

編製準則
第十八條 發行人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規定，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並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列示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二、單一關係人交易金額或餘額達發行人各該項交易總額或餘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按
關係人名稱單獨列示。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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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企業於本期或比較期間若與關係人均無交易，除依
IAS 24規定應揭露之關係人名稱外，免依編製準則
第18條規定，揭露該關係人名稱及關係，惟若於本
期或比較期間有交易者，不論該交易是否重大，均
須依前揭編製準則規定進行揭露。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問答集

IAS 24.13 母公司與其子公司間不論是
否有交易，皆應揭露其關係。個體應揭
露其母公司及最終控制者（若與母公司
不同）之名稱。若個體之母公司及最終
控制者皆未編製供大眾使用之合併財務
報表，則尚應揭露有編製供大眾使用之
合併財務報表之次一最高層級母公司之
名稱。

編製準則
額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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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分享－案例一

甲個人

董事長/負責人 控制

若並非以甲之名義成立，而是甲
透過甲的配偶、子女等名義所成

立，應實質認定

常見財報缺失：
A公司負責人實質控制前十大客戶B公司之
營運，且交易金額重大，卻未揭露關係人
重大交易之資訊

A公司
前十大客戶

B公司

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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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分享－案例二

常見財報缺失：
A公司與B公司分別受甲所控制之C、D兩公
司之重大影響及控制，卻未揭露關係人重
大交易之資訊

A公司 B公司

若B、C、D公司並非以甲之名義
成立，而是透過甲的配偶、子女

等名義所成立，應實質認定

持股10%

甲個人

控制 控制

C公司 D公司

控制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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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工程建造公司。A公司將部分工程外包，惟其承包商(非關係人)所使用特定原料係向A公
司之關係人B公司購買。

實務經驗分享－案例三

關係人交易提醒：

若承包商購買原料之行為係依照A公司之指示(承包商代A公司採購原料)

=> A公司向B公司購料之交易應於關係人交易中揭露

B公司

(關係人)

購買原料

外包承包商

(非關係人)
A公司

工程外包

代A公司
採購原料

其他可能情形尚包括
(不限於)透過代理人與
關係人進銷貨、貸放款、

授權…等交易



控制力之判斷
實務解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江 美 艷 會 計 師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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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判斷控制之規定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55

評估控制之三要素

評估控制 第一項要素~對被投資者之權力 (Power)

第二項要素~來自對被投資者之參與之變動

報酬之暴險或權利 (Return)

第三項要素~使用權力以影響報酬之能力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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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控制之三要素（續）

控制之評估係基於所有事實與情況
當以上三要素有變動之跡象時，需進行重評估

以控制為單一合併基礎，適用於所有企業

對被投資者
之權力
(power)

來自對被投資

者之參與之變

動報酬之暴險

或權利

使用權力以影
響報酬之能力

權力 報酬

權力及

報酬之

連結

控制

權力源自於權利(rights) ：
表決權、潛在表決權、任
免主要管理階層之權利、
或是由合約關係 (common 
for SPE)所賦予的決策權等

報酬可能為正值或
負值(e.g. 下跌或
上漲)，也可能非
量化(e.g. 其他人
無法取得之效益)

判斷決策者為
agent or principal，
使用權力為自已
賺取報酬？

有現時能力以
主導攸關活動
之既存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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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暨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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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

權利

實質性

對變動報酬
之曝險

影響報酬之能力

權
力

對被投資者之權力~目的及設計 & 攸關活動

權力
變動報酬
之暴險

使用權力
以影響報
酬之能力

攸關活動

權利

實質性

對變動報酬
之曝險

影響報酬之能力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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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攸關活動

IFRS 10
•IFRS 10 使用控制為單一合併基礎，適用於所有企業。

•投資者對被投資者是否取得控制，需評估其是否具有主導攸關活動
(relevant activities)之能力(有權力)。

重大影響被投資者報酬之活動

例如：採購/銷售、金融資產管理、收購/處分投資、R&D、籌資之活動

攸關活動

與攸關活動有關之決策

例如：建立被投資者營運及資本決策；指派及酬勞被投資者之主要管理
階層或服務提供者，及終止聘僱或服務。

被投資者的攸
關活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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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1》

• A及B共同出資設立一C公司，C公司主要活動係在興建廠房後進行營運，

並由A、B分別負責興建及營運活動之決策。

• 於C公司存續之期間內，營運階段預期將較興建階段有更重大且長久之

影響。此外，C公司完成興建並開始營運之能力，其不確定性極低。

問題

由A主導 由B主導

興建活動 營運活動

興建完成
開始營運

• 在此案例中，營運活動可能被視為在C公司存續期間內係屬重大影響

其報酬之活動(攸關活動)，即便是在興建階段亦同。若此，B公司將自

始對C公司具有權力。

分析

請問：哪一方對C公司具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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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2》

• A及B共同出資設立一C公司，專營藥品之發展及行銷。

問題

皆屬C公司之攸關活動

由A主導 由B主導

發展 製造 行銷

取得主管機關
之核准

• 須考量：

• 被投資者之目的及設計；

• 決定被投資者利潤、收入及價值以及醫療產品價值之因素；

• 因每一投資者對前開因素之決策職權，所產生對被投資者報酬之影響；及

• 投資者對報酬變異性之暴險。

• 於此例中，亦應考慮：

• 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不確定性及所需之努力；及

• 一旦發展階段成功，哪一投資者控制該項藥品。

分析

請問：如何判斷哪一方對C公司具有權力？
哪項攸關活動最能(most)重

大影響被投資者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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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3》

•結構型個體多以預先決定之方式營運 (autopilot)，因此在其成立

後之持續活動中，很少或幾乎沒有決策再被制定。可被主導之權利、

義務及活動，大多皆受到自始即明定或排定之契約條款所預先界定

及限制。

• 應如何判斷結構型個體之攸關活動？

問題

•攸關活動不必然是在正常營運中必須進行決策之活動，可能僅於

特定事項發生或特定情況產生時方才制定。

•在此情況下，有關於該等情況或事項發生時該個體活動之決策，

係為結構型個體之攸關活動，因為該等決策可重大影響結構型個

體之報酬。

•有能力對結構型個體作該等決策之投資者，無須等到該情況或事

項發生時方具權力。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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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3》（續）

•可重大影響結構型個體報酬之決策可能包括：

•對一組高品質應收款，如何在違約事項發生時獲致回收之決策；

•對一組債務證券，在AAA評等發行人被降評等時，改變投資標準

以允許投資於像是AA評等證券之決策；

•對一組權益投資，在發生重大未預期價值下跌時，出售或持有投

資之決策；或

•對一組不動產權益，在優良的承租人違約或不動產遭受重大實體

損壞時，所要進行之行動。

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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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4》

債券投
資人

（乙）

權益工
具投資
人（多
位）

A結構型個體
(攸關活動:管理資產投資

組合)

權益工
具投資

人（甲）

金融資產投資組合

甲及乙須決定誰能主導

「最」能重大影響結構

型個體報酬之活動

對投資
組合之
資產可
能違約
之信用
風險暴
險最小

A結構型個體之攸關活動是管理資產投資組合

(其重大影響報酬)。

• 資產經理人(甲)在違約達到投資組合價值

特定比例前，具有主導攸關活動之能力

• 當違約資產價值超過投資組合價值之特定比

例時，改變由債務投資人(乙)主導攸關活

動。

甲持有A 30%之
權益工具，並為
資產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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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權利

攸關活動

權利
(right)

• 取決於活動之性質、法律架構及決策制定

• 表決權、潛在表決權

• 合約權利

• 與被投資者的特殊關係

• De facto power

實質性

對變動報酬
之曝險

影響報酬之能力

權
力

(
P

o
w

e
r
)

A 

B 

C

40%

20%

其
他

40%

合約協議：
B要聽從A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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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權利

賦予投資者權力

之權利

表決權(或潛在

表決權)

具多數表決權之

權力

不具多數表決權

之權力
(De facto power)

步驟一 (i) 投資者之

表決權 (ii) 潛在表決

權 (iii) 合約協議

步驟二 若步驟一

無法達成結論，評

估其他事實與情況

表決權或類似權

利不攸關

檢視事實與情況

常見於結構型個體

僅考慮實質性權利

結構型個體：「一個

經過設計之個體，而

使表決權或類似權利

並非決定誰控制該個

體之支配因素。」

考量被投資者

之目的及設計，

可清楚知道是

透過權益工具

之表決權來控

制被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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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數表決權之權力《釋例1》

40%60%

A

C

B

• C公司之攸關活動係由股東會中之多數表決權所主導。每一股普通股於

股東會中具有一表決權。

背景

• 在無其他因素時（例如A公司與B公司間之股東協議另有規定），A公司

對C公司具有權力，因其對C公司具多數表決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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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數表決權之權力《釋例2》

• A公司及B公司分別持有C公司60%及40%之普通股。

• C公司之攸關活動係由董事會中之多數表決權所主導。

• A公司及B公司依其對C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比例，分別指派6席及4席董事。

背景

• 在無其他因素時，A公司對C公司具有權力，因其有權任命主導C公司攸關

活動之董事會多數成員。

分析

主導攸關活動

40%
指派4席

60%
指派6席

A

董事會
10席董事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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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多數表決權之權力~De facto Power

優先考量因素(步驟一)：
 投資者所持有表決權之多寡相對於其他表決權持有人所持有者之

多寡及分佈
• 投資者持有之表決權數量(亦即，持股之絕對多寡)；
• 投資者相對於其他表決權持有人持有之表決權比例(亦即，

持股之相對多寡)；
• 須一起行動以票數勝過投資者之各方數量(亦即，其他持股

之分散程度)
 投資者、其他表決權持有人或其他方所持有之潛在表決權；
 由其他合約協議所產生之權利。

作成結論

無法作成結論

次要考量因素(步驟二)：
 先前股東會之表決型態
 IFRS 10:B18-B20所列因素及指標(亦即，於難以判定投資者

之權利是否足以賦予其權力時，應考量之證據 e.g.無合約協議
但可任命被投資者的KMP，或主導重大交易)

無實質權力

作成結論

無法作成結論

作
成
結
論(

具
實
質
權
力
或
不
具
實
質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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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取得被投資者48%之表決權。剩餘表決權係由成千之股東所持有，沒有股東個別

持有超過1%之表決權。

• 沒有股東有諮詢任何其他股東或作集體決策之任何協議。

背景

De facto Power《釋例1》
僅需步驟一

Investor 
A 

(48%)

成千之投
資者個別
持股皆低
於 1%

• 投資者可以其持股之絕對大小及其他持股之相對大小為基

礎，作出其具有足夠之優勢表決權益以符合權力條件之結

論，而無須考量權力之任何其他證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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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2》
僅需步驟一

• 在此情況下，A表決權益之多寡及其相對於其他持股之

多寡，足以作出A不具有權力之結論。僅須其他兩位投

資者合作，即可阻卻A主導被投資者之攸關活動。

分析

• A持有被投資者45%之表決權。其他兩

位投資者各持有被投資者26%之表決

權。剩餘表決權係由其他三位股東所

持有，各持有1%。

• 沒有影響決策之其他協議。

背景

Investor 
A (45%)

Investor 
B (26%)

Investor 
C (26%)

3位股東，各
持股 1%

Investor 
C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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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3》
僅需步驟一

• A判斷僅依投資者持股之絕對大小及其他持股之相對大小，並無法判定投

資者是否具有足夠權利以賦予其權力。

• 惟A判定其任命、罷黜管理階層及設定其酬勞之合約權利即足以作出對被

投資者具有權力之結論。

• 當評估A是否具有權力時，A可能尚未行使此權利之事實或A行使其權利

以遴選、任命或罷黜管理階層之可能性，不應被考量。

分析

Investor 
A (40%)

12位股東，
各持股
5%

• A持有被投資者40%之表決權，且其他12位投資

者各持有被投資者5%之表決權。

• 一項股東協議給予A有任命、罷黜負責主導攸

關活動之管理階層及設定其酬勞之權利。改變

協議須經股東之三分之二多數決。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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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4》
需要步驟一及二

• A持有被投資者35%之表決權。其他三位投資者各持有被

投資者5%之表決權。剩餘表決權係由其他眾多股東所持

有，沒有股東個別持有超過1%之表決權。

• 沒有股東有諮詢任何其他股東或制定集體決策之協議。

• 有關被投資者攸關活動之決策，須有出席股東會之多數

表決權(出席股東表決權過1/2)

• 最近攸關之股東會，被投資者之表決權有75%投票，並

過1/2通過 (即過38%)。

背景

Thous
and of 
invest
ors, 

individ
ually 
less 
than 
1%

Invest
or A 

(35%)

三位投資者
各持有5%

Numer
ous 

invest
ors, 
each 
hold 
less 
than 
1%

由其他
眾多股
東持有，

皆
<1%

Investor 
A (35%)

優先考量因素(步驟一)：
 所持有表決權之多寡及分佈
 潛在表決權
 由其他合約協議所產生之權

利

無法作成結論

次要考量因素(步驟二)：
 先前股東會之表決型態
 IFRS 10:B18-B20所列因素

及指標

無實質權力

無法作成結論

作
成
結
論(

具
有
或
不
具
有
實
質
權
力)

•在此情況下，最近股東會其他股東之積極參與顯示A不具有實際能力以單方主導攸關活動。

•無須考慮過去有足夠數量的其他股東(例如2位各持有5%之投資者)作出與A相同之表決而使

得A曾主導過攸關活動。

分析

這句話的意思：即使有其他股東之表決是與A投資者相同，使得A投

資者之意見成為決議，亦無法說這樣A就有能力主導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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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4》（續）

Thousand 
of 

investors, 
individual

ly less 
than 1%

Investor 
A (35%)

三位投資者各持有5%

Numerous 
investors, 
each hold 
less than 

1%

由其他眾多
股東持有，

皆<1%

Investor 
A (35%)若情況改為A可

自其他表決權持
有者取得委託書，

應如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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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4》（續）

Thousand 
of 

investors, 
individual

ly less 
than 1%

Investor 
A (35%)

三位投資者各持有5%

Numerous 
investors, 
each hold 
less than 

1%

由其他眾多
股東持有，

皆<1%

Investor 
A (35%)

IFRS 10:B18 :
當難以判定投資者之權利是否足以賦予其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時，
為能執行對權力之評估，投資者應考量其是否具有實際能力以
單方主導攸關活動之證據。投資者應考量是否有以下(但不限於)
因素：
…
c)投資者可支配被投資者選任治理單位成員之提名程序或自其
他表決權持有者取得委託書。

優先考量因素(步驟一)：
 所持有表決權之多寡及分佈
 潛在表決權
 由其他合約協議所產生之權利

無法作成結論

次要考量因素(步驟二)：
 先前股東會之表決型態
 IFRS 10:B18-B20所列因素及指

標

無實質權力

無法作成結論

作
成
結
論(

具
有
或
不
具
有
實
質
權
力)

A有可能主導，因為A有能

力主導攸關活動的證據增強

了，但還要看A是如何取得

委託書(證據的力度)，是

因為其他三位投資者5%都

會委託A嗎?還是每年須自

散戶取得且不見得可以達到

出席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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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投資者之權力~實質性權利

攸關活動

權利

實質性

• 具實際能力以行使權利

• 主導攸關活動之現時能力

• 不運用power，不代表沒有control

• 行使權利之障礙

• 若於制定攸關決策時，權利可行使，則潛在權利具實質性

• 保障性權利本身並不足以對被投資者產生權力

對變動報酬
之曝險

影響報酬之能力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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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是否具實質性之考量

• 財務罰款及誘因

• 會產生財務障礙之執行或轉換價格

• 使權利不太可能被行使之條款及條件，例如狹幅限制其行使時點

之條件。

是否存有妨礙持有

者行使權利之任何

障礙

• 有一機制存在能提供各方實際能力以集體行使其權利 (e.g.董事會)

• 缺乏此種機制為權利可能不具實質性之一種指標

• 行使權利所需同意之各方愈多，該等權利愈不可能具實質性。

權利之行使是否須

有一方以上之同意

• 當金融工具係「價內」時，潛在表決權之條款及條件可能更具實

質性

• 投資者因其他理由(例如藉由實現投資者及被投資者間之綜效)會

自金融工具之行使或轉換受益

持有權利之各方是

否會自行使該等權

利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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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數表決權之權力但不具實質性

有時，即使投資者持有被投資者多數表決權，但投資者對被投資

者不具有權力，此種狀況發生於投資者之表決權不具實質性時。

舉例：

B公司具有既存權利(例如A與B之間簽訂合約協議)，該既存權利能提供B公司權利

以主導C公司之攸關活動，且B公司並非A公司之代理人，則A公司對B公司不具有

權力。

攸關活動受政府、法院、管理人、接管人、清算人或主管機關主導，持有C公司超

過半數表決權之A公司因此不具有權力。

既存
權利

40%60%

A

C

B

法律授與
之權力

40%60%

A

C

B
法院

合約協議將導致超過50%表決權

的大股東A無法控制被投資公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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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是否具實質性

評估

行使價格

行使之財務能
力

行使期間

非實質性
依事實及情況

而定
實質性

深價外

持有人無財
務能力

尚無法行使

價外

持有人將進行
籌資

於制定決策前
可行使

價平(FV)或
價內

持有人已有
資金

目前已可行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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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釋例1》

Investor 
X

Investor 
Y

Investee 
Z

70% 30%

於25日後可行使且
係深價內

有選擇權可取
得X所持有對Z
之半數(35%)

表決權

背景

IFRS 10

•若無其他因素，Y很可能控制Z，因為於需進行攸關活動之決策時，Y已可作決策。

分析

• 於年度股東會中主導制定攸關活動之決策。

• 下次排定之股東會距今尚有8個月。

• 持股5%以上股東可召開一特別會議以改

變對攸關活動之既有政策，但最快30日

後才能舉行此會議。

特別會議

25天 30天

股東會

8個月

選擇權
可行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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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釋例2》

Investor 
A

Investor 
B

Investee 
C

70% 30%

於2年內可行使且執行價格
係深價外（預期2年期間內均如此）

有選擇權可取得
A所持有對C之

半數(35%)
表決權

背景

A一直行使其表決權且積極主導C之
攸關活動。

•雖然B目前持有可購買額外表決權之可行使選擇權（執行後，B對C具多數表決

權），但此選擇權相關之條款及條件，使得選擇權不被認為具有實質性。

•若無其他考量，A應對C具控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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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釋例3》

背景

G持有對H之債務工具，且可以隨時

以價外（但非深價外）之固定金額

轉換為H之普通股。一旦轉換為H之

普通股，加上原持有之表決權，G

將持有H 60%之表決權。

•若債務工具被轉換普通股，G將持有H 60%之表決權，G會自實現綜效中受益。

•若無其他考量，G應對H具有權力，因為其持有之表決權連同實質性潛在表決權

賦予其現時能力以主導攸關活動。

分析

Investor 
E

Investor 
G

Investee H

1/3
表決權

1/3
表決權

Investor 
F

1/3
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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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權利之定義：「權利被設計用以保障持有該等權利者之權益，而不賦予該持有者有對

該等權利所關聯之個體之權力」。

保障性權利與被投資者活動之基本變動( fundamental changes)有關，或適用於極端情況。

惟並非所有適用於極端情況之權利或依事項而定之權利均屬保障性。

保障性權利

債權人(bank)限制債務人進行可能重大改變債務人信用風險並對債權人(bank)有所損害之活

動之權利；

持有被投資者非控制權益之一方，核准資本支出大於正常營業過程所必要者之權利，或核准

發行權益或債務工具之權利；及

若債務人未符合明定之借款償還條件，債權人(bank)扣留債務人資產之權利。

保障性權利之舉例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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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協議通常授予債權人(bank)於借款人違反借款承諾及/或未能依借款協

議如期支付時，行使某些權利(例如，扣留債務人所提供之資產以作為擔保)。

該等權利通常視為是「保障性權利」，是以，通常認為是不賦予債權人

(bank)對借款人之權力(從而控制)。

• 惟在某些情況，此種權利不僅是具保障性，且可能在發生延滯或違約時，賦

予債權人(bank)對債務人之權力。

背景

• 於借款人對借款承諾有所延滯或違約致債權人(bank)依借款協議可執行其

權利時，債權人(bank)是否將取得對借款人之控制？

問題

保障性權利《釋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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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於判定是否因借款有違約或違反承諾而取得對借款人之權力時，債權人(bank)

應考量：

•債權人(bank)之權利是否在延滯或違約之前以及之後就其性質上皆視為保障性，是以，

並未賦予債權人對借款人之權力(情況一)；

•債權人(bank)之權利是否因延滯或違約而修正致賦予債權人對借款人之權力(情況二)；

•借款協議之條款是否原始設計即在發生延滯或違約時賦予債權人(bank)權力(情況三)。

•若該等權利在發生延滯或違約時賦予債權人(bank)權力，於存在其他兩項控制要素時

(即，(1)對變動報酬之暴險或權利，及(2)使用權力以影響投資者之報酬)，則債權人

(bank)控制該個體。

分析

保障性權利《釋例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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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協議之條款賦予債權人(bank)於借款人因未能維持約定之利息保障倍

數而違反借款承諾時，有權取得設定為借款擔保品之不動產之所有權。

• 於此等情況，債權人(bank)扣留不動產就性質上係屬保障性(因其僅設計用

以保障債權人於借款協議下之權利)。於違反承諾時，債權人僅有權執行該

保障性權利。是以，債權人(bank)並未取得對借款人之權力。

情況一 ：於違約時執行扣留擔保品之權利

保障性權利《釋例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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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事實同情況一，惟在此情況中，債權人(bank)在所積欠借款之金額內對借

款人全部資產具有權利。於違約時，借款人並無足夠資產以清償債權人(bank)

之權利，因而重新協商免除違約並致債權人(bank)取得借款人攸關活動之權力

(例如，年度預算之核准、資本支出、租賃協議之續約及主要管理階層之任命)。

• 於此等情況，債權人(bank)之權利已從保障性權利變成設計為賦予對借款人具

有權力之權利。假設另外兩項控制要素存在(亦即債權人自借款取得之變動報酬

具有暴險，且能使用其權力以影響該等報酬)，則債權人(bank) 控制借款人。

• 同理，債權人(bank) 可藉由同意將其對該借款之權利交換對借款人權益之控制

股權，以取得對借款人之控制。

情況二 ：於違約時重新協商致賦予債權人(bank)權力

保障性權利《釋例1》（續）

以債作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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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協議明訂，於違約時，賦予債權人(bank)對借款人攸關活動之權力(例

如，年度預算之核准、資本支出、租賃協議之續約及主要管理階層之任命)。

• 於此等情況，於違反承諾時，重新評估債權人(bank)權利，推斷債權人

(bank)將因借款協議之原始條款而取得對借款人之權力。假設另外兩項控

制要素存在(亦即債權人自借款取得之變動報酬具有暴險，且能使用其權力

以影響該等報酬)，則債權人(bank)控制借款人。

• 應注意的是，於借款人發生財務困難或違約時，債權人(bank)之權利可能

因各轄區適用之當地破產法律而異。於評估債權人權利之性質時，該等法律

之影響應予以考量。

情況三：原條款約定，於違約時賦予債權人(bank)權力

保障性權利《釋例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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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司、B公司及C公司分別持有D公司60%、20%及20%之

普通股。除非行使補充權利(supplementary rights)，D公司

攸關活動決策之制定係基於股東會中之多數表決權。

• D公司之股東簽訂一項協議，若B公司或C公司不同意A公司所提

有關攸關活動之提案，B、C公司於股東會時有一補充權利。若

B公司及C公司行使該補充權利，則須至少有75%之股東表決權

方能核准該項提案。

背景

• B公司及C公司所持有之補充權利是否為保障性權利？

問題

保障性權利《釋例2》

A B C

D

60%
20%

20%

補
充
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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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公司及C公司所持有之補充權利不是保障性權利。

• 該補充權利不僅保障B公司及C公司之權益，亦賦予其妨礙A公司對D公司

攸關活動單方作成決策。

• 因此，考量B公司及C公司所持有之補充權利，A公司並未控制D公司。

•注意：D公司並未符合聯合協議之定義，因B公司或C公司皆無法單獨反對

而妨礙決策之制定。

分析

保障性權利《釋例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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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間接持有表決權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23%

4%

19%

6%4%

39%41%46%100%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E公司 F公司

• A公司為E公司最大股東，惟A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擔任E公司任何董事及監察人。

• A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F公司董事席次1/3，並未達表決權1/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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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間接持有表決權（續）

23%

4%

19%

6%4%

39%41%46%100%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E公司 F公司

•A公司對E公司及F公司是否具有控制？

問題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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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間接持有表決權（續）

對E公司

• 除A公司直接持股41％之表決權外，透過B及C兩子公司

間接持有之4%及4%表決權應予以綜合判斷。

• A公司直接及透過子公司間接持有E公司49%表決權，已

接近半數，故除非有反證（例如另一公司對E公司之綜合

持股大於A公司之綜合持股）外，A公司對E公司具有控制。

對F公司

• A公司直接持股39％之表決權，及透過E公司間接持有之

19%表決權應予以綜合判斷。故除反證外，A公司對F公

司具有控制。

須就A集團所有企業

及關係人整體觀之

須就A集團所有企業

及關係人整體觀之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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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控制能力 1

45%，B公司之
最大股東

A公司

B公司

聲稱：

1.未與其他投資人約定，對B公司表決權未達50%。

2.B公司的財會及人事部門受董事會指揮及監督，A公司無法控

制其財務、營運及人事政策。

3.B公司董事會依法選任並獨立運作，A公司無法任免B公司董

事會超過半數的成員，無權主導董事會超過半數之表決權。

•A公司對B公司是否具有控制？

問題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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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控制能力 1（續）

45%，B公司之最大股東

A公司

B公司

• A公司持有B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雖未超過50%，惟若B公司其餘股權之持有股東

分散且其他股東未凝聚共識以行使其表決權，則A公司仍可能對B公司具有控制。

答案

其餘股東

分散？
凝聚共識？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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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控制能力 2

• C公司對D公司是否具有控制？

問題

其他事實：

D公司有5席董事，其中2席董事由C

公司之子公司（E公司）擔任，另有1

席法人董事代表人與1席自然人董事

均於C公司擔任經理人之職務。

31%，D公司之最大股東

C公司

D公司 E公司

98%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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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s問答集-控制能力 2（續）

•C公司為D公司最大股東，且D公司的5席董事中，有2席係由C公司之子公司擔任

（視為C公司指派），另1席自然人董事係受僱於C公司之經理人。若該經理人對D

公司之持股甚少，顯然無法以自有持股當選董事而仍當選董事，除非有反證

（例如該經理人係受其他非關係公司指派而選任D公司董事）外，應視為係由C公司

指派。故C公司有權主導D公司董事會超過半數席次，除非有反證（例如其他股東以

合約約定統一行使對D公司超過半數之表決權）外，C公司對D公司具有控制。

答案

31%
最大股東

C公司

D公司
（5席董事） E公司

98%

2席
董事

經理人

1席
董事

會基會2013/08/07 IFRS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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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發布之問答集

有關企業對被投資公司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未超過50%，
且為被投資公司單一最大股東，但評估結果未具控制力之
財務報告揭露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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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企業對被投資公司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未超過50%，且為被投資公司單一最大
股東，但評估結果未具控制力之財務報告揭露問答集

• 公開發行公司對被投資公司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未超過50%，且為被投資公司

單一最大股東，其依IFRS 10「合併財務報表」規定評估結果，對被投資公司未

具控制力，而未將被投資公司納入合併財報時，財務報告應如何加強揭露？

問題

• 依據IFRS 10規定，當投資者同時具備(1)對被投資者之權力、(2)來自對被投資

者之參與之變動報酬之暴險或權利及(3)使用其對被投資者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

報酬金額之能力時，投資者始控制被投資者。在此情況下，投資者應將該被投資

者納入合併報表，其中「對被投資者之權力」可透過持股之表決權取得。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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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企業對被投資公司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未超過50%，且為被投資公司單一最大
股東，但評估結果未具控制力之財務報告揭露問答集

• 企業依前開IFRS 10規定評估是否控制被投資公司時，針對上開(1)之條件，

倘企業對被投資公司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未超過50%，且為被投資公司單

一最大股東，縱使掌控之董事席次未過半，企業仍應確實依IFRS 10第

B38~B50段規定，評估是否對被投資者具有權力，例如其具備主導被投資

者攸關活動之權利，即使企業可能尚未行使此權利。若企業經評估對具重大

性之被投資公司未符合IFRS 10第7段所列3項控制力條件，僅具重大影響

力時，應於各期財務報告附註揭露相關重大判斷過程及依據，以強化資訊揭

露。

回答（續）

IAS 1第7段說明「重大性」取決於資訊之性質或大小

（或兩者）。企業就其財務報表整體評估資訊（不論個

別或與其他資訊結合）是否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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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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