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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會計審計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高考「會計審計法規」試題改採申論題與測驗題合併考題，分數分配大約為預算法51分、會計法(含公

報)20分、決算法11分、審計法(含施行細則)12分、憲法2分、地方制度法4分。預算法仍維持其重點地位。 

申論題部分將94年底甫出爐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對現行會計基礎之釐清納入考題，乃此批公報發布重點之

一，有專心聽講之考生應不難掌握。另將法令配合時事展現，題意相當明確，考生應不會有「無從下筆」之

感，但如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整作答亦非易事，例如第一題題目作答規定，除會計法、預算法、決算法外，亦須

就其他「相關規定」予以說明，即埋下了拿高低分之伏筆。 

測驗題部分較無創新題，題目不難，觀念清楚並熟讀考古題者，應可拿下高分。本試題如要完整作答，時間調

配須拿捏恰當，申論題部分應為90-100分鐘，測驗題部分為20-30分鐘。一般考生約可拿到50-60分，觀念清楚且

準備充分之考生應可拿到75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依會計法、預算法、決算法及相關規定，就下列問題予以說明：（25分） 

(一)政府會計基礎，依會計法規定，應採用何種基礎？ 

(二)政府會計基礎，依行政院主計處於94年11月1日發布「政府會計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會計

準則公報規定，應採用何種基礎？ 

(三)會計年度結束後，各機關歲入、歲出預算尚未收得及使用須繼續執行部分，其預算保留之

要件、處理方式及核定程序為何？ 

(四)各機關保留之歲入、歲出預算，得免繼續列帳之期限及保留數減免後，依規定必須繼續收

付時之處理方式為何？ 
答： 
(一)會計法第 17條規定，政府會計基礎，除公庫出納會計外，應採用權責發生制。 
(二)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 2號「政府會計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第 8點規定： 

1.政事型基金－除普通基金之公庫出納會計採現金或修正現金基礎外，應採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認列收

入及支出。 
2.業權型基金－應採用權責發生基礎，認列收益及費損。 

(三)1.會計年度結束後，歲入、歲出預算保留之要件，依預算法第 72條及第 76條規定如下： 
(1)歲入部分－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換言之，「已發

生」部分，即可保留於下年度繼續執行。 
(2)歲出部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

或保留數準備。換言之，應付而未付，或已訂約須於以後年度支付者，經核准可保留於下年度繼續執

行。但屬繼續經費者，未經使用部分，得轉入下年度支用之。 
2.處理方式及核定程序，依預算法第 74條及相關規定如下： 

(1)歲入部分－對於「已發生」部分，自動轉入下年度繼續執行，尚無須經核定程序。但對於一些重大事

項（如釋股收入），雖未發生，惟目前「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係規定須填具歲入保留

申請表，於次年 1月底前，報由主管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始得保留轉入下年度繼續執行。 
(2)歲出部分－轉入下年度之應付款及保留數準備，應於會計年度結束期間後 10 日內，報由主管機關核轉

行政院核定，分別通知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

算執行要點」規定，應填具歲出保留申請表，於次年 1月底前，報由主管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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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算法第 7 條規定，決算所列各項應收款、應付款、保留數準備，於其年度終了屆滿 5 年，而仍未能實現

者，可免予編列。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必須繼續收付而實現者，應於各該實現年度內，準用適當預算科目辦

理之。故： 
1.各機關保留之歲入、歲出預算，得免繼續列帳之期限為 5 年。 
2.保留數減免後，依規定必須繼續收付時，應於各該實現年度內，準用適當預算科目辦理之。 

 
二、立法院第6屆第3會期於95年5月30日結束，據報載截至本會期結束，尚未經立法院議決之預算案

包括： 

預 算 案 名 稱 
行 政 院 提 出

預 算 案 日 期

9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9 4年 8 月 3 0 日

95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劃特別預算案 9 4年 8 月 3 0 日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劃第一期特別預算案 9 5 年 3 月 1 0 日

請依預算法規定，回答下列問題：(25分) 

(一)上列３項預算案，立法院依法應於何時前完成審議？ 

(二)各編製附屬單位預算機關(基金)，95年度預算案未完成審議前，其預算執行之補救措施為

何？ 

(三)中央政府總預算所列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應行繳庫數，經立法院審定附屬單位預算後，如

有變更，其處理方式為何？ 

(四)特別預算案未完成審議前，得先行支付其一部之要件為何？ 

 
答： 
(一)1.預算法第 51 條規定，總預算案應於會計年度開始 1 個月前由立法院議決。預算法第 90 條規定，附屬單

位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行未規定者，準用預算法其他各章之有關規定。故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原則上應於會計年度開始 1個月前(即 11月 30日前)，由立法院

完成審議。 
2.預算法第 84 條規定，特別預算之「審議程序」，準用預算法關於總預算之規定。對於「審議期限」並無
明確規定須予以準用，且特別預算是在特定條件之下，於總預算外提出之預算，並無如總預算有提出時

間之限制，既無規定提出及審議期限，故 95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及中央政府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案，立法院並無審議期限。 
(二)附屬單位預算之審議，依上述預算法第 90 條之規定，準用預算法其他各章之有關規定，故準用預算法第

54條所規定之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之補救措施： 
1.收入部分：依上年度標準及實際發生數執行。 
2.支出部分： 

(1)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年度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但依第 88 條規定辦理或經立法

院同意者，不在此限。 
(2)其餘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年度執行數執行。 
(3)履行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4)因應前述收支調度需要之債務舉借。 

(三)預算法第 77條規定，總預算所列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應行繳庫數，經立法程序審定後如有差異時，由行政

院依照立法院最終定數額，調整預算所列數額並執行之。 
(四)依預算法第 83 條及第 84 條規定，有下列情事所編之特別預算，為因應情勢之緊急需要，得先支付其一

部： 
1.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2.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3.重大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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