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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管理會計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甲公司為與合作夥伴建立更穩固的合作關係，正考慮購置一台價值$72,000的機器。此項購置計

畫預計投入$10,000的營運資金（working capital）。據管理階層估計，新機器耐用年限為5年，

可提供每月額外500小時的產能，並增加每年$30,000的營收及$12,000的營運成本（不含折舊）。

在第5年結束時，預計累計折舊金額為$60,000，處分機器可得$9,000，並返還$8,000的營運資

金。 

試作： 

(一)在不考慮所得稅的情況下，若甲公司要求報酬率為10%，該投資方案之淨現值為何？（5分） 

(二)承上題，該投資方案之內部報酬率為何？（5分） 

(三)在不考慮所得稅的情況下，該購置計畫整體的剩餘利潤（Residual Income）為何？（5分） 

(四)若甲公司的稅率為20%，處分該機器所產生稅後現金流入之淨現值為何？（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關鍵在強調資本預算決策中，所得稅對現金流量之影響、淨利與現金流量運用上之不同、事

前決策與事後績效評估工具之連結等，殘值也設計了一點陷阱，程度上稍微偏難。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九回，徐錦華編撰，頁5-7，例2。 
《高點‧高上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九回，徐錦華編撰，頁21，例8。 

 

答： 

(一)在要求報酬率為10%時，該投資方案之淨現值為−3,210.3，計算如下： 

現金流量影響事項   期間   CF流入(流出) (10%)現值因子 現金流量折現值 
新設備原始投資 0（現在） (72,000) 1 -$(72,000) 
營運資金流出 0 (10,000) 1 -(10,000) 
每年現金流量淨流入 1~5 18,000* 3.7908 68,234.4 
營運資金回收 5 8,000 0.6209 4,967.2 
新設備處分殘值 5 9,000 0.6209    5,588.1 
NPV    −$(3,210.3) 

     *$30,000−$12,000=$18,000 
(二)採試誤法，以報酬率8%計算該投資方案之淨現值為 

−72,000−10,000+18,000×3.9927+8,000×0.6806+9,000×0.6806=1,438.8 
由於要求報酬率為10%時，該投資方案之淨現值為−$3,210.3，故以差補法求得之內部報酬率為：

8%+(10%−8%)× 1,438.8
1,438.8+3,210.3

  =8.619% 

*本題若另以9%試誤，則其淨現值為−$937.1，與8%淨現值$1,438.8採差補求得之內部報酬率為： 

8%+(9%−8%)× 1,438.8
1,438.8+937.1

  =8.606% 

(三)在不考慮所得稅的情況下，每年淨利為：$30,000−$12,000−($60,000/5)=$6,000 
每年該購置計畫整體的剩餘利潤：$6,000−$72,000×10%=−$1,200 

(四)該設備五年後之帳面價值應為：$72,000−$$60,000=$12,000 
因處分時只能回收$9,000，將產生處分損失$3,000，有節稅效果$600(=$3,000×20%) 
故處分該機器所產生稅後現金流入之淨現值為： 
($9,000+$600)×0.6209=$5,960.64 

 
二、丙公司預計X3年其販賣的生鮮雞肉需求量為1,440單位。假設每張訂單的訂購成本為$50，一次

的訂購量為80單位，平均採購價格為每單位$100，購買存貨之資金成本、廠房租金、存貨保險

等成本估計為產品成本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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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作： 

(一)丙公司之經濟訂購量（Economic Order Quantity）為何？（4分） 

(二)若每張訂單按經濟訂購量訂購，則相較於一次訂購量80單位，每年可節省多少現金？（5分） 

(三)受到保存期限的限制，丙公司必須確保庫存持續流動。假設一年有360天，請分別計算保存

期限為⑴20天和⑵10天時，每張訂單最佳訂購數量。（6分） 

試題評析 
本題程度偏簡單，運用經濟訂購量公式可求解，雖題目設計保存期限問題，惟一般常理推估即

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十一回，徐錦華編撰，頁2-6，例1。 

 

答： 

(一)丙公司之經濟訂購量=�2×1,440×$50
100×10%

 =120（單位） 

(二)一次訂購80單位總攸關成本：(1,440/80)×$50+(80/2)×$100×10%=$1,300 
一次訂購120單位總攸關成本：(1,440/120)×$50+(120/2)×$100×10%=$1,200 
故相較於一次訂購80單位，若每次訂購120單位每年可節省現金$100 

(三)每天需求量=1,440/360=4 
在考慮保存期限下，則若經濟訂購量小於保存期限需求量，則以經濟訂購量為主、反之則以保存期限需求

量為主。由於每次訂購120單位需消耗30天。 
故(1)保存期限為20天，最佳訂購數量=20×4=80 

(2)保存期限為10天，最佳訂購數量=10×4=40 
 
三、乙公司專門製造自動感應沖水器，其原理為通過紅外線感應產生水流，達到自動給水的作用。

沖水器的兩側都各有一個感應器，乙公司本年預計生產18,000個沖水器，因此，管理會計人員

蒐集了產製36,000個感應器的資訊，如下所示： 
 單位成本 總成本 

直接材料 $10.00 $360,000 

直接人工（變動） 5.00 180,000 

製造費用（變動）  2.00 72,000 

檢驗、整備、物料處理  8,000 

機器租金  10,000 

分攤廠房之行政成本、稅費、保險    50,000 

總成本  $680,000 

會計人員亦蒐集到下列攸關資訊： 

．檢驗、整備、物料處理的成本隨著批次變動。每個批次1,000個，即乙公司產製36,000個感應

器，將分為36個批次。 

．產製感應器之機器係承租而得，若改由向外部供應商購買，則無須支付租金成本。有個外部

供應商可向乙公司無限量提供每個$18的感應器。 

試作：以下回答請說明並列示計算過程 

(一)若乙公司向外部供應商購買感應器，目前產製感應器的廠房將會閒置。若僅考慮財務因素，

乙公司是否應向外部供應商購買36,000個感應器？自製與外購二方案的成本相差多少？（5

分） 

(二)假設乙公司已決定向外部供應商購買感應器，為了擴增產品功能，閒置的廠房將用以產製

旋轉供水閥（註：每個沖水器有2個感應器、1個旋轉供水閥）。加上旋轉供水閥後，沖水

器的售價可提高$48，但每個沖水器的變動成本也將提升$35，另有每年$180,000的模具成

本。若乙公司於本年生產並銷售18,000個沖水器，僅考慮財務因素，是否應向外部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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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感應器？自製與外購二方案的成本相差多少？（5分） 

(三)受到疫情影響，銷售部門估計本年僅能售出14,000個沖水器（未附旋轉供水閥）。在產量

減少的情況下，釋出之廠房可用以產製感應器，僅考慮財務因素，是否應向外部供應商購

買感應器？自製與外購二方案的成本相差多少？（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自製與外購之非例行性決策議題，涉及閒置產能可以產生增額收入之影響，但並無特殊陷

阱，難易適中。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八回，徐錦華編撰，頁13-16，例4第(8)、(9)題。 

 

答： 
(一)自製方案下之總攸關成本： 

$360,000+$180,000+$72,000+$8,000+$10,000=$630,000 < 外購成本36,000×$18=$648,000 
故應自製，自製較外購方案成本節省$18,000 

(二)若將閒置產能生產旋轉供水閥，則外購方案減除旋轉供水閥增額收入後之淨成本為： 
36,000×$18−[18,000×($48−$35)−$180,000]=$594,000 < 自製方案之總攸關成本$630,000 
故應外購感應器，外購較自製方案成本節省$36,000 

(三)自製方案下之總攸關成本： 
14,000×2×($10+$5+$2) +($8,000/36)×(14,000×2/1,000)+$10,000=$492,222 
小於外購成本28,000×$18=$504,000 
故應自製，自製較外購方案成本節省$11,778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C)1 關於固定成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當固定成本比例較高時，銷售變動對淨利變動的影響較大 
(B)當企業承受營運波動的能力較低時，應當降低成本結構中固定成本的比例 
(C)當企業預期景氣轉好時，應儘可能降低固定成本占整體產品成本之比例 
(D)採用直線法折舊之機器設備，其折舊通常被視為固定成本 

(B)2 甲工廠目前每月生產 1,000 個輪胎，以下為 1,000 個輪胎的單位成本資料： 
直接材料  $30 

直接人工  5 

變動製造費用 8 

固定製造費用  12 

總成本  $55 

該工廠的產能為 3,000 個輪胎，因此考慮擴充產量。請問生產 2,000 個輪胎的總成本為何？ 
(A)$110,000 (B)$98,000 (C)$94,000 (D)$88,000 

(A)3 乙公司採用分步成本制，10 月份之生產數量表如下: 
期初在製品  80單位（完工程度：材料90%，加工成本40%） 
本期投入  500單位 
本期完成轉出  460單位 
期末在製品 120單位（完工程度：材料60%，加工成本30%） 
該公司按先進先出法計算約當產量，材料在生產開始時投入，加工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平均投入，則其材料

及加工成本之約當產量依序各為何？ 
(A) 460 單位及 464 單位 (B) 532 單位及 496 單位 
(C) 336 單位及 290 單位 (D) 290 單位及 345 單位 

(C)4 關於分步成本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能在製造業使用 
(B)可用來計算生產批次中，具個別差異產品的成本 
(C)被企業用來計算大量生產，且外觀、功能皆相同的產品成本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D)被企業在產量超過正常產能時使用 
(B)5 在作業基礎成本制下，整備設備屬於何種層級的活動？ 

(A)單位水準層級 (B)批次水準層級 (C)產品維持層級 (D)設施維持層級 
(B)6 甲公司製造產品之實際工資率為每人工小時$97，X1 年度實際人工小時數為 9,000 小時，人工效率差異

$47,000（不利），以及工資率差異$27,000（有利），標準人工小時數為何？ 
(A) 8,500 小時 (B) 8,530 小時 (C) 9,470 小時 (D) 9,500 小時 

(C)7 乙公司 X7 年產品單位售價為$55，單位變動成本為$25，固定成本為$200,000，總共銷售 10,000單位，

則 X7 年營業槓桿度為何？ 
(A) 0 (B) 0.3 (C) 3 (D) 5.5 

(D)8 下列為甲公司今年度之靜態預算及實際產銷量資料如下： 
 靜態預算 實際資料 
單位數 100單位 80單位 
單位標準變動成本   

直接原料  $10 $10 

加工成本 $5  $7 

固定成本   

設備折舊  $700 $700 
有關靜態預算差異與彈性預算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靜態預算不利差異$120，彈性預算有利差異$140 
(B)靜態預算有利差異$120，彈性預算不利差異$140 
(C)靜態預算不利差異$140，彈性預算有利差異$160 
(D)靜態預算有利差異$140，彈性預算不利差異$160 

(C)9 甲公司的變動費用占銷貨收入的 72%。該公司的損益兩平銷售額為$4,900,000。若該公司目前銷售額比損

益兩平銷售額少$120,000，則淨利（損）為何？ 
(A)淨損$120,000 (B)淨損$86,400 (C)淨損$33,600 (D)淨利$120,000 

(C)10 甲公司 X8 年度的固定製造費用為$12,000，正常產能水準為 2,000 單位，實際產量為 1,500 單位，銷

售量為 1,200 單位，期初存貨為 0。該公司採用全部（歸納）成本法，固定製造費用分攤率係根據正常

產能水準計算而得，假設甲公司的實際產量與正常產能的差異屬於重大差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全部成本法下固定製造費用包含在期末存貨中的金額為$1,800 
(B)變動成本法下的營業淨利比全部成本法下的營業淨利少$1,800 
(C)全部成本法下，固定製造費用計入損益表的總金額為$7,200 
(D)變動成本法下的固定製造費用計入損益表的總金額為$12,000 

(D)11 丙公司正在考慮一個投資新設備的資本預算方案，此方案的原始投資額為$186,000， 設備使用年限為 9 
年，預計運作新設備每年之現金固定成本為$82,000，現金變動成本為收入之 5%。該投資每年產生的現

金收入為$180,000，預期之報酬率為 6％。則該方案的回收期間多長？ 
(A) 7.50 年 (B) 4.31 年 (C) 3.25 年 (D) 2.09 年 

(D)12 丁公司正評估購買新生產設備之計畫，假設新生產設備之成本為$430,000，預計使用年限 8年，依直線

法折舊，殘值為零。若該新生產設備每年年底可創造$110,000 之現金流入，所得稅率為 30%，稅後必

要報酬率為 12% （8 年期$1 之複利現值折現因子=0.404、年金現值折現因子= 4.968），則該購買新生

產設備計畫之淨現值為何？ 
(A)($8,544) (B)$8,592 (C)$26,580 (D)$32,645 

(B)13 某公司 X8 年度之預計及實際銷貨資料如下： 
 甲產品 乙產品 
 預計 實際 預計 實際 

銷售單位 1,500 1,750 3,000 4,250 

單位毛利 $10 $9 $20 $21 

進行銷貨毛利差異分析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純粹銷售數量不利差異$25,000；銷售組合不利差異$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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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純粹銷售數量有利差異$25,000；銷售組合有利差異$2,500 
(C)純粹銷售數量不利差異$25,000；銷售組合有利差異$2,500 
(D)純粹銷售數量為 0；銷售組合差異為 0 

(C)14 有關沉沒成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沉沒成本愈低則此決策愈有利可圖 
(B)公司考慮委外決策時應考量沉沒成本 
(C)資產負債表上的設備帳面價值即為沉沒成本 
(D)制定決策時兩方案的沉沒成本相減即為差異成本 

(A)15 甲公司生產 A 產品與 B 產品，去年生產資訊如下： 
 A產品  B產品 
單價  $130  $91 

單位變動成本  $104 $52 

單位固定成本 $16.25  $13 

生產與銷售數量  8,000  10,000 

使用機器小時 4,000  10,000 

甲公司的總固定成本不隨產品組合更動。甲公司今年面臨強勁需求，二種產品的市場都供不應求，但是

甲公司發現機器設備僅有產能 130,000 機器小時。甲公司應產銷 A 產品與 B 產品數量為何？ 
(A) A 產品 260,000 單位；B 產品 0 單位 
(B) A 產品 130,000 單位；B 產品 65,000 單位 
(C) A 產品 52,000 單位；B 產品 104,000 單位 
(D) A 產品 0 單位；B 產品 130,000 單位 

(D)16 甲公司生產二種滑鼠：一般型（Regular）與電競型（Gaming）。一般型之單位邊際貢獻$255，電競型

之單位邊際貢獻$340，市場對甲公司一般型每週需求上限為 153 單位，對電競型則供不應求，也就是

每週需求已超過甲公司之直接人工小時與機器小時產能。甲公司每週直接人工小時產能為 5,100 小時，

機器小時產能為 1,700 小時。一般型每單位需 255 直接人工小時與204 機器小時，電競型每單位需 
204 人工小時與 102 機器小時。若採線性規劃方式求解此產品組合決策，假設 R 為一般型產銷量，G 
為電競型產銷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目標式為：極大化 340R+255G 
(B)有關機器小時之限制式為：204R+102G≧1,700 
(C)有關電競型需求量之限制式為：G≧0 且 G≦153 
(D)有關直接人工小時之限制式為：255R+204G≦5,100 

(C)17 A 公司為產品製造商，有甲、乙兩個部門，下列數據為此兩部門最近一期的資料： 

正常產能（單位數） 500,000 

外售單位數 360,000 

中間市場單位售價 $62 

單位變動成本  48 

單位固定成本（按正常產能計算）  7 
單位固定成本（按正常產能計算） 7 
若甲部門同意以每單位$50 向乙部門購買，則乙部門利益會如何變動？ 
(A)減少$400,000 (B)減少$600,000 (C)增加$100,000 (D)增加$2,500,000 

(B)18 當中間產品沒有公開市場時，有關訂定轉撥價格的方法，下列何者最能維持部門自主性？ 
(A)雙重轉撥計價法 (B)協議轉撥計價法 
(C)成本基礎轉撥計價法 (D)市價基礎轉撥計價法 

(C)19 有關經濟附加價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評估利潤中心績效的一種績效指標 
(B)是稅前淨利減去長期資金成本之後的利潤數 
(C)相較於投資報酬率，係以絕對數字表示，故可避免反功能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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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具有可比較性，可藉以客觀衡量部門間以及同業間之相對績效 
(C)20 甲飯店設有餐飲及住宿部門，T 年 6 月發生以下成本：廚房材料支出$200,000；飯店維修人員薪資

$30,000；6 月份處理訂房以及帳務之電腦設備租金$25,000； 廚房用地建築物之折舊$12,000。餐飲部門

經理的可控制成本為何？ 
(A)$12,000 (B)$42,000 (C)$200,000 (D)$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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