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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審計法規(包括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與審計法)》 

試題評析 
今年會審法規試題共分兩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為申論題，計有二題，第一題為比較性題目，觀念清楚的考

生，應不難作答；第二題為記憶性題目，有準備充分及背誦條文的考生，亦不難拿高分。第二大部分為測驗

題，計有25小題，較偏重於預算法及會計法的觀念題目，一般考生應可從容作答。 

今年會審法規試題，只要準備充分且觀念清楚，應可拿到80分以上，一般考生亦可在60至80分之間。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政府強化治理機制，將提升施政效能。試分析比較會計人員行使內部審核職權與審計人員行使   

審計職權之異同？請就意義、範圍及實施方式予以說明之。（25分） 

答： 
(一)有關會計人員行使內部審核職權部分，其中， 

1.內部審核的意義（種類），包括： 
(1)事前審核：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著重收支之控制。 
(2)事後複核：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著重憑證、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核。 

2.內部審核之範圍，包括： 
(1)財務審核：謂計畫、預算之執行與控制之審核。 
(2)財物審核：謂現金及其他財物之處理程序之審核。 
(3)工作審核：謂計算工作負荷或工作成果每單位所費成本之審核。 

3.內部審核之實施，兼採書面審核與實地抽查方式，並應規定分層負責，劃分辦理之範圍。 
(二)有關審計人員行使審計職權部分，其中， 

1.審計職權的意義（種類），包括： 
(1)監督預算之執行：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級政府與其所屬機關執行預算時，監督其是否有依照相關規定辦理。 

(2)核定收支命令：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機關為支付各類費款所開具之付款憑單、撥款憑單、緊急支出命令等，於支付機

關開立公庫支票或撥付款項前，依照相關規定予以事前審計者。 
(3)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決算：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機關財務收支事項予以審核或審定，以證明各級政府或各機關年度財務收支或決

算之合法性與正確性。 
(4)稽核財物及財政上不法或不忠於職務之行為：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機關採購事項依法予以稽察，以行使財務司法監督之職權。 

(5)考核財物效能：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機關實施計畫與執行預算結果，作效率性、經濟性、效益性之綜合評估與考核，

以發揮審計積極之功能。 
(6)審定財務責任： 
本項係審計機關就各機關經管財物、出納、會計人員，其所經營之現金、票據、證券、財產、物品或

其他資產，因發生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查明是否已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

意，從而核定應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以配合審計之功能加強發揮。 
(7)其他依法律應行辦理之審計事項： 
本項係審計機關依審計法以外之其他法律規定，就各級政府與其所屬機關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之讓

售，及一定金額以上非公用財產之預估售價，以及有價證券之出售等，予以審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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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計職權的範圍，包括： 
(1)普通公務審計。 
(2)特種公務審計。 
(3)公有營(事)業審計。 
(4)財物審計(稽察)。 
另尚可依其性質區分為： 
(1)財務審計。 
(2)績效審計。 

3.審計職權的實施方式，包括： 
(1)就地審計：審計機關應「經常」或「臨時」派員赴各機關辦理審計事務，謂之「就地審計」。 
(2)書面審計(又稱「集中審計」或「送請審計」)： 
審計機關原則上應派員前往被審核機關就地辦理審計事務，惟其未就地辦理者，得通知其「送審」，

此謂之「書面審計」。 
(3)隨時稽察：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一切收支及財務，得隨時稽察之，謂之「隨時稽察」。 
(4)委託審計：又可分為 
A.審計機關間之委託：審計機關對於審計事務，為辦理之便利，得委託其他審計機關辦理。 

B.監視、鑑定等事項之委託：審計機關對於審計上涉及特殊技術及監視、鑑定等事項，得諮詢其他機

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或委託辦理。 

 

【命中事實】王上達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二回第五節及第四回第一節三、第二節三、四。 

 

二、請依預算法、會計法及決算法之規定，回答下列各問題：（25分） 

(一)中央政府總預算，行政院應於何時提出於立法院審議？ 

(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審議，如不能依法定期限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執行，應如何為之？ 

(三)審計機關如何辦理政府半年結算報告之查核？ 

(四)各機關或基金於會計年度終了時，應辦理結帳，請說明其處理程序為何？ 

答： 
(一)依據預算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行政院會議決定後，交由

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行政院於會計年度開始四個月前提出立法院審議，並附送施政計畫。 
(二)依據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總預算案之審議，如不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執行，依

下列規定為之： 

1.收入部分暫依上年度標準及實際發生數，覈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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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理或經

立法院同意者，不在此限。 
(2)目前以外之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年度執行數，覈實動支。 
(3)履行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4)因應前三款收支調度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理。 

(三)依據決算法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審計長應於會計年度將政府之半年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

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立法院。 
(四)依據會計法第六十五條及第六十六條規定 

1.各種分類帳簿之各帳目所有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各事

項，均應於結帳前先為整理紀錄。 
2.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除為前項之整理紀錄外，對於呆帳、折舊、耗竭、攤銷及材料、用品、產品等盤

存，與內部損益銷轉，或其他應為整理之事項，均應為整理紀錄。 
3.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有所屬分會計者，應俟其所屬分會計之結帳報告到達後，再為整理紀錄。但

所屬分會計因特殊事故，其結帳報告不能按期到達時，各該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得先行整理結帳，

加註說明，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後，再行補作紀錄，整理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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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帳目整理後，其借方、貸方之餘額，應依下列規定處理之： 
(1)公務之會計事務及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各收支帳目之餘額，應分別結入歲入預算及經費預算之各種
帳目，以計算歲入及經費之餘絀。 

(2)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各損益帳目之餘額，應結入總損益之各種帳目，以為損益之計算。 
(3)前二款會計事務，有關資產、負債性質各帳目之餘額，應轉入下年度或下期各該帳目。 

 

【命中事實】 

（一）王上達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一回第四節二、（十）。 

（二）王上達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一回第五節一、（四）。 

（三）王上達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三回第四節一、（三）。 

（四）王上達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二回第四節一、（五）（六）。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96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