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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號公報修正的緣起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10 號為「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表彰存貨之評價與表達，過去主
要係參酌美國會計準則，規定存貨成本計算得採用先進先出、後進先出、加權平均、個別認定等
4 種方法，且存貨之續後評價應以成本與市價孰低法為之。然而基於產業發展與型態的改變，為
確保財務報表的穩健與充分揭露損益等特質，過去10號公報所允許的存貨計價方式已經有所缺陷
，因此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參酌國際會計準則IAS 2規定，2007年11月間修訂第10號公報「存貨
之會計處理準則」，且給予企業準備作業期間，2009年1月1日起實施。修訂第10 號公報，其目
的透過存貨會計處理的修訂，協助企業走向即時存貨系統，避免過去因存貨衍生如操作帳面損益
等問題。

      由於外界反應，修正後10號公報採逐項比較法，將對部分產業造成衝擊，建議延緩實施；
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後決議如期自2009年元旦起施行。金管會指出，根據對所有上
市櫃公司所做的二度問卷調查結果，67%上市櫃公司認為修正後的10號公報無重大影響，日本、
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存貨會計處理也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因此決議修正後10號公報如期自
2009年元旦起實施。 1

貳、新的10號公報到底有甚麼差異?

      第十號公報最大的改變在於對存貨價值的評價方式改變:
新修訂之公報和現行企業採用之存貨處理方式有很大不同。

      新的10號公報的重要內容如下:

       

     1. 存貨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
     2.
存貨之成本應逐項與淨變現價值比較，但同一
類別(如第11段)之存貨亦得分類比較。其方法一經選定即需各期一致使用。
      3. 存貨自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之金額，應認列為銷貨成本。
     4.
企業比較存貨之成本與淨變現價值時宜逐項比較之，不宜將所有製成品或或特定營運部門之所有
存貨分類為單一類別，惟類似或相關之項目得分類為同一類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項目始得分
類為同一類別： 

屬於相同產品線，且其目的或最終用途類似。 
於同一地區生產及銷售。 
實務上無法與該產品線之其他項目分類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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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務提供者通常按其單獨售價之各項勞務分別累計相關成本，故各項勞務宜按個別項目做
續後評價。 

     
根據新的第10
號公報，將存貨的成本計算，由現行的總額法，改為逐項比較法，過去企業可藉總額比較方式藉
由市價高於成本之項目，隱藏成本高於市價項目之損失，因此可以把所有項目合計後，正負相抵
，企業多不用提列跌價損失；但新公報要求改按分項或分類比較法逐項評價，且漲價不得認列利
益，但跌價必須逐項認列損失，對企業獲利影響重大。在現階段不景氣時，企業於財務報表上提
列的跌價損失大增，直接影響損益表和企業獲利能力。可能迫使企業在明年第一季就必須認列存
貨跌價損失。 
      其次原「成本與市價孰低法」，將改採「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改採用「淨變現價
值」，首先是淨變現價值計算不易。根據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計審計委員會主委陳慕賢指出，要
如何計算各類別的「淨變現價值」，對若干企業來說確有實務上的困難，倘若上市櫃公司不能完
成修改公司電腦資訊系統的準備，明年第一季想要及時完成報表，恐怕有相當的困難。   
另外，如果有「未實現
利益」，則無法認列成為損益表上的獲利，因
此，10號公報的實施，被認為是對企業獲利的「負面影響」因子。 

     
與舊制相比，10 
公報對於存貨原始衡量之差異在於固定成本的分攤，為了避免存貨帳列金額高於實際成本，故要
求企業必須依正常產能分攤固定成本。因此，當產能利用率偏低時， 若有未分攤之固定製造費，
應於當期列入銷貨成本，將會再次衝擊原本因為產能利用率下滑之毛利率表現。然就實務面而言
， 10 
號公報之要求所謂「正常產能」在界定上有相當難度，因為企業會在市場需求不佳時減產或以歲
修來調整產出，
此時當季的「正常產能」是以整
體設備設計理論值或是當季減產/歲修後的理論值? 在會計實務處理上的確仍有爭議。

參、10號公報對於個別產業的可能衝擊評析

       

      營建業方面，面臨金融海嘯引起之經濟衰退，需求降低，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迷，可能將受
到相當的衝擊。過去，營建公司購買之土地，因區位地段不同而有漲有跌，若按「總額比較法」
，只要歸類在同類的土
地，在認列存貨時可以盈虧互抵。然而，若依
新制10
號公報改採「逐項比較法」，需逐筆計算房地價值，無法再以漲價土地彌補跌價土地的損失，對
營建業獲利無異雪上加霜。舉例而言，A建設公司買了一塊20
億元土地，一個月後18億元賣出，10號公報下，須認列2
億元跌價損失；另外，A
公司手邊還有一塊早期買的土地，成本7億元，現在市價8億元，按10號公報，這1
億元未實現獲利是不能認列的。在新的10號公報實施前，A
公司買這兩塊地，總成本27億，總市價是26億，在舊制下，只需認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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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跌價損失。10號公報實施後，在逐項比較下，2
億元跌價損失必須認列，1
億元未實現獲利無法認列
，對企業來講，損益表上的「費用損失」變成2億，新制比舊制就多出1億。
     
據房仲業者統計，今年8-10月台北市買賣移轉戶數僅12,436戶，與4-6月的20,644
戶相較，不到半年已急跌 4
成，且有學者預估未來房價將會下跌3
成。可預見未來營建產業將面臨龐大之房地存貨壓力。2以目前建商獲利來看，
整體毛利率達18.4％ 以上，
顯示房屋售價和成本間仍一定的空間
，因此預估房價跌幅在20
％以上才會面臨提列庫存跌價損失的問題
，短期建商對10 號公報的自行評估多為影響不大。為免除10 號公報帶來的衝擊，
一旦房價或地價開始大幅向下修正， 建商可能將積極處分土地，
不排除建商將手中土地轉至負責人個人或相關企業名下，但未來土地增值帶給公司的獲利減少，
建商毛利將下跌。
      對傳統產業來看，某些產業如鋼鐵、石化業等需要大量原油、鋼鐵等原物料以供作生產原
料，面對2008
年年中以來原物料價格由高點大幅回挫，這些傳統產業，其存貨價值將蒙受重大損失。例如：鋼
筋由每噸34,000元的高點，一路跌至谷底，雖然自11
月後出現反彈，但仍處於15,000元左右，跌幅達56
％，加以業者手中的高價庫存不少，一旦適用
新制10
號公報，勢需提列高額的跌價損失。若就第一季實施後對於第一季季報之影響觀察，預期第一季
各塑化產品報價若呈現穩中盤堅向上走勢， 且目前中油合約價及市場現貨價走勢已完成短底，向
上趨勢不變，且各家若皆能積極打銷高價存貨，獲利可望成長則無原料跌價問題，且多數先前停
工廠家紛紛於12 月底復工，開工率也拉高至正常水準， 故第一季 10 號公報影響或可緩和，
塑化產業應回歸至以產品報價與原料利差等基本面走勢來評價。
      另外， 開工率降低所造成存貨成本之提升，
則由資產負債表下存貨成本轉列至損益表之銷貨成本， 可能造成毛利率進一步降低。新制規定固
定製造費用將以考量歲修後之正常生產設備產能分攤，而不按實際產量分攤，
因此當淡季來臨或是需求疲弱時， 產量降低或是設備閒置將導致未分攤之固定製造成本由存貨轉
列至銷貨成本。此點目前來看對塑化產業影響最大， 主因為在產品報價低靡時，全球塑化廠習以
區域性聯合減產形成
供不應求局面，新制實施後則減產所造成
固定成本上升(存貨上升)
將轉列為銷貨成本上升，侵蝕毛利率，對於慣以減產手法活絡市場交易之塑化廠影響將較大。3

     
     
電子產業則因其產品的生命周期短，跌價
損失大，因此10
號公報的影響亦不遑多讓。尤其存貨對電子產業而言甚為重大，其金額高達營業額之數倍以上，
存貨成本損失，將嚴重影響企業損益，並立即反映在每股盈餘(EPS)上。
      晶圓代工業和封測產業是採接單式生產營運模式，因此存貨水位通常不高，
也較無庫存跌價損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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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電子業方面，就各類電子次產業來看，其中包括印刷電路板、太陽能、IC通路、DRAM、TFT
LCD、以及LED等影響程度較為明顯，尤其是IC
通路業，由於存貨淨值比普遍高逾4成，且存貨資產比亦超過20%
，因此對介於需求端與供給端的通路商而言，將受到較大的庫存壓力。4 

     
在DRAM
產業方
面，由於新制
實施後要求未分攤的固定製
造費用，須於當期認列銷貨成本，這將使DRAM
的業外損
失轉列到銷貨成本
項下，進而使得毛利的數據轉差，這
對於原本即虧損嚴重的DRAM
產業而言，將出現本業虧損數字將更形惡化的負面效果。同時固定製造費用將直接分攤進銷貨成
本，不利於廠房、設備購置甚多導致
正常產能大的企業，如DRAM正是固定資產投資較大的企業，恐怕又將蒙受另一不利影響。
     
對於TFT-LCD
產業而言，雖然各大面板廠如奇美、友達、群創等已經開始於去年第四季從嚴認列庫存損失，因
此目前庫存維持低水位，因此預期影響有限。而今年在去年液晶螢幕跌幅超過五成、液晶電視也
有高達3-4
成的幅度下，今年再跌空間有限，因此因十號報所造成的毛利減損比例將較低，主要影響為認列
去年第四季的業外損失。  

     
而在LED
產業部份，若上半年供過於求狀況仍難改善，則跌價壓力持續，因而預期除了去年第四季的庫存
跌價損失將認列外，今年上半年的毛利表現也將受到影響。。法人表示，十號公報實施後對於上
游具有較長庫存天數的廠商影響將較為嚴重，而下游廠商因庫存天數較短，因此影響相對較小。
但據法人研究報告指出， LED 
業者長期被詬病的議題其中之一是存貨問題，由於LED 產業特殊， 製成品是光源產品，
加上製程參數不易控制， 往往製成品波長及亮度分散大，
較無法集中生產單一客戶的要求規格，故良率較低，
但此一客戶不要的產品規格可能是其他客戶所要的， 故單批產出規格外的產品，
業者不會立即提列， 而是等待其他客戶的要求剛好符合此一規格而出貨，
或待一段時間賣不出而提列，以及轉賣予收購次級品業者，此一特性皆導致存貨不斷攀升，
故LED 產業的存貨週轉率往往比其他電子產品低。因此未來影響值得注意。5 

      在太陽能產業方面，由於受到不景氣的衝擊，太陽能產業自去年第四季起即面臨極為嚴重
的需求緊縮，加上市場價格下滑幅度較大，使得太陽能產業所面臨的存貨跌價損失，將較目前所
看到的歷史存貨資料嚴重，影響層面恐怕也較為深遠。 
     
而印刷電路板和被動元件產業，以整體
供應鏈來看，下游PCB

 4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科技經濟

發佈：2009-01-09, 週五 23:20
點擊數：259144

廠自去年第四季起在面臨訂單急縮下，已先行對上游原材料庫存做出較大的修正，因此影響幅度
較小；6CCL
部份廠商則因去年下半年誤判銅價走勢，因此在較多的原料庫存出現下將有不小的虧損；軟板廠
則因周轉天數普遍較長，因此也將受到衝擊。
      在其他電子次產業部份，其中筆記型電腦業因對於存貨控管較為嚴謹，因此新制實施後雖
仍對本業獲利率產生影響，但預期影響程度相對輕微；手機業則是下游硬體業的影響小於周邊零
組件業；數位相機業則因代工備料週期短，庫存水位低，因此影響也較為有限。  

      對銀行授信業務而言，無論是銀行授信之評估，或放款複審之決策，大抵而言必然受企業
財報數字表現左右，10
號會計公報之修訂，必然大幅影響企業財務報表之編製，銀行根據現有之內部風險管理之授信流
程，若企業因銷貨成本增高又需認列跌價損失等造成毛利率降低，勢必將導致銀行調整放款授信
決策，極可能使企業取得融通資金難度升高。

肆、小結

      10號公報實施之後，對產品多樣化的通路廠商而言，存貨管理壓力將明顯增加。存貨週轉
天數長(即存貨週轉率偏低)之產業代表有較高之機率持有過時之存貨，於季底結帳時也較容易有
一次性的資產減損疑慮。就資本市場來看，短期內，新公報將迫使企業於明年起需先提列足額之
存貨跌價損失，預計將明顯影響企業明年第一季之獲利能力；此外，新公報將使企業財報損益對
存貨跌價變得更為敏感，獲利能力之波動度可能提高，若毛利大幅衰減，在當前經濟景氣不佳的
情況下，恐將影響投資人對企業投資信心，對資本市場之衝擊不言而喻。 

作者張國城為會計師，兩岸政經研究學會監事會主席、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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