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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會計政策變動能使企業的財務報表數字變得可觀，甚至能轉虧為盈。

會計準則在會計處理上能提供企業一種或以上的選擇，但企業仍需選擇最

為適當且能忠實表達交易結果的會計處理政策及方法。只有當企業面臨危

機時，為使財務報表不失其可靠性及攸關性，才選擇改變更適合公司之會

計政策。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旗下子公司因巨額虧損而接連下市時，選擇改變

會計政策，美化財務報表數字。台灣自 2013 年起正式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IFRSs），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投資性不動產」規定，企

業持有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需採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本案例針對

投資性不動產改變會計政策，由原本之成本模式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而

案例中企業擁有大量土地資產，選擇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能使大批不動產

透過市場價格提升價值，從而使淨值暴漲。 

本研究是以個案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討，以「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為研

究對象，先對大同公司之近況作資料蒐集再深入分析，探討大同公司改變

會計政策之動機與應對策略，以會計政策之選擇、投資性不動產及財務報

表之影響對大同公司作研究，及分析公司會計政策改變前後對公司財務報

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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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accounting policies can even turn a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into 

profit. Accounting standards can provide enterprises with one or more choices in 

accounting treatment, but enterprises still need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accounting treatm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that can faithfully express the transaction 

results. When a company is facing a crisis, in order to mak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reliable and relevant, change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suitable for the company.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when the company's subsidiaries go out of the market due 

to huge losses, they choose to change their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beautify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Taiwan has formally adop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s) since 2013.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ulletin No. 40 “Investment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need to adopt a cost model or 

fair value model for subsequent measurement of investment real estate. This case 

changes the accounting policy for investment real estate from the original cost model 

to the fair value model. In the case, the company has a large amount of land assets. 

Choosing to change to the fair value model can increase the value of real estate 

through market prices. 

 

This research is an in-depth discussion based on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object is 

"Datong Co., Ltd." First, it collects information on the recent situation of Datong 

Company and then analyzes it in depth.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on Datong Company'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company's accounting policies on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Keywords: affiliates、changes in accounting policies、case study、investment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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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同公司）之子公司中華映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華映)曾經為我國第一家生產液晶面板的廠商，1990 年代為

台灣研發視訊產品關鍵零組件映像管的重要廠商。南韓於 2008 年金融海嘯

期間投資了大量資金於面板產業來提高技術，大幅地拉開與台灣廠商的差

距，產業變化的幅度愈來愈快，技術快速的演變，但華映轉型的速度落於

人後，近年來接連的虧損，導致大同公司 2018 年合併報表中投資子公司虧

損 99 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於 2014 年三月修訂「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九條，允許公司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得選

擇採用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之相關規定。為了美化財務報表，大同公

司依照金管會規定，自 2018 年起針對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改採用公允價

值衡量，而 2018 年依相關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增加約 138.5 億元，使公

司截至 2018 年底，淨值為 330 億元，每股淨值 14.5 元。 

大同公司及其子公司華映、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綠能)、尚

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尚志)、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福華)

統稱為大同集團，旗下包含電力設備、馬達、智慧電表、太陽能、電腦與

機電、電力工程、先端電子及家電電子等八大事業體。大同公司自 1969

年開始生產大同電鍋及公司吉祥物「大同寶寶」，是老一輩台灣人的共同回

憶，但近年來，大同集團卻爆出經營問題，根據金管會公布，2018 年第三

季大同集團的長短期借款，合計高達 1132 億元，其中華映長期借款共 331

億元，是大同集團中，借款最多的子公司，也是 2018 年引爆財務狀況的核

心，2019 年集團子公司更接連下市，但大同公司每股淨值卻不跌反升，其

原因是因為大同公司變更會計政策，將投資性不動產之後續衡量由成本模

式改採用公允價值模式。大同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性不

動產淨額」，就佔大同公司資產 56%，超過一半，因此大同公司選擇以公

允價值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以彌補投資華映、綠能所造成的虧

損。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第三點

會計政策之變動原則：企業僅於會計政策變動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始應

變動其會計政策:(1)某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規定或(2)能使財務報表提供

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或現金流量之影響之可

靠且更攸關之資訊。金管會於 2014 年初修訂各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原則

上開放企業之投資性不動產後續可以選擇採「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

式」衡量，以提高財務報表資訊透明度。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以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5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20 年) 

由於經濟環境、客觀情況的改變，使企業原來採用的會計政策所提供

的會計資訊，已不能適當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

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應改變原有會計政策，按新的會計政策進行核算，

以對外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資訊。 

本研究旨在針對公司會計政策的改變，透過文獻探討公司使用不同的

會計政策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對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並經由個案分析來

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不景氣的時代，公司內部紛爭、營運不佳甚至接連下市倒閉，公司

面臨這樣的困境，會做怎樣的危機處理，該如何調整，藉以讓公司有機會

度過難關。上市公司旗下的不動產，若不是以營運自用，而是以投資賺取

租金或資本增值為目的，則可視為投資性不動產(土地或建物)，IFRS 規定

須每年作資產重估鑑價，增值損益列入損益表，可發揮資產最大價值。金

管會開放投資性不動產可採用公允價值衡量後，企業經評估依公允價值衡

量方能顯現投資性不動產之價值並反映出持有該資產之目的，而選擇改採

公允價值模式。 

大同公司決定針對「投資性不動產」改變會計政策，將由原來的「成

本模式」，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而且可以回溯至 2018 年初。也就是說，

大同手上大批的不動產，都可以重新透過市場價格提升價值。雖然後續綠

能、華映接連倒閉，但此舉，能讓大同暫時喘口氣。本個案研究將對大同

公司之會計政策變更做探討，為何改變會計政策能讓一間公司暫時脫險，

虧損創新高，保留盈餘卻一季暴增。 

貳、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大同公司面臨接連倒閉的子公司華映、綠能

時，對於投資性不動產所採取的會計政策之變更，以及會計政策變更對財

務報表的影響，包含合併報表對於母子公司的重要性。第一節介紹關係企

業與集團企業之定義及架構，了解企業內部之運作及相互關係；第二節則

介紹會計政策之定義及變動條件，對新適用之準則列明該揭露項目；第三

節說明投資性不動產之規範、攸關性以及會計選擇的決定因素，例明投資

性不動產的會計處理方式，對相關文獻作探討；而第四節則說明合併報表

之定義、準則及相關文獻。 

第一節 關係企業與集團企業 

一、關係企業概說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企業自己經營的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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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內部成長，如:設立分公司，或外部成長，如:合併其他公司。關係企

業在法律上屬於不同的個體，可是在經濟實質上應該要當作是同一間公

司，故公司在作為各式考量的情況下，均採用關係企業之組織來定義它，

以獲取各式各樣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二、關係企業之定義及範圍 

過去公司法所規定的對象，只侷限在唯一公司，針對數多公司合成一

個單一經濟個體的相關問題尚未敘說。基於關係企業營運方式的整體效

益，慢慢成為經濟組織實體主流，因此對於關係企業的規範需要更進一步

的了解。 

公司法於 1997 年 6 月對關係企業之運作加以規範，增訂「關係企業專

章」共計十二條(公司法 369 之 1 條~369 之 12 條)，以維護大眾交易之安全，

保障從屬公司少數股東及其債權人之權益，促進關係企業健全之營運。那

關係企業大致分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和相互投資之公司。事實上，

一般關係企業並不侷限這兩種型態，還有受同一單位指揮監督者，也稱之

關係企業，因為主管考量關係企業剛立法，因此討論的範圍為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之公司及相互投資之公司這兩種作為討論。 

關係企業的類型: 

根據公司法第 369 之 1 條:關係企業係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與

從屬關係之公司或相互投資之公司。而公司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類型

又可以分為(1)控制與從屬關係(2)推定控制與從屬關係(3)互為控制與從屬

關係 

三、關係企業之衍生問題 

依照關係企業不管是控制從屬公司或者相互投資公司，彼此間有特殊

關係會直接或者間接影響集團內公司重要決策，隨著投資不斷擴大自己的

集團，同時也可能要注意某些投資上會不會有出現一些小問題，以下將介

紹幾種關係企業有的一些弊端。 

第一種:利益輸送問題 

按照公司經營者的理念為全體員工跟股東追求最大利潤，但因為經營

者欲將公司可獲取的利益，利用一些特殊手法，轉讓給自己或者第三人，

導致股東及債權人受到損失。基於利益輸送的形式各式各樣，因此我國法

律上有相對應規範，但在實務上卻漏洞百出，其中又以不動產移轉所獲取

的利益較高，例如:土地的移轉按照徵收當期公告的土地作為一個基準，根

據最後結果給予加成補償，倘若掌權者透過關係公司的資金以高額收購其

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土地，而超過現值的部分，可以免徵土地增值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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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相對之可觀利潤。 

第二種:家族董事兼充 

家族企業已經算是台灣特有的文化，而在這些家族董事會中，佔的比

例不在少數，在台灣家族企業生態下，公司的經營權與管理權十指緊握。

因此董事長兼充的情況下可能會去偏袒某一公司的利益，而使另一間公司

造成股東損失，然而在我國法律內並沒有禁止董事兼充這個問題，因此即

使對董事兼充有諸多批評，但家族企業所帶來的活力及彈性，還是應該給

予認同。 

四、集團企業定義 

台灣經濟新報 (以下簡稱 TEJ)對於集團定義為最終控制者相同之公

司，包括以下狀況：(1)董監事之組成三分之一以上相同(2)主要經營階層相

同，董事長或總經理相同(3)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具有實質控制力。(4)

具有相互投資關係。集團形成的方式經常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聯繫

(Granovetter,  2005)，非正式的關係包含種族、信仰、親屬等因素；正式

的關係涵蓋公司與公司之間的交叉持股、資金的流動產生借貸關係和董監

事的相嵌等。 

五、台灣集團企業特性 

(一)最終控制者 

台灣集團企業大多數為家族集團，其中核心股權主要是集中在個人或

是家族成員們中，他們會決定出企業的營運決策與方向，扮演著最終控制

者的角色。鄭煒平(2011)認為最終控制者做出營運決策的考量會受到自身

控制權力與經營誘因的偏離程度所影響，在適度的偏離效果下，最終控制

者選擇創造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經營決策，但如果偏離程度增加太多，最終

控制者反而會選擇犧牲其他股東的權益，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營運決策。 

(二)交叉持股 

「兩個以上的公司，基於特定目的之考量，互相持有彼此所發行的股

份」可稱之為交叉持股，在台灣現存的集團企業都能看見交叉持股的現象。

企業存在交叉持股的關係可能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第一，為維持公司經

營權的安定，透過交叉持股所建立起公司法人之間的聯盟；第二，企業可

藉由交叉持股形成策略聯盟，維持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進而提升企業優

勢；第三，企業同時可藉此關係的存在，得以在適當時機，介入股市維持

股價。 

企業間的交互持股不僅存在著優點，同時也有弊端的存在，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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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企業可藉子公司炒作股票；第二，若有心人士挪用母公司資產，雖然可

藉子公司暫時掩護母公司，但資金一旦不夠時，母子公司將面臨財務危機；

第三，子公司透過母公司借殼上市，使整個公司的每股盈餘上升，吸引投

資人。 

第二節 會計政策變動 

一、會計政策定義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之定義，會計政策係指企業編制及表達財務

報表所採用之特定原則、基礎、慣例、規則及實務。會計政策之決定包含

折舊方法之選擇、存貨評價方法以及研究發展費用成本計算方法等等。選

擇與適用會計政策之目的在於提供具有攸關性與可靠性(包括忠實表述、實

質重於形式、中立性、審慎性及完整性)之會計資訊。原則上，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已明確規定某項交易/情況應適用之會計政策時，企業應遵照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決定其應適用之會計政策。但若國際會計準則未規定時，管

理階層得自行判斷訂定並採用之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於相類似之交易或事項應一致性的選擇與適用，除非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有明確規定宜依不同類別採用不同之會計政策。 

二、會計政策變動 

當符合因應 IFRS 規定或為使財務報表提供更可靠且攸關之資訊時，始

得以改變企業之會計政策。會計政策變動時，若有適用新準則或新解釋，

則需依該準則規定辦理，但若為自願性會計政策變動或無新適用準則時，

則應追溯適用該會計政策變動，然而追溯適用在實務上，往往因為無法得

知特定期間影響數與期初累積影響數，因而無法執行。 

會計政策變動時，對於新適用的準則，應該揭露包含：會計政策變動

之性質與過渡性規範、於實務可行範圍內揭露當期與每一前期的調整金

額、追溯適用不可行時亦應揭露該情況之原因與何時開始適用會計政策變

動。若為自願性會計政策變動時，則應揭露包含：新會計政策可提供更可

靠與更攸關的會計資訊之原因、當期與每一前期的調整金額、所表達期間

前之期間相關之調整金額、追溯適用不可行的原因及何時開始適用。 

第三節 投資性不動產 

一、投資性不動產相關之規範 

為了使會計處理提供高品質資訊及具備會計資訊的高透明度，IFRS1

規範了企業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需的規範，對於所有列報期間的

財務報表及期中財務報告須具備可比較性，而企業經營階層也面臨投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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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相關資產成本首次的制度選擇。 

在新制度的銜接上，IFRS 提供企業在準則解釋中具有較高的裁量權，

針對十七個項目可以選擇不追溯調整，內容包含企業合併、股份基礎給付

交易、保險合約、認定成本租賃、員工福利、累積換算差異數、投資子公

司與聯合控制個體及關聯企業投資、子公司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資產及負

債、複合金融工具、先前已認列之金融工具之指定、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原始認列之公允價值衡量、認定成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成本中包含之除

役負債、服務特許權協議、借款成本、客戶資產之轉入及以權益工具消滅

金融負債轉入等十七項。其中在認定成本項目中係管理階層在面對投資性

不動產的衡量方式中最相關的部分，在轉換 IFRS 日當天可依照公允價值

或重估價價值作為成本的選擇，惟採用須符合 IFRS 中成本與折舊之規定

並考慮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反映。 

企業依照 IFRS1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在投資性不動產的衡

量方法可分為認定成本法及成本法兩種，其中認定成本法中包含了重估價

法與公允價值法兩種。然而投資性不動產資產的後續衡量則依照 IAS40 規

定中可選擇公允價值法與成本法兩種。 

綜上所述，投資性不動產的會計處理方式可歸類為六種，(1)首次採用

公允價值且後續採用公允價值(2)首次採用公允價值且後續採用成本法(3)

首次採用重估價價值且後續採用成本法(4)首次採用重估價價值且後續採

用公允價值法(5)首次採用成本法且後續採用成本法(6)首次採用成本法且

後續採用公允價值法。 

二、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之攸關性 

 對於提供投資性不動產的公允價值資訊過去並未明確要求，隨著導入

IAS40 後要求企業必須在附註中揭露此項資訊，但對於投資人的決策是否

具備攸關性有兩種看法，對於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資訊對於增額價值具

有攸關性，財務報導中若能提供公允價值資訊，對投資人的決策是有幫助

的，所以公允價值之價值攸關性顯著較高(Garg and Hanlon, 2012；Lourenco 

and Curto, 2008)。 

三、投資性不動產會計選擇的決定因素 

在 IFRS 規範中投資性不動產的會計處理有兩種處理方式，公允價值模

式與成本模式可供選擇，而採用的方式往往對於公司損益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而其中影響會計選擇的因素可歸納為三種 

 Muller, Riedl, and Sellhorn (2015)研究企業在持有投資性不動產之情

況，作為股東對於相關資訊透明度需求之代理變數。研究結果發現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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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越多投資性不動產時，管理階層較可能主動採用公允價值模式，因此

投資性不動產的持有比例多寡會影響會計方式的選擇。 

而在過去的文獻中探討債務契約與選擇公允價值模式之間的關係提出不同

的預測方法，而研究結果也發現並不一致，除了在公允價值資訊的取得可

靠性較低外，採用公允價值模式可能賦予管理階層較大的操縱空間

(Landsman, 2007；Ramanna and Watts, 2012)，這種方式會對債權的權益產

生負面的影響，因此債權人較傾向採用歷史成本做為衡量標準。 

 Quagli and Avallone (2010)研究中指出資訊不對稱也是影響的因素之

一，公允價值能夠提供許多即時的資訊來提供投資任了解企業的價值，所

以當企業資訊不對稱情形越嚴重下，投資人更會要求公司提供公允價值資

訊。但以市價淨值比來衡量資訊不對稱的程度，其結果與預期相反。研究

中發現市價淨值較高的企業反而較不採用公允價值模式，其原因為對這些

企業而言，資本市場反映其價值及未來經濟效益較高，所以資訊不對稱效

果較不明顯。 

第四節 合併報表 

一、合併報表定義概述 

當一企業個體被另一企業個體所控制時，兩者將形成母子公司之關

係。具有控制之企業個體稱之母公司，被控制之企業個體稱之子公司。母

公司可能有多個子公司，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統一稱為集團，為了完整

表達在母公司管理階層控制下，整體經濟個體之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並

避免母公司之管理階層利用母子公司間交易操縱其財務報表之表達，故母

子公司除依個別之法律個體基礎維持各自之會計記錄、於必要時編製其本

身之財務報表外，主要仍應以整個集團為基礎，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林蕙

真，2018) 

二、合併報表編製 

IFRS 要求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應以集團整體的方向出發，合併個體應

含所有受控制之子公司，集團內應採取相同的會計政策，且個體間的交易

應全數沖銷(2008，周建宏)。其目的規定控制一個或多個其他個體之個體(母

公司)需建立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係指集團之財務報表，於其中將

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資產、負債、權益、收益、費損及現金流量以如同屬單

一經濟個體者表達。   

三、合併報表重要性 

Benis(1979)指出財務報表中若未併入子公司，將影響投資者對於企業

未來現金流量之評估，李明昱(2003)也指出，企業國際化後，轉投資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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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重要的活動之一，不少台商在海外或大陸均有投資，必須要透過合

併財務報表才能看出一間公司真正的資質，也不會導致產生錯誤解讀。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3)更表示，企業若屬集團一份子，很難不聽命於

整個集團的安排，故應以合併財務報表取代母公司報表。而我國也於 2008

年採用 IAS27，以合併報表為主要報表代替母公司報表。集團採用合併財

務報表能使投資者了解其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更能使財務資訊透明度提

升。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大同公司改變會計政策後，從原本負債

轉虧為盈，再加上大同公司旗下子公司華映及綠能接連下市等問題，引起

社會大眾關注，雖然大同公司這次躲過下市的危機，不過在未來大同公司

的財務報表依然會受到金管會或民眾的監督，本研究係採用「個案分析法」

為研究方法。 

本章開始先講述個案研究法的意義，說明個案選擇的方式與原則，再

進行分析並作總結。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Eisenhardt(1989)認為個案研究法相當重視研究對單一背景情況下，使

用一定的數量分析技術，藉由不同資訊做出高質量的案例分析，因此適用

於新研究的領域。並提出九個階段: (1)啟動(2)案例選擇(3)研究工具和程序

的設計(4)進入現場(5)案例內數據分析(6)尋找跨案例模式(7)形成假設(8)與

文獻對話(9)結束研究。Eisenhardt(1989)通過關係建立的日期、建立前後關

鍵事件的動機和最後形成的邏輯過程，這些資訊藉由可靠來源，從中推導

出的假設或結論具有相對公信力。   

Yin(1984)提出三種策略:(1)依據可靠性的理論來作出假設，而不是理論

假設(2)考慮與之相反的競爭性解釋或競爭性假設(3)使用描述性框架以及

五種具體分析技術:(1)模式匹配(2)建構性解釋(3)時序分析(4)邏輯模型(5)

跨案例類似分析，除了以上三種策略及五種具體分析技術外，Yin(1984)還

強調界定分析單位的關鍵性，個案研究可以針對個體，分析單位同時也可

以是一家公司或某一事件。當對原始資料進行精準分析時，必須選擇適當

的分析單位，若無法辨別何種分析單位是否優於其他分析單位，說明本研

究的問題太過模糊或資料數量過多。  

綜合上述兩人針對個案研究法介紹中，Yin(1984)注重分析過程中的線

索及思維，而 Eisenhardt(1989)的論文則是在管理學領域中引述最多。

Eisenhardt(1989)的研究方法與 Yin(1984)的研究方法都在理論導向與文獻

導向之間，由於 Eisenhardt(1989)的每一篇論文幾乎都有強調 Yin 的理論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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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此 Yin(1984)的個案研究方法大多廣為使用。 

第二節 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大同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擇大同公司作

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其旗下子公司華映、綠能於近年相繼爆出財務危機，

然而大同公司透過改變會計政策，去暫時解決眼前的財務危機，保留盈餘

一季爆增，轉虧為盈，試圖從中了解會計政策之改變，如何能讓集團化解

危機。本次個案之分析過程，係依照個案研究法的特性，先對個案公司之

近況進行資料蒐集與深入分析，探討大同公司改變會計政策之動機及應對

策略。對於資料蒐集之方法，基於直接採訪大同公司管理階層及相關人員

實屬不易，我們選擇透過網站、報章雜誌、大同集團公佈之相關資料等，

從客觀的角度去進行個案分析。 

第三節 研究分析及結果 

一、會計政策之選擇 

會計政策的變動，將會對財務報表造成重大的影響，像是存貨由採用

先進先出法改為加權平均法、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由成本模式改為公允

價值模式等，都是實務上常見的會計政策變動。金管會於近年修訂各業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1，開放企業之投資性不動產後續可以選擇採「成本模式」

或「公允價值模式」衡量，以提高財務報表之攸關性及可靠性。本個案即

是針對大同公司之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之會計政策由成本模式改為公允

價值模式對財務報表之影響做個案分析探討。 

大同公司於 2018 年 12 月 27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自 2018 年開始投

資性不動產之後續衡量改採公允價值模式，並追溯調整至去年適用，對

2017 年期初合併資產負債表之影響包含：投資性不動產增加 154.3 億元，

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 14.1 億元，淨值增加 140.2 億元。對 2017 年期末合併

資產負債表之影響包含：投資性不動產增加 155.1 億元，遞延所得稅負債

增加 14.3 億元，淨值增加 140.8 億元。對 2017 年度合併綜合損益表之影響：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增加 0.09 億元、折舊費用減少 0.75

億元，本期淨利增加 0.66 億元，合併綜合損益總額增加 0.66 億元。 

原本採用成本模式是按照取得不動產時當年度成本計算價值，改採公

允價值模式並按照現在的市場價格計算，不動產價值理當會比採用成本模

式高出許多。大同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更是佔大同公司資產中 56%，超過一半，因此大同公司這次會計政策之變

                                                 
1
 金管會於 2013年年底發佈公告，茲考量 IFRSs 實施已近一年，企業均如期申報 IFRSs

財務報告，金管會爰檢討現行規定，開放企業持有投資性不動產續後衡量可採公允價值

模式，以回歸公報規定，由企業自行評估及選擇會計政策，自 2014年會計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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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得公司淨值一季大幅上升，主要係影響公司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

及淨值，對損益表之影響不大。然而此項變更所增淨值在資產未出售及獲

利實現前不得用以發放股利，此項變更亦未使公司之資金有任何增加，大

同公司仍然缺乏營運及周轉之資金。 

二、投資性不動產 

大同公司 2018 年起變更會計政策，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公告：『將

投資性不動產由成本模式轉換為公允價值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提升財務

報表的透明度，並且給予財報使用者攸關及有效的資訊。』 

參考大同公司近五年財務報表來分析，大同公司在變更投資性不動產

價值衡量模式前，投資性不動產總額由 2015 年$77,800,166 元逐年下降至

2017 年$29,641,013 元，投資性不動產佔總資產比例也由 2015 年 39％下降

至 2017 年 12％。在整體營運績效上，每股盈餘(以下簡稱 EPS)除了 2017

年為正值以外，2015 至 2016 年皆為負值。每股淨值 2015 年$13.49、2016

年$13.28、2017年$12.99波動幅度不大。然而股東最關心的平均股價從 2015

年每股$6.81 元上升至 2017 年每股$13.5 元。 

大同公司在 2018 年變更投資性不動產價值衡量模式後，投資性不動產

總額仍維持在兩百七十多億，但因大同公司於 2018 年之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減少了大約五百億，而總資產與前一年度相差了八百多億，將近減少一

半的資產，導致投資性不動產占總資產比例由 2017 年的 17％提升至 20％。

每股盈餘於 2018 年達到($4.72)，2019 年第一季回穩至$1.34。每股淨值在

2018年提升至$14.50，更於2019年第一季達到$16.25。平均股價相較於2017

年度每股$13.5 元快速成長至每股$30.3 元。 

大同公司採取投資性不動產以公允價值模式來衡量後，經營績效顯著

提升，平均股價快速地成長了$16.7 元，但獲利因素相當多，並非完全是更

改會計處理方法導致。但推估其中的原因包含更改了會計處理方式使得財

務報導更具可靠性，進而降低股東與公司之間資訊不對稱的矛盾，讓投資

人對公司財報及未來經營更具信心，使得股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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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同公司財務報表 

三、財務報表之影響 

大同公司與華映公司為台灣上市櫃公司，彼此互為關係企業，而且兩

家公司的董事長具有親屬關係，符合 TEJ 集團形成定義的第三點，並且從

雙方互相投資來看，大同公司轉投資華映公司且持有 41.16%的華映公司股

份，可確定他們為一集團更具有母子公司的關係。依照公司法採用權益法

投資，持股比例達 25%以上至 50%屬於具有控制力，在編製財務報表時應

採用合併報表，而且子公司華映的損益變動將依大同公司所持股的比例去

認列合併報表的損益，不僅如此，還要在附表中揭露互為關係企業的事實。 

從合併財務報表可以得知企業集團整體的經營狀況，也讓財務報表資

訊透明度提升，無論盈虧皆會顯示出來，因此在遇到這次華映、綠能的危

機，大同公司積極去做調整，將好的一面展現給資訊使用者。 

在 2019 年初將帳上投資性不動產由成本法改採用公允價值方式來評

價，再加上子公司尚志出售土地之獲利，彌補了華映、綠能等所造成的損

 投資性不

動產總額 

投資性

不動產

佔資產

比例 

資產總額 稅後盈餘 每股

盈餘 

每股

淨值 

平均

股價 

2019 

第三

季 

$27,631,0

56  

23% $122,740,069  ($10,862,913) $0.44  $14.86  $21.50  

2019 

第一

季 

$27,433,6

30  

20% $139,276,147  ($154,190) $1.34  $16.25  $25.10  

2018 $27,310,6

22  

20% $139,161,914  ($21,487,656) ($4.72) $14.50  $30.30  

2017 $29,641,0

13  

12% $244,094,529  $158,997  $0.06  $12.99  $13.50  

2016 $71,518,0

20  

30% $238,399,353  ($398,772) ($1.03) $13.28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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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從大同公司今年第一季合併報表得知，其擺脫連六季虧損，只是處份

利益都是一次性認列，屬於短期獲利，無法長期運用。於第二季合併報表

可看出大同公司產生巨額虧損，因其子公司華映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重分

類為流動負債，導致整體的流動負債飆升，流動資產不足以支付流動負債，

公司也有著「流動性風險」2的問題。 

合併財務報表是用來反映集團真正的營收狀況，有了合併財務報表，

集團就不能只想著母公司有盈利就不用顧及子公司的虧損，必須要考量集

團整體的未來，如果大同公司沒有持續改善，最後還是需要面對巨額的借

款壓力和轉投資的損失。 

肆、結論 

自金管會 2014 年開放企業之投資性不動產會計政策後續可以選擇採

「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衡量後，已經有許多企業發布因為改採

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對於財務報表產生巨額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以 2018 年年底大同公司變更會計政策，將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之

會計政策由成本模式改為公允價值模式作為案例，來探討變更會計政策對

財務報表之影響，以及如何讓一家鉅額虧損的公司轉虧為盈。 

在財務報表方面，大同公司此次會計政策變動主要是對合併資產負債

表產生影響，使淨值增加約 140 億元，而每股淨值則提升至$14.5 元，使大

同公司免於禁止信用交易，逃離下市的命運。相較之下起來，對損益表之

影響就沒有那麼顯著，且變更會計政策之處分利益僅能一次性認列，屬於

短期獲利，在經營上仍然缺乏營運及周轉之資金。 

 將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彙總，會計政策變動的確能對財務報表的數字產

生極大的影響，甚至轉虧為盈。但大同公司因為認列華映、綠能等轉投資

損失，加上本業虧損及其他內部問題，造成集團仍然負債累累。雖然大同

集團透過變更會計政策及出售子公司尚志之土地獲利，稍微紓緩了財務危

機，若集團內部情況仍無改善，最終恐怕仍難逃下市之結果。 

 

                                                 
2 所謂流動性風險，就是流動資產不足以支付一年內到期的流動負債，也就是流動比率

小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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