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建立

起現金基礎之政府會計制度，

直至 1980 年代，隨著政府活動

範圍持續擴大及行政多樣化、

複雜化，採行現金基礎的政府

預決算收支，只著重政府當期

預算資源的流量資訊，使日本

政府疏於準確掌握政府整體財

政狀況，故 1999 年 2 月經濟

策略會議提出建議，「為使國

民對政府財政及資產狀況易於

了解，將企業會計原則及基本

要素導入政府財務報表」，積

極參考國際先進國家政府會計

報導實例，及商業會計資產負

債表表達方式等。惟日本中央

政府預算仍維持現金基礎，其

體制依財政法規定分為一般會

計、特別會計及政府關係機關

等三部分，分別編製預算送國

會審查，年度終了，並應編製

決算報告書送會計檢查院檢查

後，再由內閣將決算及決算檢

查報告，提出國會報告。

貳、日本推動中央政

府會計改革的歷

程

日本政府為完備該國之財

政運作機制，包括預決算與會

計制度、國有財產之管理等，

2001 年於中央政府省廳組織重

造時，合併舊大藏省原有的 5

個審議會成立「財政制度等審

議會」，作為財務大臣的諮詢

機構。該審議會下設 5 個委員

會包括「財政制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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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投融資委員會」、「國

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委員會」、

「菸酒事業等委員會」及「國

有財產分科會」。其中「財政

制度委員會」下又分設「財政

制度分科會」及「法制及公會

計部會」等，由學者專家及政

府部門代表等，共同研訂日本

政府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增進

國人了解政府會計的重要性，

以及完備各項政府會計的改

革。

財政制度分科會於 2000

年結合民間學者專家，參考企

業會計、政府部門的特色及國

際間先近國家政府會計的作法

等，制定「國家的資產負債表

作成的基本原則」，並以 1998

年中央政府的決算報告改編為

權責發生基礎的「國家資產負

債表（試編）」。自此，開始

日本中央政府的政府會計改

革。嗣後除按年編製並發布「國

家財務報告」供外界了解政府

財政狀況外，並陸續制定「省

廳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特

別會計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

以作為各省廳財務報告編製依

據。

參、中央政府財務報告

報導範圍及架構

日本中央政府財務報告可

分為：「國家財務報告」及「省

廳別財務報告」。其中國家財

務報告之報導內容，包含一般

會計（公務機關）及特別會計

（類同我國特種基金）營運情

形及財務狀況，係由各省廳別

財務報告彙編而成。至省廳別

財務報告，則是彙總各省廳別

所屬之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各

項財務資訊。

上開財務報告另皆有兩種

附冊，分別為「一般會計財務

報告」及「連結財務報告」。

一般會計財務報告即彙編國家

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

圖 1　國家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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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省廳）之一般會計，連

結財務報告則為國家（省廳別）

財務報告加上獨立行政法人等

連結對象法人合併編製。其中

連結對象法人係指國家對其具

有監督權限且負有財政責任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法人、

日本郵政公司等特殊公司，以

2011 年為例，其國家財務報

告共合併有 216 個連結對象法

人。各財務報告報導範圍皆不

同，自一般會計之彙總，到一

般會計、特別會計及連結對象

法人之彙編（上頁圖 1）。

肆、日本中央政府財

務報表介紹

依日本財政法等規定，政

府每年須編製決算報告書送國會

審議，而配合其預算採行現金基

礎，其決算書亦採同樣的基礎呈

現預算執行結果。而日本中央政

府為簡化政府財務報告的帳務與

編製程序，平時交易係採用單式

簿記方式，以現金基礎進行帳務

處理，而非直接以權責發生基礎

記載，故為因應各省廳與財務省

編製權責發生基礎的財務報告，

其係以歲入歲出決算結果及國有

財產總帳決算金額，按權責發生

基礎進行調整，如應（預）收、

應（預）付及折舊等計入（下頁

圖 2）。

各財務報告之內容包含：

一、主要財務報表，分別為資

產負債表、業務費用計算表、

資產負債差額增減計算表及現

金流量表等 4 張；二、附註；

三、附屬明細表，係分別依會

計別（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

及主管別（如財務省、總務省

等）揭露其明細及沖銷資訊。

以下將就國家財務報告說明主

要財務報表之內容（第 56 頁圖

3），並輔以省廳別財務報告之

特殊處理作介紹。

 一、主要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期末資

產、負債及淨資產之餘額資

訊。資產負債表包括資產、

負債及資產負債差額（同淨

資產）三大類科目。其格式

係採用帳戶式，資產、負債

以流動性排序，至淨資產科

目，考量國家財務報表並無

企業會計投入資本的概念，

故不須記載資本額，並以「資

產負債差額」一科目表達。

（二）營運成本表

主要目的係以用途別

（如包括人事費、員工退休

福利金等）方式，表達特定

期間內政府各項營運成本。

由於日本中央政府考量到政

府部門的主要收入多係強制

徵收之稅課收入等，收入與

支出間並未如同企業會計有

相對應的關係，爰本表並未

包含稅課收入等項目，而係

將其於「資產負債差額增減

變動表」中表達。

（三）資產負債差額增減變動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當期所

有影響資產負債差額變動項

目，由期初餘額逐項調整至

期末餘額，包含自營運成本

表轉入之營運成本合計數，

收入（主要分為租稅等收入

與其他）、資產評價差額及

其他等影響淨資產變動項

目。

（四）現金流量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政府

各類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情

形，係採用直接法編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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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業務收支及財務收支，

其中業務收支包含營運及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至於財

務收支則表達籌資活動現

金流量。

二、省廳別財務報表之特

殊處理

省廳別財務報告主要報表

與國家財務報告一樣皆有 4 張

報表，格式及內涵大致都相同。

惟各省廳主要係執行政府施政

圖 2　編製流程圖

 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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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單位，營運活動多以支出

為主，對外收入主要由財務省

收取（如稅課收入等），致僅

財務省收入大於支出，其餘省

廳之收支餘絀大多為赤字；又

日本中央政府國庫體系採用集

中支付制度，各省廳執行預算

皆由國庫統一收支，為呈現各

省廳與國庫之間繳庫及撥付情

形，省廳別財務報表中特設置

「配賦財源」科目，以表達省

廳與國庫之關係。

「配賦財源」列於資產

負債差額變動表，係收入科

目。其計算方式為各省廳歲出

決算扣除歲入決算後之差額

（即國庫撥付各省廳數，扣除

各省廳收繳國庫數），亦可作

為各省廳收到國庫之淨現金收

入。至財務省則設置「配賦給

其他省廳的財源」科目，表達

國庫分配撥付各省廳之情形，

其金額與各省廳之配賦財源合

計數相同，但為負值，因此彙

編國家財務報告時，各省廳之

配賦財源相關科目將會互相對

沖為零，使國庫分配各省廳收

入數不致對國家收入結果產生

影響。以總務省及財務省平成

23 年省廳別財務報告為例，表

達其財源調整之關係（下頁圖

4）。

伍、結語

為完整表達政府財政及資

產狀況，且讓報表使用者易於

閱讀政府會計報告，日本中央

政府進行政府會計改革時，聘

請學者專家籌組委員會共同研

討政府會計之研修，以導入商

業會計報表表達方式，再根據

國家財政活動特性，研議出對

日本政府各類政府會計報告最

適合的表達方式。其中財務報

告編製架構包含省廳別（主管

別），將其轄管之一般會計及

特別會計合併編製，使各省廳

首長得以了解省廳的預算資源

全貌及財務狀況，並供政府評

估省廳別施政績效，強化課責

性。另於省廳別財務報告設置

論述 》會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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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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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財源調整關係

資料來源：總務省及財務省平成 23 年省廳別財務報告，作者翻譯及整理。

配賦財源，據以了解國家分配

給各省廳別之財源，及各省廳

與國庫之撥繳關係，進而平衡

多數省廳因機關特性，執行政

府政策產生之收支虧損。

日本中央政府預算係採

現金基礎，會計則採權責發生

基礎，相關財務報告表達及實

務運作情形，可供我國政府會

計未來賡續精進之參考。惟日

本政府權責發生基礎之財務報

告，係透由現金基礎之預算執

行結果報表加以調整編製而

成，並非藉由設計電腦系統完

成報表之轉換，恐造成主計人

員之負擔，值得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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