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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地方政府會計革新情形－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例（上）
地方政府會計革新，經衡酌地方自治精神，依會計法及參酌先進國家實務發展作法，由地方政府自

行設計會計規制，據以建置資訊系統推進。本文爰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例，就其借鏡中央政

府推進新制度經驗，將會計革新之主要推進情形予以介紹，供各界瞭解及參考。

　林育珊（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視察）

壹、前言

地方政府公務機關會計事

務處理，除臺北市及高雄市自

訂會計制度外，其餘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自臺灣省政府 88

年精簡業務後，均繼續延用「台

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台灣

省縣（市）總會計制度」等會

計制度。為因應國際公共部門

會計準則之最新發展，中央政

府已於 105 年度完成中央政府

公務會計規制全面革新，包括

研（修）訂政府會計公報、中

央總會計制度及中央政府普通

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等，基於地方政府會計革新，

亦屬我國政府會計革新之一

部，地方政府不宜置身事外，

爰衡酌地方自治精神，依會計

法及參酌先進國家實務發展作

法，由地方政府自行設計會計

規制，並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主計總處）統一建置資

訊系統推進。

為促使地方政府儘早完成

會計改革，主計總處於 104 年

9 月間召開會議主動協助啟動

推進地方政府會計革新事宜，

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

下簡稱各市縣）自 106 年 1 月

起依主計總處協助研訂核頒之

新制度及統一建置之系統逐步

進行試辦雙軌作業，已於 107

年度正式實施。主計總處基於

各市縣所訂定之新制度與中央

類同，以及考量會計革新影響

層面廣泛，為協助各市縣新制

度推動各項作業可順利進行，

爰參酌中央政府推進新制度經

驗，引導及協助各市縣有步序

推動新制度。

茲就各市縣推進會計革新

之主要推進情形、會計革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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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配合地方實務需求辦理之

會計事項、資訊系統建置情形，

以及新制度期初開帳、月報勾

稽及編送、辦理教育訓練等歷

程，作重點介紹，供各界瞭解

及參考。

貳、各市縣會計革新

之主要推進情形

一、成立推動委員會有效

規劃及控管各項工作

本次變革除涉及公務機關

財務收支等會計事務處理，以

及公庫、財產管理、徵課及公

債等事務外，相關規制與資訊

系統亦須隨同檢修。為有效推

進新制度，帶動整體組織瞭解

新制度革新重點與影響，依主

計總處 105 年 11 月間召開會

議決議，各市縣主計處於展開

試辦雙軌作業前應邀集有關權

責單位共同針對規劃與推動會

計革新相關事宜成立推動委員

會，就各項工作議題所涉業管

權責分工、預定完成期限及各

項工作進度等，並視推動情形

定期或視需要召開會議向上、

向下或橫向溝通協調解決問題；

有關推動委員會主要工作事項

如圖 1。

二、會計制度研修歷程

政府會計國際化改革，

主要係依照我國法律規定及衡

酌國情等實務需要，朝國際最

新會計準則及理論發展建構一

套公務會計紀錄及財務報導規

定；而各市縣會計革新之推進

步序，首先係從公務會計新制

度之研訂開始。為使中央至地

方會計制度之相關規制趨於一

致，由主計總處洽請及協助部

分市縣先行參考中央政府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及中央總會計制度，並衡酌

各地方政府實務編製作業需要

等，共同研訂適用之新制度，

作為系統開發建置及其他市縣

擬訂之參據，各市縣之普通公

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

總會計制度均於 106 年 4 月前

完成研訂及審議核頒。

嗣經各市縣於 106 年全

面啟動新制度試辦雙軌作業，

除藉以檢視增進上開規制周妥

性等外，並依據試辦及雙軌期

間新制度之檢視驗證結果，以

及配合機關實務作業與相關法

規之修正情形等，再行邀請有

關機關（單位）共同會商，檢

討修正其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及總會計制度，

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研

修並報送主計總處核定，作為

107 年度正式（單軌）實施之

圖 1　各市縣主計處推動委員會主要工作事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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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開推進歷程詳如圖 2。

參、會計革新重點介

紹

本次各市縣會計革新重點

及效益，係依原臺灣省訂頒之

「台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

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台

灣省縣（市）總會計制度」架構

為本，並參酌中央新制度設計原

則作為研修準則，新舊制度對

照說明摘述如下（下頁圖 3）：

一、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

（一）變革前

機關財務報導著重衡量

政府在會計期間內獲得之財

務資源，是否足以支付該期

間所產生之財務資源義務，

故平衡表僅表達流動性資產

及負債，且將預算數、分配

數及契約保留等預算控制相

關科目列入表達；又部分會

計科目名稱較不易瞭解，如

歲入結存、經費結存、專戶

存款等。

（二）變革後

接軌國際作法，訂定

權責發生基礎會計制度，原

按歲入、歲出分設 2 套科目

及帳表處理，經整併為 1 套

科目，於 1 張平衡表內完整

表達機關流動性財務資訊；

復將預算控制相關科目改於

預算執行報表表達，並朝簡

化及現代化方向設計會計科

目，如前述屬現金性質之歲

入結存及經費結存，整併為

各機關現金。另新增編製資

本資產表、長期負債表及收

入支出彙計表等，以及後續

相關評價、計提折舊、攤銷

等資訊，使可適正表達機關

整體資產負債與收入支出全

貌，增進政府財務資訊完整

性及透明度。

二、總會計制度

（一）變革前

機關設歲入及歲出 2 套

科目及帳表，彙總報表則另

設 1 套科目，需另以統制紀

錄（依各機關報表資料按公

務彙總科目等編製傳票）處

理始能編成。

（二）變革後

經參酌我國預算、會

計規制等，設計單位會計及

總會計有關會計科目之表達

趨於一致，公務機關整體資

產負債表即可採彙編方式編

成，有效提升會計作業效率。

肆、配合地方實務需

求辦理之會計事

項

各市縣新制度雖係依循中

央新制度所訂定之條文、科目

等據以設計，惟其中仍有部分

圖 2　各市縣會計革新之推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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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論述 》會計•審核



67

推進地方政府會計革新情形－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例（上）

差異，如稅課收入之會計處理、

墊付案及代辦經費表達方式

等，茲簡述如下：

一、稅課收入之會計處理

中央財政機關對於各納

稅義務人及各項稅目之管理，

係由各國稅局等單位運用徵課

管理資訊系統登載及管理稅款

之稽徵、收繳等情形，按月將

執行結果彙整成明細表等，送

至會計單位據以辦理特種徵課

會計帳務處理；惟僅就其中收

取現金及抵繳收入實物部分認

列稅課收入，未能涵蓋已確定

徵起之應收稅款情形。為精進

稅課收入等會計報導及處理規

範，經蒐整研究各國對應收稅

款之認列方式，於新制度中，

採備抵法認列應收稅課收入，

即應收稅款於政府債權確定

（如行政訴訟判決確定或納稅

義務人不再提起行政求濟等時

點）時按總額入帳，續參考以

往徵收情形等，估計無法收取

數，提列備抵呆稅，差額則配

合徵課會計過渡時期之作法，

先認列遞延收入，於收取時再

轉列收入，以完整穩健報導政

府應收之稅款。

至於各市縣徵課會計處

理情形，除臺北市及高雄市訂

有特種徵課會計制度外，其餘

多係參照中央作法辦理，惟部

分稅款於稅單開立後，即據以

認列應收稅款，與上開中央過

去之作法不同。各市縣於研修

新制度時，為配合實務需要，

現行按開單情形認列應收稅款

及稅課收入之表達方式仍予維

持，另增訂得參採中央徵課會

計先認列遞延收入，於收取時

再轉列收入之過渡時期作法辦

理。

二、墊付案及代辦經費表

達方式

上級政府之補助款項係各

市縣重要財源收入之一，為配

合上級政府施政需要須及時支

用，惟法令規定必須納入預算

處理，致無論係辦理追加預算

或特別預算在時效上皆難以因

應其辦理之迫切性，故爰以墊

付案先行支用，或採代辦經費

方式執行。鑑於墊付案屬地方

特殊事項，而代辦經費之計畫

數量龐大，各市縣為控管上級

補助款之墊付及支用情形，於

新制度之「預收款」、「預付

款」及「應付代收款」等 3 個

四級會計科目項下，採下設子

目方式表達，並分別增設「預

收中央補助款」、「墊付款」

及「代辦經費」；另於新版地

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圖 3　制度變革前後設計架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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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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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版（以下簡稱 CBA2.0）

透過上開會計科目依計畫輔以

系統建置之案號管控功能，據

以控管簽付數餘額，並產製相

關報表供管理使用。

伍、資訊系統建置情

形

為因應地方政府推動新

制度需要，並持續發揮現有預

算會計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CBA）之共用效益，主計總處

以 CBA 為基礎，朝使用者原來

熟悉介面進行改版，提供一套

預算、會計、決算整合作業之

資訊系統，以簡省系統開發經

費及時程。依各市縣普通公務

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與相

關共同性作業需求，以及協同

部分市縣進行系統需求訪談、

資料驗證等作業，於 105 年 10

月統一建置完成 CBA2.0 中有

關「新預算執行」、「新帳務

管理」及「新決算」功能開發

作業，至「新總會計」之建置

亦於 106 年 12 月完成（系統整

體設計架構如圖 4）。

復為協助各市縣啟動試

辦、雙軌作業，主計總處於完

成系統開發後，隨即請各市縣

研訂其 CBA2.0 推動計畫並施

以輔導，自 106 年度起每 2 個

月調查蒐集各市縣系統推進狀

況及需協助事項，以解決相關

問題；至 106 年底止已完成各

市縣系統環境建置及操作教育

訓練，統籌辦理諮詢服務及上

線輔導委外服務，以及彙辦數

次各市縣系統推動執行情形及

建議事項之擬處說明等；後續

將賡續辦理系統軟體增修及維

護作業，並協助各市縣建置系

統管理性報表功能等。

另本次變革除CBA2.0外，

尚涉財產系統增修折舊等功

能，惟基於地方自治，財產管

理向由各市縣自訂或依中央規

定辦理，經其參考中央推動作

法及分工方式（國有財產署統

籌推進財產管理規制及系統，

涉會計業務部分由主計總處研

議辦理）積極啟動處理公務機

關財產折舊（耗）及攤銷作業，

將自 107 年度起逐步就所經管

之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計提

折舊（耗）及攤銷。又配合年

度會計報告之報導範圍包括公

務機關及特種基金，為利財產

管理之一致性，債務基金、特

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將

自 107 年 10 月會計月報起增編

財產折舊相關書表，俾使政府

整體財務資訊可充分揭露。

圖 4　系統整體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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