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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計算折舊費用的因素 

 

1. 成本 

2. 估計殘值 

3. 估計耐用年限 

4. 折舊方法 

  

IFRS 

(IAS 16) 
US = ROC(?) 

假設資產已達耐
用年限，並處於
耐用年限屆滿時
的預期狀態，企
業目前自處分該
資產估計所可取
得金額減除估計
處分成本後之餘
額 

資產在已屆耐用
年限且處於預期
之狀態時，估計
未來處分該資產
的淨可回收金額 



折舊 (續) 

4. 折舊方法 

折舊方法 

成本分攤法 

時間基礎 

固定折舊法 直線法 

加速折舊法 

使用年數合

計法 

餘額遞減法 

服務量基礎 

工作時數法 

生產數量法 

特殊折舊法 

集體折舊法 

複合折舊法 

(資料來源：鄭丁旺，2009) 



折舊 (續) 

 耐用年數、殘值與折舊方法之重新檢視 

IFRS ROC-GAAP 

應於每會計年度重新檢視 

當耐用年限估計或折舊方
法不適當時，耐用年數、
殘值與折舊方法才會予以
檢討 

IFRS (IAS 16) ROC-GAAP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
每一部分之成本相對於該
項目之總成本若屬重大，
則每一部分應單獨提列折
舊 

未有明確規定 

 Component Depreciation 組成分會計 



折耗 

計算折耗費用的因素 

 

1. 折耗基礎 

 

a) 探勘前成本 

b) 探勘及評估成本 

c) 開發成本 

 

d) 移除復原成本 

未來經濟效益具較高不確定性 => 費用 

全部成本法 vs. 探勘成功法 

有形設備成本(另提折舊)  

無形開發成本(計入折耗基礎) 

計入折耗基礎 



折耗 (續) 

計算折耗費用的因素 

2. 折耗方法 

 
成本折耗法 

百分比折耗法 

(法定折耗法) 

每單位礦產資源之折耗成本 

= 折耗基礎 / 估計總蘊藏量 
 

每一報導期間之折耗費用 

= 每單位折耗成本 X 該期實際開採量 

當年度報稅時可認列之折耗費用 

= 法定折耗率(註) X 該年度開採或出售 

                             產品之收入總額 

 

註1：我國財政部所公布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查核準則」附有「遞耗資產折
耗率表」，各業可依表上查詢適用之法
定折耗率 

註2：任何一年度之折耗費用不得超過該
產品當年未扣除折耗之淨收益的50% 



成本模式 & 重估價模式 

IFRS ROC-GAAP US-GAAP 

模式選擇 

成本模式 

或 

重估價模式 

成本模式 

或 

重估價模式 

成本模式 

重估金額 公允價值 

依營利事業資產重
估價辦法規定辦理
重估價，然所稱之
重估價金額並非公
允價值 

當一項資產進行 

重估，其同類別 

資產是否必須一 

致 

當一項資產進行重
估，其同類別之所
有項目均須進行重
估 

當一項資產進行重
估，其同類別資產
無須一致 



成本模式 & 重估價模式 (續) 

重估價會計處理 (IFRS) 

  
比例法 淨額法 

依資產帳面金額之變動，按比例重新
計算累計折舊，使重估價後之帳面金
額等於其重估價金額。 

 

┌資產        X 

│       累計折舊-資產         Y 

└       未實現重估增值     X-Y 

將累計折舊自資產總帳面金額中減除，
並將減除後之淨額重新計算至資產之
重估價金額。 

 

┌累計折舊-資產    M 

└       資產                       M 

┌資產                    N 

└       未實現重估增值     N 



成本模式 & 重估價模式 (續) 

未實現重估增值後續處理 

IFRS ROC-GAAP 

於該資產除列時直接轉入保留盈餘，
或亦可於企業使用該資產期間陸續轉
入保留盈餘。 

於後者情況下，未實現重估增值每年
轉入保留盈餘之金額為該資產基於重
估價帳面值提列折舊與基於原始成本
提列折舊間之差額。 

( IAS 16 ) 

未實現重估增值應於處分或提列 

折舊(攤銷)時視為已實現，列入 

當期損益。 

( (90)基秘字第204號函 ) 



減損 

減損之評估與測試 

IFRS=ROC 

 

報導期間結束
日參考內外部

資訊 

減損已發生，
應依公報規定
做後續處理 

資產未減損，
不需認列減損

損失 

估計 

可回收 

金額 

有跡象顯
示資產可
能減損 

帳面金額
>可回收
金額 

評估 減損測試 

是 

是 

否 
否 

(資料來源：林蕙真，2010) 



減損 (續) 

US-GAAP與IFRS之差異 

 IFRS = ROC US-GAAP (SFAS 121) 

減損測試 

估計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並與資產之帳面金額比較，
以確定減損是否發生。 

(可回收金額：淨公允價值
及使用價值孰高)， 

如果資產帳面價值超過該
資產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總
額(不需要折限)，表示該資
產有減損的跡象。 

估計資產之淨公允價值，
並與資產之帳面金額比較，
以確定減損是否發生。 

 



減損 (續) 

報導期間
結束日參
考內外部
資訊 

不作迴轉 

估計 

可回收 

金額 

有跡象顯
示前所認
列之減損
已不存在
或減少 

帳面金額
<可回收
金額 

評估 減損測試 

是 

是 

否 否 

可回收金
額≦迴轉
上限 迴轉金額 

=迴轉上限-帳面金額 

迴轉金額 

=可回收金額-帳面金額 

是 

否 

減損迴轉之評估與測試  

(IFRS = ROC) 

 

(資料來源：林蕙真，2010) 

迴轉上限：於減損損失迴轉後之帳面價值，不得超
過資產在未認列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減除應提列折
舊或攤銷後之帳面價值 



減損 (續) 

US-GAAP與IFRS之差異 

 

IFRS = ROC US-GAAP 

減損損失之迴轉 

若滿足一定的標準，減損
損失應迴轉。 

(如前頁所示) 

減損損失不可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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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減損與折耗習題演練 

是非題 

1. (   ) 估計殘值為資產在已屆耐用年限且處於預期之狀態時，估計未來處分 

     該資產的淨可回收金額 

2. (   ) 國際會計準則之重估價模式，重估金額係採用公允價值；而 ROC-GAAP 

     重估價模式之重估金額並非公允價值 

3. (   ) 計算折耗費用時，由於探勘前成本之未來經濟效益具高度不確定性， 

     故應列為當期費用。 

4. (   ) 未實現重估增值應於處分或提列折舊時視為已實現，列入當期損益。 

5. (   )  IAS 16 允許企業於後續之報導期間結束日，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 

     目選擇採成本法或重評價法作續後衡量 

 

選擇題 

1. (   ) 下列有關 IAS 16 折舊之敘述，何項錯誤？ 

① 資產應於已達可供使用狀態時開始提列折舊 

② 折舊方式改變應視為會計原則變動 

③ 備用設備(stand-by equipment)從已達可供使用狀態時，開始提列折

舊 

④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每一部分之成本相對於該項目之總成本若

屬重大，則每一部分應單獨提列折舊  

 

2. (   ) 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處理，下列何項非屬企業至少應於每 

     個會計年度終了時重新檢視的項目？ 

① 殘值 

② 耐用年限 

③ 折舊方法 

④ 衡量方法 

 

3. (   ) 下列有關 IAS 16 續後衡量之說明，何項錯誤？ 

① IAS 16 允許同一類別資產的重評價，能於短期內全部完成且及時更

新的前提下，得依滾動基礎方式進行 

② 若某項資產進行重評價時，則該項資產所屬類別之所有資產都要進

行重評價 

③ 企業若選擇採重評價法，對資產應至少一年重評價一次 

④ 續後衡量方法之選擇屬企業之會計政策，惟一經選定，同類別之全

部資產應一致採用 

 

4. (   ) 下列有關固定資產減損之敘述，何者正確？ 



① 如果資產帳面價值超過該資產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總額(不需要折現)，

表示該資產有減損的跡象 

② 減損損失一律不可迴轉 

③ 減損測試係估計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並與資產之帳面金額比較，以

確定減損是否發生 

④ 對已重評價資產，減損損失會先減少該資產之重評價準備。該減少

係認列於當期損益 

 

5. (   ) 下列有關可回收金額之描述，何者有誤？ 

① 可回收金額係指其公允價值減去處分成本(淨公平價值)及使用價值，

二者孰低者。 

② IAS 36 係假設企業會選擇最有利方式衡量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以決定

減損損失。 

③ 企業只有透過估計可回收金額，才可決定減損損失是否已經發生。 

④ 可回收金額應就個別資產予以決定，但個別資產如無法經由使用產

生與其他資產或資產群組大部分獨立之現金流量，則應就該資產所

屬之現金產生單位予以決定。 

 

答 

是非題 選擇題 

1. ╳ 

2. 〇 

3. 〇 

4. ╳ 

5. 〇 

 

1. ② 

2. ④ 

3. ③ 

4. ③ 

5.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