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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建構基礎設施會計模式之教學題材為導向，探討了設施資產會計制度對提

升基礎設施的管理績效的作用。首先以基礎設施資產會計的定義來介紹教學的精神與內

涵，接著以各類會計方法對設施資產價值與損耗認定的方式來建立主要的學習架構，透

過分析不同方法在提升設施資產管理效能上的優、缺點之後，再以實務應用的觀點提出

適合於設施管理需求的資產會計組合模式，接著將過程中比較分析的成果歸納成課程後

段教材的編撰重點。最後將研究所得進行統整並歸納成以基礎設施資產會計制度為核心

之基礎設施管理教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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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instructional content for construction infrastructure 

accounting models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e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includes a definition of infrastructure asset accounting, follow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asset valu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use in assessing asset impairment 

and preservation. Different method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accounting models are then selected for us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ms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Research findings are 

integrated and enumerated as a core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for infrastructure asset 

management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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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十大建設開始，數十餘年來我國政府大力的進行基礎設施之建設，使得我國的各

項公共建設逐漸完備成熟，然而這些因應國家需求而被快速興建的設施，隨著使用時間

的增長，而逐漸呈現出老化、劣化以及服務功能衰退的危機，2014 年的高雄氣爆事件更

是將我國基礎設施在管理上的缺失用慘痛的方式完全的曝露出來。為了持續提升國民生

活品質與承擔時代性服務需求的轉變，公部門對於既有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持續而必要的。

然而龐大基礎設施的存量（Infrastructure Stock）與其相應的巨額維修費用，已成為財政

的沉重負擔，而且近年國家稅收逐漸減少，社福支出不斷的增加，財政預算的分配更形

困難，使得我國在公共設施的維護與管理之工作上，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 

然而在大力疾呼要重視設施維護的同時，悠關設施管理效能與稅金使用效益之重要

議題「基礎設施會計」卻被忽略了，甚至到了被遺忘的境地。然而，反觀許多先進國家

無不透過基礎設施會計制度來提升其基礎設施的管理效能，而其主要作法為將商業會計

的精神，置入基礎設施的管理制度內，並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益山高幸等，2004)。 

雖說基礎設施之維護與管理為我國國家建設當前之重要議題，而基礎設施資產會計

為強化、改革管理制度之重要基石。惟國內對此議題明顯缺乏相關之探討，更諻論肩負

人才教育訓練的學術單位，在各大專院校的土木及建設相關科系中在基礎設施維護管理

的議題上絕少有相應之課程，而至於其核心的基礎設施資產會計在教學與教材上更是完

全付之闕如。而此一課程及人才訓練上的缺口則形成了我國推展基礎設施管理制度改革

上的重要障礙。 

由以上之內容可知，人才之培育為基礎設施管理制度改革之核心議題，而建立人才

訓練所需的課程則為必備的先行工作。因此，本研究擬藉由對國外政府會計制度與教育

訓練的瞭解，並檢視國內與基礎設施維護與管理相關之會計規則及訓練課程，以歸納出

設施會計在制度及教學課程上應有的變革及走向，透過學理上的分析與討論，建構適合

我國國情，在基礎設施管理上所需的資產會計模式及教學內容，期望能透過課程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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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才的教育來達成落實以設施會計制度來改革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的目標，以提升我國

基礎設施在維護與管理上的效能。 

二、教學基礎知識的組成－基礎設施資產價值與會計模式 

2-1 基礎設施資產價值概念之教材組成規劃 

有關基礎施設資產價值之概念為引導學習者進入設施資產會計課程之入門基石，因

此有關其構成內容的說明甚為重要，而教材在概念解析的佈局重點可歸類成以下二項其

分別為基礎設施價值概念之說明，以及基礎價值的呈現方式。而基礎設施系屬於公有、

公用之資產，而政府乃是受全體國民所託而為基礎設施之管理者。龐大的基礎設施在服

役的過程中，其性能會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而損耗，固其所相應的價值亦會逐漸的減少。

為了能夠持續的提供合宜的服務水準，在設施的服務過程中就必須依其狀況的變化進行

相應的維護作業以使資產持續的保有一定的服務性能與價值。因此基礎設施在服役的生

命週期內之資產價值將隨著損耗與維護、更新的進行而有相應的上、下波動(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1999)。惟基礎設施是由公部門所興建、持有，不具有市場交易之本質，

因此設施本身的性能及其所提供的服務效益亦難以藉由市場的交易機能來予以評價。因

無市場定價的機能，所以若要取得基礎設施的性能狀態及其價值時，則公部門的會計報

表所登載的財產資料便成了是唯一的途徑。 

一份完整的設施資產報表，可以使納稅人瞭解公部門對資源籌措與運用的成果，讓

閱讀者可以透過報表的來評量公部門對基礎設施管理工作的資金投入量與其所獲得的

成果間的效益(The Treasury of New Zealand,2000)。而要達成本項功能，則在公部門所登

載之設施資產的財務報告中應包含以下三項，而此亦為基礎設施資產價值概念在教學上

的三個主要組成內涵：1.設施資產之原始價值評估；2.設施資產價值在使用過程之減損

認定；3. 設施資產在改良之後其相應的價值調整等三個主要項目，如圖 1 所示。以下將

分析此三大項目對於設施價值在認定過程中所具有的內涵與本質並與國內現行會計模

式在設施價值認定上的做法進行比較，以做為建立基礎設施會計教學課程內容的基本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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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圖 1. 基礎設施會計模式下資產價值概念與教學方向的組成 

(1) 設施資產之原始價值評估：評估基礎設施處在新建完成的原始狀態時相對於現時的

時間點上所應擁有的對應貨幣價值。然而目前會計之做法，僅是依據新建完成時設

施的結算金額逕予登載入帳作為資產之價值(曾浩璽，2011)。如此之作法完全無視

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因通貨膨漲或緊縮而產生的貨幣價值之變動。而且對於在不同時

間建設完成的基礎設施的原始價值，在認定工作上極容易混淆，故在現行會計制度

下所登載之設施資產價值，對於設施的維護、管理工作並没有實質上的意義。 

(2) 設施資產價值在使用過程之減損認定：對於基礎設施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所造成之損

耗（老化或劣化）或者是因性能降低而迫使其機能減損，在評估之後將其損秏之部

分透過合宜的機制轉換成貨幣數量以用來作為基礎設施資產在評量其性能減損的

數量化方法。目前我國會計對於基礎設施之價值減損之作法多以線性之直線折舊的

方式，進行全體適用的一致性計算，如此的做法完全忽略了設施在實際使用時的損

耗程度，這樣的模式充其量僅是一種攤分成本的程序，而不具有衡量設施性能及其

所應對之價值的機能。當然，這樣的做法對於設施在其生命週期的服務過程所產生

的性能減損，就無法從會計報告的登載內容來得知。 

(3) 設施資產在改良之後其相應的價值調整：為了持續的保有設施資產的性能或提升設

施的使用機能及延長其使用壽命，因此在設施的使用過程中管理者需要配合設施的

實際狀況及時空環境的需求適時的進行合宜的維修、更新、改良或增添的作業。而

這些工作具有實質提升設施機能，延長設施使用壽命的作用，因此具有累存資本之

基礎設施資產價值

基礎設施資產
原始價值之評估

設施資產使用過
程之減損認定

設施資產改良後
之相應價值調整



 

152 

特質。故設施的會計報告必須合理的因應資產改良之程度，將設施的性能提升量以

資本化之形式將其量化入帳，如此方得以正確的呈現合乎設施資產實際性能之真實

價值。 

對於基礎設施在經過改良及擴增後的價值認定上，我國之政府會計準則第六號公報

雖然訂有，對於能夠延長資產耐用年數、提升服務能量及效率之增添、改良、重置及大

修等支出，應予資本化之處理原則(行政院主計處，2005)。但卻没有明訂定相關之施行

細則以及具體之處理方式，因此多數設施管理單位在執行完設施資產的改良工作之後，

便逕以其原始造價在經過折舊計算後的價值直接加計改善作業支出之成本作為設施之

現存價值。而如此之做法不僅没有正確評量設施經過改善後的工作成果而且亦忽略了設

施在資本化後之價值是否符合在性能上所產生的增值額度，更無視於在不同時間點上貨

幣價值因通膨而生的價值差異，至此其所登載的設施價格嚴重地扭曲了設施資產在改良

後的真實價值，更悖離了基礎設施資產管理工作的內涵與精神(張麗娟，2011)。 

對於如何在基礎設施的生命週期服務期間內，以合理的方法正確的呈現資產性能所

相對應的真實價值，並透過量化的方式以貨幣的數量來顯示設施狀態及性能的變化，是

掌握基礎設施現存狀況，評量設施管理工作績效上至為重要的技術與議題(Her Majesty's 

Treasury, 2007)。從上述內容可以知道，目前我國的會計作業模式對於如何以合理的方式

適時的來登載基礎設施的實際價值，不論在技術面或制度面上與諸多先進國家均存有極

大的落差。從以上的論述中可得知形成基礎設施價值之概念有三大項目，而對照此概念

之本義，我國目前在會計的做法上有明顯的缺漏，因此在教學上應於事先訓練學生明確

的掌握構成基礎設施會計的三大項目，再以這些項目作為軸線，引導學習者得以在事前

建立的基礎上來瞭解我國現行會計的做法及其缺失，而三項主軸亦為基礎設施教材之入

門基石。而從諸多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可以得知，人才的教育訓練為提升公共設施管理品

質之首要工作，而此亦是修補我國基礎設施管理工作在法規面及技術面上所留下之缺口

的最佳途徑。因此之故，如何合理的選用設施資產在價值認定的各種評估及計算方法，

編製基礎設施管理訓練課程所需的教材，強化學生在基礎設施維護管理工作之規劃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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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能力，是為當前土木相關學系在基礎設施管理之教育上至為重要的工作。 

2-2 基礎設施資產會計概念之教材組成分析 

我國之會計模式係將基礎設施設置於固定資產的項目中，而在資產價值的認定上則

與具有市場交易功能及使用年限的機械、運輸及資訊設備所採用的方式相同。然而從上

述的討論中可知，無市場交易功能，在服務過程中資產的價值會因損耗以及維修、更新

而呈現上下起伏現象的基礎設施，在時間的遞移過程中所產生價值變動的行為遠比一般

會計所指之固資產更為複雜。在某些條件下基礎設施可採行特殊的維修或更新技術以維

持或提升資產的價值並進而達到半永續使用的理想狀態。因此若以目前會計制度在處理

固定資產的作法來登載設施價值，則會與資產所保有的實質狀態與性能存有不合理的落

差，而此也將失去了會計報表所應具有的意義與功能(沈子恆，2014)。因此，為了能正

確呈顯基礎設施之實際性能與狀態，正確的評估設施在維護管理工作上的績效，目前對

於基礎設施資產在會計上所採行的處理方式確實已達需要重新定位與修正的狀態。  

透過上述的檢討內容，為形朔設施資產會計對於基礎設施管理工作在教學上的意涵，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之整理後將基礎設施在會計上所應具備之內涵作成圖 1所示之內容。

從圖中可以得知設施會計模式須能在設施生命週期的服務過程中，具備正確、合理的呈

現設施在現存、減損以及增添等三個構面上所衍生之價值變化的功能，以使納稅人得以

從資產在價值上變化來得知管理單位在設施維護與管理上的工作績效，反之在相同的機

制上設施的管理者亦可透過其優異的維護技能來維持或提升設施資產的性能與其所對

應之價值，而其成果將可透過會計報表來呈現(日本總務省地方公会計，2008)。如此，

管理的良善與否將可透過會計行為與設施之價值報告形成相互連動的因果循環，此一機

制更可以明確的量化成果來敦促基礎設施的管理單位來推升其設施資產管理的工作績

效。而在教學的規劃上則應以完成以下四項內容之傳授為目標；(1)說明基礎設施在生命

週期內其服務性能的變化，(2)介紹基礎設施會計之機能， (3)說明公會計制度如何以貨

幣數量呈現設施狀態之機制，(4)說明會計制度如何引導維護計畫，如何監管維護績效。

準此設施資產會計應有之教學組成內容經整理後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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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以上的討論之後，為了使學生在入門階段即能明確掌握基礎設施資產會計的

意涵，本文將基礎設施資產會計之定義歸納如下：在基礎設施的服務期限內，具備能將

設施狀態合理、正確的透過設施資產在貨幣數量上的變化來呈現之工具，而此數據得以

作為設施管理者用以擬定維修與更新計畫，編列維護預算之依據，並且可提供納稅人用

以監督管理者在基礎設施管理上之工作績效。 

 

圖 2. 設施資產會計之教學主題架構 

三、設施資產會計教學主題與教材組成之規劃 

依據前節分析之主題架構，以下將再深入探討教學題材之組成內容與相關方法之細

節以作為教材編撰之依據。 

資產價值在內容及計算程序上可分成現值的評估與損耗計算二個部分，以下將說明

基礎設施會計上對價值認定的不同做法，在釐清各方法之特性後再依據其在機能上的差

異，評選出能配合設施實質狀態來呈現其價值的方法來作為組立設施資產會計架構的基

礎，在與現行的制度對照比較後，掌握其差異性來作為教材編寫及學習的重點。 

3-1 基礎設施的價值認定原則教學重點之分析 

基礎設施資產在價值的認定上一般可概分為以原價原則為基礎的原始建造成本以

基礎設施
資產會計

基礎設施服務
性能的變化

基礎設施資產
會計之機能

會計制度
呈現設施狀態

之機制

會計制度
引導維護計畫
監管維護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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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時價原則作為基礎的重置成本二大類別(羅佩芬，2016)，以下將說明這二個設施資

產價值的認定方法作說明並做比較分析。 

(1) 原價原則－設施原始建造成本 

將工程設施在完工時的結算費用設為該設施資產的價值，本法之優、缺點如下： 

優點： 

a 資產之價值為實際完工時之建造成本，原理簡單操作容易而且亦可免除以人工

執行價值評估時因個人主觀因素所產生之干擾。 

缺點： 

a 本項做法忽略了貨幣之價值會隨著時間而變動之特性，故緃使是項目與數量均

相同的資產，也會因建造完成的時間點不同而以不同的價格登載。 

b 會因貨幣波動的因素，使得在不同時期入帳的資產在價值上產生過高或過低的

現象。 

c 設施在使用期間，如果因增添、改良而有提升資產價值情事，因為增添、改良

而提升價值之金額如果直接與設施原始登錄之造價合計時亦會造成資產價值

扭曲的現象。 

d 因此不同期間取得之基礎設施，如果直接依其登載之金額來進行合計或比較時

將明顯扭曲其結果。 

(2) 重置成本 

其運作理念是以進行價值評估中的資產當時的技術條件與市場價格，重新估算要取

得相同規模與材質亦或是相同機能的設施時其所需要的金額，並以此金額作為該資

產在接受評估當時之價值。其優、缺點如下：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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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為採用時價原則，故可以修正不同設施資產因為完工在時間序列上的差異所

造成的原始登錄造價在價值上的落差。 

b 修正了設施在時間序列上的價值差異，故不同時期完工之設施，便可以直接以

其重新評估後之價值合計資產的價值並進行比較。 

c 在使用過程中，因為增添、改良之措施而有增加設施價值之情事時，其增添、

改良之費用可直接於資產的價值內加計，而不會扭曲資產資本化之結果。 

缺點： 

a 設施之重新估價作業之屬性，部分依頼評估者主觀之經驗判斷，，其結果會因

評者的不同而有差異，故客觀性較為不足。  

b 設施價格之鑑定、評估人員之專業養成訓練，需耗費額外的時間與財力。  

c 當設施數量龐大時，評估工作需耗費龐大的人力與財。 

由以上之內容可初步勾繪出採用原價原則的原始成本法與採用時價原則的重置成

本法為形成設施價值認定在教學題材上的二大支柱，而針對其機能上的優、缺點分析，

因涵蓋了方法的機制與實務機能，故非常適合作為教材的組成基礎。 

3-2 基礎設施資產之價值損耗的認定方式之教學重點分析 

基礎設施價值損耗的認定，在觀念上係採用貨幣量的變化來作為測量基礎設施在其

服務的過程中因為常態使用或其他因素所產生之性能損耗的工具，並以資產價值量的變

化來代表設施之性能狀態，本研究為使學習內容與實務相連結故學習主題配合實務之運

作模式，將實務上慣用的設施價值損耗認定方法，按其運作原理歸納成以下三類： 

(1) 折舊費用法 

資產在生命週期中的有效服務期間內，在毎一年度以相同的金額來攤分資產價值的

折減量，用以表示資產的性能與服務水準隨著時間而逐漸減少的過程。折舊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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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缺點及學習上應掌握之要點如下： 

優點： 

a 依據設施的耐用年限平均攤分折舊費用，歷年的折舊費用累加後即為設施價值

的總損耗金額。規則明確、觀念簡單、使用容易。  

b 折舊費用之計算方法簡單明確，使用規則一致，降低人為因素的干擾，客觀性

較佳。 

缺點： 

a 不同機能與服務對象的基礎設施均採用相同公式計算，其算出之折舊費用並無

法正確的呈現不同屬性的個別設施在服務過程中其性能與價值之相對的損耗

量。 

b 具不同服務條件與環境的設施卻採用相同的耐用年限來攤分損耗，而設施之實

際耐用年限會因其使用條件與所處環境而有落差，故依此算出的折舊額與設施

的實際性能往往無等價之相關性，因此在實務上其折舊金額之可信度明顯不

足。 

(2) 更新費用法 

此為國內相關領域較少接觸之方法，其相關資料亦較少，故在教材製作上宜做較多

的入門說明以使學習者能快速的建立應有的基本概念。而更新費用的概念乃是源於

「設施在服務的過程中如果能適當的執行維護與更新的工作，使設施資產得以維持

在一定或前期的性能水準時，則在計算設施折舊時可以不扣除當期損耗之金額而能

保有與其性能相稱之價值」。而這也意味著設施可以透過良好的維護與部分的更新

來達成接近永續使用之理想狀態。此方法在精神上已清楚的揭示了其設施管理的目

標與理想，因此對於設施損耗量的處理乃著眼於維護管理成效的達成與否，如果管

理單位可以採用必要的手段來阻止設施在使用過程的老、劣化時，則此方法更能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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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維護管理工作的成效。故其與折舊法在處理設施使用過程中價值減損的機制與設

施維護、管理的機能上相較，更新費用模式之做法明顯更具主動管理的精神。 

在實務執行上則須依頼工程維護與評估相關的專業基礎，在事前先推算出在本期的

會計期間內，要保有原設施性能時所需之維護、更新費用，若在在會計期間內實際

支出能到原先估算之預算金額以上時，便可不扣除本期之損耗費用，因此設施之價

值便可維持不變。然而在所處之會計年度內其用於維修與更新之實際支出未能達到

預估之預算金額時，則其差額便須視為遞延維修費用並改列成損耗從其資產價值中

扣除。因此，無法在會計期間內執行完成之維修預算，其未執行之金額便會被視為

遞延維修費用並列成損耗，因此在本法的架構下遞延維修費用的多寡可被用以評量

設施管理單位之工作績效。更新費用因其在觀念與傳統之方法殊異，加上其運作程

序較複雜，故教材內容之說明宜在程序與步驟上做更細緻之說明。而在學習上應掌

握之要點與方法之優、缺點如下： 

優點： 

a 基礎設施之更新計畫乃是以工程專業技術為基礎來設定設施的劣化模式，因此

更為貼近設施在服務過程中實際的劣化行為，故會計報告中所記載的資產財務

資訊將更為貼近設施的實際狀況，因此可提升財務報告之可信度。  

b 從會計報告中之遞延維修費用以及資產價值之變化可以得知，基礎設施之維護、

更新作業是否正確的被執行，因此會計報表可作為評量基礎設施之管理績效之

工具。  

c 更新計畫須明確的列出維修、更新之預算與執行期間，故有利於維護經費之籌

措與維修作業之安排。 

缺點： 

a 在製定更新計畫時需於事建置設施的性能劣化行為之歷史資料並須建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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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轉換至價值之作業機制，其事前之準備作業較多且具技術性，如果作業程

序與資料不完全，則難以運行更新費用模式。  

b 本模式適合作為在年度期間內的維護管理計畫的製作，難以執行跨越數個年度

之長期維護計畫。 

(3) 遞延維修費用法 

本法之運行概念與更新費用法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其運作方式及程序則更為細膩，

故在理念之說明上需特別注意與更新費用法之區隔。本法同樣的需有深厚的工程專

業技術做為背景，其運作原理為在事前以工程專業知識計算出欲將設施之性能長久

的維持在其所設定的性能狀態以上時，則在設施服務過程中的每一個維護期間內

(年度)所應執行維修更新之費用額度。依據計畫所設定每一個維護期間內的預算金

額為基準，設施之實際維修支出金額如能達到計畫之要求時，則其損耗之費用不必

扣除，意即設施之價值因有達成維修計畫之要求而維持不變。反之若維修之實際支

出金額未達計畫所設定之維修金額時，則視其未完成維修工作而使設施之性能下降，

故要將未被執行的金額視為損耗，並以遞延維修費用之名義將其從設施之價值中扣

除(社団法人土木学会，2005)。 

本法之運作原理乃是基於透過良好的維修管理以使基礎設施得以半永久的維持在

合宜的使用狀態，而其與更新費用法不同的是其所設定的維護週期長且對劣化的評

估方式較有系統，因此對於設施的性能與價值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得以更為精準掌

握，而且更可使設施在服務期間內維持著合宜的使用性能。為使學習者能以直覺的

方式判別更新費用法與遞延維修費用法的差別，本文將遞延維修法與更新費用法之

基本理念與差異性的比較做成圖 3 之內容以作為輔助性的說明。遞延維修費用法之

優、缺點如下： 

優點： 

a 在長期的服務時間架構下，以會計年度作為時間界面，擬定維修或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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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有系統的方式來處理設施的損耗，因此會計報告的設施價值資訊較具可信

度。  

b 從資產之價值及遞延維修費之變化可以得知，管理單位是否依照計畫對基礎設

施進行維修或更新作業，因此會計報告可具有明確之機能來呈現基礎設施之管

理績效。  

c 遞延維修費用在計畫擬定上以較長的期程架構來分配各會計年度的維修、更新

費用，從長期來看有利維護預算的籌措與安排。 

缺點： 

a 因是採用長期性的架構來擬定維修、更新計畫，故需要有構造物服務過程中的

劣化行為與其性能上相對變化之資料，除了需要較長期、完整的資料之外，尚

需較高的技術能力，因此其應用之門檻明顯較高。在事前準備與資料不足的狀

況下，將難以正確呈現資產之狀況與價值並據以制訂妥適的維修、更新計畫。 

 

 

圖 3. 遞延維修法與更新費用法之基本理念與差異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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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會計模式在設施資產管理之應用分析 

由以上之敍述可以瞭解，「資產價值」與「資產損耗」是構成基礎設施資產會計的

二個基本項目，而資產價值在認定的原理上則有「原價原則」和「時價原則」二個類型，

而此亦形成了教學題材規劃上四個象現的組合。本文以下將以資產價值之認定原理作為

主軸，針對基礎設施資產會計之內容編排至其所歸屬之象限內，以區隔各方法之特性與

差異，將學習內容作系統性的畫分與整合，整理後之內容如圖 4 所示。 

 

圖 4. 會計模式的資產價值評估方法在教學上的區分與組合 

「資產原有價值的釐定」、「資產價值減損的認定」及「資產改良後增值的認定」，

是會計報告得以用貨幣量的增減正確呈現基礎設施在使用過程中性能狀態變化及維護

工作績效的主要項目。如果會計報告能明確的表達以上三項有關設施在服務與維護管理

過程中其性能與對應價值的增減變化關係則可設施之使用、維護與性能、價值之間有著

互為因果的關係，而透過此因果的循環作用，便可形成提升設施資產管理效能的循環機

制。 

從圖 4 中可知，原價原則強調設施成本的登載與攤提(張麗娟，2011)，因其不考慮

貨幣隨著時間而產生的價值變動，故對於資產經改善或擴增後價值變更之認定處理，明

 資產價值

認定 

資產損耗

認定 

方法之特性 

原價原則 原始建造

成本 

 成本的記載；具客觀性；簡明易懂；以成本作為資產價值；不考慮

幣值變動；維護更新後之價值調整困難 

 折舊費用 成本的攤提；具客觀性；簡明易懂；攤提成本性質；難以正確呈現

資產性能損耗；不處理資產維修更新 

 

時價原則 

 

重置成本 

 易受人為因素影響；估算作業複雜；不受幣值變動影響；維護更新

後之價值可直接加計；不同時期之設施可以直接比較與合計資產價

值 

 更新費用 可提供設施更新的時程與經費；能呈現更新時點上資產的損耗與維

護狀況；以半永久使用為目標；需有完整歷史資料；介於更新時間

點之間的資產損耗難以正確呈現 

 遞延維修

費用 

可提供各期（年度）設施維修更新所需經費；能呈現時間序列上資

產的損耗與維護狀況；以半永久使用為目標；需有完整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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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不及之處。然而採用時價原則的方法，著眼於設施之維護管理以維修需求作為評估

主軸，並且將貨幣的時間的價值變動納入於評估系統內，因而使得設施在服務期間內的

價值損耗或增值性的更新與擴充均可核實的登錄於會計報表中(小林潔司，2007)。為使

學習者能更為精準掌握設施會計報告中主要項目的精髓，本文將不同的設施資產會計方

法依其原理劃分其所適用領域，以使學習者得以掌握方法理念與實務應用間之相關性，

其內容整理於圖 5 中。 

 

圖 5. 會計方法與資產價值呈現方式與其適用領域之析 

從圖 5 所示之內容可知，不論是在資產價值登載的準確性亦或是設施維護管理的掌

握，以時價原則為基礎的會計方法確實優於以原價原則為基礎的會計方法，致於在設施

資產損耗的評估上，遞延維修費用法在做法上則明顯比更新費用法更為嚴謹合理。因此，

從前文的討論內容可以得知，以重置成本法來認定設施資產價值，以遞延維修費用法作

為設施價值在損耗以及更新之認定方法，在學理上是較為理想的設施資產會計模式。因

此，從以上的分析可清楚得知，在基礎設施會計制度革新面向上的教學重點與教材編撰

的主軸應著重在以時價原則為基礎的方法上。 

四、設施資產會計與基礎設施管理之間相互作用的教學題材規劃 

以下將在基礎設施資產會計的定義下，以本文所推薦的會計模式與一般傳統使用之

會計制度在基礎設施的管理功用的面向上來進行比較，以使學習者能於傳統模式與改革

 
資產價值 

認定 

資產損耗 

認定 

資產價值呈現 管理需求與績效呈現 

報告資產 

價值 

呈現資產 

損耗 

呈現改良 

資產價值 

評估維護 

管理經費 

提供管理 

決策資訊 

原價 

原則 

原始建造成本  ◎     

 折舊費用  ◎    

時價 

原則 

重置成本  ◎  ◎  ◎ 

 更新費用  ◎ ◎ ◎ ◎ 

 遞延 

維修費用 

 ◎ ◎ ◎ ◎ 

◎：方法滿足欄位項目之要求（資料來源：曾浩璽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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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管理功能的比對中瞭解設施會計制度與提升設施管理效能二者間的相互提升與

制衡作用。 

4-1 提升設施資產管理效能效用之比對 

(1) 基礎設施維修與更新計畫的擬定與預算的編列 

以設施的實際檢測資料與工程專業為基礎的遞延維修費用法，在事前透過專業的

知識與經驗來估算設施在服務過程的劣化行為，並據以評估設施在未來的維修與

更新所需的費用。因其以管理的角度出發，以維持設施的服務性能作為目標，故

會計報告中的財務資訊可非常貼近維修、更新計畫以及配合計畫執行的預算需求，

因此可提升計畫的製定及預算的編列的可信度。相較於與設施維修更新計畫幾無

關聯的折舊法，在設施管理的效能上明顯優異許多。 

(2) 充實基礎設施管理資料庫 

由於我國現行的會計方法無法明確的提供設施維修與更新在管理決策與作業上的

資訊需求，因此在依循 PDCA 循環模式的維修作業在進行決策時往往無所憑據。

反觀具有時價精神之會計方法，則能明確的提供設施維修之成果之歷史資料，故

在擬定設施未來維修工作的策略時，可以提供更為充實的決策資訊。 

4-2 提升基礎設施管理課責性之比對 

(1) 呈現設施資產維護成效之課責性 

折舊會計對於設施是否有妥善的維護並無相對應的處理方式，目前之做法只是以固

定的公式單向的計算設施的損耗金額，完全無視設施實際狀況的好壞。而遞延維修

費用會計之做法則是依據設施的實際性能狀態，編列明確的年度維修或更新預算，

並且以設施改善後之成果(決算金額)來驗證維護工作之績效。在此一機制下，當有

應執行之維修或更新作業未於年度內被執行時，便須將該項目之費用視為損耗並列

為遞延維修費用計入資產帳目內，當然這便會使資產的價值出現減損金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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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的維護成效便可從會計報告中之遞延維修費用的得知。此一機能可使納稅

人得以從會計報告中瞭解公部門在設施管理工作的成效，故遞延維修會計對於設施

管理課責性之處置效能明顯比現行的折舊會計優異。 

(2) 呈現設施資產整體存量性能狀態之課責性 

向全體國民報告基礎設施的總體存量及其現存狀態為設施管理單位無可旁貸之責

任。原始成本會計對於設施在增添、改良作業的資本化處理方式，並不考慮不同時

間的貨幣價值，而直接的以加計方式逕自予以資本化，如此便扭曲了資產的真實價

值。與此作法相較，重置會計法可以含括在不同時間點上的貨幣價值差異，因此在

不同時期完工的設施便可在統計當下的時間點上用貨幣量來加總，而此同時亦可新

改良完成的設施就其價值的提升量合併計入於當期的資產總值。因此對於向納稅人

報告基礎設施的總體資產存量並以其總體價值存量之遞變來呈現管理績效的課責

性機能而言，重置會計法明顯比原始成本會計優異許多。 

五、結論 

本文透過基礎設施在資產價值認定上的檢討，瞭解了現行會計制度在處理設施資產

價值上的缺失，並且通盤的檢討了各類會計方法對於設施資產現存價值與損耗的認定方

式，分析這些方法在執行設施資產管理上的優、缺點，接著更進而探討了基礎設施資產

會計之優化模式。在獲得了完整的學理基礎後接著便以此來構築基礎設施與維護管理議

題相關之教學主軸與架構，本著先發性的視野培養符合現今及未來社會需求之基礎設施

建設與管理人才，提升國家基礎設施管理績效，保障國民生活品質及安全，其在教學方

向與教學內容的規劃成果整成以下各點： 

(1) 與設施會計改革動機相關教學內容之規劃： 

a 人口結構與社會情勢變遷下基礎設施之建設與管理形態的走向與趨勢。 

b 設施資產價值概念的修正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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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礎設施會計制度對基礎設施維護管理工作結果的影響與功能。 

d 我國現行的基礎設施會計對設施管理工作的不足與落差。 

e 會計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說明與制度改革對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工作所帶來的

好處。 

(2) 基礎設施會計之可能模式與內容的說明︰ 

a 會計模式對基礎設施管理工作推動之運作機制。 

b 基礎設施會計的組成架構。 

c 設施資產原始價值評估概念與設施價值認定原則。 

d 設施價值損耗之評估之概念與設施損耗認定原則。 

(3) 基礎設施會計執行技術與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a 原始價值之認定： 

i. 原價成本法。 

ii. 重置成本法。 

b 損耗之認定： 

i. 折舊費用法。 

ii. 更新費用法。 

iii. 遞延維修費用法。 

(4) 設施資產會計對基礎設資產管理功用的說明 

a 各種會計模式在設施資產管理之應用分析。 

b 提升設施資產管理效用之分析與說明。 

c 會計制度在提升基礎設施管理課責性之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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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劃分的四大區塊及其下所含的各項標題是為本文建議的設施會計模式在教學

上所揭櫫的重要方向與內涵，其內容是以基礎設施得以常態性的保持正常運作的永續理

念作為基礎，學習目標之設定乃是使學習者瞭解如何透過對良好維修計畫與會計技巧，

促使課責性與管理技術形成互為因果的正向交互循環，並進而將設施會計制度的焦點從

成本之紀錄轉移至設施服務性能與價值的維持。透過課程的引導與訓練使學習者得以應

用其專業技能，將基礎設施管理的屬性從現有的被動防衞的形勢轉變成主動出擊的態勢，

在人口結構與社會狀態的快速變遷的狀況下，為基礎設施管理在制度改革與人才培育之

課題上踏出前瞻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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