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第四部分　歷屆試題彙編

◎九十五年漁會新進人員考試八職等

「漁會財務處理辦法與實務」試題

一般公認的八大會計原則為何？

答：依經濟部於104年9月16日發布之經商字第10402425290號函釋規

定，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條規定所稱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

係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適用。故

自該日起，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已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故

本題不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漁會之會計報告可分哪二類？其項目為何？

答：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會計報告分下列二

類：

靜態會計報告：表示一定期日之財務狀況。

動態會計報告：表示一定期間之財務變動及營運經過情形。

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10條及第11條之規定，靜態會計報告及

動態會計報告之項目為：

靜態會計報告：靜態會計報告按其事實需要分別編造下列各

表：

資產負債表。

現金結存及行庫存透日報表。

證券明細表。

票據明細表。

存貨明細表。

原物料明細表。

在製品明細表。

用品明細表。



2 新編漁會財務處理辦法與實務大全

固定資產明細表。

其他資產負債各科目明細表。

動態會計報告：動態會計報告按其事實需要分別編造下列各

表：

事業損益及經費所入所出計算表。

各項收入、支出、所入及所出明細表。

現金流量表。

固定資產增減明細表。

盈虧撥補表。

試述漁會會議費用及綜合管理費用之預算如何編列？

答：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35條之規定，漁會會議費用及綜合管理費

用按前年度收益比率分別編入經濟及金融事業預算。

漁會財務檢核依檢核單位可分為哪幾類？依檢核頻率可分為哪幾類？

答：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漁會財務檢核依檢

核單位可分為下列各類：

監事會之財務監察。

上級漁會之財務稽核。

主管機關之財務監督。

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64條第2項之規定，漁會財務檢核依檢

核頻率可分為下列各類：

定期財務檢核。

臨時財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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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漁會新進人員考試十一職等

「漁會財務處理辦法與實務」試題

何謂借貸法則？基本會計方程式為何？

答：借貸法則：一筆分錄，在複式簿記下，必有借貸兩方。借

方有5種情形，即：資產增加、負債減少、權益減少、收益

減少、費損增加。貸方亦有5種情形，即：資產減少、負債

增加、權益增加、收益增加、費損減少。依上列借方5種情

形與貸方5種情形相組合，可得25種基本交易型態，如下所

示：

借方 貸方

資產增加 資產減少

負債減少 負債增加

權益減少 權益增加

收益減少 收益增加

費損增加 費損減少

基本會計方程式為：資產＝負債＋權益。

試作專案計畫款項撥入、開支、購置設備及結餘退還時之分錄？

答：撥入：

存放行庫 ＸＸＸ

專案計畫收入 ＸＸＸ

開支：

專案計畫支出 ＸＸＸ

存放行庫 ＸＸＸ

購置設備：

專案計畫支出 ＸＸＸ

存放行庫 ＸＸＸ

設備 ＸＸＸ

捐贈公積 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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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退還：

轉作共同產銷週轉金：

專案計畫支出 ＸＸＸ

代管款項 ＸＸＸ

撥付：

預付款項 ＸＸＸ

存放行庫 ＸＸＸ

收回（附加利息）：

存放行庫 ＸＸＸ

預付款項 ＸＸＸ

代管款項 ＸＸＸ

退還：

代管款項 ＸＸＸ

存放行庫 ＸＸＸ

漁會會計年度之期間？會計基礎制度為何？

答：漁會會計年度之期間：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2條之規定，漁

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會計基礎制度：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漁會會計

基礎採權責發生制。

前項所稱權責發生制，指收入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

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入及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予以調整

分錄。

試述漁會財產管理之範圍以及財產處分之程序？

答：漁會財產管理之範圍：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51條第1項之規

定，本辦法所稱財產，指各漁會置備之土地、房屋及建築、機器

及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雜項設備等固定資產，包括各該財產之

專用配件及備件在內，其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上者。

漁會財產處分之程序：依據漁會財務處理辦法第54條之規定，購

置、營繕或處分財產均以公開招標為原則，招標時由監事會監察

之，其結果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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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公開招標應比照政府機關規定辦理，其價值在查核金額十分

之一以下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用比價或議價為之：

營繕或購置財產所需之特殊設備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地區

僅有一家。

營繕或購置、處分財產經登報招標二次僅有一家參加。

購置財產無完全相同之程式可資比較。

經理事會通過且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特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