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21720 
全三頁

第一頁
類 科：財務審計 
科 目：內部控制之理論與實務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第二頁） 

一、COSO 如何定義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說明內部控制應包括之五項組成要素之名稱，並

根據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於以下(1)～(10)之內部控

制有效性判斷項目中，對每一組成要素標明其相關之判斷項目（每一組成要素均有

二個相關之有效性判斷項目，以號次標明）。 
內部控制有效性判斷項目： 
(1)管理階層對承受風險之態度如何？ 
(2)管理階層是否願意接納員工的建議？ 
(3)公司是否指定專人負責內部稽核的工作？內部稽核人員及其職務代理人之能力及

經驗如何？ 
(4)組織結構及呈報體系因應產業或業務等改變的彈性、意願及速度如何？ 
(5)內控聲明書是否據實報導公司內控設計及執行有效性之情況？ 
(6)企業計畫、預算如何訂定？其與整體目標、策略間的關係如何？在目前情況下，

這些目標是否合理？是否可行？ 
(7)當企業目標及相關風險改變或發現內控缺失時，是否重新評估資訊及相關資訊系

統的需求？ 
(8)企業整體目標是否有效地在組織內傳達？ 
(9)控制政策和程序是否已予執行？執行的效果如何？對違反政策或程序的事件，是

否採取適當的行動？ 
(10)企業的重大作業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是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控制

政策和程序，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範圍內？ 
請依下列格式統整作答，否則不予計分。（30 分） 
 

內部控制有效性之定義 

 

組成要素名稱 相關判斷項目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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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第三頁） 

二、以下為各自獨立之舞弊案例，牽涉金額均屬重大。 
案例A：甲公司會計部門王先生負責記錄購貨所產生之應付帳款。王先生編製付款傳

票後連同購貨發票交予出納部門付款，付款後出納部門再將購貨傳票與發票

歸還王先生入帳並歸檔。甲公司發現王先生僅藉由將已付款之購貨發票上供

應商名稱篡改為他本人虛設之公司名稱，再編製付款傳票交予出納部門付款

之方式，即達成侵吞現金之目的。 
案例 B：甲公司收發部門李先生單獨負責開啟甲公司之郵政信箱。基於業務特性，該公

司與客戶之所有往來均透過該信箱以郵件進行，包括客戶僅得以現金袋將貨款

寄送至該信箱。甲公司規定李先生須每日將所有信件中之現金取出後編製清單

連同現金交予出納部門存入銀行，並編製付款通知書交予會計部門入帳。甲公

司發現李先生長期未交出所有郵件之現金而將部分現金據為己有。雖甲公司每

月均對所有客戶寄發對帳單，惟客訴亦由李先生負責處理，而李先生對遭其挪

用現金之客戶客訴均以疏失回覆並以其他客戶支付款回補挪用金額。 
就每一案例，說明導致此項舞弊之兩項內部控制缺失，以及在現行制度下得偵查出

該舞弊之兩項稽核程序。請依下列格式統整作答，否則不予計分。（24 分） 
 

案例 內部控制缺失 稽核程序 

A 1. 
2. 

1. 
2. 

B 1. 
2. 

1. 
2. 

 

三、根據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就目的、範圍與涵蓋期間、出具書件三方面，說明公開發行公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
與會計師受公開發行公司委託專案審查內部控制之異同。（20 分） 

  



1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21720 
全三頁

第三頁
類 科：財務審計 
科 目：內部控制之理論與實務

 

 

 
 

四、買賣業甲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分析性程序後，觀察到該公司本期財務報表與前
期相較有下列 A~F 變動情況（每一情況各自獨立）： 
情況 A：存貨週轉率較前期提高。 
情況 B：應收帳款週轉率較前期降低。 
情況 C：備抵呆帳較前期增加，但備抵呆帳對應收帳款之占比較前期下降。 
情況 D：營業利益較前期增加，但本期淨利下降。 
情況 E：長期負債較前期增加，但利息費用增加比例高於長期負債增加比例。 
情況 F：銷貨毛利較前期增加，但毛利率不變。 
內部稽核人員就每一情況探討其可能成因，決定情況 A、情況 B、情況 C 與情況 D
各有三項可能成因；情況 E 與情況 F 各有一項可能成因。可能成因如(1)~(13)： 
(1)本期期末將大批產品運往其他公司寄銷但記錄為賒銷。 
(2)本期期末發生大量賒銷遭退回但未記錄。 
(3)本期期末尚在運送途中且約定起運點交貨之購貨未計入期末存貨。 
(4)本期期末尚在運送途中且約定目的地交貨之購貨計入期末存貨。 
(5)本期期末尚在運送途中且約定起運點交貨之賒銷未計入本期銷貨。 
(6)本期期末尚在運送途中且約定目的地交貨之賒銷計入本期銷貨。 
(7)產品單位售價提高 10%以因應單位生產成本提高 10%。 
(8)產品單位售價提高 5%以因應單位生產成本提高 4%與單位銷售成本提高 1%。 
(9)產品單位售價提高 4%以因應單位生產成本提高 5%與單位銷售成本降低 1%。 
(10)所得稅有效稅率提高。 
(11)以低於帳面金額之售價處分停業之門市。 
(12)短期負債以較低利率再融資為長期負債。 
(13)短期負債以較高利率再融資為長期負債。 
就情況A~F，按決定之各自可能成因數量於(1)~(13)中選出可能成因並說明理由。
例如，若情況M之可能成因數量為二項，而您認為(1)~(13)中之(3)(12)為此二項可
能成因，則就情況M即標明可能成因號次為(3)(12)並說明理由。每一成因可能完全
不應獲選、應獲選一次或應獲選多次。請依下列格式統整作答，否則不予計分。（26
分） 

 
情況 可能成因號次 理由 

A   
B   
C   
D   
E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