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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突破近年來推動公共建設所遭遇之困難，並藉由公共建設民營

化，引進民間充沛資源與企業經營效率，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及提

升公共工程之品質，積極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遂成為目前政府推

動公共建設之主要政策。公共建設由民間機構參與投資與過去純由政

府提供之方式，對民眾服務雖無差異，但在服務提供之資金來源不同

下，政府會計制度勢必亦需有所因應與配合，以彰顯政府之施政績

效，並達成會計法修正案第三條所揭櫫之政府會計目標。本研究旨在

對政府以 BOT 或 BOO 方式提供公共事務時，政府會計制度在預算、

決算及財務報導等方面應有之表達與配合，做一探討，期提出一適合

我國 BOT 案之政府會計制度，以為全民監督考核之參考。

公共事務引進民間參與提供，雖已蔚為世界潮流，但受到政府組

織及體制不同的影響，對此一不同施政方式，各國之推行方式並不

一。在政府相關預算資源之補助提供上，有些國家係採專案立法，以

確保政府補助經費之穩定性；有些國家則是 BOT 案之政府補助經費

需求仍需與一般建設經費共逐預算資源。至於會計處理方面，各國在

BOT 制之政府會計處理程序皆沒有特別規定，對於政府補助部分只

循一般政府補助之會計處理程序，在會計報導上亦未予特別報導。

根據 BOT 制度及國內目前會計審計相關法規架構，透過文獻探

討、問卷調查與專家座談，本研究獲致下列結論：

1.對於 BOT 案之政府會計執行機關問題，基本上應以預算編列機關

為主，若同時有主辦機關與受託執行機關同時編列預算執行情形，

則按契約簽訂主體加以決定。

2.本研究認為 BOT 案之會計簿籍設置方式可能須視 BOT 案對政府投

資部分是否具自償性與規模而有不同處理方式。若政府投資部分將

來可獲自償收入，則採設立基金方式辦理，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統設一基金；至於規模較小或政府無法獲得自償收入之 BOT 案，

則在主辦機關之原會計簿籍架構下，以計畫項目方式處理。

3.在提供完整建設營運成本的考量下，應將民間投入成本與政府支出

經費一起列入政府會計報告中，至於民間投入部分在政府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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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之方式，在 BOT 案成立基金的前提下，其究屬基金之負債或

基金之資本來源之一，則可能須視契約性質而定。

4.政府在 BOT 制中利息補貼或投資建設之支出性質，投資建設部分

屬於資本門支出；利息補貼部分則依財務會計準則利息資本化之規

定在興建階段列為經常門，在營運階段列為資本門。

5.政府在 BOT 案中之支出，不論是利息補貼或投資建設之一部，若

能採一次審議，分年支用的方式，當更能展現政府之誠意與支持度

並增進預算編製與審議效率。

6.對於 BOT 案中，政府所面臨或有事項支出之會計處理，會計報告

表達的部分可依照財務會計規定處理；在符合財務會計或有事項入

帳之情況時，即發生損失可能性很高，金額可合理估計時，即應編

列預算。

7.有關政府在 BOT 案中取得公共建設之會計處理方式，本研究認為

不論因「強制接管」或「特許期限終了」取得公共建設所有權，對

於尚在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皆應以基金方式處理後續建設、營

運工作之執行；基金資產之金額，則在「強制接管」時，以取得時

民間機構投入成本與政府投入經費總額作為入帳金額；在「特許年

限終了」時，則以移轉時市價作為資產之入帳金額，但市價若有認

定問題，則按民間與政府投入經費總額。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國內常有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之興建，對於資本支出之

財產記錄，究應由地方或中央辦理，應有完整規範。

2.對於預算法第九條之「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者」，該「可

能」究應如何界定？表達金額的衡量基礎為何？應予釐清。

3.BOT 案由於有其個案特性，政府主計人員在處理該類案件之會計處

理時，應對該個案可能產生之政府權利義務有所瞭解，因此建議加

強對主計人員在 BOT 專案相關法規與實務運用之認識。

4.目前中央政府總會計報告對附屬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其會計報告

係採綜合彙編方式辦理，其在資訊重要性的表達上是較被忽視的，

未來應整體考量對附屬單位會計之資訊提供方式。

5.對於 BOT 案之政府會計處理，可思考完全獨立於政府會計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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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下，對於資產、負債之認定與衡量，採商業會計之處理模式。

6.我國預算法雖已有繼續經費預算編列之相關規定，但實務上仍未採

用；對於 BOT 案政府補助或投資部分之預算編列，建議與預算審

議機關協商取得共識，未來對該部分預算審議可採一次編列，分年

執行之方式以提升專案執行之彈性。

7.為展現政府之支持度，對於 BOT 專案涉及政府預算之情形時，建

議可仿美日之作法，採取專案立法方式，以保障 BOT 專案政府預

算經費在整體政府預算資源分配之優先性與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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