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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是某上市公司的會計員，原本應正確計算公司當年度賺取收 入的營業
費用，並列在同一個會計年度中，但周董卻把小芳叫來：「小 芳啊！公司這一
季績效太差了，給投資人知道了，會影響他們對我們 公司的投資。｣ 周董立即
指示小芳等收到廠商的憑證、甚至是實際付 款時，才在次一個年度入帳，造成
會計報表上看起來前面年度的費用 較低、營業利潤較高的假象。此外，周董在
海外設立許多子公司，再由母公司銷貨給子公司，這些應收帳款雖然不存在，
但是已經讓母公司帳面上產生現金，美化了公司的帳面。收不回來的應收帳款，
再由母公司向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抵押融資借錢。小芳問秘書小婷：「我幫公司
報假帳，這樣我會不會有事啊？ ｣ 小婷說：「妳幫公司帳面的收入增加了，應
收帳款也減少了，公司前景可期，不會有事的啦！而且妳幫了公司，可以留在
職位上加薪，不做的話還可能會被炒魷魚耶！ ｣ 但幾年後公司因為營運不佳，
連帶爆出財務造假，小芳也遭到檢察官的約談。

小會計員的煩惱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2條：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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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司營運不佳，公司老闆要求會計員作假帳，會計員能不能拒絕老闆又能保
障自己的工作權呢？

一、 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事務。」
及同法第 33 條規定：「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憑證，並不
得在會計帳簿表冊作任何記錄。」可知會計人員有忠實記載之義務，當會
計人員未盡忠實記載之義務時，是必須負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二、 按照《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會計人員應禁 止下列行為：
（1）設立帳冊外之帳戶；（2）進行帳冊外之交易或與帳冊不符之交易；（3）
浮報支出；（4）登錄負債科目時謊報用途；（5）使用不實憑證；及（6）
故意於法律規定之期限前銷毀帳冊。上述規定，在我國《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已有明文規定，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
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不應從事下列行為：（1）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填 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2）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
報表滅失毀損。（3）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 或毀損其
頁數。（4）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 發生不實之結果。
（5）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 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因此小芳按照周董意思作假帳，已經造 成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明顯
違反法令。

三、小芳將面臨的法律責任，包括下列事項：

（一）行政責任：

《商業會計法》第 76、78、79 條明定會計人員違反法律義務之
行政責任，小芳的行為依第 76 條第 5 款之規定：「代表商業之負責
人、經理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六章、第七章規定，編
製內容顯不確實之決算報表。」可能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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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責任：

小芳可能涉犯《商業會計法》第 71、72 條之規定，涉有刑事責
任：

1、該法第 71 條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 依法受
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2、該法第 72 條規定：「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商業， 其前
條所列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有關人員有 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下罰金：（1）故意登錄或輸入不實資料。 （2）故意毀損、
滅失、塗改貯存體之會計資料，致使財務 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3）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
果。（4）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 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
不實之結果。」。

（三）民事責任：

《商業會計法》第 39 條規定：「會計事項應取得並可取得之會
計憑證，如因經辦或主管該項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該項會計憑證
毀損、缺少或滅失而致商業遭受損害時，該經辦或主管人員應負賠
償之責。」另如有侵害他人權利，小芳亦可能依民法第 184、188 條
（一般賠償責任）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會計人員自保之道 

（一） 對不法舞弊現象應具敏感度爆發財務舞弊時，公司會計人員位居製
作財務報表第一線，如未能保持專業上之懷疑，很難讓人相信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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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並影響法院判決結果。 

（二） 拒絕配合不法行為。身為會計人員，應告知管理階層相關規定及刑
責，並拒絕配合作出不法情事。倘無法拒絕，即需提出確實證據以
保護自己，以免觸犯法網。此時，離職是個可考慮之方向。一個人
就業，原因不外乎希望公司有發展前景，如果公司管理階層有品德
顧慮或造成美化公司帳務之壓力，公司發 展前景亦可能受影響，對
會計人員不論從個人經濟面或未來發展性而言，都是一種不穩定因
素，倘若不捨既有工作，眷戀職位或得過且過，做個一昧逃避的鴕
鳥，將深陷泥沼而不自知，豈可不慎 ! 若能抱著凡事作合法的事、勿
以惡小而為之心態，並避免不正當利益誘惑，才是自我保護之不二
法門。 

五、 為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有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 對因檢舉而查獲金
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依該要點第 5 點，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
經處一定金額以上之罰鍰或法院判決 一定刑度者，核發每件 500 萬、250 
萬、25 萬或 5 萬元之獎金；該要點第 12 點並訂有「受理檢舉機關對於檢
舉人之姓名、年齡、住居所及身分等足資辨別其特徵及檢舉內容等資料，
均應予保密。前項保密資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禁止提供第三人閱覽或
抄錄。」之規定，強化檢舉人身分保密。民眾如能勇於檢舉，共同為企業
之誠信把關，將能促進全體企業朝向永續經營之目標邁進。

資料來源： 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 廉政政策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宣導專區 / 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宣導案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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