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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面對當前會計專業因科技發展所導致的人才需求面之結構性改變，作為人才供

給面的大學會計系所來說，調整傳統會計課程規劃的方向勢在必行。為清晰闡述本

系課程規劃之理念及對學生之期許，遂完成首版學士班修業規定，以提供本系學生

在未來職涯規劃及相對應修課計畫之指引。

　　特別感謝下列貴賓撥冗至本校參與本系於8月26日及27日舉辦之策略共識營，

提供寶貴意見，給予多方支持，並協助規劃課程：

　　學士班修業規定的得以完成，要感謝系上老師的積極參與策略共識營及各科

Ad Hoc Committee，尤其感謝周濟群(基石模組)、張祐慈(模組Ｉ)、黃政仁(模組 ＩＩ)、

翁嘉祥(模組ＩＩＩ)、詹凌菁(模組ＩＶ)、馬秀如及廖柏蒼(模組Ｖ)七位老師協助撰寫模組

課程說明。

(依事務所名稱筆畫排列)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傅文芳所長、黃建澤人資長、林素雯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于紀隆主席、游萬淵副執行長、張淑瑩人資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周建宏所長、杜佩玲策略長、游淑芬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賴冠仲總裁、龔則立審計服務副營運長、吳美慧人資長

課程改革推動小組召集人 林宛瑩

會計學系系主任  俞洪昭

2020 年 11 月



總 則
為利本系學生規劃未來職涯及修課，特編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壹、會計學系 【學士班】 專業必修科目

　　　　  修別   學分
社會責任與倫理    必 　1
商事法     必 　2 
民法概要    必 　2 
微積分     必 　3 
經濟學（上）、（下）    必 　6 
統計學（上）、（下）    必 　6 
管理學     必 　3 
風險管理
行銷管理
財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作業管理
商業分析  
院共同必修   
初級會計學（一）    必 　3 
初級會計學（二）    必 　3 初級會計學（一）
中級會計學（一）    必 　3 初級會計學（二）
中級會計學（二）    必 　3 中級會計學（一）
中級會計學（三）    必 　3 中級會計學（二）
成本管理會計（一）   必 　3 初級會計學（二）
成本管理會計（二）   必 　3 成本管理會計（一）
高級會計學（一）    必 　3 中級會計學（二）
高級會計學（二）    必 　3 高級會計學（一）
稅務法規    必 　3 
審計學（一）    必 　3 中級會計學（二）
審計學（二）    必 　3 審計學（一）
會計資訊系統（一）   必 　3 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一）
會計資訊系統（二）   必 　2 會計資訊系統（一）
電腦審計    必 　1 
財務報表分析    必 　3 
系共同必修     畢業時由學校審定學分數
　

【 經 濟 學 】與【 統 計 學 】為 一 學 年 課 程，分 上、下 學 期，內
容 不 同。為 方 便 辨 識，科 目 名 稱 後 加 ( 上 ) 表 示 上 學 期 課
程 ， (下)表示下學期課程。

  必 　3

26

45

六選一

商院必修
備註/先修科目科目名稱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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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學士班學生共同必修科目學分表

參、會計系學士班學生畢業學分一覽表

肆、修課注意事項

(一)通識科目學分表

(二)體育課：一、二年級四學期必修，每學期2小時課程採計1學分，總計4學分。

中國語文  3～6
外國語文     6
人文學   3～7 
社會科學  3～7 
自然科學  3～7
資訊   2～3
  0～3
    28

通識類別 必修學分 說明

語文通識

一般通識

書院通識
通識總學分數

超過之學分數（含各領域通識學分），
不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數。
畢業時由學校審定學分數。

　  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9
　  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9
　  稅務專業學程       9
　  評價專業學程       9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9

32 26 45 18 130

模組名稱
校訂

通識及
體育

院
共同
必修

系
共同
必修

基石
模組

(必選)

模組Ｉ~Ｖ
(至少擇一)

學分數
最低畢業學分數

(1) 本系學士班課程包含六個模組，其中基石模組為必選，模組（Ｉ）至（Ｖ）至少需選擇修

習一個模組，畢業時由本系審定模組學分數，並核發「專業學程結業證書」。

(2) 各模組部分課程是否開設，視當時師資狀況而定。

(3) 各模組如有新課程開設，本系另行透過本系網頁、布告欄以及E-mail公告。

一、

二、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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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說明



模組目次

必選模組

基石模組．．．．．．．．．．．．．．．．．．．．．．．．．．．．．．．．．．．．．．05~08

頁  次

選修模組

  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09~12

  管理會計專業學程．．．．．．．．．．．．．．．．．．．．．．．．．．．．13~16

  稅務專業學程．．．．．．．．．．．．．．．．．．．．．．．．．．．．．．．．17~20

  評價專業學程．．．．．．．．．．．．．．．．．．．．．．．．．．．．．．．．21~24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25~29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4



　　有鑒於科技發展對於會計專業工作的影響，美國會計師公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與美國全國各州會計委員會
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Accountancy, NASBA）自
2018年起進行的「會計師演化」（CPA Evolution）專案，研議未來美國會計師
考試（CPA Uniform Exam）與證照許可規範（CPA licensure）是否應針對當前
會計師所需科技能力與資料分析技術等來進行改造。

　　此專案業已於2020年5月經由AICPA與NASBA投票會計師考試將於
2024年1月開始，所有的會計師考試應考者皆必須考會計（Accounting）、
審計（Auditing）、稅務（Tax）這三科核心科目，同時於三個核心考科中大
幅度地增加科技（Technology）相關命題，以呼應未來會計師證照將建構於
會計（含財會與成管會）、審計、稅務和科技等四項核心元素的設計。 

基石模組: 大數據/商業分析課程

課程設置目的
　　本模組課程之設計專注於當前會計、審計專業人員所需科技與資料分析
之技術與能力，以因應全球會計專業的最新改革方向，落實學生對於資料分
析（data analytics）、流程自動化（process automation）與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新興科技與工具的學習，以利其在未來會審專業
上的延伸應用。具體來說，修習學生將可學習下列未來會計、審計專業及組
織管理領導人才所需要的新技能與知識：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資料管理、分析與報導（data management, analysis and reporting）
預測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
網路安全風險管理（cyber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資訊科技風險、控制與確認（IT risks, controls and assurance）
資訊安全治理（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科技發展對會計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影響

基石模組：大數據/商業分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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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近年來的人才招募政策，亦因應新技能的需要
而有所改變。根據美國會計師公會（AICPA）在2019年對全美近三萬家
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調查而提出的最新趨勢報告，2018年美國會計師事務
所針對公共會計業務（包括審計、稅務、諮詢等）所需職位而聘雇的會計
本科系畢業生人數為30,903人，此數字相較於2016年的34,889人減少了
11%，而相較於2014年的43,252人，則大幅減少了近30%。

　　第四考科則必須由以下三項專門領域（discipline）中選擇一項，在該領域
中展現更深入的技能與知識：

　　亦即過去必考的企業環境與觀念（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ncepts）
已確定不再考，而法規（Regulation）一科則改為只考稅務。通過此四科考試者，
才能成為會計師候選人（CPA candidates），再搭配工作經驗與額外進修時數（如
職業道德）後，方能於未來取得會計師證照。由此架構來看（參見下圖），AICPA
與NASBA已確定將科技能力視為未來會計師取得證照的要件之一，同時也促使非
會計系所的科技專業人才未來更容易加入會計師的行列。

　　同時，美國會計師事務所聘用「非會計本科系畢業生」的人數比例卻大幅
上升，在2016年時仍僅20%，但至2018年已突破三成達到31%。根據該報告的
預測，此一成長主要源自於事務所對具有科技背景人才的需求大增，特別是具備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等理工專業的跨領域人才，短期之內，成長趨勢仍將持續。由此可見，
傳統會計科系畢業生的競爭優勢已不如往昔。

(1)　稅務遵循及規劃（tax compliance and planning）

(2)　企業報導及分析（business reporting and analysis）

(3)　資訊系統及控制（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ntrols）

（來源： AICPA 及 NASBA 官方網站）

基石模組：大數據/商業分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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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中國位居龍頭地位的北京清華大學會計學系已於2020年起宣布停
止招生，卻同時新增了「計算機與金融雙學士學位」，其規劃的理由與美國的發
展一致。

　　當前會計專業因科技所導致的人才需求面之結構性改變，對於作為人才供給

面的大學會計系所來說，意味著傳統會計課程規劃的方向必須調整。近年來，為

了強化畢業生的工作競爭力與就業機會，許多頂尖排名的美國大學會計系均積極

朝向培育STEM人才教育的方向發展，並陸續成立許多相關學位課程。

　　著名的全球大學品質認證機構—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則於2018 年發布更新之會計

認證準則指出，大學會計課程必須提供學生關於資訊科技以及可應用於會計領域

之新興科技的訓練，並強調實作。會計課程的設計應當加強師生關於科技領域的

知識和技術發展。根據AACSB會計認證準則A5的說明，會計課程必須包括以下三

方面的內容：

　　基本上，AACSB會計認證準則A5期望每一門會計課程都能夠包括資訊科技

相關的教學及實作項目。例如，在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計相關的課程中，使用

Excel進行資料分析；在會計資訊系統課程中，使用ACCESS or SQL資料庫查詢

語法來分析由 ERP 系統取得之資料；在審計及舞弊查核課程中，使用ACL/IDEA

做財務及非財務資料的分析；廣泛使用Power BI 或Tableau進行視覺化分析，並

應用在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法以及審計相關的課程中；以及加入使用機器

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與機器學習系統（machine learning 

systems）執行審計與稅務查核等。

科技對會計專業人才培育之影響

資訊系統及商業流程—會計課程應包括了解資料的創建、操作、管理、資

訊安全和儲存。

資料分析—會計課程應包括統計技術、資料分群歸類（clustering）、資料

管理、資料模型、文字分析、預測性分析、機器學習系統及視覺化分析。

發展資訊科技之敏捷度—協助會計系師生認知，持續學習影響會計專業

之相關資訊科技及知識之必要性。

基石模組：大數據/商業分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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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對於美國會計專業最新發展的介紹，可知此一變革的目的是藉由

會計師考試與證照核可這兩項專業認可制度來帶動會計高等教育的變革，預期

將對於全球未來數十年的會計專業與大學教育產生極為重大的衝擊。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在過去數十年間培育了無數優秀的會計人才，本模組

課程的設計目的即在針對此一變革順應潮流，並妥善規劃本系學生未來職涯所

需課程與專業能力，為本系學生成為會計專業領導人才奠下無可撼動之基石。

【基石模組】
修課規定：需修習至少18學分，必須包含必選課程5門。

類別        　　　學分數

必選 　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一)   　　　      3

必選 　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二)   　　　      3

必選 　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3

必選 　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3

必選 　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3

選修 　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3

選修 　大數據之基本常識及審計實務應用  　　　      3

選修 　新興科技之會計應用     　　　      3

選修 　資料分析技術於會計、審計之應用    　　　      3

選修 　人工智慧與會計應用    　　　      3

選修 　數據分析研究     　　　      3

課程名稱

基石模組：大數據/商業分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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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Ｉ: 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學程設置目的
　　為培養本系學生具備財務會計、審計及跨領域整合之專業知識、能力及技
能，以期本系成為執業會計師、企業、政府、非營利組織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之
重鎮，特設立「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供本系學生修習。

　　會計是一種資訊系統，傳遞特定經濟個體（企業）的經濟資訊，是一項動態
的溝通過程。會計透過記錄企業的經濟活動資料，衡量企業個體的企業活動，將
記錄的資料加以儲存，在有需要時，進一步處理成為有用的資訊，並透過財務報
告將有用的資訊，溝通傳遞予資訊使用者做為判斷和決策的基礎。會計資訊連接
企業活動與決策者，成為商業的語言及管理的利器。

　　當企業的財務報表未能提供可靠或攸關的資訊時，管理階層將無法有效評估
公司財務狀況或營運績效，且可能導致投資人因決策錯誤而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及
喪失對財務報表資訊失去信心。由此可知，會計資訊在全球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
中的資源分配，具有關鍵性的角色及影響。提供外部人士決策所需資訊屬於財務
會計之範疇，著重財務資訊之整理分析與財務報表之編製、解讀及溝通。

　　會計資訊之目的在協助決策者作成決策，會計資訊的外部使用者即仰賴財
務報表做為其投資或貸款等決策的重要依據，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企業財務
狀況及經營成果則成為其在資本市場中能否成功籌集外部資金的關鍵因素。為
取得公眾信任及符合相關法規，企業需委託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簽證業務。
查核人員針對財務報表中各項科目進行查核，會計師再依據查核結果出具適當
的查核報告以供使用者參考。

　　本學程之發展重點，在於透過專業課程奠定學生財務會計、確信服務相關
之專業知識，並著重於對企業財務及營運相關資料之分析、解讀，相關課程目
標在培養本系學生具備下列專業知識及能力：

財務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確信服務專業知識與能力；

分析大數據之能力；

應用新興科技於會計、審計專業之能力；

應用理論於實務操作之能力；

恪守職業道德與操守之認知。

學程發展重點

(1 )

(2)

(3)

(4)

(5)

(6)

模組Ｉ：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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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經濟活動的地方，就需要會計專業功能的發揮。會計專業的職涯發展領
域十分寬廣，本學程畢業生可進入會計師事務所、民營企業、非營利機構或政
府機關工作。進入會計師事務所可從事審計、稅務、顧問諮詢等工作，若取得
會計師專業證照及執業資格後，可在國際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晉升至合夥人或自
行執業。若選擇進入民營企業或非營利機構擔任與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等相
關職務，其中之高階管理職，如執行長、財務長、會計長、營運長等，不乏係
由具有會計專業背景人才擔任。

　　若通過國家高普考，可擔任公職，從事會計、稅務、審計、主計及金融等
相關工作。有鑑於重大企業弊案對經濟秩序之傷害，許多會計專業人才亦參與
財經檢察事務官、商業法院調查官、經濟犯罪調查官招考，從事金融法務工作。
憑藉財會專業素養，亦可跨行從事證券營業員、財務分析師等工作。此外，學
生亦可繼續升學攻讀會計研究所，加強會計理論基礎及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
邏輯思考能力，日後若選擇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則可從事會計教育工作。

　　本系歷史悠久，眾多畢業系友在學術界、會計師界、民營企業、政府機關
等均有極為傑出的表現，亦對母系展現高度的向心力。此外，國內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與本系互動密切，對系的發展方向及課程規劃均有諸多協助及貢獻，對
於本系學生素質有高度的認同，畢業生在就職機會上擁有相對優勢。

　　隨著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興起，會計正面臨著科技的改革創新所帶來的挑
戰。本系提倡多元化訓練，除了奠定學生專業會計、審計核心知識技能外，亦
提供一系列商業科技課程協助學生在嶄新的大數據世代中贏得競爭力。在本系
獨樹一幟之大數據/商業分析基石模組課程訓練下，本學程學生將具有全球財務
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人才之競爭力。

學程競爭優勢

模組Ｉ：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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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修畢本學程相關規定課程後，可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財務會計
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結業證書」。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專業證照，如：

專業證照及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執照：考試科目包括中級會計學、高等
會計學、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審計學、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
及稅務法規等。

高普考及格證書：可擔任公職，從事會計、稅務、審計及金融等相關工作。

通過財經檢察事務官、商業法院調查官、經濟犯罪調查官招考：從事金融法
務工作。

內部稽核師（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CIA）、財務管理師（Certified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CFM）、管理會計師（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CMA）、財務分析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資訊系統審計師（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or, CISA）等。

政府財務管理師（Certified Government Financial Manager, CGFM）。

舞弊查核師（Certified Fraud Examiner, CFE）。

模組Ｉ：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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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修課規定：需修習至少26學分，包含基礎（1門）、核心（5門）與特色（至少3門）課程。

修習基石模組及模組Ｉ必修及必選課程建議一覽表

政府會計

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

會計師業務實戰研討

公司治理與財務報表

全球化趨勢下之會計專業新視界

投資自己成為會計達人

證券交易法

會計審計法規

商業會計法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中級會計學（三）

審計學（二）

稅務法規

財務報表分析

會計資訊系統（二）

科目名稱
經濟學（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基礎課程 核心課程 特色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年級 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

①初級會計學（一）
②經濟學（上）
③民法概要

①初級會計學（二）
②微積分
③經濟學（下）
④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 （一）

①成本管理會計（二）
②中級會計學（二）
③統計學（下）
④院六選一課程
⑤模組Ｉ特色課程一門

①高級會計學（二）
②會計資訊系統（二）
③審計學（一）
④社會責任與倫理
⑤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⑥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 （二）

①電腦審計
②財務報表分析
③模組Ｉ特色課程一門
④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①成本管理會計（一）
②中級會計學（一）
③商事法
④統計學（上）
⑤管理學

①高級會計學（一）
②中級會計學（三）
③會計資訊系統（一）
④稅務法規
⑤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①審計學（二）
②模組Ｉ特色課程一門
③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
　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一

二

三

四

8

14

15

9

15

15

10

12

*可用『政府財務報導』替代

模組Ｉ：財務會計及確信服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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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ＩＩ：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學程設置目的
　　為培養本系學生具有成本控制與管理、財務分析與管理、策略管理、風險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等領域專長，本系以CIMA（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IMA（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以及本
系管理會計之特色課程為基礎，設立「管理會計專業學程」，供本系學生修習。

　　管理會計的重點在提供會計相關資訊，協助公司高階管理人員有效執行規劃、
組織、決策、控制與激勵等功能，進而達成組織目標。近代管理會計更以策略為
焦點，以強化公司經營管理，為組織創造最大價值。因此，要能有效發揮現代管
理會計的功能，除需擁有財務會計之專業知識外，尚需具備分析能力、管理能力
及決策能力。

　　本學程之重點涵蓋策略管理之探討、策略價值管理之企業實作，以及作業價值
管理之企業實作。策略管理探討企業整體與個別事業單位所面臨的策略性決策，
訓練學生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策略價值管理之企業實作強調以實際操作之方
式深入地將學理知識與實務運用結合一體，為個案公司設計客製化SO計分
卡（strength opportunity scorecard, SO Scorecard）及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制度，培養學生策略價值管理實務操作之能力。作業價值管理
之企業實作則運用作業價值管理理論、個案與IT教育系統結合之教學方式，以及
學生與國內中小企業定期於課堂上之接觸，為個案公司設計客製化作業價值管理
制度，培養學生作業價值管理實務操作之能力。

　　本學程係以培育具備上述能力之管理會計專業人才為目的，透過專業課程訓
練，奠定學生管理會計基礎專業知識，並讓學生可以將管理會計理論與實務應用
結合，達到知行合一的學習目標。本學程之主要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下列專業知
識與能力：

透過策略管理理論之學習，訓練學生思考與分析邏輯，具備應用策略管
理理論協助高階管理者制訂管理會計制度或管理相關決策之能力；

透過與企業主深入互動的企業實作方式，將學理知識與實務運用結合一
體，培育學生具備策略價值管理及作業價值管理之實務操作能力。

學程發展重點

(1)

(2)

模組ＩＩ：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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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競爭優勢
　　會計系畢業學生一般多以進入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為主要目標，但除了擔任
公司外部的獨立審計人員之外，還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2013年英國牛津大學
公布一份研究，指出一些例行、重複性且低階的會計及審計工作被未來科技所
取代的比率高達94％。但危機也是轉機，現在會計系學生取得管理會計專業證
照資格後，更有機會實際進入公司並參與決策，提供學生另一條人生職涯途徑，
也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

　　英國皇家特許管理師公會（CIMA）是全球性的管理會計師組織，成立已近百
年，只要成為會員並通過資格考核，就能獲得相關證書。CIMA已經與美國會計師
協會（AICPA）合作推出「全球特許管理會計師 ( Chartered 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ant, CGMA）」證照，只要具備CIMA資格就可以自動取得CGMA資格，
並能加入美國會計師協會的會計專業網絡，發揮管理會計專業最大綜效。

　　本系輔導學生具有公司內部管理會計領域智能，除可掌握財務相關能力，還
能具備以下管理領域專長，更符合企業經營的實際需要，具備與全球管理會計人
才競爭之實力。

　　本專業學程提供管理專業知識之學習，並透過與企業之深度接觸，學生可以
與企業主及高階主管近距離討論及參與決策過程，不僅讓學生具有學理知識，深
切感受理論不再空泛，而是靈活實用的，亦培育學生實務操作的即戰力，成為企
業不可或缺的管理會計人才。

　　本專業學程提供「作業價值管理(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企業
實作」課程結合IT應用，係本系吳安妮講座教授結合多年理論及實務創新而發展
出架構完備的「作業價值管理（AVM）」整合性制度，於2017年獲得臺灣及大
陸「商標權」，且於2019年獲得臺灣「發明專利」。本學程學生可以透過對此套
制度理論知識的學習，強化個案IT實務操作之能力，達到知行合一之目的。

成本控制 財務管理 財務分析

管理策略 危機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模組ＩＩ：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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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學生修畢本學程相關規定課程後，可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管理會計
專業學程結業證書」。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國際管理會計專業證照：

　　為發掘優秀實務人才，本專業學程亦結合競賽活動，由企業界提供高額獎金
鼓勵學生參與。以2020大專院校勤誠盃創意競賽為例，雲端儲存與伺服器機殼大
廠即提供近五十萬的高額獎金舉辦個案設計競賽與創意短片選拔，並提供個案實
務獲獎同學在學期間實習及畢業後面試錄用的機會。未來，本專業學程亦將透過
職能導向課程與人才認證，達到學優致用、人才入企的目標。

CIMA 證照：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Diploma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以及Advanced Diploma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三張證照。

CMA國際管理會計師證照：CMA考試科目為財務規劃、績效業績考核與控
制，以及財務決策。

模組ＩＩ：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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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 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修課規定：需修習以下特色課程至少9學分。

修習基石模組及模組ＩＩ必修及必選課程建議一覽表

策略成本管理    　    3
策略管理     　    3
策略性風險管理    　    3
財務策略管理     　    3
策略價值管理-企業實作   　    3
作業價值管理（AVM) -企業實作 　    3
其他系所開設並經本系學士班委員會認定之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此科目為CIMA認證考試科目
此科目為CIMA認證考試科目
此科目為CIMA認證考試科目

年級 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

①初級會計學（一）
②經濟學(上)
③民法概要

①初級會計學（二）
②微積分
③經濟學(下)
④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 （一）

①成本管理會計（二）
②中級會計學（二）
③統計學(下)
④作業管理
⑤模組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①高級會計學（二）
②會計資訊系統（二）
③審計學（一）
④社會責任與倫理
⑤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⑥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 （二）

①電腦審計
②財務報表分析
③模組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④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①成本管理會計（一）
②中級會計學（一）
③商事法
④統計學(上)
⑤管理學

①高級會計學（一）
②中級會計學（三）
③會計資訊系統（一）
④稅務法規
⑤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①審計學（二）
②模組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③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
　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一

二

三

四

8

14

15

9

15

15

10

12

模組ＩＩ：管理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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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ＩＩＩ: 稅務專業學程

學程設置目的
　　稅務專業學程之設立宗旨在培養本系學生具有稅務專業能力，以期本系成為
培育稅務專業人才的搖籃。稅務專業人才在全球經商環境及租稅改革浪潮下，其
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全球租稅環境的快速改變，亦使得企業稅務治理變得棘手，
這對本系學生而言，是挑戰更是機會。暴露在日益增長的稅務風險之下，企業需
要仰賴稅務專家的協助，跨國企業更迫切需要配置國際租稅專業人才來強化稅務
治理，為公司創造價值。

　　本系期望學生在修習課程及職涯規劃中，培養稅務專業以提升自我競爭能
力，讓學生以紮實的專業能力應對未來稅務治理日新月異的挑戰，特設立「稅
務專業學程」，供學生修習。

　　本學程之發展重點在透過課程奠定學生稅務相關專業知識，並強調及鼓勵
學生參與稅務理論知識的應用。本系擁有優良專業師資，課程設計著重基礎稅
務知識的培養，並搭配各層面稅務議題的應用訓練，期望增進學生對於租稅議
題的敏感度及實務面的應用能力。稅務學程之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下列專業知
識與能力：

了解租稅之意義、立法、解釋及適用等基本原則及基本研究方法，使學生
對於稅務相關法律議題有更深的了解，並具備應用稅法基本原則之能力。

透過稅務案例與稅務實務探討、有效租稅規劃觀念性架構與內容，以及
我國各稅法實務問題介紹與研討，讓學生能了解個人或企業可能產生的
稅務風險，具備租稅規劃能力，以成為高階稅務專業人才。

由理論與實務角度出發，了解國際租稅原則、體制、環境的重要議題，以
及跨國公司在現行稅制下所面臨的實務問題。對跨國公司進行之跨境交易
所涉及之本國及外國租稅原則，具備基礎的認識及解析能力。

了解企業併購基礎理論及相關法令，並透過真實案例之講解與演練，強
化學生將理論應用於實務的能力。

學程發展重點

(1)

(2)

(3)

(4)

模組ＩＩＩ：稅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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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競爭優勢

　　針對理論知識的應用，本系鼓勵學生加入由本系學生組成的稅務研習社，於課
外與志同道合的同儕們交流，共同精進彼此的稅務專業能力，更鼓勵本系學生參加
校外稅務競賽。本系歷屆學生在以下四大比賽中皆展現專業實力並屢獲佳績。

　　稅務競賽是活用所學稅務知識、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絕佳平台。除此之外，在
競賽中脫穎而出，有機會提早獲得會計師事務所的肯定，並成為未來重點栽培對象。

　　除了參與課外競賽外，本系鼓勵學生至相關機構實習。由於國際租稅制度日益
複雜，相關業務開始成長，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門也走向專業分工，除了傳統的稅
務簽證部門外，亦開始發展個人稅務諮詢、外商稅務諮詢、移轉訂價、稅務盡職調
查、家族傳承等業務。實習內容因部門性質而有不同，可能包含如前段的交易架構
規劃及租稅協定申請，或是後段的法令遵循文件（移轉訂價報告）編製。

　　由於數位科技如人工智慧及區塊鏈的發展，會計專業受到巨大的衝擊。因
此，會計系學生更要及早做準備，培養不可被取代的專業能力。美國會計師考
試於2024年起也迎來重大變革，稅務與會計、審計及技術將並列成為會計師證
照之四大核心元素。

　　其中，「稅務遵循和規劃」(tax compliance and planning)更列為新制會計
師考試進階選考之一項專門領域，由此可見稅務於會計師專業佔有舉足輕重之
地位。因應人力市場的趨勢，本系鼓勵學生從本系規劃開設之稅務特色課程中
進行選修，以培養稅務第二專長。

　　對於會計系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來說，由於稅務服務一直是會計師事務所
的重要業務，會計師事務所也一直存在對稅務人才的需求，並十分重視稅務人
才的培養。因此，對稅務服務有興趣的會計系學生，可以選擇進入會計師事務
所的稅務部門大展長才。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
(舉辦地：台灣，以我國稅法為主)

「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
(舉辦地：中國大陸，以大陸稅法為主)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舉辦地：台灣，以國際租稅為主)

「安永國際稅務菁英大賽」
(舉辦地：台灣及國外，以國際租稅為主)

模組ＩＩＩ：稅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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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對進入業界從事財務、會計類工作有興趣的學生，由於稅務為財務、投資
決策裡重要的一環，這類職缺通常要求應徵者同時熟悉稅法及具備稅務規劃方
面的知識，因此掌握稅務專業將更具職場優勢。相較於其他法律及財稅專業系
所的學生，會計系學生的優勢即在於有紮實的會計相關課程訓練，在會計專業
基礎上，對企業交易實務、成本計算，乃至於企業風險更具敏感度，得以全盤
考量財務及稅務規劃。除此之外，對於有心朝公職發展的同學來說，參加稅務
特考或財稅類科的國家考試，進入政府稅捐單位，也是職涯發展的選項之一。

　　放眼全球，許多國家均極重視稅務專業人才。例如中國、香港和美國皆設
有「稅務師」等專業資格證照。對有志成為國際移動人才的學生，應及早培養
稅務專業，使其成為未來職涯發展之利基。

　　學生修畢本學程相關規定課程後，可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稅務專業
學程結業證書」。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國內專業證照，如：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執照。

公務人員考試：高考三級財稅行政類科、高考三級財稅法務類科、普考財
稅行政類科、特考關稅人員財稅行政科、地方特考三等財稅行政類科。

國際認證理財規劃顧問（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CFP）：認證多項跨
領域金融專業技能。

中華財政學會專業證照：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財產稅申報實務、營利事
業所得稅申報實務、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稅務會計實務。

稅務律師：具備處理國際投資、併購、金融商品、技術授權、減免獎勵、
移轉訂價與行政救濟爭訟等租稅問題所需各種行政法、民商法、會計、財
政等專業知識。

模組ＩＩＩ：稅務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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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Ｉ 稅務專業學程】
修課規定：需修習以下特色課程至少9學分。

修習基石模組及模組ＩＩＩ必修及必選課程建議一覽表

國際租稅研究    　   3
租稅法研究    　   3
租稅規劃    　   3
大陸租稅研究    　   3
當前財政與稅務問題研討  　   3
企業併購法    　   3
大陸稅法    　   3
其他系所開設並經本系學士班委員會認定之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開設於會研所
開設於會研所
開設於會研所
開設於會研所
開設於會研所

年級 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

①初級會計學（一）
②經濟學（上）
③民法概要

①初級會計學（二）
②微積分
③經濟學（下）
④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一）

①成本管理會計（二）
②中級會計學（二）
③統計學（下）
④院六選一課程
⑤模組Ｉ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①高級會計學（二）
②會計資訊系統（二）
③審計學（一）
④社會責任與倫理
⑤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⑥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 （二）

①電腦審計
②財務報表分析
③模組Ｉ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④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①成本管理會計（一）
②中級會計學（一）
③商事法
④統計學（上）
⑤管理學

①高級會計學（一）
②中級會計學（三）
③會計資訊系統（一）
④稅務法規
⑤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①審計學（二）
②模組ＩＩＩ特色課程一門
③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
　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一

二

三

四

8

14

15

9

15

15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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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ＩＶ：評價專業學程

學程設置目的
　　全球會計發展已逐步傾向公允價值的精神，以公允價值作為財務報導中衡量
資產及負債之基礎。對於公允價值的衡量，通常涉及運用複雜的財務模型、各種
評價方法、分析假設與專業判斷。為培養本系學生具備評價之專業能力，以期本
系成為評價專業人才培育之重鎮，特設立「評價專業學程」，供本系學生修習。

　　評價係指評估標的之價值，該評估須經嚴謹之專業判斷並遵守職業道德。
隨著社會、經濟的成長與交易的複雜化，企業及個人因進行買賣或融資交易、
稅務規劃、財務報導、內部管理與訴訟等，對評價之需求日益增長。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企業從傳統的土地、廠房及生產設備等固定資產的製
造經營型態，轉型為強調專利、品牌、顧客關係、服務等無形資產的知識密集
產業導向，更增加對於無形資產評價之需求。無形資產評價過程需要結合跨領
域的知識，其中包含智慧財產權、評價基礎知識、相關技術知識、產業分析、
會計、財務、稅務等基本概念。本系學生在既有會計的基礎教育下，乃是養成
評價專業人員的最佳人選，並在工作團隊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學程之設計，將結合本校相關系所之優秀師資與學術資源，提供學生對
評價專業之基礎認識，包含各種評價模型、價值標準、價值前提、評價流程、
分析假設、常規化調整、折(溢)價調整等相關評價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創造學生
未來就業優勢，以達培育評價專業人才之目的。

　　本學程之發展重點，在於透過課程訓練奠定學生評價專業知識，並著重於
無形資產暨企業之評價。本學程之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具備下列專業技能：

(1)　運用不同評價模型、重要參數之設定及專業判斷之能力；

(2)　評價流程中資訊之蒐集與分析能力；

(3)　公允價值衡量之能力；

(4)　無形資產評價之能力；

(5)　依據評價準則公報撰寫評價報告之能力。

學程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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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規劃

學程競爭優勢

　　評價係與會計互補的專業知識領域，本學程除培養學生評價專業知識之外，
亦重視評價實作經驗。本系規劃與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財務顧問部門、會計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評價暨鑑識會計委員會、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評價
機構等單位合作，相互交流學術理論之發展與實務面臨之問題，不定期舉辦評價
理論與實務座談會，以因應評價專業發展之最新趨勢，並安排學生進行事務所參
訪、寒暑假實習計畫等。

　　由於目前的監管環境並未規定進行公允價值衡量之個人必須具備的能力，
或必須遵守一致的專業規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即對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公允價值衡量之個人，若未具備相關
工作所需的資格、培訓、工作經驗和專業知識，是否適任產生質疑。我國對於評
價人員之培訓及管理則明訂於「產業創新條例」第13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須邀
集相關機關辦理培訓評價人員、建立評價人員與機構之登錄及管理機制。

　　我國之評價準則公報係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民間組織
訂定發布。因評價準則公報不具法律上的強制力與拘束力，導致評價準則適用
不普及，影響評價報告之品質。此外，執行評價過程須運用大量資訊，我國目
前並未建置評價資料庫，致使評價資訊無法流通運用，抑制評價專業領域的發
展。有鑒於此，經濟部工業局自106年起開始推動評價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舉辦
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鑑定考試，以期提升評價品質與評價產業的公信力。

　　本系開設之「評價專業學程」係國內大學院校中少有的評價專業人員培育
課程，在評價專業需求市場持續擴大的趨勢下，本學程能協助本系學生具備公
允價值衡量及無形資產評價之專業能力，增強職場競爭力。

　　本系學生選擇評價學程，於就學期間即可規劃考取國內評價專業證照，全
方位提升個人競爭力，以獲得企業優先面談聘用及加薪之機會。在就業機會的
選擇上，修畢本學程具評價專業能力的學生，除了從事一般會計人員、簽證會
計師的工作之外，更有能力至會計師事務所財務顧問部門、評價機構、投資管
理顧問公司、投資銀行工作，擔任財務會計部門主管、金融機構高階管理人員
及從事企金、消金、徵授信、估價、法務相關業務人員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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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學生修畢本學程相關規定課程後，可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評價專業學
程結業證書」。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國內專業證照，如：

　　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國際專業證照，如：

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初級、中級、高級能力鑑定證書：
由我國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以國內智財技術服務產業專業職務之職能基準為基礎，專業系統化發展無
形資產評價專業人才之能力鑑定制度。

企業評價師、無形資產評價師：
由我國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辦理。該協會於2003年成立，為推動我國評價產業發展之非營
利民間機構，並於2020年與國際認證評價專家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ion Specialists, IACVS)完成共同合作協議，提供授予評價師資格之會員，透過協會之推薦即可
取得國際認證評價專家協會之會員資格，獲得ICVS (International Certified Valuation Specialist)
認證。

CVA（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評價分析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美國評價分析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s, NACVA）授予專業資格認證。NACVA為唯一通過美國國家認證機構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ertifying Agencies, NCCA）及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認可之評價訓練機構。

CEIV（Certified in Entity and Intangible Valuations）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美國估價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ppraisers, ASA）授
予專業資格認證。CEIV主要是提供給執行上市公司財務報導目的之公允價值評價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ABV（Accredited in Business Valuation）企業評價認證、
CEIV（Certified in Entity and Intangible Valuations）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授予專業資格認證。ABV與CEIV為
AICPA專門授予美國註冊會計師及獲得協會資格審查通過後之評價或財金專業人員之認證。

ICVS (International Certified Valuation Specialist)國際認證評價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國際認證評價專家協會（IACVS）授予專業資格認證。此外，於
國內取得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授予評價師資格之會員，可透過推薦之方式取得ICVS認證 。

CEIV(Certified in Entity and Intangible Valuations)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授予專業資格認證。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主要的專業範疇涵蓋土地和房地產等
多方面的固定資產，並負責提供測量學方面的教育及制定相關的培訓標準。RICS授予之CEIV係提供
予執行企業與無形資產公允價值衡量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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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

①初級會計學（一）
②經濟學（上）
③民法概要

①初級會計學（二）
②微積分
③經濟學（下）
④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一）

①成本管理會計（二）
②中級會計學（二）
③統計學（下）
④院六選一課程
⑤模組ＩＶ特色課程一門

①高級會計學（二）
②會計資訊系統（二）
③審計學（一）
④社會責任與倫理
⑤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⑥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 （二）

①電腦審計
②財務報表分析
③模組ＩＶ特色課程一門
④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①成本管理會計（一）
②中級會計學（一）
③商事法
④統計學（上）
⑤管理學

①高級會計學（一）
②中級會計學（三）
③會計資訊系統（一）
④稅務法規
⑤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①審計學（二）
②模組ＩＶ特色課程一門
③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
　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一

二

三

四

8

14

15

9

15

15

10

12

【ＩＶ 評價專業學程】
修課規定：需修習以下特色課程至少9學分。

修習基石模組及模組ＩＶ必修及必選課程建議一覽表

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   　    3
商業會計法    　    3
企業評價與評價準則   　    1
無形資產報導與評價   　    1
智慧財產管理    　    3
智慧資產診斷與運營   　    3
智慧財產權法    　    3
其他系所開設並經本系學士班委員會認定之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開設於科智所
開設於科智所
開設於科智所

模組ＩＶ：評價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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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Ｖ：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學程設置目的
　　為培養本系學生具備舞弊調查與訴訟支援之鑑識會計專業能力，以期本系成為鑑
識會計專業人才培育之重鎮，本系特設立「鑑識會計專業學程」，供本系學生修習。

　　鑑識會計（forensic accounting）是一門涉及會計、法律、心理、資訊科技、
統計等專業知識整合的學科；而鑑識會計服務即係應用鑑識會計釐清經濟事項，
由鑑識會計專業人員提供舞弊與不當行為調查、爭議與訴訟支援之服務。本系學
生在既有會計與審計的基礎教育下，為養成鑑識會計專業人員的最佳人選。

　　因此本學程之設計，係結合本校相關系所之優秀師資與學術資源，協助學
生學習鑑識會計之基礎知識，訓練學生熟習調查舞弊與不當行為之技能、爭議
解決與訴訟程序之知識，以及管控企業舞弊風險之方法等相關知識與技能；並
結合業界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創造學生未來就業優勢，以達培育鑑識會計專業
人才之目的。鑑識會計服務之提供須跨領域，由不同專長的人員組成團隊協力
完成，本系修畢「鑑識會計專業學程」學生即可成爲該等團隊的關鍵成員。

　　本學程之發展重點在透過課程奠定學生鑑識會計之基礎專業知識，並著重
於鑑識會計專業的兩個核心項目，茲分述如下：

　　企業舞弊行為的辨識與分析，需要累積不同學科的知識，包括審計學、法
律學、心理學等，以及調查技巧及蒐集證據的相關知識，而後以人、事、時、
地、物之角度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因此相關課程目標在於訓練學生具備下列
能力：

(1)　辨識、分析、說明企業舞弊行為之能力；

(2)　以量化資訊說明爭議事項對財務狀況影響之能力；

(3)　以符合法庭證據規範之方式蒐集資訊、執行舞弊調查之能力；

(4)　撰寫書面文件以說明調查發現與結果之能力。

學程發展重點

企業舞弊或不當行為分析

模組Ｖ：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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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舞弊風險管理，包括企業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以及舞弊
風險之辨認、評估與回應，進而衍生舞弊防治的企業政策，包括企業舞弊防治
規劃、企業舞弊預警模型、內部控制流程優化等，因此相關課程目標在於訓練
學生具備下列技能：

(1)　辨認、評估、回應企業舞弊風險之能力；

(2)　分析、比較不同類型資訊與資訊來源之能力；

(3)　以數位鑑識軟體蒐集資訊、分析資訊，建立預警模型之能力；

(4)　撰寫書面文件以說明企業舞弊防治規劃之能力。

產學合作規劃
　　鑑識會計業務在國內外日漸蓬勃，且服務內容具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為例，提供之服務包括：

　　鑑識會計是一門具有強烈實務導向的實作性學科，本系規劃與國內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之鑑識會計服務部門、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評價暨鑑識會計委員會、台灣
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與洗錢防制處等單位合作，相互交流
學術理論之發展與實務面臨之問題，並安排學生進行會計師事務所參訪、調查機關
參訪、寒暑假實習計畫等。

企業舞弊風險管理

勤業眾信
（Deloitte）

資誠
（PWC）

安侯建業
（KPMG）

安永
（EY）

企業風險管理部門
普華國際財務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之

鑑定與調查服務部門
風險顧問部門

審計服務之舞弊調查
與爭議協調服務部門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均設有相關部門提供鑑識會計服務如：

舞弊與不當行為調查 爭議與訴訟支援 鑑定人或專家證人 衡量財務爭議影響

舞弊防治規劃
顧問諮詢

舞弊風險診斷
顧問諮詢法規遵循顧問諮詢 數位科技鑑識

模組Ｖ：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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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競爭優勢

　　鑑識會計為鑑識領域中的新興學科，著眼於白領犯罪的偵察、阻礙等。不
論公私部門，都對具備鑑識會計能力人才的需求日殷。企業因員工職務舞弊而
造成的損失，依美國舞弊查核師協會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ACFE) 2020年公布的舞弊調查報告（Report to the Nations），在橫跨125個國
家共2,504家受訪企業的調查中，前一年度因企業舞弊而造成的損失總額高達36
億美元，平均每家企業一年約損失150萬美金，直接影響公司的利潤、公私組織
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能力，以及正直、誠實的社會風氣，並間接影響人民的
就業機會。

　　依據AICPA的估計，能提供鑑識會計服務，從事舞弊調查、訴訟支援的專業
人員，全美不到30,000名，更遑論其他國家對於鑑識會計專業人員的需求。本
學程之設置係因應企業舞弊防治之需求與會計審計服務之轉型。

　　目前美國約有八十所大學院校提供鑑識會計相關的學位課程，中國大陸亦有
近二十所大專院校設有法務會計學位課程。本系之「鑑識會計專業學程」是台灣
大學院校中少有的鑑識會計專業人員培育課程，在鑑識會計專業需求市場持續擴
大的趨勢下，本學程能協助本系學生具備反舞弊、反洗錢、反貪腐的專業能力，
未來朝向鑑識會計專業人員邁進，增強職場競爭力與工作保障。根據美國針對會
計從業人員的薪酬研究，鑑識會計人員的所得較一般會計從業人員為高。

　　在就業機會的選擇上，修畢本學程而具有鑑識會計專業能力的學生，除了
從事一般會計人員、簽證會計師的工作之外，更有能力可擔任企業內部稽核人
員、政府審計人員、金融檢查人員、財經檢察事務官、商業法院調查官、經濟
犯罪調查官、洗錢防制調查官、金融機構洗錢防制人員等相關職業。目前台灣
的鑑識會計及評價專業領域的推廣尚處起步階段，但已逐漸受到商業機構、司
法、檢調機關的重視，係本系具有相對利基之發展方向。

模組Ｖ: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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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學生修畢本學程相關規定課程後，可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結業證書」。未來可進一步報考相關國際專業證照，如：

　　例行性的傳統會計作業，在人工智慧興起後，被取代的機率提高，但評價與鑑
識會計服務需運用大量專業判斷，被人工智慧取代的機率不高。本系學生於通過舞
弊查核師協會（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ACFE）之資格審查與考試
後，可獲得CFE（Certified Fraud Examiner）舞弊查核師之專業資格認證。CFE資
格認證著重財務交易及舞弊分類（financial transactions & fraud schemes）、
調查 （investigation）、法令（law），以及舞弊預防及遏止（fraud prevention & 
deterrence）四個主題。

　　其中，財務交易及舞弊分類探討舞弊如何被進行，調查探討如何調查、揭發已
發生的舞弊，法令則探討舞弊揭發後的法律程序，均著眼於舞弊的「治」，至於舞
弊預防及遏止則著眼於舞弊的「防」。本系學生基於其會計審計專長，邁入財務交
易及舞弊分類與舞弊預防及遏止的領域，較其他科系學生相對容易，是本系學生未
來職涯發展之優勢。

CFF（Certified in Financial Forensic）財務鑑識會計師：
必須先取得美國會計師資格，再通過審查由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授予專業資格認證。

MAFF（Master Analyst in Financial Forensic）財務鑑識分析師：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美國評價分析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s, NACVA）授予專業資格認證。

Cr.FA（Certified Forensic Accountant）鑑識會計專業人員：
通過課程訓練、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鑑識會計專業人員協會（Institute of Certified Forensic 
Accountants, ICFA）授予專業資格認證。

FCPA（Forensic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鑑識會計師：
通過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鑑識會計師協會（Forensic CPA Society, FCPAS）授予專業資格認證。

CAMS（Certified Anti-Money Laundering Specialist）反洗錢專家：
通過資格審查與考試後，由反洗錢專家協會（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Anti-Money Laundering 
Specialists, ACAMS）授予專業資格認證。

模組Ｖ: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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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上學期 學分 下學期 學分

①初級會計學（一）
②經濟學（上）
③民法概要

①初級會計學（二）
②微積分
③經濟學（下）
④商業資料分析基礎：Python（一）

①成本管理會計（二）
②中級會計學（二）
③統計學（下）
④院六選一課程
⑤模組Ｖ特色課程一門

①高級會計學（二）
②會計資訊系統（二）
③審計學（一）
④社會責任與倫理
⑤資訊科技風險之因應及實務
⑥商業資料分析應用：Python （二）

①電腦審計
②財務報表分析
③鑑識會計
④審計數據分析應用

①成本管理會計（一）
②中級會計學（一）
③商事法
④統計學（上）
⑤管理學

①高級會計學（一）
②中級會計學（三）
③會計資訊系統（一）
④稅務法規
⑤資料科學核心技術專題

①審計學（二）
②模組Ｖ特色課程一門
③大數據分析於企業營運
　流程管理與稽核之應用

一

二

三

四

8

14

15

9

15

15

10

12

【Ｖ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修課規定：需修習以下特色課程至少9學分，必須包含必選課程1門、二選一必
選課程1門。

修習基石模組及模組Ｖ必修及必選課程建議一覽表

鑑識會計              3
鑑識會計實務及個案研討            3
大數據之基本常識及審計實務應用           3
公司法               3
證券交易法              3
會計實務與法律專題研究（一）           2
商業會計法              3
其他系所開設並經本系學士班委員會認定之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類別
必選

選修
選修
選修
選修
選修

必選
(二選一)

模組Ｖ: 鑑識會計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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