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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2020 年營收排行，國際四大 IC 設計公司依次為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輝達(Nvidia)及
聯發科(MediaTek)，先看一下它們的查帳會計師及最近一次年度財報日期。 
 
#查帳會計師及最近年報日期 
高通：PwC，2020/9/27 
博通：PwC，2020/11/1 
輝達：PwC，2021/1/31 
聯發科：EY，2020/12/31 
 
國際 IC 設計四巨頭中，只有聯發科是由 EY (台灣稱為安永)查核，其餘三家都是由 PwC (台灣稱為資誠)
查核。從最近年報日期也可發現，只有聯發科是採用曆年制(會計年度從 1/1 開始，這是台灣的統一規

定)，其餘三家公司的會計年度開始月份分別是 10 月、11 月及 2 月，且每年的財報日期都不固定(例如高

通過去三年分別是 2020/9/27、2019/9/29、2018/9/30)，在進行跨公司比較時，會造成一些困擾。 
 
參考：台灣 IC 設計前十大公司(依 2020 年營收排名)的查帳會計師 
聯發科：EY 
聯詠：EY 
瑞昱：PwC 
群聯：Deloitte 
擎亞：PwC 
新唐：Deloitte 
譜瑞-KY：PwC 
晶豪科：PwC 
義隆：KPMG 
矽力-KY：Deloitte 
 
台灣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聘請的會計師，EY 有 2 家，PwC 有 4 家，Deloitte 有 3 家，KPMG 有 1 家，

PwC 的佔比也是最高。 
 
接下來，我們分別看一看國際四大 IC 設計公司的財報關鍵查核事項(Critical Audit Matter)。 
 
#高通的財報關鍵查核事項 
在高通的最新一期年度財報中，PwC 提出兩項關鍵查核事項，其一是司法及監管程序(legal and 
regulatory proceedings)，其二是華為合約的收入認列(Revenue Recognition-Huawei Agreements)。 
 
在第一個項目中，PwC 提到高通目前牽涉到幾件司法及監管控訴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最終結果有可能

對財報有重大影響，所以高通的管理當局必須對可能的影響作評估並做必要的揭露。若司法或監管控訴

導致的或有損失有重大可能(probable)會發生且金額能合理估計(be reasonably estimated)，那高通就必須在



財報上做必要的認列或附註揭露。PwC 在說明中提到查核人員大量審閱來自高通內部、控方、法院及外

部法律專家提供的文件及專業意見，俾便能對高通的揭露適當性做合理的評估。 
 
在第二個項目中，PwC 提到高通與大客戶華為之間對於自 2020/1/1 開始的新合約有爭議，雖然爭議在

2020 年 7 月解決了，但美國政府後來因國安考量對華為實施制裁，所以高通在認列來自華為的收入上充

滿變數，例如在 2020/9/27 的財報上就有對華為的 13 億美元應收帳款(佔高通應收帳款的一半)，PwC 對

這些款項的收現可能性做了必要的查核及審計判斷。 
 
#博通的財報關鍵查核事項 
在博通的最新一期年度財報中，PwC 把博通因為收購賽門鐵克(Symantec)公司的企業安全部門，而在財

報上認列的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項目，當成關鍵查核事項。 
 
附帶一提，博通過去幾年經常性地進行大規模的併購，因而在資產負債表上形成了巨額的合併商譽(註：

合併商譽是指買方的收購價格，超越被併購方可辨認淨資產價值的部分。國內 IC 設計龍頭聯發科，在

2012 年對晨星半導體的收購，也在合併報表上形成了巨額的合併商譽)。以 2020/11/1 的財報為例，博通

的總資產為 759.33 億美元，其中商譽為 434.47 億美元，占比高達 57.22%，這在全球任何一家公司的財

報中，都是很罕見的。 
 
博通在 2019/11/4 以 107 億美元的代價併購 Symantec，並取得 Symantec 的商標權(註：Symantec 剩下的

部分改名為 NortonLifeLock 公司)。在這 107 億美元中，66 億美元列為合併商譽，54 億美元列為無形資

產，其他則是零星的資產負債項目。PwC 是把博通對 54 億美元無形資產的處理當作關鍵查核事項。 
 
博通因併購 Symantec 而認列的 54 億美元無形資產，是由 29 億美元的已開發技術(Developed technology)
及 24 億美元的客戶合約及相關關係(Customer contracts and related relationships)和其他零星小項目構成，

這兩大項目都是分五年攤銷為費用。PwC 認為這兩大項目的評價牽涉到高度專業及主觀上的判斷，所以

查核起來很費事，而金額龐大且影響重大，所以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輝達的財報關鍵查核事項 
在輝達的最新一期年度財報中，PwC 提出兩項關鍵查核事項，其一是因併購 Mellanox 科技公司而認列

的無形資產，其二是存貨減損的評價。 
 
輝達並不常進行併購活動，但每次出手都很關鍵。它在 2019/3/11 以 69 億美元代價收購提供 InfiniBand
網路互連產品的 Mellanox，把出價 60 億美元的 Intel 氣走。輝達後來在 2020 年 9 月宣布斥資 400 億美元

天價收購 ARM，但由於包含高通、Google、微軟在內的多家大企業反對，目前收購案成立的可能性並不

高。 
 
對 Mellanox 的收購案，輝達最後是在 2021/1/31 結束的會計年度內以 71.3 億美元完成。在這 71.3 億美元

中，34.3 億美元列為合併商譽，29.7 億美元列為無形資產，其餘是零星的資產負債項目。 
 
29.7 億美元的無形資產中，16.4 億美元是分四年攤銷的已開發技術(Developed Technology)，6.3 億美元

是研發中的無形資產(In-process R&D intangible assets)，PwC 是把這合計 22.7 億美元的兩個項目當成關



鍵查核事項之一。從字面上看即可知這兩個項目牽涉到高度專業及主觀上的判斷，特別是 IPR&D 這個

項目的評價，對會計師的查核是很大的挑戰。 
 
在存貨減損的評價部分，PwC 提到輝達的主要問題在於超額存貨(excess inventories)，這取決於管理當局

對未來市場需求的評估是否正確，一旦需求不如預期，存貨價值減損就會造成銷貨成本上升、銷貨毛利

下降。PwC 小心翼翼地判斷輝達是否認列適當的存貨備抵跌價損失，並正確反映在報表上。 
 
#聯發科的財報關鍵查核事項 
在聯發科的最新一期年度財報中，EY 把聯發科的收入認列當成關鍵查核事項。聯發科的主要收入來源

係銷售晶片，EY 認為該公司銷售產品之組合及訂價方式多元，訂單內容及實務慣例隱含之項目通常亦

包含數量折扣，因此需判斷並決定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時點，以及履約義務之變動對價之估計。EY 在

查核報告中詳細列舉其對聯發科收入認列之查核程序，感覺很像把審計學教科書關於收入認列的查核程

序完整列舉一遍。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聯發科在過去三年都是在財報申報的截止日或前一兩天才申報。我今天查了一

下 EY 在查核報告上的簽字日期，2020 年報是 2021/3/19 (聯發科在 2021/3/30 申報)，2019 年報是

2020/3/20 (聯發科在 2020/3/31 申報)，2018 年報是 2019/3/22 (聯發科在 2019/3/29 申報)。簽字和申報間

隔時間分別為 11 日、11 日及 7 日。 
 
比較：台積電 2020 年報的會計師簽字日期是 2021/2/9 (台積在 2021/2/26 申報)，2019 年報是 2020/2/11 
(台積在 2020/2/27 申報)，2018 年報是 2019/2/19 (台積在 2019/2/22 申報)。間隔時間分別為 17 日、16 日

及 3 日。 
 
證交法第 36 條規定，年度財報在會計師查核完畢後，必須經過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才能申報。大

家可能會覺得前述間隔時間大約是因為安排董事會或監察人會議(設立獨立董事的公司可由獨立董事組成

的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日程延宕所致。 
 
其實在台灣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以後，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的簽字日期已改為須在董監會議通過之

後，實務上通常會是同一天。所以申報日期延宕太久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附圖表：(以下資料取材自各公司會計師查核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