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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臺灣所於2024連續第六年推出臺灣市場

發行的銀行業報告，匯集所內各項專業人才對客

戶的服務經驗及國內外市場趨勢的觀察，嚴選數

個於2024年內兼具影響力及重要性的議題作為

闡述主軸，希冀本報告能持續給予各企業先進不

同角度對臺灣銀行業發展的觀點。

全球經濟活動在2023年內已明顯擺脫疫情影

響，而通膨與利率為牽引基本面發展的主要焦

點。經過2022年以來的快速升息後，進入2023

年通膨增長情況有所趨緩，因此升息步伐逐漸放

慢，並開始進入暫停加息的觀察階段。利率維持

於至少近10年以來的高點，但對經濟成長並未

形成明顯衝擊，全球、美國、歐洲去年依然保持

正成長，而國內受到出口動能不佳牽累，2023

年經濟成長不如年初預期，但增長幅度仍達1%

以上，基本面狀態尚屬穩健。

央行連續調升基準利率之下，促使存放款利差擴

大，對銀行營運較為有利。根據金管會統計，

2023年金融三業稅前盈餘超過七千億元新台

幣，為歷史以來次高紀錄。其中，銀行業稅前獲

利突破四千億元大關並年增2成以上，顯示升息

環境促使利息收益展現良好增長，給予銀行營運

獲利的堅實基礎。在營運表現亮眼的同時，金融

科技的發展依然深受銀行業界及政府的重視。

前言

銀行業運用新興科技不斷精進金融科技發展的步

伐並未停歇，而政府在相關政策亦予以鬆綁提供

正面支持。調查顯示將近9成本國銀行已經導入

AI、大數據、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等新興科技，

而超過三分之二國內銀行認為未來幾年除AI、機

器學習、大數據等技術外，與雲端相關的金融上

雲和雲端運算等發展亦相當重要。雲端具大量數

據存儲及處理的能力，對AI的應用發展可提供

不小助力。因此，去年政府再度修正金融上雲相

關法規，加大鬆綁力度以協助銀行等金融機構的

雲端佈署，給予金融科技的精進發展更多支持。

同時，在持續運用新興科技發展數位金融的過程

中，強化資訊安全韌性，建構良好風險管理防護

能力則是不可忽視的要務。希冀追求安全、便

利、營運不中斷的金融服務，持續提高資安防護

能力則為數位金融時代的關鍵。

除金融科技外，綠色金融及防詐亦為本國銀行關

注的重點。在國際永續準則揭露的要求趨勢之

下，企業間接溫室氣體碳排放(範疇三)的盤查與

揭露勢在必行，銀行透過融資業務可將供應鏈

金融及永續行動結合，形成永續供應鏈金融，有

望協助企業客戶及其供應鏈建立較明確的永續指

標，引導企業往低碳轉型發展，有助於國內社會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2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 3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陳俊光 Jeff Chen
主席
KPMG臺灣所

逐步邁向淨零目標。綠色金融對社會永續發展具

重要性，而防範詐騙對金融機構及民眾來說，則

是關乎財產安全的重大議題。詐騙對臺灣社會影

響漸趨嚴重，為了展現打擊不法決心，政府推出

防詐政策，運用跨部會合作致力打擊詐欺犯罪，

而作為直接協助處理客戶金流的銀行，除積極配

合政策外，亦運用新興科技工具，以及加強教育

訓練，在防詐與阻詐築起一道防護高牆，扮演守

護民眾資產的角色，戮力提高國內金融環境的安

全度。

雖然高利率可能於今年內維持，但市場預期普遍

認為全球、美國和歐洲等地區經濟可望保持溫和

增長狀態，而國內在出口動能復甦之下，2024

年經濟成長的表現有望明顯優於去年。在基本面

並無負面疑慮，且良好經濟成長前景或令臺灣央

行幾乎沒有降息空間，對本國銀行而言，應是

持續相對有利的環境。因此，今年國內銀行業的

營運前景依然可持較正面的態度看待。接下來將

針對本次精選的各主題進行探討，對於各章節的

內容，如有疑問或意見，歡迎您進一步與我們聯

繫。

施威銘 Steven Shih 
執行長
KPMG臺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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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場中，企業必須面對新經濟中的諸

多新挑戰。KPMG能協助客戶快速應對多變的市場，

並隨時隨地提供客戶需要的專業服務。我們為客戶提

供量身打造的服務，包括審計及確信服務、稅務諮詢

服務、管理顧問服務、財務顧問服務等專業領域，協

助跨國客戶面對複雜的商業挑戰。透過KPMG的全球

服務網絡，我們整合人才、產品與科技，並以產業知

識與最佳典範來提升服務品質。在全球會員組織中，

KPMG擁有超過265,000名跨領域、服務與國界的專

家，於143個國家提供專業化的服務。KPMG透過全

球三大地區會員組織的聯盟緊密結合，並以更佳的彈

性、更迅速的反應與全球一致性，將我們的地域性與

全國性的資源整合為一。

關於KPMG台灣所

KPMG台灣所歷經多年不斷的發展與成長，目前有

超過130位執業會計師及企管顧問等負責人，及超過

2,400位同仁，服務據點遍及台北、新竹、台中、台

南、高雄五大城市，為目前國內最具規模的會計師事

務所及專業諮詢服務組織之一。

KPMG台灣所主要包括：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數位智能風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碳資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  畢馬威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永續發展教育基金會

關於KPM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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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球經濟活動已明顯擺脫疫情影響，而利

率和通膨成為牽引基本面發展的主要焦點。為了

壓抑大幅走高的物價通膨，2022年全球主要央行

幾乎皆密集且快速升息，而此一升息循環和高利

率環境延續至2023年。迅速調升的利率對通膨

增長的壓抑效果逐漸顯現，但回落的速度不如預

期，因此美國、歐元區、英國等央行於去年第三

季前依然持續升息。不過，通膨增長滑落之下，

使加息節奏有所放緩並開始暫停升息，而在高利

率環境之內，全球及主要大國的經濟活動表現尚

屬穩健。

國內方面，臺灣央行跟隨國際腳步亦將加息延

續，後續也停止升息循環，而經濟表現則較年初

預期走弱，但對金融業的營運並未有負面影響。

在利率走升且股債市回穩之下，銀行的獲利表現

明顯超越前一年。進入2024年，市場普遍認為

美國和歐洲等主要央行有機會開始真正轉向寬鬆

降息，可能讓銀行業營運前景產生疑慮。然而，

由於對經濟成長預期正面，且通膨或將維持溫和

增長，臺灣央行認為今年或許不具降息條件，因

此對國內銀行業的營運仍可正面看待。不過，未

來若美國啟動降息的預期進一步升溫，美元受牽

動走弱的可能性提高，或將推助新臺幣走升，相

關匯率風險對銀行營運的影響需謹慎留意，同時

通膨是否能如預期持續下滑，以及地緣政治擾動

等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依然不可忽略。

臺灣銀行業概況 —
高利率環境支持經營表現，營
運前景可望正面看待

國際經濟於高利率環境展現韌性
並維持穩健增長

通膨的變化與央行的升息步伐緊緊牽引產業與投

資市場的關注，雖然全球經濟龍頭美國的通膨

年增率於2022年中觸頂並逐漸下滑，但至該年

底通膨率仍高達6%以上1，因此美國聯準會在於

2022年連續升息7次後，來到2023年仍持續調

升。不過，隨著通膨年增率來到4%下方，聯準

會放緩升息步伐並暫停升息觀察，後續於去年8

月後正式完全停止升息，而歐洲的通膨同樣逐漸

回落，英國和歐洲央行亦分別於2023年9月及10

月開始暫停升息。

雖然市場環境維持於較高利率之中，但全球及歐

美等地區的經濟展現一定韌性，並未出現陷入衰

退的情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2，去年全球

GDP增長率為3.1%，僅較2022年的3.5%小幅下

滑；美國在個人消費強勁支持下，2023年經濟

成長率則由1.9%攀升至2.5%；歐元區雖然去年

經濟僅增長0.5%，明顯低於2022年的3.4%，但

陳世雄 Sean Chen

金融服務產業協同主持會計師 
顧問部 財務風險管理服務 
執行副總經理暨亞太地區負責人
KPMG臺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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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維持正成長。另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

國，在疫情解封及積極政策的支持下，去年經濟

出口動能不佳令國內經濟表現稍
微疲軟

進入2023年，雖然臺灣央行於第一季持續升

息，但隨著通膨回落，第二季起央行已暫停升

息。國內通膨年增率於2022年6月達3.59%3，為

2008年9月以來高點。隨著央行連續調升基準利

率，通膨率於去年2月回落至3%下方並逐漸走

低。下半年通膨率雖然一度回升至3.05%，但在

美國和歐洲等大國央行進入暫停升息之下，國內

成長率由3%回升至5.2%，亦為協助全球經濟穩

健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

央行對停止升息並未有所改變。基本上，通膨回

落且央行暫停升息，對環境趨向友善，然而疫情

後生活回歸常態，產業去庫存持續，且國際對

終端商品的需求減弱，使國內出口動能不佳，

去年12個月內出現9個月出口年增率負成長，拖

累全年經濟增長率由年初預期的2.12%下滑至

1.4%4。不過，稍微偏弱的基本面並未影響金融

業的營運表現。根據金管會統計，2023年金融

三業稅前盈餘達7,036億元新台幣(以下單位同)，

為歷史以來次高且年增幅達47%5。

2023年國內經濟與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主計處，財政部，KPMG整理，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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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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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營運延續良好結果

在延續升息和國際需求偏弱等因素影響下，去年

國內經濟成長呈現低開高走，而央行的基準利率

回升至2011年7月以來高點6，促使本國銀行存放

款利差來到2016年以來最大7，對於以授信放款

為主要業務的銀行來說，整體環境對營運有利。

投資市場方面，股市和債市經過2022年慘淡的

表現後，2023年明顯回穩反彈，投資佈局對營

運收益也帶來不錯的助益，同時費損8占營運收

益的比例僅較前一年的86.1%微幅升至86.2%，

成本控制穩定。最終，本國銀行不僅營運收益

持續增長，而且稅前盈餘迎來新一波高點。在

獲利表現良好之下，資產報酬率(ROA)與淨值

報酬率(ROE)結果亦相當優異，其中資產報酬

率升至0.73%，為近8年最佳，淨值報酬率增至

10.4%，亦為過去8年最高。

利息收入支持營業收入維持成長
金管會統計顯示2023年本國銀行營業收入達3.36

兆元，不僅較前一年成長19.6%，連續二年達雙

位數增長率，並且收入金額至少為2006年以來最

佳。其中，利息、手續費、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利益(以下簡稱投資利益)等三

大收入項中，處於較高利率且利差擴大等因素促使

利息收入成為整體收入繼續攀高的重要支柱。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KPMG整理，截至2023/12

本國銀行存放款加權平均利率與利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存款利率       放款利率       存放款利差

1.97%   2.16%   2.24%   2.23%   2.21%   2.20%   2.01%   1.92%   1.90%    1.87%    1.68%   1.60%   1.85%   2.33%

0.61%   0.75%   0.82%   0.80%   0.78%   0.77%   0.63%   0.56%   0.56%   0.55%   0.45%   0.36%   0.53%   0.94%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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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去年本國銀行利息收入繼2022年

增長43.6%後，再度大幅成長56.4%，金額來

到1.56兆元，至少為2006年以來新高，而且利

息收入占營收的比率由35.6%升至46.6%，為

2008年以來最佳。雖然臺灣央行跟隨國際腳步

於2023年第一季延續升息，但全部加息幅度僅3

碼或0.75%，較美國聯準會的21碼或5.25%調升

明顯溫和許多，因此銀行的放款動能並未受到影

響，促使利息收入保持良好的強勢表現。

於營業收入中，去年第二大收入項為投資利益

收入，占比約37.3%，雖然較2022年的44.2%

下滑，但金額達1.25兆元，至少為2006年來最

高，而年增率1.1%亦為連續第二年正成長。同

時，手續費收入經過2022年疲弱的負成長後，

2023年則強力反彈增長12.3%並超過2,500億

元，亦為2006年以來最佳，股債市回穩使顧客

進場布局的意願提高，促進銀行財管業務表現，

應為手續費收入明顯回穩的主要推手之一。

本國銀行利息、投資利益、手續費收入金額及占營業收入比率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35.6%
46.6%

利息收入/營業收入            手續費收入/營業收入           投資利益收入/營業收入

8.2% 7.7%

44.2%
37.3%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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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業務單位的營業收入方面，除大陸地區分

行持續負成長外，國內分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國外分行等皆延續正成長表現，而且年

增率達雙位數。其中，國外分行與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的成長表現最突出。受到國際主要央行延續

升息並維持高利率水位的推助，去年國外分行收

入再度強勁增長49.3%，達到4,145億元，連二

年漲幅超過45%，同時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入亦

大幅成長46%，來到4,892億元，連續第二年增

幅達45%以上。

以業務單位來看，除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國內

分行、國外分行、大陸地區分行的稅前獲利皆呈

現雙位數以上增長。其中，大陸地區分行稅前盈

餘強力反彈120.1%，結束先前連二年負成長，

國內分行及國外分行年成長29.3%與25.4%，皆

連三年正成長，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雖然營業收

入增加四成以上，但美國大幅升息使美元利率攀

升，資金成本墊高，令其利潤受到壓縮，形成稅

前盈餘年減22.2%，連三年負成長的偏弱結果。

國內目前共計15間金控，其中14間旗下具有銀

行，若以金控與非金控子銀行的稅前獲利表現來

看，金控子銀行依然是主要貢獻者。2023年金

控子銀行稅前盈餘達3,355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16%，占本國銀行獲利的71%，此比率較2022

年的73.8%縮減，而非金控子銀行稅前獲利來到

1,368億元，強勢年增長33.6%，占本國銀行獲

利的比率由26.2%升至29%並為近5年最高。金

控旗下的銀行可交叉行銷，資源相對較為豐富，

因此得以繼續維持國內銀行業主要貢獻者的地

位。不過，升息帶動利差擴大則幫助非金控旗下

銀行提高獲利動能，使其稅前盈餘於本國銀行的

占比進而走升。

稅前獲利再創佳績
根據金管會統計，在去年金融三業稅前獲利達歷

史次高優異結果中，本國銀行帶來極大貢獻。

2023年本國銀行稅前盈餘4,724億元，年增率

20.5%且連三年正成長，不僅突破4,000億元

大關，並至少為15年以來新高。在利差擴大之

下，利息收入繼續強勢增長給予銀行獲利堅實基

礎，在費損占營業收入比重僅微幅上升之下，顯

示成本控制得宜，雙重因素加乘促使獲利進一步

躍進。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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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網銀繼續往損益兩平邁進
2020年底後國內三間純網銀陸續開業，截至

2023年12月底，最早正式營運的樂天國際銀行

已滿3個年度，連線銀行則超過2年，而最晚正

式開業的將來銀行則將近2年。去年三家純網銀

依然持續處於虧損狀態，不過存款和放款餘額皆

有所成長，促使銀行業務傳統指標存放比明顯提

升。

營運效益方面，收入明顯成長且成本控制適當，

促使去年三間純網銀稅前虧損皆有所縮減。根

據金管會統計，連線銀行營業收入由11.75億元

上升57.2%至18.47億元，費損由36.84億元減少

9.6%至33.31億元，助其稅前虧損由25.09億元

降至14.84億元，縮減幅度40.9%；將來銀行雖

然費損較2022年的14.84億元增加至17.89億元，

但營收由2.29億元躍增153.3%至5.8億元，促使

稅前虧損由12.55億元下滑3.7%至12.09億元；

樂天國際銀行營收由2.12億成長107.1%至4.39

億元，費損從8.85億上升至10.96億元，其稅前

虧損亦由6.73億元減少2.4%至6.57億元。

存款部份，去年連線銀行增加41.8%來到592.22

億元，為三間最高，將來銀行上升7.9%至268.2

億元，樂天國際則成長6.6%，餘額為210.8億

元。放款方面，餘額規模最高的連線銀行由

214.66億元擴增至373.58億元，年增幅74%，

樂天國際及將來兩間銀行分別巨幅成長337%及

311%，放款餘額來到58.47億與122.23億元。在

存款與放款皆往正面發展之下，銀行重要的指標

存放比亦有所改善。雖然尚無法與經營穩定的傳

統銀行相比，但未來只要持續拉升存放比，即有

可能加快扭轉營運虧損局面的進程。

純網銀主要以零接觸的方式服務與擴展業務，與

具實體分行的傳統銀行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加

上法規對其可營運的業務項目尚未全面開放，例

如尚無法提供企業貸款、外匯等服務，所以在營

運效益的提升方面仍有賴法規鬆綁及時間的累

積。不過，主管機關亦盡力與業者溝通並協助業

務的法規鬆綁，例如去年已核准試辦房貸業務，

未來待修法完成，房貸辦理的所有流程可望全部

於線上進行，同時純網銀銷售基金也核准開放，

有機會逐漸完整財管業務的發展，並且今年核准

一間純網銀試辦參與聯貸案，後續對企業自貸案

的辦理也在評估溝通中9。在主管機關持續協助

純網銀業務開放，加上自身努力耕耘，金管會預

期2025年或將出現首間轉虧為盈的業者10，而未

來三間純網銀皆呈現盈利應是有望達成的期待。

金控與非金控子銀行稅前盈餘占比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73.8% 71%

金控子銀行                                             非金控子銀行

26.2% 29%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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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與存款穩定成長，信用卡簽
帳金額創新高紀錄

國內放款於溫和升息環境中穩定成長
雖然經過央行升息後，國內基準利率回升至2011

年以來高點，但調升幅度僅3碼，明顯低於美國

的21碼，所以臺灣央行的加息相當溫和。在溫

和升息環境之內，銀行授信放款動能受到的影

響並未非常明顯，去年放款餘額延續長期攀升趨

勢，再度成長4.9%至38.47兆元，連續17年正成

長且餘額至少為2006年以來最高。同時，放款

的資產品質維持優異水平，2023年本國銀行逾

放比為0.14%，低於過去10年平均的0.24%，且

連續第三年位於0.2%以下。

在貸款的項目中，無論是企業或消費者貸款皆

平穩成長。企業放款餘額14.68兆元，年成長

5.3%，其中94%或13.8兆元屬於民營企業放

款，年增率為5.5%。民營企業放款中，70.7%

為中小企業放款，餘額較前一年增加5.2%來到

9.77兆元，中小企業占民營企業放款的比例連4

年達7成。消費者貸款餘額為11.62兆元，年增幅

6.4%。其中，住宅貸款占比達85.9%，餘額年

增7.1%至9.98兆元。

在邁向達成2050年淨零轉型的過程中，銀行被

視為運用其投融資影響力帶動企業逐步走向低碳

營運的關鍵要角。因此，近年銀行不遺餘力推

廣綠色融資產品，綠色授信及永續連結貸款為主

要代表，其中綠色授信為專案貸款，主要提供專

門用於支持環境友好或永續發展項目的融資產

品，如再生能源、節能、綠能建築等，永續連結

貸款為鼓勵企業更積極投入資源，達成所承諾

的永續績效指標，讓企業ESG績效表現與需支

付利息連結的貸款產品。根據聯徵中心統計11，

2023年綠色授信件數由57,526件增加65.6%至

95,259件，餘額由7,411.37億元躍升62.4%至1.2

兆元，而永續績效連結授信則大爆發，去年件數

由4,615件大幅攀升至9,541件，餘額由171億元

驟增至8,948.3億元。

國內存款餘額與數位存款帳戶成長走緩
中央銀行統計2023年國內存款餘額來到58兆元

之上，較前一年溫和增長5.7%，成長幅度不如

2022年的6.7%並連續第三年放緩。以存款類型

來看，活期與活期儲蓄存款占39.5%最高，定

期及定期儲蓄存款29.8%次之，外匯存款則占

15.3%。以存款機構而言，本國銀行擁有的存款

餘額占80.8%，連三年比率達8成，為民眾主要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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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資金的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儲匯處占11.9%

居次。

央行開啟升息循環後，存款利率亦跟隨調升，促

使民眾存放定存的意願明顯提高，去年定存增加

10.7%來到17.47兆元，連兩年成長率達7%以上

並高於過去10年平均年增率2.2%，而美國聯準

會2022年密集且快速升息，美元利率和升值空間

擴大，促使當年國內外匯存款大幅增加17.2%，

然而2023年升息步伐趨緩並停止升息觀察，預期

升息循環已終止之下，民眾對美元升值的期待感

降溫，因此外匯存款僅小幅年增3.4%。

銀行的數位金融發展備受重視，最基本指標數位

存款帳戶的增長受到注目。經過2021及2022年

大幅增加830萬戶後，去年戶數成長力度縮減，

但仍維持雙位數增長的趨勢。其中，由於銀行

出售整併，因此2023年辦理數位存款帳戶的一

般銀行由35間減至33間，不過帳戶數繼續增長

33.8%至1,741萬戶，而三間純網銀的帳戶數由

179萬增至227萬，年增率27%，在一般銀行數

位服務搶市之下，純網銀面臨的業務競爭較為激

烈，存款帳戶的成長力度似乎稍微受到影響。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KPMG整理，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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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簽帳金額衝破4兆元
去年為國內疫情解封以來，逐步恢復過往正常活

動的首個完整年度，民眾報復性消費的情況較為

明顯，對信用卡的營運帶來相當正面的效益。依

照金管會統計，因銀行併購，去年國內信用卡發

卡機構由33間降至32間，其中本國銀行由31間

減少至30間，信用卡公司維持2間。

國內信用卡流通卡數於2023年續增3.3%來到

5,811萬張，連續第14年攀升，本國銀行占比達

98.8%，較前一年的98.6%微幅上升且連11年達

98%以上。有效卡數方面，去年達3,776萬張，

年成長6.1%，同樣連14年增長且本國銀行占比

達99.1%。在民眾報復性消費支持下，信用卡

簽帳金額強勢成長19.9%來到4.18兆元，為首度

突破4兆元並創歷史新高，其中本國銀行簽帳金

額占98.2%，達4.1兆元，年增幅為19.6%。簽

帳金額的攀升帶動手續費收入明顯提高，整體

手續費收入大幅增加24.5%至523.48億元，其

中本國銀行占96.9%，為507.33億元，年增率達

23.8%。

高資產財富管理業務爆發成長，
2024年競爭或更激烈

希望藉由法規鬆綁和開放多元金融商品，協助

銀行能更好服務回台資金，並藉此讓國內高端

財富管理業務能獲得進一步推升，2019年底金

管會推出財富管理新方案，稱之為「財管2.0計

畫」，主要提供高資產客戶的財富管理服務，

如同國外的私人銀行業務。截至2023年12月，

主管機關已核准11間國銀承做「財管2.0」業

務，開辦的銀行為9間。根據統計12，去年底銀

行高資產財管的資產管理規模(AUM)達8,571億

元，客戶數來到7,052人，較2022年底13的資產

規模4,563億元擴大4,008億元，年增近88%，

客戶數則由3,660人大幅增加3,392人，年成長

約93%。其中，資產管理規模前三大銀行分別為

中國信託(1,747億元)、兆豐(1,646億元)、合庫

(1,492億元)。

財管2.0執照為3年一期，第一批為2020年12月

31日核准的中國信託、兆豐、上海等三間銀行
14，皆於2023年通過續牌審核15，可繼續承做業

務3年。同時，第二批核准的國泰世華、第一、

合庫、瑞士等4間銀行16，其牌照亦將於2024年5

月到期，目前皆已提出續牌申請並於金管會審核

中。2023年元大17及華南18銀行申請高資產財管

資料來源：金管會，KPMG整理，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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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高資產客戶財富管理資產管理規模與客戶數

資料來源：金管會，工商時報，截至2023/12

4,563 

8,571 

資產管理規模(新臺幣億元)                                 客戶數(人)

3,660 

7,052 

2022         2023

業務獲得核准，而元大銀行已於2024年1月2日

正式開辦19，華南銀行預定最晚今年上半年亦將

加入開辦的行列20。因此，2024年承做財管2.0

業務的銀行或將增至11間，競爭勢必較過去激

烈，預期服務高資產客戶的私人銀行業務規模應

會進一步擴大。

另外，為了簡化銀行提供高資產客戶適用金融商

品的作業程序，以及鼓勵國際性大型銀行參與國

內高資產客戶財富管理市場，金管會於去年12

月修正發布「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

商品及服務管理辦法」21，其中增訂銀行或其總

行、母行、所屬集團申請前一年度於全世界銀行

資本或資產排名前五十名以內，得不受管理資產

規模須達一定標準之限制，市場預期在臺的外商

銀行應會積極擴展高資產客戶財富管理業務。

實體分行申請數創新低，數位金
融效應逐漸顯現

金融科技的發展使得銀行的服務走向數位化，而

疫情期間的零接觸服務需求，加速數位金融進程

並改變消費者行為。疫後回復過往常態生活，但

便利的數位金融服務卻並未被民眾忽視，銀行對

科技應用發展的步伐也沒放緩下來，因此過往

需要大量透過實體分行提供顧客面對面服務的

情況似乎不再復見。如此之下，銀行對於申設新

實體分行的意願逐漸降低。依據統計22，過去10

本國銀行實體分行申設及核准數

資料來源：金管會，工商時報，截至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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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國銀行申設新分行數於2017年達到最多的

32處，而主管機關核准數於2018年達最高的10

處。後續逐漸縮減，至2023年僅申設新增3處分

行，金管會只有核准1處，來到近10年的新低，

可見數位金融服務漸漸成為主流之後，申設實體

分行對銀行的吸引力應已明顯不如過往。

經濟成長預期偏樂觀，營運前景
可望正面看待

在高利率環境已維持一段時間之後，政府及國

際機構對2024年美國、歐洲及全球經濟前景偏

向保守看待，如美國聯準會預估經濟成長率由

2.6%下滑至1.4%23、歐洲央行預期歐元區GDP

增長僅由0.6%小幅升至0.8%24、國際貨幣基金

估計全球經濟成長率持平於3.1%25，不過預測結

果顯示今年基本面可能是溫和增長的機率較高，

應不會陷入衰退。在經濟成長或將放緩的前景之

下，市場普遍認為今年美國和歐洲等大國央行啟

動降息的可能性不低。

雖然國際經濟成長以溫和為主，但似乎預期不會

對今年國內基本面有太明顯影響。行政院主計處

今年2月時估計2024年GDP成長率為3.43%26，

有機會繼2021年後再度增長3%以上，政府認為

全球終端商品消費回溫，庫存逐漸回至健康水

位，國際貿易成長量可望帶來正面牽引，加上新

興科技的出口動能挹注，基本面有機會擺脫去年

稍微偏弱的格局，而經濟若展現良好成長，則今

年臺灣央行出現降息的空間不大，對本國銀行業

的營運來說仍偏向有利。

假如美國和歐洲等國際大型央行開始降息，甚至

國內央行後續亦跟隨調降，對本國銀行的營運不

一定會產生明顯不利的影響。基本上，降息可望

激勵債市走升，並且有望帶給股市正面效應，幫

助銀行於股債市的投資佈局呈現正收益的機率提

高，同時若全球投資市場對降息舉措的反應不

差，民眾投資意願可能增加，或將支持財管業務

並推升相關手續費收入，而降息亦可望牽引融資

成本走低，在預期國內經濟成長前景可望較佳之

下，有助於支持授信放款業務的動能。因此，對

於2024年國內銀行業的營運前景依然可持較正

面的態度看待。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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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於1996年制定公布信託法，並於2000年施

行信託業法，後續並通過信託相關子法及信託稅

制等，信託業營運的法源依據逐漸完整。依據信

託業法第2條及第3條的規定1，以經營信託為業

之機構，包含銀行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兼營信託業

務，均為信託業。另外，根據2000年底信託業

法第60條修正案規定2，於該法施行前依銀行法

設立的信託投資業者，逐步改制成銀行或信託業

者，因此本國信託業者現今多為銀行。信託業法

施行至今已超過20個年頭，雖然信託業務呈現逐

步蓬勃發展之趨勢，但由於銀行推展財富管理業

務的成效顯著，促使信託業務種類多著重於以特

定金錢信託架構銷售金融商品，令信託財產運用

於投資理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真正為客戶量身

訂作的業務比例偏低。政府希望改變過往信託業

偏重理財之信託型態，並能發展真正量身訂作的

信託業務，同時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政府

也期望發揮信託廣泛功能與運作的彈性，能協助

因應高齡社會的需求和挑戰，於是近年推出【信

託 2.0「全方位信託」推動計畫】，期許配合民

眾生活各面向的需求，重塑全方位信託業務，並

讓信託業在為高齡社會提供國民所需服務之際，

亦能開創自身永續發展的利基，達到業者與社會

大眾互利的雙贏環境。

國內信託業務發展概況

目前國內信託業經營型態並未有專營的信託機

構，均係由銀行等金融機構兼營為主，其中銀行

兼營占絕大多數。根據信託公會，截至2023年

信託2.0計畫的推動，助銀行
擴展高齡社會的金融服務

李逢暉 Dannie Lee

金融服務產業主持會計師
KPMG臺灣所

底，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共計43間(35間本國銀

行、7間外銀在臺分行、1間信用合作社)，證券

商為10家3，合計53間信託業者。業務方面，信

託業主要提供的業務服務為信託業務、保管業

務、附屬業務(不含保管業務)等。其中，信託業

務分為一般及專業信託業務。一般信託業務如金

錢之信託、不動產之信託、有價證券之信託、金

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等；專業信託業務如

生前契約信託、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員工福利信

託、電子票證儲存款項信託、有價證券之信託

等。保管業務為提供有價證券保管等資產保管業

務，附屬業務(不含保管業務)包含代理有價證券

發行、轉讓、登記及股息利息紅利發放事項、擔

任有價證券發行簽證人與提供有價證券發行及募

集之顧問服務等4。

信託業法通過至今，國內信託財產規模呈現明顯

增長趨勢。根據統計，信託業務規模已從2000

年的4,560億元新臺幣(以下單位同)5，大幅成長

至2023年底的14.51兆元6，占整體信託業的業務

比重約28.7%。以信託商品來看，可區分為「金

錢信託」與「非金錢信託」兩大類，其中金錢

信託業務，如金錢之信託(不含證投信、期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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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管)、金錢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保管、

金錢之信託-期貨信託基金保管等規模合計為達

12.82兆元，占信託業務88.4%；非金錢信託業

務，如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有價證券

之信託、動產之信託、不動產之信託--其他不動

產信託、其它信託業務等規模合計1.68兆元，占

信託業務約11.6%。

信託業務之外，保管業務在信託業所占業務比

重最高，於2023年底達66.2%的33.44兆元7，較

2018年的23.98兆元8成長39%且為2018年以來新

高，而保管費率大致維持於千分之二左右的穩定

趨勢9，因此保管業務的利潤主要是隨著業務量

放大而有所成長。附屬業務項目(不含保管業務)

方面，其業務量較為穩定，由2018年的1.79兆元

成長至2023年底的2.58兆元，而隨著信託和保管

二大業務的明顯增長，附屬業務占整體信託業的

業務比重則由2018的5.28%微幅下滑至2023年的

5.1%，為信託業比重最低的業務項目。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KPMG整理，2023/Q4

信託業務財產規模統計

業務別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金錢信託

金錢之信託(不含證投信、期信基金保管) 4,355,624 4,541,328 4,707,245 5,060,876 5,599,889 6,177,998 

金錢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保管 2,658,328 3,861,262 4,255,749 4,748,214 5,392,845 6,624,033 

金錢之信託-期貨信託基金保管 23,394 39,812 59,307 25,493 23,224 27,264 

非金錢信託

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 9,333 11,217 6,300 6,315 12,881 6,713 

有價證券之信託 297,086 283,104 279,169 161,697 212,526 224,159 

動產之信託 7,020 14,372 0 0 0 0 

不動產之信託-其他不動產信託 785,323 870,382 959,175 1,095,495 1,264,702 1,440,034 

其它信託業務 9,689 9,714 8,547 8,947 10,015 9,941 

                                                          合計 8,145,797 9,631,191 10,275,492 11,107,037 12,516,082 14,510,142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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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促進信託2.0計畫的
推動

金管會於2020年推出【信託2.0「全方位信託」

推動計畫】，主要為因應高齡與少子化趨勢，期

許信託業積極投入適當資源調整部門組織及培育

專業人才，並透過整合機構內部資源及對外跨業

合作，改變以往過於偏重理財信託的現況，發展

為客戶量身訂作之全方位信託業務10。國內信託

業經過20年的發展，2020年時信託財產的規模

已超過10兆元，其中金錢信託之信託財產達9兆

元，不動產信託之信託財產來到9,591億元，有

價證券信託之信託財產為2,791億元11，信託儼然

已成為國內重要的財產管理制度。不過，以統計

數據來看，信託財產用於投資理財的占比明顯較

高，真正為客戶量身訂作的比例偏少。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的人口推

估12，本國65歲以上人口於2018年達14.6%，正

式進入高齡社會後，預計2025年升至20%，將

邁入國際定義的超高齡社會，較先前推估提前1

年，2050年預估再攀升至36.6%。因此，金融主

管機關希望能運用信託廣泛的功能及彈性運作，

以因應高齡人口變化所帶來機遇和挑戰，並期望

銀行兼營為主的信託業者，能調整組織並培育信

託專業人才，改變過往偏重理財信託的情況，讓

信託業得以朝全方位信託業務發展，進而推出信

託2.0計畫。

信託2.0分二階段推動，首階段
奠定基礎後，第二階段重視全方
位信託發展

信託2.0計畫分為二階段推動，第一階段於2020

年9月開始，為全方位信託的奠基期，而第二階

段接續首階段，於2022年9月推出，在第一階段

的基礎之上，持續鼓勵和推動信託業發展及與時

俱進的信託服務。

信託2.0計畫的主要四大願景為「打造友善住

宅，推動在地安老」、「協助資產管理，保障經

濟安全」、「跨業合作結盟，滿足多元需求」、

「結合證券化工具，發展多元市場」等13。期許

透過融資、不動產信託並結合都市更新等，與安

養設施開發業者合作興建安養宅或日間照護中

心，達成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等在

地安老目的，並且透過預收款信託、結合以房養

老及提供高齡者生活照護費用支付功能之安養信

資料來源：國發會，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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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協助高齡者資產管理及確保經濟安全。同

時，由信託業者篩選其他業者或團體跨業合作，

提供高齡者一站式購足之高品質服務，包括人身

照顧、健康醫療、社會福利及生活育樂等，亦將

透過鼓勵金融機構參與REIT(不動產投資信託)市

場，並結合證券化工具促進市場多元化發展。

計畫內容主要分為對內及對外，對內為整合金融

機構內部資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辦理研討會並

透過金融機構之經驗與案例分享，凝聚董事會及

高階管理人員對提升信託職能之共識，並引導金

融機構積極投入適當資源，及整合內部資源貫穿

各項金融商品(包含銀行授信、理財、保險等金

融服務功能)，發展全方位信託業務；對外則藉

由跨業合作，量身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全方位金融

服務，包括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社

會福利、生活育樂、都市更新開發、利用公有閒

置土地及長照2.0政策等。同時，計畫的推動則

以「法規及業務檢討」、「人才培育、宣導及產

學合作」、「跨業結盟」、「評鑑獎勵機制」等

四項策略主軸進行。

第一階段經過執行推展後取得良好成效，截至

2022年6月底安養信託財產總額達594億元，較

2020年底成長160億元，鼓勵的員工福利信託財

產總額來到1,830億元，較2020年底增長421億

元 14，同時信託業者已逐步提升信託部門職能及

組織架構，而且合作對象已從醫療業、社福團體

及長照機構等安養信託相關產業，擴大到與家

族信託著重的律師、會計師、企管顧問等業者

合作。在法律或自律規範方面，已規範兼營信託

業務之銀行應將結合信託制度推動整合性業務之

貢獻度，納入薪酬制度及相關單位評核之考量，

並放寬行銷推廣信託業務之限制，及信託業辦理

宣導推廣活動提供贈品之價格上限等規定，而人

才培訓則已陸續開辦「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及

信託2.0計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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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管會，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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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託規劃顧問師」培訓課程，並完成相關

認證計畫15。

信託2.0計畫第一階段已為發展全方位信託業務

奠定良好基礎，後續於2022年9月推出第二階段

推動計畫16。依照計畫內容，第二階段涵蓋三大

核心目標，分別為「滿足人生各階段所需的信託

服務」、「擴展及深化信託業跨業結盟」、「增

進高齡(失智)者及身心障礙者對信託服務的認識

與相關觀念」，同時四項策略主軸含括12項重

要措施，如持續引導業者逐步提升信託部門職能

及組織架構、持續協調強化預售屋之信託機制、

鼓勵企業辦理員工福利信託、推動於相關自律規

範訂定失智者金融服務相關指引、加強宣導高齡

(失智)者及身心障礙者金融服務之相關觀念、推

動信託業跨業合作提升友善對待高齡(失智)客戶

相關措施等。

跨領域合作與結盟推動信託2.0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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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管會，2022/9

業者積極響應，建構信託生態圈
及創新服務

政府推出信託2.0計畫之後，信託業者紛紛積極響

應，不僅多家業者已陸續採行相關提升信託部門

職能及組織架構之作法，而且戮力跨業合作建構

信託生態圈，並創新信託服務，朝全方位信託發

展邁進。

在提升信託部門職能及組織架構方面，根據金管

會統計17，截至2022年6月底，18家業者建置信

託業務發展策略單位，規劃未來信託業務發展方

向及合理分配資源；13家減少或免除信託業務部

人與其他部門的輪調機制，並提供信託部門人員

合理升遷管道；21家於分行設置具洽談業務能力

之信託業務專員；18家提升信託專責部門位階，

建立信託業跨業及內部資源整合單位，推展內部

資源整合、商品整合行銷及跨業同盟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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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調整分支機構評核中信託業務所占比重。

推動信託業跨業結盟，創新服務型態，為信託

2.0計畫強調的重點。根據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

業公會(以下簡稱信託公會)，信託業近年在加強

與他業合作的行銷策略之下，實務上已開發出10

大合作模式18，包含與長照平台、信合社、保險

公司、「信託+財顧+投顧」、儲蓄互助協會、

社福團體、醫療法人、律師、「地方政府+律

師」、包租代管業者等。例如，一銀與長照平台

「愛長照」結盟19、台新銀行攜手律師等第三方

監察人推廣安養信託20、高雄銀行與高雄市立民

生醫院合作成立ESG信託21、兆豐銀結盟包租代

管業者推出社宅租金結合安養信託服務22等。

在跨業合作之下，信託業者逐漸建構出信託生態

圈，讓服務更多元化，貼近不同族群民眾需求，

進一步趨近發展全方位信託的願景。合庫銀行於

信託2.0計畫推出後即積極響應，於2021年首創

「長照金融管家」平台23，協助客戶財產規劃和

晚年安養生活安排。初期以長照業者為主要合作

對象，未來規劃將醫療機構、輔具諮詢服務、心

理諮詢、飲食營養或遠距健康管理納入服務範

圍。2022年合庫銀行推動「家庭福利信託 x 長

照金融管家」的信託2.0雙引擎創新服務24，以

「家庭福利信託」達到家庭成員間的照顧支持，

安養與員工福利信託財產總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KPMG整理，2023/Q4

2020                       2021                     2022                     2023

安養信託          員工福利信託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434.7
503.4

816.0
1,231.6 

1,408.9
1,757.6

1,942.1
2,140.3 

(單位：新臺幣億元)

再搭配「長照金融管家」的長照費用金流服務，

將長照機構納入信託生態圈，實踐全方位信託服

務。後續合庫銀行再與佳醫集團合作，將醫療健

康服務與產品納入，持續擴展生態圈，並打造信

託成為具溫度的金融服務。

除合庫銀行以外，其他信託業者在跨業合作和建

構生態圈方面也多有所著墨。遠東銀行的樂齡安

養信託25運用銀行的財富管理，協助客戶規劃與

管理存款、不動產、保險金等資產，並結合遠東

集團生態圈，如電信、醫院等，提供生活服務

及優惠，同時與樂齡照護平台及業者合作，給予

量身訂做的照護資源。華南銀行以「晚美人生」

為出發點，推出「退休金長大方案信託」、「預

開型安養信託」、「退休安養信託」三大安養信

託，並與社福團體、長照安養機構、醫療機構、

銀髮產業、會計師及律師等業者合作，建構以信

託為核心，結合各種金融與非金融服務，涵蓋食

衣住行育樂的生活圈26。

信託2.0成效漸顯，政策為金融
老年學的重要體現

經過第一階段奠定良好基礎的信託2.0計畫，進

入第二階段後，在信託業者更積極跨業合作與

創新服務之下，優異的成效延續。在政策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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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矚目的安養信託和員工福利信託，其規模持

續擴大。依據信託公會統計，截至2023年底27，

安養信託財產規模進一步擴大至1,231億元，受

益人數超過15.4萬人，較2020年底的434億元大

幅增長約184%，也較第一階段的594億元成長

107%。同時，鼓勵企業辦理的員工福利信託，

則突破二千億來到2,140億元，較2020年底的

1,408億元成長約52%，亦較第一階段後的1,830

億元增長將近17%。

信託2.0政策期許能運用信託機制，同時業者跨

業結盟並提供創新的信託服務，更加符合高齡社

會不同族群的需求，此為金融老年學的主要體

現。金融老年學為汲取社會老年學的知識，並將

之用於金融服務中，在微觀層次，關注消費者的

老化所帶來的生理和心理變化，而在宏觀層面，

則關注經濟、社會、政治等影響個體老化的大環

境28。金融老年學的應用29，對於認知能力已較

為偏低的客群，金融業應明確訂定因應方針與契

約類型，且可培育特定服務人員，並施予教育訓

練提升相關知識，同時可與非金融業積極合作

(如照護機構、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 。信託與

保險等機制的運用，從金融老年學的角度來看，

也是需陸續完善和創新。因此，信託2.0政策所

期許的願景和兩階段計畫執行的措施及欲達成目

標，實為金融老年學的體現。在政府積極推動和

信託業者致力參與之下，未來高齡化社會，提供

不同族群的老年金融服務，應會更加完整並貼近

需求，而完善的信託服務亦將成為協助高齡消費

者守護資產和晚年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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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眾錢財相關的詐騙在國內存在已久，隨著時

代的變遷，詐騙手法也不斷翻新，使相關案件層

出不窮，若以嚴肅的角度來看，詐騙對臺灣社會

可能已具有趨近動搖國本的威脅程度。詐騙案的

發生，不僅讓受害人損失錢財，可能亦會對政府

防範相關犯罪的能力具有疑慮。因此，政府為了

展現打擊詐欺犯罪的決心，近年推出相關政策，

運用跨部會行動共同打詐，希望能達到保護民眾

生活財產安全和降低犯罪損害的目標。其中，與

金流處理相關的銀行機構，則積極配合政策戮力

阻詐，同時對於相關風險的辨識與技術能力提升

部分，除加強教育訓練外，運用結合新興科技的

工具，於重要的第一道防線即築起防詐的高牆，

致力扮演守護民眾資產的角色，並讓國內金融環

境的安全度有所提高。

詐欺犯罪案件與財損攀升，防範
詐騙儼然成全民重要課題

「聰明是一種天賦，善良是一種選擇(Cleverness 

is a gift, kindness is a choice)」，出自亞馬遜創

辦人Jeff Bezos的名言1，而對詐騙集團來說，則

是運用自己的聰明，騙取他人的善良，並令人遭

受財產損失的犯罪行為。經過社會的變遷，詐騙

手法的演變也跟隨時代的發展而有所不同。根據

媒體紀錄2，早期約2000年時，主要模式為金光

黨詐騙，嫌犯在街頭透過假鈔、假金條、假金鍊

等行騙。後續科技和電信的發展逐漸進步，詐騙

犯罪手法從街頭走向電話、網路等，例如假簡訊

催繳帳款、信用卡盜刷、假網拍、猜猜我是誰、

解除分期付款、臉書購物等詐騙方式。近年由於

政府與銀行共同積極阻詐，
強化國內金融環境安全

疫情令民眾對網路數位服務的使用更為頻繁，一

頁式網頁假網拍、盜用名人假網拍等詐騙方式屢

見不鮮，詐騙活動可謂相當猖獗。

詐騙方法隨時空變化而更新之際，政府也推出相

應措施應對，如2003年出現假簡訊催繳帳款詐

騙，隔年2004年政府成立165反詐騙諮詢專線3；

2005年出現信用卡盜刷和竄改電子郵件詐騙，為

防堵更多科技詐騙，2006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以下簡稱刑事局)成立科技犯罪防制中心4。

為了杜絕詐騙犯罪，政府也修法加重詐欺犯罪的

刑責。然而，加重罰則對遏止詐騙歪風的效果似

乎並不佳，法律專家認為修法提高刑責對解決首

謀在國內的詐欺案件有幫助，但對於越來越多的

跨境詐欺案件，因難以抓到首謀，提高刑責無法

有效發揮嚇阻的作用5。

詐欺案件和財損金額等數據呈現增長趨勢，明確

說明近年相關犯罪活動情況普遍令人感到擔憂。

根據刑事局統計6，2013至2022年每年詐欺案件

數由18,772增至29,509件，攀升幅度達57%，其

中2014年以來詐欺案件數年年超過2萬件。財損

部分，2018至2022年最低財損金額為2018年的

39億元新臺幣(以下單位同)，後續升至2022年的

朱成光 Rex Chu

顧問部 鑑識會計服務
執行副總經理
KPMG臺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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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億元7，而此金額於2023年進一步來到88億元

之上8。根據刑事局分析，以2022年來看，前三

大詐騙類型為投資詐欺、解除分期付款(ATM)、

假網路拍賣(購物)等，而當年度5.3萬名被害人

政府推出防詐政策並修法，展現
積極打擊犯罪決心

受到資通訊科技發達的推助，網路和電信更為自

由化，且全球金融交易趨於多元，便利性明顯提

高。如此之下，新型態的詐欺手法不斷衍生，對

民眾的財產安全持續形成威脅。行政院於2022

年訂頒「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9(以下

簡稱打詐綱領)，結合內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及法務部等機關成立「打詐國家

隊」，全力推展跨部會、跨機關及跨領域合作，

共同打擊詐欺犯罪，展現維護人民財產安全的決

心。

依據打詐綱領10，此綱領的規劃思維主要是遏阻

詐欺犯罪，透過各項偵防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增加詐欺犯罪各項環節的機會成本，並期以減害

的概念，將民眾遭受詐欺損害降至最低。因此，

制定的打詐策略主要以「識詐」、「堵詐」、

「阻詐」、「懲詐」四大面向著手。「識詐」為

宣導教育面，防詐騙為核心，內政部統籌從民眾

角度思考如何降低被害風險，提升人民防詐免疫

力；「堵詐」屬於電信網路面，通傳會統籌自源

頭完善管制機制，防堵資通訊服務淪為犯罪工

具，毀斷詐欺犯嫌施詐管道；「阻詐」主要以擋

金流阻止贓款流向，金管會統籌推動各項金融防

詐減損策略，建構良好金警合作機制；「懲詐」

為偵查打擊層面，法務部統籌結合檢警查緝各類

詐騙犯嫌並強化贓款查扣工作，阻斷詐騙集團金

流，協助被害人贓款返還以減少被害損失。

打詐綱領實施後，對詐欺犯罪打擊取得初步成

效，如2022年民眾遭詐騙金額減少逾67億元、

2022年8至12月詐騙簡訊案件大幅降低9成、疑

涉詐欺境外警示帳戶全年成功攔阻135案，金額

1.4億元、2022年較前一年查獲詐騙集團件數提

升30%、查獲嫌犯數增加40%11。然而，詐騙活

動仍難以有效杜絕，為精進防詐策略，政府於

2023年5月通過「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版」 (以下簡稱打詐綱領1.5)，透過公私協力

合作，於「識詐」、「堵詐」、「阻詐」、「懲

詐」四大面向精進作法，以達到「減少接觸、減

少誤信、減少損害」3減目標，例如識詐方面，

中，女性約占51.8%，男性則為48.2%，兩者占

比差異不大。由結果來看，防範詐騙確實是全民

與社會必需重視的課題。

資料來源：刑事局，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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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強化網路平臺落實廣告實名制。

金融主管機關與銀行機構攜手致
力阻詐 

在打詐策略中，由金管會主管監理的金融機構扮

演斷金流的阻詐重任，其中協助處理客戶金錢往

來為主要核心業務的銀行，所擔負的責任可謂重

大。另外，銀行是建立於以信任為基礎的事業，

雖然客戶遭受詐騙並非銀行所願，但過程中的金

流處理確實會透過被害人帳戶的銀行所經手，對

銀行來說，信譽於無形中或已遭受牽連受損。因

此，阻詐對銀行而言，不僅是積極配合政策執

行，更是努力協助守護客戶資產，維護自身信譽

的必要實際行動。

在積極配合打詐綱領政策之下，金融主管機關金

管會於2022年成立「防詐騙專區」，彙整並宣

導常見的詐騙手法，強化預防功能，希望能以此

提升大眾對詐騙的識別能力，而許多銀行在網站

首頁，亦設置防詐騙專區並不時釋放防範詐騙的

實施百工百業宣導措施，將反詐騙觀念納入法治

教育課程，建立防詐知能；堵詐面向則攔阻警示

國際偽冒來電和惡意簡訊，並與Meta建立綠色

通道下架涉詐廣告，與LINE研議建置紅色通道

下架涉詐帳號，也與Google建立打詐聯繫管道

加速冒名投資廣告下架；阻詐部分強化申請約定

轉帳防詐措施、納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業者、第

三方支付業者建立客戶審查機制、金融機構全臺

宣導等；懲詐方面則成立「查緝詐欺及資通犯罪

督導中心」，並加強查扣犯罪所得、落實罪贓返

還及強化犯罪被害人關懷，且優化境內外虛擬通

貨調取、凍結及查扣機制12。

除打詐綱領外，政府亦進行五大法規的修正，即

為所稱之「打詐五法」，希冀法治層面能更完

善，以完整預防及打擊詐欺行為。打詐五法分別

為「人口販運防制法」、「洗錢防制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中華民國刑法」及「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行政院提出的修正草案已

先後於2023年5月三讀通過13，主要嚴懲深偽詐

騙、私行拘禁及人口販運，並加重相關詐欺罰

防制詐欺犯罪的四大面向

資料來源：行政院，2022/7

面  向

識詐
(宣導教育)

原 則

防詐騙

作 法

識別各式詐欺手法
提升防詐免疫功能

面  向

堵詐
(電信網路)

原 則

毀工具

作 法

堵斷資通犯罪工具
減少民眾被害機會

面  向

阻詐
(贓款流向)

原 則

擋金流

作 法

阻截詐欺贓款流向
降低民眾財產損害

面  向

懲詐
(偵查打擊)

原 則

清集團

作 法

懲追瓦解詐騙集團
提高查扣不法所得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 27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提醒訊息，藉此協助顧客對潛在詐騙風險的敏感

度能有所提高。同時，金管會與內政部警政署於

2022年跨部會合作，啟動「疑涉詐欺境外金融

帳戶預警機制」14，本國銀行皆加入此一聯防機

制並完成上線，於客戶臨櫃辦理境外匯款時，透

過檢核並發現屬於疑涉詐欺境外金融帳戶時，將

加強關懷提問，提醒民眾避免受騙。後續帳戶預

警機制再擴大，2023年9月銀行公會表示將由7

家銀行先行試辦疑涉詐欺境內金融帳戶預警機制
15，初步交換警示或已報警的可疑帳戶資訊，採

取不涉及個資的作法，若民眾要匯款至已遭報案

的境內金融帳號，銀行作業平台會跳出警訊，行

員將關懷客戶匯款目的，試辦銀行可聯手勸阻顧

客將資金匯往警示帳戶。

近年金融詐欺犯罪案件中，銀行的約定轉帳已成

為詐騙犯嫌者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為防堵此

一風險，金管會提出相關管控機制。首先，請

財金公司建置「約定轉入帳號灰名單通報平台」
16，讓銀行可查詢客戶申請綁定的約轉帳號風險

高低。過往銀行間資料並不互通，顧客若臨櫃設

定約轉帳號，綁定帳號為他行時，銀行難以了解

該約轉帳號是否為具風險的帳戶。在灰名單通報

平台上路後，銀行可查詢他行被綁定帳戶的風

險值，進而判斷要不要讓客戶綁定此組帳號，

2024年第1季所有銀行皆需加入該平台；再者，

約定轉帳生效日改為次二日生效17，由於約定轉

帳運用較為浮濫，因此金管會要求只要客戶匯款

對象非本人，約定轉帳生效日將為次二日生效；

第三，加強臨櫃關懷，行員主動詢問匯款目的、

客戶與帳戶所有人關係，且對於自行內被設定約

轉過多的帳戶，銀行進行交易與潛在警示帳戶偵

測，並於客戶轉帳時給予提醒18。

另外，為遏止信用卡新型態詐騙樣態「OTP外洩

盜刷」，金管會要求前10大發卡行於2023年10

月底前，所有卡友要將信用卡綁入行動支付，皆

要比對持卡人留存在發卡行內的手機號碼，必須

同一組才可准予綁卡，而其他所有發卡機構於

2023年底前需導入，且必須同步上路簡訊通知

的三大措施，以強化機構認證流程19，期望以此

減少OTP外洩的信用卡盜刷。

為了鼓勵銀行能於金流端更勇於阻詐與打詐，金

管祭出利多支持。對銀行第一線的臨櫃行員而

言，防詐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例如人頭

戶控管可能降低開戶或帳戶使用便利性，客戶若

不滿或將衍生客訴，或是行員進行臨櫃關懷時，

察覺客戶可能遭受詐騙並勸阻匯款，但客戶不滿

向銀行局投訴，令銀行擔心防詐導致投訴案件變

多，影響公平待客的評分。因此，為了讓銀行能

較無擔憂的積極防詐，金管會表示各銀行為防制

詐騙產生之客訴，在公平待客評核時將不列入客

訴件數計算，金融檢查時也會予以區隔處理，且

金管會將研議對防制詐騙績效良好的銀行，於公

平待客評核時予以加分20。

科技應用強化防詐效果

若金融機構可有效警示及阻詐，應可有效降低詐

騙成功率，在保護民眾財產安全及維護信譽等責

任心驅使之下，銀行皆竭力協助阻詐。同時，科

技與金融的結合趨於緊密，銀行也致力於運用科

技協助提高偵測技術。台北富邦銀行(以下簡稱

北富銀)於2021年12月與刑事局共同簽署合作意

向書，雙方聯合建置金融詐騙偵測暨預警機制
21。刑事局提供多年查緝詐欺集團的偵察經驗，

以及多年積累的犯罪態樣與可疑徵象，與北富銀

共同開發AI智慧預警模型，打造此一金融詐騙偵

測暨預警機制。合作案主要有兩大執行方向，一

為分析警示帳戶金流樣態，制定異常偵測指標，

另一為建立警方與銀行間的即時通報管道，強化

線上打擊犯罪的能力22。

刑事局與北富銀合作一年後，開發的「鷹眼模

型」AI預警系統於2022年7月正式上線。根據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28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刑事局統計分析，2022年警示帳戶數較前一年

增加46.99%，但北富銀的警示帳戶數則減少

14%23，顯示此預警模型能有效管控異常帳戶，

提高防詐的效果。鷹眼模型的AI偵測技術令人看

到阻詐成效，後續2023年在金管會促成之下，

由北富銀作為總召，攜手國內其他銀行與刑事局

共同成立「鷹眼識詐聯盟」，至2023年10月已

有32間國內銀行加入鷹眼識詐聯盟，而北富銀

與聯盟成員分享具50幾種動態交易風險參數的

鷹眼模型AI偵測專利技術24，令人對於銀行透過

同業協作強化防詐成效，創造更安心金融環境的

信心提高。

除北富銀外，國泰世華與中國信託等銀行也相當

積極開發並採用智能系統協助偵測阻詐。國泰

世華銀行於2019年首度推出風險偵測平台「國

泰盾」，為透過監測異常金流、信用卡交易等樣

態，開發各式風控主題模型，並結合進階偵測演

算法技術的即時聯防機制。為強化應對新型態犯

罪的靈活性，2023年升級風險偵測平台為「國

泰盾2.0」，藉由跨平台、跨場域的資料整合與

辨識，助於加強自動化風控及快速反制各種風險

場景的能力，讓異常帳戶的捕捉數提高30%25。

中國信託銀行推出「中信智能守護165防詐安全

網」26，採用事前智能預警、事中全面防堵、事

後人工智慧監控精進打詐的策略，同時首創「網

頁真偽識別QR code」防釣魚辨識功能，協助

客戶識破假網站，並與警政署合作建置「中信

ATM智能防詐車手交易通報系統」，若詐騙集

團車手於中國信託銀行ATM提款，系統辨識出

異常交易帳戶及觸發自動通報警察單位的機制。

國內銀行結合金融科技，運用AI人工智慧系統阻

詐的成效顯現。依照金管會統計27，2023年銀行

臨櫃關懷阻詐金額達75億元，年增79%，攔阻

件數為11,300件，年成長42%，明顯超過2022

年的42億元及總件數7,979件28。另外，國內10

間大型銀行進行2023年阻詐成效統計29，以攔阻

金額來看，北富銀阻詐逾24.3億元排名第一，阻

詐件數以國泰世華1,802件最多。其中，北富銀

自2022年推出AI鷹眼模型偵測異常金流後，與

2021年施行此模型前相較，2023年警示帳戶數

占全體銀行比率大幅降低三成，展現科技防詐的

成效，以新興科技推進金融安全的潛力展露無

疑。

現在時代與過往明顯不同，虛擬世界讓詐騙手法

日新月異，隱匿和欺騙的能力更高。同時，詐騙

手法一直圍繞慾望與恐懼不斷變化，不肖人士利

用這些慾望與恐懼編造故事，以此騙取受害人財

物，所以詐騙可能不會消失，但會有所轉移。

因此，政府、金融機構、警政單位耗費龐大人

力、物力、財力進行防範詐騙宣導教育，並開發

建置符合潮流所需的智能偵測系統，努力降低詐

騙活動帶來的衝擊，實則應予以肯定與鼓勵。不

過，民眾能否具有危機意識，當詐騙來臨時可否

保持冷靜，以邏輯分析套路，讓思緒不被話術蒙

蔽，並順利守住錢財，則可能尚需不斷透過運用

教育宣導來提高相關警覺意識能力。因此，這將

會是場人與詐騙活動的持久戰，而政府、金融機

構、警政單位需保持與時俱進的打詐策略及應變

技能，如此金融環境安全程度才能進一步獲得提

升。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 29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隨著國際金融科技浪潮步入臺灣，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2019年首度開放金融上雲

的委外業務，希望能促使更多金融業者進行資訊科

技現代化與數位轉型計畫。然而，囿於上雲規範申

請流程侷限性，過去幾年國內金融機構對雲端服務

的熱潮似乎並未顯現。不過，近年環境促使消費者

習慣改變，加上科技創新的帶動，令銀行等金融業

者的數位化進程更為快速，數位科技已是不可或缺

的工具，而在擁抱大數據、人工智慧(AI)等新興科

技應用，讓顧客能有更佳體驗之際，提供多元便捷

的服務及龐大的資料運算為數位轉型進一步升級的

焦點，擁有大量數據存儲及處理能力的雲端服務成

為重要考量。主管機關金管會深知數位化趨勢，因

此於2023年再度鬆綁金融上雲相關規範，期望對

上雲進一步的開放能給予金融機構數位轉型升級助

力並促使營運更具韌性。

政府鬆綁金融上雲規範

2023年金管會修正「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

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以下簡稱委外辦法)，

而以銀行機構而言，此次修法重點中，進一步鬆綁

金融業務上雲的調整備受產業人士關注。委外辦

法於2006年正式發布施行，2023年再次修正前，

分別於2012、2014、2019年調整過辦法內容1。其

中，2019年的修訂首度將雲端服務納入規範中，以

委外管理方式納管各項金融上雲的核准2。

當時主管機關期望透過上雲能給予金融機構數位轉

型更多助力，但是幾年下來，似乎金融業上雲並不

金融上雲鬆綁助銀行
提升數位競爭力

賴偉晏 Wayne Lai

數位長
KPMG臺灣所

熱絡。依據調查，政府開放金融上雲前，2018年金

融業者開始上雲的比例接近27%3，但至2022年底

僅升至約30%4，增加幅度偏低。雖然銀行等業者

普遍對金融上雲持正面看待，但2019年修訂的規範

以申請核准為主，後續在實際執行面則遇到部份難

題。不過，對金融機構來說，政府對金融上雲採取

正面鼓勵的態度，因此2019年修法後，對於擁抱雲

原生技術與發展私有雲架構趨於積極，此舉則加速

業者資訊科技現代化的腳步。

在2023年預告再次修訂委外辦法前，2022年公布

的「金融資安行動方案2.0」內已透露出政府希望

加快並擴大金融機構上雲的步伐，並或將放寬規範

的可能。在該方案內，增加核心資料保全的要求，

希望金融業者將核心資料檔案、資料庫加密與分

持，並備份儲存於第三地或雲端，以強化備份或復

原機制，提升數位韌性5。2023年3月金管會預告委

外辦法將有重大修正，對於境內外雲端委外作業規

定準備放寬，申請核准的流程將簡化6。

2023年新版的委外辦法大幅鬆綁金融上雲規範7，

其中銀行屬於非重大、非消金業務，將可以直接

部署於境內的雲端空間，不必像先前需向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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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核准，而將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資訊系統

委託至境外公有雲則需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對於

新型態委外項目，若已經主管機關核定通過，其

他金融機構可逕行辦理，無需再申請，反之則需

經過核准。因此，經過再次修法調整後，境內委

外上公有雲不再受重大性項目需申請核准的規

範，跨境委外則僅剩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系統需

經核准，鬆綁的幅度堪稱歷年之最，可見政府期

望促進金融上雲發展的決心。

大型金融機構積極布局雲端服務

在法規開放之前，國內已有金融機構開始為未來

金融上雲做準備，而隨著正式開放，多間旗下具

有銀行的大型金控，對雲端服務的布局更為積

極。2016年玉山金控看重雲端快速部署的能力，

已開始打造雲原生技術及微服務架構的新核心系

統，並於2020年正式上線，為數位轉型及科技發

展建立關鍵基礎。玉山的目標是達成端到端的數

位化，不僅顧客端的服務以數位方式完成，銀行

內部作業亦要盡量數位化，而在邁向此一願景的

過程中，上雲是加速金融創新的關鍵之一9。

富邦金控為了解決業務需求，2018年開始考慮

行動辦公的可能性，經過技術、成本、效益、風

險等面向評估後，決定採用雲端服務，為第一家

導入雲端辦公室的本土金融機構，而在2019年開

放金融上雲後，富邦金控為少數獲得核准上雲應

用的金融業者。後續2020年對導入雲端先進行

試辦，採用雲端郵件、線上雲端會議、提供單位

與個人雲端儲存空間，並搭配使用行動裝置管理

(MDM)安全機制強化雲端辦公室的安全性，最

終於2021年正式使用雲端服務。富邦金控期許

具有能力滿足顧客對金融服務的期待及需求，希

望實踐金融百貨的願景，因此其金融創新的策略

中，上雲成為要項之一，也是數位轉型的一項重

要環節10。

中國信託金控(以下簡稱中信金)於2013年已積極

擁抱虛擬化技術，以提高硬體資源利用效率。

2019年開始在地端環境打造私有雲，亦即中信

雲，主要採用私有雲和公有雲的混合雲管理架

構，為以後的上雲建立基礎。近年則積極推動核

心系統現代化，嘗試將部份關鍵系統拆解成雲原

生架構，先部署至私有雲內，以累積雲端管理的

能力。在具有中信雲之後，對於雲端應用的嘗試

更為積極，目前也正在進行核心系統雲端化的改

造計畫。整體上雲策略會從點的發展，逐漸變成

統一不同部門上雲需求的面的發展，認為多雲

(不同公有雲)與私有雲及地端的整合能力，將為

未來幾年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突破點11。

資料來源：金管會，2023/12

作業項目 修正鬆綁前 修正鬆綁後

一般委外事項 免申請核准(第4條) 免申請核准(第4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得委外之作業項目 應申請核准(第5條)
首案經金管會後，其他金融機構得逕行辦理
(第5條)

信用卡發卡及消費性貸款之行銷 應申請核准(第11條) 免申請核准(第11條)

應收債權催收作業 應申請核准(第12條) 免申請核准(第12條)

跨境委外 應申請核准(第18條)
重大性消費金融業務資訊系統委託至境外處
理，應申請核准(第18條)使用雲端服務

應申請核准或備查
(第19條之2)

2023年修法前後之委外申請程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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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控從旗下國泰世華銀行開始發展上公有

雲，主要分四個階段執行。2020年啟動第一階段

的規劃和評估；2022年開始第二階段，以站穩單

一公雲並同步發展多雲為主要策略；2023年進入

第三階段，持續優化並確保雲端服務安全與效率

和效力提升；第四階段則將朝多雲策略發展，打

造現代化雲原生應用。從2020年以來，國泰世華

銀行已有超過10個系統上雲，而2022年國泰金

控訂定3至5年全集團100套系統上雲的願景。為

因應未來大量使用雲端，國泰金控在設立大規模

上雲策略之際，亦發展出一套方法論，並運用此

方法論建立雲端轉型平臺系統，協助產出金控旗

下各子公司上雲專案的客製化參考指引，以此加

速集團的上雲步伐12。國泰金控認為重視雲端服

務趨勢不僅為了提升金融服務於敏捷、彈性、成

本、高可用性等面向的能量，更主要是為新興科

技做好準備，如去中心化金融(DeFi)、Web3應

用等，期望能加速激發跨領域合作的火花13。

雲端服務有望進一步提升數位競
爭力

以國際金融業來看，上雲應已是肯定且不可

忽視的趨勢。2020年英國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將核心系統搬遷至國際三大公有雲之

一的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WS)14，而摩根大通

銀行(JPMorgan Chase & Co.)則運用AWS進行

風險管理平臺的優化15。國內主管機關因應此趨

勢已進一步放寬金融上雲規範，而本國金融機構

普遍認為上雲是加速金融創新，使數位轉型更全

面化，並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方式。疫情促使金融

業數位化腳步大幅加快，超過85%的金融業者屬

於數位轉型領先者，而隨著疫情的消退，金融業

對科技發展的投資並未縮手，其中4成以上金融

機構有意願於2023年提高上雲端的比重，明顯高

於前一年調查的27%16。

近年生成式AI的熱潮，令企業對AI應用更為重

視。金融研訓院調查報告指出17，國內銀行近9成

已導入AI、大數據、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等

新興科技，同時在未來3年內，8成受訪銀行認為

AI、機器學習(ML) 、大數據為重點技術，67%

認為金融上雲、雲端運算、邊緣運算等技術亦為

發展要項。雲端具大量數據存儲及處理的能力，

而AI模型需要進行大規模資料的運算與分析，因

此雲端服務應可如同基礎建設給予AI應用發展堅

實的支持。另外，當新技術出現時，金融機構可

藉由上雲快速實驗新資源，在雲端找到平臺空間

進行實驗，並較快驗證效果，可望帶來金融創新

加速的成效，進而提高數位競爭能力，同時上雲

亦能強化營運韌性，採用雲端異地備援以確保營

運持續性，並有望減少硬體設備需求，或可達到

節省營運成本的效益。

2023年調查顯示18，國內金融業將近7成有意願

於2024年增加雲端服務的預算。由此可看出，雲

端服務對銀行等金融業者來說，基本上應已是不

可逆的趨勢。在政府積極鬆綁法規鼓勵與趨勢推

動之下，雲端服務不僅有望促進數位轉型升級，

同時更可能是協助金融機構從數位時代激烈競爭

中突圍的一項關鍵工具。

將近7成的國內金融服務業者有意願於2024年增加雲端預算

資料來源：CloudMile，IDC，2023/12

增加預算          不變或減少預算

數位原生企業

金融服務業

製造業 51.6%

92.9%

69.2%

48.3%

7.1%

30.8%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32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隨著減碳和淨零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

世界各國幾乎皆需要站在同一陣線，共同解決氣

候變遷帶來的世紀難題，而身為國際一份子的臺

灣，自然無法自身事外，獨善其身。我國政府已

宣示於2050達成淨零轉型，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發會)亦於2022年揭示「臺灣2050淨

零排放路徑與總策略」以及「十二項關鍵戰略行

動計畫」。

除了政府提出執行政策並致力推動外，企業積極

參與綠色轉型為邁向淨零的關鍵，而對企業來

說，減碳壓力或將是淨零過程會面臨到的共同課

題。運用金融機制引導綠色轉型經濟於國際間早

已有所認同，綠色金融順理成為國發會十二項關

鍵戰略行動計畫其中一項。以銀行業而言，融資

放款為主力業務之一，在進行融資放款業務過程

中，銀行對客戶營運狀態、資金運用、未來前景

等需有密切詳細的評估與掌握，因此對於與銀行

有融資往來的企業而言，銀行不僅是資金融通的

夥伴，亦會是其營運發展的監督者之一。

在國際永續準則揭露的要求趨勢之下，企業間

接溫室氣體碳排放(範疇三)的盤查與揭露勢在必

行，銀行透過融資業務將供應鏈金融與永續行動

結合，形成永續供應鏈金融，並提供對應的激勵

措施，協助企業客戶及供應鏈建立較明確的永續

指標，展現引導企業實踐低碳轉型的助攻能力，

並發揮投融資影響力，有助於國內整體社會順利

達成淨零目標。

攜手企業供應鏈，銀行發揮
綠色轉型助力

林泉興 Sam Lin

顧問部 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發展  
執行副總經理

永續供應鏈逐漸成為企業重要
目標

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SCMP)對

供應鏈定義的解釋為「由上游供應商、製造商到

下游顧客，其從生產產品到配送等相關活動流

程」，我國經濟部則界定為「產品由最初原料至

銷售商品給消費者間所有活動之環節，亦即包括

原料、設備、生產、庫存、銷售、售後服務等事

項」1，而為了發揮供應鏈的效益與價值，供應

鏈管理應運而生，主要整合生產及物流兩大類活

動，同時結合市場行銷、產品銷售與研發、財務

管理等活動2，而財務管理則包含從金融機構取

得融資之事項。

供應鏈管理過往較注重營運的速度、成本、可靠

性，並未融入維護環境和社會責任等永續目標，

然而在國際ESG發展趨勢帶動下，客戶、投資

者、員工、政府等認為企業在環境管理與社會

責任應展現更多努力。同時，根據碳揭露專案

(CDP)的統計3，範疇三碳排放量占所有產業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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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約75%。因此，許多企業對供應鏈的關注明

顯提高，並進行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對環境與社

永續供應鏈是一種環境友善供應鏈，牽涉廠商內

部與外部、彼此相互依賴單位之間的實務運作整

合，也涉及物料、資訊與能力的流動，其包含有

效使用自然資源、降低因為廢棄物或氣體排放所

造成的環境衝擊、產品體系的生命週期與整個供

應鏈等三個關鍵重點，目的讓整個供應鏈獲得環

境與社會利益，而永續供應鏈的管理則是管理某

一特定廠商的上游(供應商)與下游(顧客)關係，

整合組織間的環境顧慮，將環境思維整合至供應

鏈之中，具系統的協調組織之間的事業流程，意

即將對環境影響的考量整合至產品流程與跨組織

的疆界的實務內，於環境的議題上共同規劃與決

策，希望以較低的成本傳遞供應鏈整體價值，能

夠達到永續三極共存，也就是兼顧經濟、環境、

社會目標的同時達成4。

供應鏈結合綠色融資形成永續
供應鏈金融

供應鏈多由核心的大型企業與一群中小型企業供

應商組成，而銀行融資業務的傳統模式大多針對

單一企業評估與放款，對供應鏈中的大型企業來

說難度不大，但屬於中小型企業的供應商在資

本、營收、提供擔保品皆較弱勢之下，取得融資

不易。然而，隨著利率走低，銀行競爭趨於激

烈，因此融資與供應鏈結合形成供應鏈金融的

服務模式逐漸興起。供應鏈金融主要結合金融機

構、產業核心企業、上下游中小企業的資金流、

物流和資訊流等，由核心企業協助提高供應鏈內

中小企業的信用能力，降低銀行放貸的風險，讓

供應鏈廠商可取得資金並確保銀行能順利回收本

金與利息5。

會影響的衡量，將永續行動融入供應鏈，形成永

續供應鏈逐漸成為企業重要目標。

資料來源：碳揭露專案(CDP)，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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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議題在國際間受重視的程度越來越高，而金

流或將會是掌握永續發展成敗的關鍵之一。就供

應鏈方面而言，依據研究調查6，全球供應鏈從

2020年至2050年達成淨零約需投入100兆美元

資金，平均每年需3至5兆美元，其中約25至50

兆美元需用於支持中小企業的淨零行動。銀行近

年積極發展綠色金融，而綠色金融是能夠為環境

創造正面影響力的金融活動，藉由企業貸款、投

資、發行金融商品等方式將龐大資金投入永續

發展項目，帶來減少對氣候與環境負面影響的效

益。其中，銀行將過往供應鏈金融的融資方案，

轉換成運用綠色金融商品，形成永續供應鏈金融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inance, SSCF)，

不僅能提供企業進行低碳轉型所需的資金支持，

並且可協助供應鏈中的核心企業及中小型供應商

設定永續關鍵指標與綠色轉型策略，有機會降低

減排淨零過程的難度，同時銀行所提供的融資方

案亦或給予指標達成的回饋激勵措施，有望進一

步提高供應鏈廠商積極往低碳發展的共識凝聚力

及前進的動力。

全球供應鏈達成淨零所需投入資金預估

資料來源：BCG，HSBC，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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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客戶與供應鏈 助攻企業
邁向綠色轉型

永續供應鏈金融可以讓銀行從客戶延伸至供應

商，由點拉成一條線，可望拓展金融對永續發展

的影響力。永續供應鏈金融主要是將與永續指

標連結的綠色金融商品應用至供應鏈融資中，

在執行運作過程中，除廠商積極進行低碳轉型

的決心外，與永續指標連結的融資商品亦扮演

重要地驅動引導工具角色，例如永續連結貸款

(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 SLL)。

永續連結貸款為將企業的ESG評比與貸款條件

連結的綠色金融商品之一，銀行透過與企業討論

在期限內達成哪些永續指標，以此決定是否給予

融資往來企業優惠利率，屬於近年不斷成長的

一項金融服務。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統計，截至2022年第

四季，全球永續連結貸款的授信規模已超過1兆美

元7。國際間首宗永續連結貸款於2017年問世8，

為荷蘭ING所主辦的10億歐元Philips聯貸案，貸

款利率與Philips的ESG績效表現連結。貸款期間

各年度的ESG評比目標分數由ING與Philips共同

商議後，經聯貸銀行團同意且需每年檢視，若檢

視年度EGS評比分數達到設定目標，銀行即給予

利率折扣優惠，後續許多銀行逐漸跟進此一新的

授信模式。

國內於2019年迎來首件永續連結貸款授信，由星

展銀行與友達光電簽署9，後續同業陸續推展相關

項目，例如匯豐(台灣)銀行與中鼎10、日月光11、

仁寶電腦12、聯電13等企業簽訂永續連結貸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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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玉山、台北富邦、第一、彰化、華南

等民營與公股銀行也積極推廣永續授信業務。隨

著此一授信業務模式的逐漸成熟，銀行將其應用

至供應鏈融資，進一步擴大運用放款對永續發展

的影響力。

2022年台北富邦銀行(以下簡稱北富銀)與友達光

電合作，進行全臺首件永續供應鏈金融案，給予

國內金融業與科技供應鏈結合共同推動永續發展

一個良好的開端。北富銀透過永續指標連結融資

產品，推動友達及其供應鏈夥伴一起減碳，藉由

降低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2030年前關

鍵供應商減碳20%之目標14。後續2023年北富銀

與群光電子合作，於群光電子泰國子公司推行永

續供應鏈金融，兩企業攜手打造海外首宗合作案

例，由北富銀為群光電子設計相應金融商品，與

供應鏈廠商一起邁向淨零目標15。

除與客戶及其供應鏈合作永續供應鏈金融，為協

助低碳轉型努力外，金融機構大攜小，攜手其自

身的供應商一起響應淨零目標，亦是另一種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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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積極邁向永續發展的方式之一。新光銀

行於2022年首次舉辦「ESG供應商大會」，與供

應商夥伴分享永續低碳策略及行動，協助夥伴識

別及掌握永續商機16；中國信託金控於2023供應

商大會內鼓勵供應商響應2050淨零排放，並將持

續提升綠色採購比率，打造具影響力的綠色生態

圈17；元大金控舉行供應商ESG大會，辦理自主

碳盤查工作坊，透過實際行動帶領供應商接軌永

續新趨勢18。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評估，全球永續供應鏈金融市

場或將從2018年的6,602億成長至2027年的2.9

兆美元，年均複合成長率達18.2%19。依此數據

預期發展來看，永續供應鏈金融應會成為銀行攜

手客戶及供應鏈一起促進永續經營的重要商業模

式。同時，銀行整合供應商夥伴，鼓勵一起響應

往淨零目標前進，打造自身綠色供應鏈，亦將發

揮金融促進永續發展的力量。因此，無論是透過

永續供應鏈金融，亦或整合自身供應商夥伴，在

邁向淨零目標過程中，銀行可望成為引導企業綠

色轉型的最佳助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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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全球的負面衝擊已逐漸沖淡，而零接觸促

使網路服務需求大增，推動企業加速數位化仍處

於進行式，與人們錢財息息相關的金融機構，於

數位發展方面可謂呈現大躍進的狀態。其中，與

普羅大眾日常金流緊密相連的銀行，跟客戶建立

往來的基礎主要是信任。過去，此一信任主要是

基於顧客與銀行員工間的互信，然而一場疫情促

使無接觸的數位金融服務迅速走入民眾生活中，

並成為不可逆的趨勢，而數位環境帶給使用者與

金融機構間的信賴程度遽然成為無法忽視的重大

課題。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風險報告，無

論是未來短期2年或長期10年，網路不安全皆為

前10大風險之一1。隨著科技與產業密切結合發

展，現今已是生活與網路、數位化緊密連結的時

代，許多系統得以運作，資訊可互通，交易能順

利進行，信任是重要基礎之一。在技術不斷演進

之下，數位服務的可用性與易用性持續提升，而

如何確保使用安全，成為企業營運需面對的關鍵

議題之一。

由於銀行以協助客戶處理資金往來等業務為主，

其掌握的資料具有相當高的價值性，因此往往容

易成為駭客的潛在攻擊目標。在新興科技迅速崛

起與普及，令數位轉型腳步大幅加快之下，網路

環境趨於複雜，同時駭客的攻擊手法亦不斷精

進，資安的威脅越來越普遍。因此，傳統的防禦

模式或已不符合所需，而建立網路零信任或為提

高防護能力，強化銀行等金融機構資安韌性的選

政府鼓勵「零信任」提升資安
韌性，強化金融穩定發展

林大馗 Toni Lin 

顧問部 數位安全顧問服務 
執行副總經理
KPMG臺灣所

項。國內金管會於2022年底發布的「金融資安行

動方案2.0」亦鼓勵金融業者進行零信任部署2，

以因應未來資安防護需求。

資安思維改變：信任走向零信任

疫情期間，為使生活能在防疫中持續運行，異地

或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等模式興起，進而帶動環

境以倍數的速度數位化，使民眾對網路的需求較

疫情前大幅增長，讓生活變得更為便利，但網路

使用的資訊安全成為一大隱憂。有個場景或許是

現在一般生活中常發生，同一台電腦或手機，上

班時，家長用來工作、開會或使用數位服務，下

班回家後，給小孩玩遊戲、看卡通，或是其他同

住家人追劇等。當不同人們出現共用電腦或手

機、網路、帳號等資源，或是工作與閒暇娛樂活

動皆使用同一部電腦或手機時，可能出現新的潛

在可攻擊面，造成隱私或敏感資料外洩、網路

攻擊、社交工程等資安危機風險。另外，雲端服

務、遠端工作、個人裝置(BYOD)等新興存取方

式，以及數位轉型的進行，讓企業網路環境較過

去複雜，對傳統防護形成一定衝擊。所以，為了

應對這些挑戰，新的資安模式應該被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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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而言，過往的網路安全主要依賴管制來自

網路外部的存取，像是使用防火牆、虛擬專用

網路(VPN)、存取控制、電子郵件安全和全球資

訊網(Web)安全防護等措施，主要是透過邊界防

護概念來形成。簡單地說，如同藉由城牆、護城

河、城門等城堡概念，保護公司內部的資料，避

免惡意攻擊的侵襲。傳統邊界防護的基本假設為

城堡內的活動是相對安全，意即認為企業邊界內

部的資源皆為可信任的。然而，越來越多企業從

本地部署轉移至雲端與地雲混合環境，也越來越

多組織轉向遠端作業並開放使用個人裝置設備，

出現原先邊界防護不會面對的狀況，加上遠端存

取、數位轉型等需求存在，以及遠距的工作、教

學、服務等模式，讓企業對網路邊界防護的難度

明顯加大。

為了層層把關網路上的潛在危機，新的資安防

護概念「零信任架構(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問世。早期Jericho Forum(傑里科論壇)

推廣去邊界化的新安全概念，關注重點為如何保

護流入和流出企業網路邊界的數據，而不是努力

說服用戶和公司將其保留在企業網路上3，但當

時概念仍相當抽象並造成網路漏洞，而後續ZTA

的最初架構成為解決此一漏洞的技術性方案。

2010年時任Forrester Research副總裁的John 

Kindervag提出ZTA具體三大核心概念：(一)裝

置不再有信任與不信任的邊界；(二)不再有信任

與不信任的網路；(三)不再有信任與不信任的使

用者4，意即為設備鑑別、信任推斷、身份鑑別

等三大核心機制，而零信任架構是一種基於零信

任原則的企業網路安全架構，目的為防止資料外

洩與駭客突破後進行內部水平移動。

傳統邊界與零信任的網路防護方式

 

以企業而言，過往的網路安全主要依賴管制來自網路外部的存取，像是使用防火牆、虛擬專用

網路(VPN)、存取控制、電子郵件安全和全球資訊網(Web)安全防護等措施，主要是透過邊界

防護概念來形成。簡單地說，如同藉由城牆、護城河、城門等城堡概念，保護公司內部的資料，

避免惡意攻擊的侵襲。傳統邊界防護的基本假設為城堡內的活動是相對安全，意即認為企業邊

界內部的資源皆為可信任的。然而，越來越多企業從本地部署轉移至雲端與地雲混合環境，也

越來越多組織轉向遠端作業並開放使用個人裝置設備，出現原先邊界防護不會面對的狀況，加

上遠端存取、數位轉型等需求存在，以及遠距的工作、教學、服務等模式，讓企業對網路邊界

防護的難度明顯加大。 

 

為了層層把關網路上的潛在危機，新的資安防護概念「零信任架構(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問世。早期 Jericho Forum(傑里科論壇)推廣去邊界化的新安全概念，關注重點為如何

保護流入和流出企業網路邊界的數據，而不是努力說服用戶和公司將其保留在企業網路上3，

但當時概念仍相當抽象並造成網路漏洞，而後續 ZTA 的最初架構成為解決此一漏洞的技術性

方案。2010 年時任 Forrester Research 副總裁的 John Kindervag 提出 ZTA具體三大核心概

念：(一)裝置不再有信任與不信任的邊界；(二)不再有信任與不信任的網路；(三)不再有信任與

不信任的使用者4，意即為設備鑑別、信任推斷、身份鑑別等三大核心機制，而零信任架構是

一種基於零信任原則的企業網路安全架構，目的為防止資料外洩與駭客突破後進行內部水平移

動。 

 

傳統邊界與零信任的網路防護方式 

 
資料來源：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2020/10 

3 Back to the future：What the Jericho Forum taught us about modern security, Microsoft, 2020/10/28,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ecurity/blog/2020/10/28/back-to-the-future-what-the-jericho-forum-taught-us-about-

modern-security/ 
4 Build Security Into Your Network’s DNA：The Zero Trust Network Architecture, John Kindervag, 2010/11/5, https://www. 

virtualstarmedia.com/downloads/Forrester_zero_trust_DNA.pdf 

資料來源：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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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不信任，始終驗證(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5的概念下，零信任假設網路內外部總

是存在威脅，所有網路流量皆不可信任，因此無

論資源是位於網路內外部，一律需確認取得合法

授權並通過檢測，並且受到保護，如此可望有效

防堵未經授權的存取，拖延駭客入侵的時間，幫

助企業在現今複雜的網路環境中，擁有較佳能力

面對新技術與挑戰。

零信任受到政府重視

零信任安全防護策略並非一夕之間橫空出世，在

國際資安界實際上已討論多年且經過一段時間發

展後逐漸進化而成。美國政府倡議採用零信任原

則與方法，保護網路與資訊系統，並改善國內資

安情況，體現政府對零信任模式的重視。2019年

2月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及旗下的

國家網路安全卓越中心(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of Excellence, NCCoE)在聯邦資訊長委

員會(Federal CIO Council)的授權下正式啟動

「零信任架構計畫」6。後續NIST於2020年8月

正式發布《SP 800-207零信任架構( Zero Trust 

Architecture)》標準文件7，成為美國新一代資

訊安全策略的標準。

2021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發布一則行政命令，其

中公布多項網路安全策略，同時提及聯邦政府應

果斷決策，採用現代化網路安全措施，並需採

取安全最佳實務邁向零信任架構8。2022年8月

NCCoE公布《1800-35實施零信任架構相關資安

實務指引(NIST Cybersecurity Practice Guide 

SP 1800-35, Implementing a Zero Trust 

Architecture)》系列文件初稿9，主要回應白宮

行政命令對邁向零信任架構，強化資訊安全的要

求。除美國外，歐盟於2020年建立網路安全戰

略，提出標準框架並協助成員國轉型10；新加坡

於2021年發布「網路安全戰略2021」，零信任

網路安全策略為未來5年發展重點11；日本2022

年針對政府資訊系統，發布零信任架構適用方針
12。由此趨勢來看，零信任模式的發展，已是國

際看重的網路安全策略。

臺灣與各國政府相同，零信任網路安全亦為重

要的國家戰略。2021年2月推出的國家資通安全

發展方案(110至113年)內已有提及零信任此一戰

略13，2022年7月當時的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技術服務中心(現已納入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揭露政府零信任網路安全戰略規劃，預定政府

零信任架構分三階段執行，第一年聚焦身份鑑

別，第二年為設備鑑別，第三年是信任推斷14。

同時，2022年底金管會發布的「金融資安行動方

案2.0」鼓勵金融業零信任網路部署，強化連線

驗證與授權管控，以更能因應後疫情時期及數位

轉型之資安防護需求15。銀行公會目前亦正著手

「金融零信任架構參考指引」，未來可供銀行等

金融機構於建置零信任架構時充分的參考依據。

提升資安防護為金融穩定發展重
要後盾

混合辦公和分散式網路發展快速改變目前網路環

境，人們使用網路的時間分布於辦公室、住家或

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整體網路使用環境變得相

當便利，但比起過往卻明顯趨向複雜。因此，網

路犯罪集團也隨著潮流趨勢的改變而精進，調整

攻擊目標，並利用創新技術，發揮更佳創意以提

高網攻的效率和產能。

根據資安大廠的調查16，2023上半年亞太地區共

偵測到4,120億次惡意威脅，其中臺灣數量高達

2,248億次，占比達55%，幾乎每秒發生接近1.5

萬次的攻擊，居亞太地區之冠，而與2022年同期

相比，臺灣偵測到的威脅數量增加達8成以上。

另外，以全球產業來看，由於銀行資料價值甚

高，調查顯示銀行業遭到勒索病毒攻擊的次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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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業的首位17，而國內產業中，金融和銀行

業亦為被網路攻擊最多的產業18。以此來看，國

內面臨網攻威脅的程度不低，增強資訊安全防禦

能力已是企業無法迴避的課題，而資料鍍金成份

高的銀行業，更應該時時警惕並設法不斷提升資

安防護力。

運用零信任架構提升資安防禦能力已逐漸成為全

球主要趨勢之一，調查結果顯示2023年全球約

66%企業準備執行零信任安全策略，高於前一次

調查的54%19。混合辦公帶來的隨處辦公工作型

態帶動資料上雲的需求增加，網路信任邊界趨於

模糊，潛在攻擊面擴大的可能性上升，因此企業

出現危機意識並開始思考如何逐步採用零信任架

構，以增強保護資訊安全的力度。

在NIST的零信任架構標準文件中，強調零信任不

是單一架構，而是一組工作流程、系統設計和操

作的指導原則，可用於改善任何機密分類或敏感

資料層級的安全情境。因此，朝向零信任架構過

渡可能需要花費一段時間，此過程涉及企業組織

如何評估任務風險，無法透過簡單地全面技術替

換來完成。不過，現今許多企業的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中已擁有零信任架構元素，所以對於零信任

原則和流程上的變動應逐步實施，並採取保護資

料資產和業務功能的技術解決方案。邁向零信任

安全策略期間，大多數企業應該以零信任與傳統

邊界模式同時進行，並透過投資持續改善優化20。

在近年數位轉型過程中，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提

供具有溫度的數位服務，帶給顧客更佳體驗，建

構生態圈成為轉型持續進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

生態圈內，金融機構需與其上下游供應商、合作

夥伴、客戶等有所連結，並隨著數位轉型進程越

來越快，金融生態圈的規模和複雜度不斷提高。

同時，金管會於2019年首次鬆綁金融上雲21，為

了進一步推動金融上雲發展，2023年再次鬆綁

相關規範22，希望能促使金融機構更積極推展與

雲端結合的數位服務，而人工智慧(AI)方面，在

金管會公布運用AI六大原則23及銀行公會AI自律

規範24出爐後，銀行機構對AI應用或將進一步加

速投入發展。因此，在生態圈、金融上雲、AI應

用等金融科技運用繼續推進下，衍生更多資安挑

戰與風險的可能性增加，持續升級資安防護模式

成為追求安全、便利、營運不中斷金融服務的利

器，而零信任安全策略應可為銀行業進行資安防

禦升級時的主要選擇考量。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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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面臨氣候變遷的壓力，開發中國家

及新興市場也有諸多永續發展議題須靠已開

發國家攜手解決，國際間因而興起「混合性

金融(blended finance)」的資金模式。依照

Convergence對混合金融（Blended finance）

的定義，是指運用公共或慈善來源等催化資本，

促進私部門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以達到永續

發展目標。根據目前全球最大的混合金融平台

Convergence發布的2024年混合金融報告(State 

of Blended Finance Report)指出，2023年混

合性金融交易金額達到150億美金，為近五年最

高峰，也比2022年成長快一倍，但2022年交易

金額卻是十年來新低點；交易金額規模激增的同

時，交易筆數卻減少，2023年交易筆數比2022

年減少25%，這也反映每筆混合金融的投資規

模越來越高，與前兩年相比，2023 年混合金融

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交易頻率更高（2023 年為

臺灣混合性金融可行性
評估初探

陳文正 Steven Chen 

顧問部 財務諮詢服務 
執行副總經理
KPMG臺灣所 

40%，2022 年為 17%，2021 年為 28%）。從

交易筆數來看，過去十年平均每年全球有85筆混

合金融交易，而在2021-2023年間，交易量明顯

成長至年均122筆，代表混合金融在市場上重要

性逐漸提升。

熊佑庭 Yowting 
Shueng
 
顧問部 財務諮詢服務 
副理

資料來源：State of Blended Finance 2024, Convergence

交易數               累計年交易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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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性金融緣起
面對迫切的永續發展議題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

續成長，許多基礎建設的興建、回應氣候崩潰

（Climate breakdown）需進行的環境保護與提

升社會韌性更新措施、健康照護體系的建立等，

皆需要大量資金來解決問題。然而，僅靠各國政

府的資金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私部門資本則通常

對於投資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的項目持謹慎態

度，因為這些投資通常伴隨著較高的風險，資訊

通常不充分。在這背景下興起了混合金融的作

法，混合金融透過催化資本如公共或慈善資金來

分擔風險，但能間接讓私部門提高投資意願及投

資規模，藉此讓專案具有財務可行性，並能擴大

專案的執行規模及效力。

混合性金融組成元素
混合金融為一種資金組合機制，而非指投資決

策（例如影響力投資、責任投資）或專案運作

模式（例如以合約為基礎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旨在透

過公共或慈善資金的催化效果，達到動員私部

門資金投資於特定區域或特定永續發展專案的目

的，藉由各資本間約定分潤及現金回收方式，反

應各自可承擔的風險及獲取之報酬。典型的混合

金融運作機制及架構如下所示：

 

資料來源：金管會，2023/12

私部門資本 催化資本（如公共或慈善資金）

特性 • 要求至少為市場報酬率
• 資金成本低
• 要求報酬率低於市場報酬率（故稱之讓步資本或優惠資本）

角色功能 • 主要出資者
• 要求較低報酬率、承擔較高風險，以提高私部門資本之投資金
   額及意願（故稱之催化資本）

例子
• 金融機構
• 多邊開發機構

• 公共資金
• 慈善資金
• 政府挹注

私部門資本與催化資本之特性、角色功能及例子列舉

資料來源：State of Blended Finance 2024, Convergence, 

常見的混合金融架構與運作機制

私部門資金

催化資本
(公共或慈善
資金)

混合金融架構帶動

要求達到市場報酬率的方
式參與

以低於市場報酬率的讓步
方式參與

混合金融運作架構

私募股權或債務基金搭配優惠的公共或慈善資
金，吸引機構投資。

發行債券或票據，由公共或慈善資助者提供優惠
價格的擔保或保險。

公共或慈善基金提供資助，用於協助專案達成預
期的財務和社會報酬之相關技術服務。

公共或慈善基金提供資助，用作設計或建構專
案，以吸引機構投資。

混合性融資架構
優先債權或股權
首損吸收資金

混合性融資架構
債權

股權
信用擔保

混合性融資架構

債權
股權

信用
擔保

混合性融資架構

債權
股權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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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開發金融機構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DFI) 及多邊開發銀行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DB)也更多投入混合金

融，藉由放大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以達到其促

進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及協助私部門資金投資的

目的。根據Convergence的研究數據，在所有混

合金融投資中，75%的交易有DFI及MDB資金來

源的參與，其中有約四分之一是以低於市場報酬

的優惠形式加入，大部分則是以接近或與市場報

酬率相當的形式參與。此外，自2018年起，開發

金融機構 及多邊開發銀行持續佔有混合金融中

最大的融資金流來源，從2018-2020年間共投資

每年平均33億美元，成長至2021-2023年間的平

均每年35億美元。不僅如此，開發金融機構或多

邊開發銀行的參與也是2023年混合金融交易市場

反彈的主要原因，在 2022 年總投資降至近五年

低點後，2023年來自開發金融機構或多邊開發銀

行的資金成長了140%（2022年為 20 億美元，

2023 年為 49 億美元）。

資料來源：State of Blended Finance, 2024, Convergence, 2024

2018-2023 混合金融資金來源統計
（不包含提供擔保或保險工具）

  讓步資本(非官方資助)累計年交易總額      開發金融銀行/多邊開發銀行 (要求市場報酬率)      官方資助
  其他公共資金(要求市場報酬率)      私部門資金(要求市場報酬率)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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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M

$957M

$1,035M

$3,566M

$160M

$2,714M

$96M
$1,233M

$3,211M

$88M

$2,413M

$160M
$1,440M

$3,219M

$68M

$3,546M

$162M

$1,729M

$3,612M

$265M

$2,915M

$380M
$1,068M

$2,024M

$79M

$3,734M

$189M
$961M

$4,876M

$42M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 43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混合性金融國際案例
•混合金融最著名案例是去年美國的麥克阿

瑟基金會（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提供2500萬美元的

信用擔保，促成11億美元的混合金融形成，達

到44倍的資金催化效果。混合金融架構如下所

示：

麥克阿瑟基金會是美國大型捐贈型慈善基金

會，為了促成更多混合金融案例，於2019年

與洛克菲勒基金會、歐米迪亞聯盟（Omidyar 

Network）共1.5 億美元合資成立「催化資本聯

盟」（Catalytic Capital Consortium, C3），以

帶動更多資金投資，解決永續問題。該聯盟在成

立的短短兩年多，吸引了200多家投資公司的20

多億美元，投資在100多家專注解決SDGs問題

的新創事業（吳道揆，2024）。

我國混合性金融要素評估
從前述說明來初步分析我國若要發展混合性金融

其可行性與運作方式，分析如下： 

資金來源

混合金融資金來源可分為私部門資本與催化資

本，我國在私部門資本方面，不乏重視綠色金融

的大型金融機構，並有越來越多金控或大型資產

公司結合永續發展目標，重視責任投資，甚至以

影響力投資作為投資評估考量，故在私部門資金

投入永續專案方面具有高度動機。然而在永續方

面積極投資的主要仍是壽險資金，政府也透過政

策支持與法律規範鼓勵壽險資金投入，資金規模

雖然龐大，但由於壽險資金的性質重視長期現金

流入，並須顧及投資人的考量，故投資時偏好穩

定且長期的專案投資，便較難投入在高風險或發

展初期的專案。

資料來源：The SDG Loan Fund, Convergence, 2023年11月28日

混合金融架構

債務

投資組合管理人
(FMO)
債權參與

FMO投資管理公司
提供債權專案給SDG 

Load Fund參與

持有90%

持有10%

再生能源
專案

農業專案

財務服務
專案

由FMO發行債券 (金額最低為1000萬美元或
20%份額以上)

專案投資期間預期能發行與配置100-120項債
權，可創造6萬個工作機會，減少45萬噸二氧化
碳當量的溫室氣體排放

基金管理人
(Allianz)

對次級資金首損吸收提供保證
(金額達2500萬美元)

優先債權

優先債權

優先債權

FMO
資產負債表

FMO

麥克阿瑟基金會

優先股權/優先投資人
10億美金

Allianz
及其他機構投資人

次級股權/首損吸收投資人
1.11億美金

FMO 
荷蘭開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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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開發銀行偏公共資金的角色，由於我國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認定中為已開發經濟

體，故較無開發銀行相關資源。性質較接近的則

是我國的中國輸出入銀行，但其主要任務在於配

合經貿政策，協助廠商拓展外銷市場，分擔貿易

風險，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 ，與混合

金融欲達到永續發展目標的目的不同。

催化資本方面，除透過政府資金外，臺灣有許多

持有高資產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包括財團法人與宗教組織等，在混合金融機

制中相當具有潛力。若能結合本身組織宗旨，與

私部門資本形成混合金融模式，便能促進私部門

資金在環境或社會方面永續專案的投資，深化組

織對議題參與的影響力，達到相輔相成效果。至

於是否在專案方面成為夥伴關係，或者採取何種

方式的投資決策，例如影響力投資、為成功付

費（Pay for Success, PFS）等社會金融機制設

計，則非混合金融的討論範疇。

發展領域

混合金融的目的是為促進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

面對較具風險、具複雜性、存在較多不確定性的

專案適合採取混合金融的方式來加速發展。若從

私部門關切的ESG構面中E與S來看，我國在環

境(E)方面，以淨零12項關鍵戰略為中心，正在全

方面推動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與社會

轉型等相關項目，由於已投入較多資源的緣故，

故相對來說也較具商業吸引力，並達到可商業化

的規模，反之，混合金融便可投入在生物多樣性

與保育生態(SDG14及SDG15)等發展面向。在

社會(S)方面，適合投入的面向包括健康與福祉

(SDG3)、永續城鄉(SDG11)、優質教育(SDG4)

等，尤其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有許多醫

療照護資源及相關因應措施皆須快速發展，此種

議題雖然對企業來說較少被關注，但卻是台灣社

會整體都會面對到的議題，須共同集思廣益來解

決，便適合以混合金融的方式來參與及投入，以

加速問題的解決與因應。

國際合作與學習

國外已有許多在混合金融方面成功的案例，台灣

可以參考國際成功案例，透過引入海外資源進行

國際交流與學習，便有機會在台灣發展出混合金

融模式。此外，臺灣也能在資金方面以混合金融

方式投入開發中市場或新興市場，我國許多較具

規模的財團法人或宗教組織也都有跨國合作網

絡，透過NGO的方式能促進國際合作與夥伴關

係，也有助於提升台灣在混合金融領域的專業知

識和實踐經驗。

政策支持與協調

由於我國尚未有混合金融案例，故在相關法規現

況或政策方面來看，仍待進一步盤點與突破。政

府需要制定鼓勵性或較彈性的政策，支持和促進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能作為催化

資本的角色，與私部門資金形成混合金融，加速

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投資。其中，可透過稅收優

惠、投資激勵以及相關法規的完善和創新，以創

造有利於混合金融發展的環境。另一方面，對私

部門資金來說，也應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和監控

機制，確保混合金融專案的可持續性和透明度，

例如建立風險評估框架、強化資訊揭露要求等。

總結

總之，台灣不論在私部門資金或催化資本方面皆

具有發展混合金融的潛力，也存在需迫切面對的

永續議題，但仍需仰賴國際合作與學習及政策方

面的溝通與突破。期待未來若能藉由混合資本方

式，結合具同樣理念的私部門資金與機關團體的

催化資本效用，將能提高投入在永續發展目標的

資金規模，擴大資金影響力，以加速台灣邁向永

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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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風險資本計提規範主要遵循國際清算銀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旗

下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以下簡稱巴塞

爾委員會)所研究與制定發布的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Accords)，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危機變

化，巴塞爾委員會從1988年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

一(Basel Ⅰ)後，不斷跟隨市場實際變化與時俱

進強化風險管理規範，至目前已經來到巴塞爾資

本協定三(Basel Ⅲ)。在全球經濟與金融往來的

國際關係架構下，臺灣向來遵循國際規範，對於

巴塞爾資本協定亦依時程循序導入施行。對於最

新的Basel Ⅲ，金管會為確保本國銀行建構與國

際標準一致之風險管理架構，已於2013年起實施

相關規定，並於2015年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等規

範，與國際之流動性量化標準接軌。

2008年金融風暴讓銀行缺乏風險敏感性等弱點曝

露，為改善相關問題，巴塞爾委員會致力研究並

於2017年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三(Basel Ⅲ)：

危機後改革定案文件」 (以下簡稱改革定案文

件)。因為先前疫情影響，巴塞爾委員會將改革

定案文件的修正規定延後至2023年實施，金管會

為利於銀行有充足時間調整，也宣布延後相關法

規修正至2025年施行。此次風險資本計提的修正

規範，應可幫助銀行風險管理機制更為嚴謹，但

對部分業務項目或將進行調整考量，在符合法規

標準與資本計提成本之間能取得良好平衡。

風險資本計提修正規定趨嚴
謹，或牽動銀行審視調整部份
業務項目

陳世雄 Sean Chen 

金融服務產業協同主持會計師 
顧問部 財務風險管理服務 
執行副總經理暨亞太地區負責人
KPMG臺灣所

巴塞爾資本協定不斷與時俱進修
訂，促使銀行風險管理更為嚴謹

巴塞爾委員會於1974年由當時10國集團(G10)央

行支持成立，並於1975年召開首次會議，後續成

員由G10擴展至28國的45個機構，其中一個重要

目標為縮小國際監管範圍的差距1。隨著對國際

性銀行監理基礎的奠定，銀行資本的充足性逐漸

成為巴塞爾委員會關注的重點。1980年代的拉丁

美洲債務危機，對國際金融體系形成衝擊2，成

為推出Basel Ⅰ的重要觸發點。在G10的同意支

持下，巴塞爾委員會於1988年7月公布首版巴塞

爾資本協定，即為Basel Ⅰ3，主要提出銀行最低

資本適足率8%的規範，並從1992年底開始於全

球實施。

在巴塞爾資本協定二(Basel Ⅱ)提出前，分別於

19914、19955、19966、19977年對Basel Ⅰ進行

補充增修。不過，Basel Ⅰ具有未將不同程度

風險分別處理、未能跟隨日益複雜風險管理需

求調整、風險權數區分粗略等缺點，巴塞爾委



2024臺灣銀行業報告46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員會希望用新的架構取代，因此於1999年6月提

出新資本適足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8，並於2001至2003年分別發布諮詢

工作文件9,10, 11,12，2004年6月正式公布完整修訂

後的管理標準規範，即為Basel Ⅱ13。

為了反映金融創新及更具風險敏感性架構，並

使法定資本與風險資產更加趨於一致，巴塞爾

委員會發布的Basel Ⅱ採用三大支柱架構。根據

其內容，資本適足性主要建立於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之上，分別為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說明銀行承

擔信用、市場、作業等三種風險所需最低法定

資本，具有標準法及內部評等基準法兩種計算

方法；第二支柱：監理審查程序(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強調建立監理審查程序的重

要性，並提出四項重要審查原則；第三支柱：市

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提出公開揭露的規

定與建議，以發揮市場紀律功能。

銀行高度槓桿及缺乏足夠資本緩衝導致衝擊全球

經濟與投資市場的2008年金融風暴發生，成為

巴塞爾委員會再度進行資本改革並提出Basel Ⅲ

的關鍵。Basel Ⅲ由巴塞爾委員會於2010年12月

發布的【Basel Ⅲ :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14與【Basel Ⅲ : 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s】15兩份文件所組

成，建立於Basel Ⅱ三大支柱的基本架構上進行

改革，主要目標係以強化銀行承受風險之能力，

期望透過規範的確實執行，銀行得以具有能力吸

收任何來自經濟或金融層面不利衝擊所造成的損

失。與Basel Ⅱ相較，大概有幾項不同之處。第

一，Basel Ⅲ具有許多關於資本、財務槓桿、流

動性等新規範，以強化銀行風險管理與監理；第

二，新的緩衝資本及資本結構內容，要求持有的

品質較Basel Ⅱ更高，且資本要求更多；第三，

財務槓桿及流動性比率等兩項非以風險基礎衡量

新規範的導入，補強以風險基礎衡量的最低資本

要求之管理架構，可望幫助銀行於未來面臨金融

危機時，維持較充足的流動性資金16。

國內於2025年實施資本計提修
正規定

Basel Ⅲ於2010年發布後，大部分的規範改革於

2013至2019年間實施，國內亦與國際規範同步，

金管會於2013年開始實施Basel Ⅲ的自有資本規

定，後續分階段實行槓桿比率、流動性覆蓋率

(LCR)、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等。2017年巴賽

爾委員會發布改革定案文件，此一框架修訂主要

目標之一為減少風險資產的過度波動，而因疫情

影響，2020年宣布延後至2023年實施。

改革定案文件修正規定包含信用風險標準法、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IRB)、作業風險、槓桿比

率、產出下限、交易對手信用評價風險(CVA)

等方面17，金管會原於2021年7月宣布2024年施

行，後續因應疫情及考量國際實施動態，於2022

年9月宣布交易對手信用評價風險(CVA)、市場風

險最低資本要求、證券化暴險資本計提等規範延

後至2025年施行。不過，經參酌國際主要國家宣

布延後實行的時程，並考量國內銀行系統及內部

作業調整時間需求，2023年11月宣布上述所有法

規皆於2025年實施18。

新資本計提規定對本國銀行部份
業務或具影響

以規範的修正重點來看，信用風險標準法的修

正內容對銀行部份業務或具影響。信用風險標

準法的修正主要強化信用風險資本計提之風險

敏感性，及細緻化暴險分類與相對應之風險權

數，主管機關就企業暴險、權益證券暴險、零

售暴險、表外項目之風險權數與信用轉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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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等面向已進行修正。其中，表外項目之風

險權數與信用轉換係數的修正對銀行信用卡及

授信等業務會有所影響。

根據修正規定，表外項目信用轉換係數調整所牽

動的項目包含信用卡未動用額度與銀行承諾額

度。首先，信用卡未動用額度部份，未使用信用

循環者原先的信用轉換係數為0%，修正後拉高

至10%，意即過往不用計入風險性資產，修正後

需計入，而已動用信用循環者之尚未動用額度由

原先信用轉換係數為50%，修正後則降至40%。

假設以額度15萬元的信用卡而言，若信用卡額度

皆未動用，且客戶為純粹交易使用者，修正前銀

行無需計提，但修正後銀行將需計提15萬 x 10%

信用轉換係數 x 45%風險權數 =6,750元資本。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2023年12月，本國銀行

發行的流通信用卡數為5,742萬張。在不可能每

張信用卡皆有動用之下，亦即具有一定比例完全

未動用額度的呆卡戶，而信用轉換係數提高至

10%後，呆卡戶的未動用額度金額可能墊高銀行

所需計提的資本。為了減輕可能需增加的計提資

本，銀行未來執行更精準發卡策略的機率提高，

並在額度審核環節更為謹慎，民眾較容易辦卡的

時代或將進一步消退，同時對於久未動用的信用

卡，應會積極採取停卡措施。

第二，銀行承諾額度分為可取消承諾及不可取消

承諾兩型態。在可取消承諾部份，未來新規定對

於一般企業、中小企業、非屬企業的授信額度將

視個案條件，其信用轉換係數由先前0%調升至

10%；不可取消承諾部份，期間超過一年的信用

轉換係數由50%調降至40%，而一年以下則由

20%拉高至40%。不過，根據金管會，可取消的

承諾額度若同時符合三項條件，則信用轉換係數

能以0%計算，分別為(1)契約未有計收承諾費之

約定；(2)首次與後續動撥借款，客戶皆應向銀行

申請；(3)銀行於每次動撥前應即審視客戶信用及

履約等情形，以決定是否撥款。

由上述新規範來看，2025年開始或將提高銀行對

企業或企業主個人信用額度的資本壓力，而對於

企業與中小企業隨時可動用的信用額度，因未來

動撥需銀行同意，否則相關額度將被計入風險性

資產，銀行可能會傾向減少給予企業此類授信額

度。

資料來源：金管會，2023/11

表外項目信用轉換係數(CCF)修正

表
外
項
目

可取消
之承諾

• 企業或中小企業
   符合適用 0%CCF 全部條件
• 企業或中小企業
   不符合適用 0%CCF 全部條件
• 非屬企業或中小企業

• 超過一年
• 一年以下

信用卡
未動用額度

承諾額度

信用卡非循環戶

信用卡循環戶

現行CCF          修改後CCF

0%

50%

0%

0%

0%

50%

20%

10%

40%

0%

10%

10%

40%

40%

不可取消
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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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表外項目信用風險係數調整外，權益證券暴險

的修正亦受到關注。權益證券暴險的資本計提調

整，主要有兩部份受到影響，一為銀行法74條之1

的有價證券，屬於單純財務投資，二為銀行法74

條的策略性投資，主要為長投或未上市櫃公司。

金管會規劃分5年調整風險權數，銀行財務投資的

上市櫃股票由100%提高至250%，非上市櫃股票

從100%拉升至400%，而策略性投資股權中屬於

金融相關事業重大投資比照現行的250%，金融相

關事業非重大投資則由100%調高至250%。

以此來看，未來銀行持有股票投資的資本計提應

至少較修正前高1.5倍以上，不過主管機關將其

分5年調升，有望減緩相關衝擊，同時銀行可依

實際需求調整投資部位，未來跟隨規定循序漸

進，預期能良好應對新規定帶來的影響。

除信用風險標準法的修正外，另一個同樣受到矚

目的FRTB亦預計於2025年上路，FRTB的標準法

(SA)將與目前的版本大相逕庭，計算過程納入敏

感度分析法（SBM），評價系統需要能夠將風險

因子拆分成7類，並針對商品所涵蓋的風險因子

計算出所需的敏感度，同時要能夠有處理龐大運

算的硬體資源，這些系統與制度的導入也需要有

專業的團隊與人力培訓。雖然困難重重，但標準

法能夠將非線性的風險、風險因子相關性以及交

易簿違約風險等納入評估，對於市場風險的估計

品質帶來良好提升，也是國際的主流趨勢。相對

地，依現行標準法架構修訂的FRTB簡易標準法

(SSA)雖然變化較少，但風險因子乘數卻都從原

本的1倍往上調整，外匯風險乘以1.2倍、利率風

險乘以1.3倍、商品風險乘以1.9倍、權益風險則

是增加到3.5倍，因此採用SSA法需計提的資本

通常會比現在來得更多。

金管會於2023年已請38間本國銀行以截至2022

年12月底的個體資本適足率為基礎，進行法規修

正前後試算。依據試算結果，修正後的普通股權

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資本適足率等分別較

修正前下降0.24%、0.28%、0.31%，槓桿比率

則未有差異，主管機關認為整體結果顯示此資本

計提修正規定對本國銀行的影響有限19。不過，

隨著巴塞爾資本協定的調整演變來看，對於銀行

風險管理的要求越來越嚴謹。因此，除遵循規範

之外，銀行自身或應持續強化風險控管機制，提

升應對危機的能力，此舉對品牌聲譽和客戶信任

度等面向的提升應能有所助益。長期而言，對於

業務發展及永續經營亦有望產生正面效益。

©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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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規劃，我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2023起正式導入永續金融評

鑑，每年度針對銀行、證券、保險三大行業進行

評比，並已於年底公布評鑑結果。其中銀行業全

數業者皆納入第一屆評鑑之標的，顯見在眾多金

融行業別中，主管機關對銀行業ESG特別重視；

第一屆評鑑結果由元大、中國信託、玉山、台北

富邦、第一、國泰世華、彰化銀行七家取得排名

前20%殊榮。

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於本年度（2024年）年初公

布評鑑指標以來，所有參與評鑑的業者皆密切關

注其發展。細究其指標變動背後之意涵，不只反

映國家政策未來發展意向，更可作為銀行檢視公

司永續發展成熟程度、對標國內外同業最佳實務

的自我體檢機會。本文係就近兩屆永續金融評鑑

題目變動進行剖析，並從中分享KPMG的觀點，

期能作為銀行持續優化ESG實踐的參考。

從永續金融評鑑變動解析
金融業ESG趨勢

綜合分析

本屆永續金融評鑑題目銀行業總題數為111題，

較前一年度（135題）大幅減少18%。綜觀各構

面題目分布比例，可發現永續發展綜合指標占比

為13%，而治理（G）、環境（E）、社會（S）

三大構面則分別占23%、28%、36%，仍以社會

面為最高；就題數分布比例而言，除綜合指標占

比有較明顯提升外，其各細部面向分布與第一屆

並無顯著差異，顯示我國主管機關目前仍ESG均

衡的角度評核金融業的永續發展作為。

林泉興 Sam Lin 

顧問部 氣候變遷及企業
永續發展  
執行副總經理

謝孟哲 Justin Hsieh

顧問部 氣候變遷及企業
永續發展 
副總經理

第一屆vs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各構面題目分布

永續發展(綜合指標)      環境（E）     社會（S）     治理（G）

第一屆 第二屆

25%

37%

8%

30%

23%

36%

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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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綜合指標構面

接著細部分析四大構面題目數量。首先在永續發

展綜合指標題目構面，總題數較前一年度微幅增

加3題，除針對原先定義較為模糊的部分題目進

行再聚焦與重新命名外，主要變動是比過往更具

體要求公司應訂定具體短、中、長期永續發展目

標，並分別從淨零、金融科技創新等角度，思考

潛在的業務機會。此外，更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

則精神，不只要求公司從對外部利害關係人衝擊

的觀點鑑別重大永續議題，也應對這些議題進行

財務衝擊分析，以強化經營及財務韌性。

KPMG建議，公司可參考以下關鍵項目自我盤點

落實情形：
  ●     是否已訂定短、中、長期永續發展目標，並訂

定具體行動方案
  ●     是否已將淨零轉型及其他環境、社會因子，納

入針對客戶和投資標的的評估及溝通流程
  ●     是否已針對具重大性之永續議題進行財務衝擊

分析，並將IFRS永續揭露準則的導入納入規劃
  ●     是否致力於發展創新商業模式，或透過金融科

技之應用推動永續相關業務

環境構面

在環境構面部分，以氣候風險策略、自身減碳節

能兩個題組題數變動最大，分別較過去減少7題

和4題；另外淨零及轉型支援則新增2題。探究氣

候風險策略題目減少的原因，主要係因氣候風險

管理與資訊揭露已成為法規要求項目，而銀行公

會亦已提供明確參考指引，因此刪除相對之下較

無差異化的題目（如是否依循TCFD框架揭露氣

候相關財務風險資訊、氣候風險是否已納入內部

控制三道防線等）；至於自身減碳節能題目的減

少，則係因金融業環境影響主要在於價值鏈中的

投融資部位，此亦反映於淨零及轉型支援題組題

目的增加。

本年度新增之關鍵題目，主要反映我國2050年

淨零排放國家目標，並透過「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訂定第一版的台灣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

指引；此外生物多樣性議題亦逐步受到重視。

KPMG建議銀行可參考以下項目自我盤點落實情

形：
  ●     是否積極透過資金和業務活動，支持有助於國

家邁向淨零排放的「十二項關鍵戰略」產業
  ●     是否積極推動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等環境屬性

之金融產品
  ●     是否已將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納入投融

資盡職調查與溝通程序，並揭露相關績效
  ●     是否已了解國際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TNFD）架構的意涵，並規劃未來導入相關

治理、風險管理與揭露框架

第一屆vs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綜合指標題數變動

 第一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第二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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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構面

在社會構面部分，本年度各題組題目皆較前一年

度減少，減少幅度較大者為金融消費保護和資安

個資保護部分，主要變動處為以既有公平待客原

則評核成績取代大部分題目，減少銀行於不同評

鑑重複填寫同樣內容的資源浪費，並將評估重點

放在金融詐騙及普惠金融。另一方面，針對職場

友善措施如身心障礙者雇用、友善家庭職場計畫

等，以及對於文化事業的支持，亦為新增題目希

望著重的面向。針對這些新增題目，KPMG建議

參考以下項目自我盤點落實情形：

第一屆vs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環境面題數變動

 第一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第二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20

15

10

5

0

16

9

15 17

3 2

7
3

氣候風險策略                淨零及轉型支援               自然資源保護                自身減碳節能

  ●     是否積極推動反金融詐騙宣導，並持續透過

內、外部檢核定期檢討落實情形
  ●     是否將攔阻金融詐騙視為內部績效考核、升遷

評估的重要關鍵績效指標
  ●     是否可定義出優先關注之「金融弱勢族群」，

並積極發展屬於自家特色的相關產品與服務
  ●     是否積極推動普惠金融相關貸款、社會責任／

可持續發展債券等社會屬性之金融產品
  ●         是否有優於法規要求的身心障礙員工聘僱規

畫，以及友善家庭職場計畫
  ●     是否持續投入資源支持國內文化創意活動或產

業發展

第一屆vs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社會面題數變動

 第一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第二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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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保護                 普惠金融實踐               人權/人力發展              資安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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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構面

最後在公司治理層面，本年度各面向指標數量亦

皆較過去微幅減少，探究主要變動係考量公司治

理評鑑最新要求，並對齊國際最新趨勢等進行之

調整，包括：股東會議事錄是否記載股東提問和

公司回應、股東會是否採全程線上直播並於會後

公開、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的情形、董事會成員

的性別多樣性等。相較於前一年度，公司治理構

面的變動幅度較小，建議銀行業持續關注我國公

司治理評鑑和相關規範變動即可掌握回應要點。

小結

本屆銀行業永續金融評鑑指標，相較前一年度更

加著重於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環境與社會影響力，

以及這些影響力是否有助於回應我國淨零排放、

金融詐騙防阻、減緩社會金融與數位落差等重大

議題。此外，許多指標為了進行跨銀行間優劣比

較，皆改為與資產規模相關聯的「強度」指標。

KPMG建議，銀行在滿足基本公司治理、公平待

客、環境與社會層面的監管要求之同時，應積極

推動ESG相關產品與服務，並與客戶、投資標的

開展溝通，以持續發揮金融影響力。

第一屆vs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治理面題數變動

 第一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第二屆共同題(含加分)+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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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臺灣銀行業概況—高利率環境支持經營表現，營運前景可望正面看待

1    Consumer Price Index(CPI),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
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MF, 2024/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

 2024/01/30/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4
3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主計處, https://www.stat.gov.tw//Point.aspx?sid=t.2&n=3581&sms=11480
4   112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概估統計, 主計處, 2024/1, https://www.stat.gov.tw//News.aspx?n=2677&sms=10980
5   工商時報, 2024/1/31,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40131700049-439901
6   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2023, https://www.cbc.gov.tw/tw/lp-640-1.html
7   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2023/Q4, https://www.cbc.gov.tw/tw/cp-529-1081-195A7-1.html
8   註：費損為利息費用、投資損失、處分資產損失、匯兌損失等合計數
9   經濟日報, 2024/1/1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7709624
10  中時新聞網, 2023/12/12,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1212000143-260202?chdtv
11  聯徵中心, 2024/1, https://www.jcic.org.tw/main_ch/docDetail.aspx?uid=1627&pid=190&docid=21713
12  中時新聞網, 2024/1/22,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40122000173-260205?chdtv
13  工商時報, 2023/1/19,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0119700029-430301
14  金管會, 2020/12/31,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

news_view.jsp&dataserno=202012310002&dtable=News
15  經濟日報, 2023/12/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7672597
16  金管會, 2021/5/18,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

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5180003&dtable=News
17  金管會, 2023/8/29,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

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8290002&dtable=News
18  金管會, 2023/10/24,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

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0240002&dtable=News
19  元大金控, 2023/12/29, https://www.yuanta.com/TW/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Detail?id=263f76e3-606b-4b18-

90a0-1e1a6b91ddae
20  工商時報, 2023/10/24,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1024701851-430304
21  金管會, 2023/12/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

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070006&dtable=News
22  工商時報, 2023/12/29,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1229700058-439901
23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 US Fed, 2023/12,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

pressreleases/monetary20231213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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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KPMG長期關注金融行業相關議題，無論是在審計、稅務或風險管理等領域，提供最
佳專業及建議。我們以瞭解構成影響市場的問題，從而制定解決方案，並同時與許多
產業內卓越的集團及政府部門合作，協助他們瞭解及處理產業所面臨到的主要問題。
服務範圍涵蓋：併購交易與企業重組、個人資料管理、稅務服務、數位金融服務及資
料分析服務等。

風險顧問服務

     財務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內部稽核與

遵循

     會計諮詢

     鑑識會計

     氣候變遷及企業

    永續發展

     社會企業服務

財務諮詢服務
 

     收購業務

     出售業務

     融資

     合資與聯盟

     重組

財務資訊審計及確信

資本市場服務

內部控制(稽核)服務

會計專案諮詢服務

其他確信及認證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國際稅務諮詢服務

     全球移轉訂價

     全球人力資源服務

     稅務管理與諮詢

     BEPS與價值鏈稅

    負優化管理(VCM)諮詢

     外國機構在台投資證券

    專戶之稅務代理人服務

     家族稅務及傳承規劃

     中國稅務諮詢

     日商稅務服務

     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

    登記服務

     會計、稅務及薪資委外

    服務 

     金融業稅務諮詢

     稅務數位及科技服務

顧問諮詢服務稅務投資服務

管理顧問服務

企業績效服務
     策略與經營績效服務

     人力資源與變革管理服務

（含HR資訊系統）

     財務功能服務

數位轉型服務

     客戶體驗與創新服務

     智能自動化服務

     數據分析服務

資訊科技與商用軟體

審計及確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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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半年金融科技脈動 
Pulse of Fintech H1 '23
本報告對2023年上半年全球及各區域的金融科技投資動向與數據進行全面性整理，
並對金融科技與財務服務做出關鍵趨勢與發展分析。

2023 臺灣銀行業報告

本報告說明2022-2023年的臺灣銀行業概況，同時深入探討銀行業的人工智慧應
用、綠色金融、金融資安、高資產財富管理等重要議題，並給予銀行業在經營決策
上的建議。

2023臺灣保險業報告

嚴選於2023年內兼具影響力及重要性的議題作為闡述主軸，由專家帶領各位從不同
角度了解臺灣保險業的發展及重點議題。

2023下半年金融科技脈動 
Pulse of Fintech H2 '23
本報告對2023年下半年全球及各區域的金融科技投資動向與數據進行全面性整理，
並對金融科技與財務服務做出關鍵趨勢與發展分析。

2022 臺灣銀行業報告

本報告說明2022-2023年的臺灣銀行業概況，同時深入探討銀行業的人工智慧應
用、綠色金融、金融資安、高資產財富管理等重要議題，並給予銀行業在經營決策
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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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全球銀行業CEO前瞻大調查

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動盪的時代，全球銀行業管理者皆面臨著無數複
雜的挑戰。其中，相當大的市場不確定性影響了客戶的財務健康與行
為，也使企業強化其監管、增加監管成本，並使科技顛覆的更加快速，
同時帶來了機會與風險。

2023全球保險業CEO前瞻大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為目前對經濟前景的整體信心需要審慎觀察。持續的地
緣緊張局勢所導致的政治不確定性已成為未來三年企業組織成長的最
大威脅，其次是新興/顛覆式科技和利率風險，在過去一年裡，世界變
得更加不確定和動盪。通貨膨脹走高，且利率呈上升趨勢。

2023全球資產管理業CEO前瞻大
調查

儘管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是CEO認為的最大威脅，但他們預計未來三年
他們的組織將增加收入並雇用更多的員工，而吸引和留住人才是資產
管理公司CEO們的營運優先事項，同時表示他們對併購有強烈興趣的
比例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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