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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與使命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91年6月18日正式成立，本會配合政府推行金融政策、積極配合主

管機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各項措施，並肩負促進貨幣市場發展、協調同業關係以及增進同業共同利益

等責任。民國60年以前，國內金融以傳統的公營銀行體系為主，隨著經濟發展由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擴

張，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貨幣供給額攀升，通貨膨脹問題浮上檯面，62年中央銀行首次發行乙種國庫券。

劉大中等6院士63年建議成立貨幣市場，主張控制貨幣供給以穩定物價，並促進資金利用的效率化、利率

自由化的發展，並可成為央行調節金融的場所。央行並和財政部聯合推動銀行發行銀行承兌匯票、可轉

讓定期存單，鼓勵企業發行商業本票，逐步建立貨幣市場。

64年12月公佈「短期票券交易商管理規則」，由台灣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交通銀行分別籌備

成立中興、國際及中華3家票券金融公司。在票券金融公司開放新設前，3家票券金融公司共組「台北市

票券金融事業協會」。

81年5月起分二階段開放銀行辦理票券金融業務，第一階段先開放兼營短期票券經紀、自營業務。82

年10月公佈「票券商業務管理辦法」，將兼營票券之銀行與專業的票券金融公司均納入該辦法管理。83

年8月修正「票券商業務管理辦法」為「票券商管理辦法」，增列票券金融公司新設的法源。84年開放銀

行辦理第二階段短期票券簽證與承銷業務，並核准票券金融公司開辦政府債券自營與經紀業務，84年修

正「票券商管理辦法」，允許票券商擴大營業項目及轉投資。另外，因應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並落實

對票券商之監督及管理，90年頒布「票券金融管理法」，貨幣市場業務正式取得法律位階。

84年開放票券金融公司新設，陸續有大中、大眾、宏福、萬通、萬泰、聯邦和玉山等7家新票券金融

公司加入，連同3家老票券金融公司，票券金融公司家數達10家，跨越商業團體法規定的5家門檻，85年

4月8日成立台北市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並於91年9月併入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嗣後又有

中信、中央、大慶、富邦、台新、力華等新票券金融公司加入，84至87年間，共核准13家票券金融公司

新設，高峰期合計有16家專業票券商。

88年宏福票券更名為台灣票券，大眾票券90年併入大眾銀行，91年萬泰票券併入萬泰銀行，中央票

券92年更名為華南票券，中興票券於95年6月更名為兆豐票券，另外95年12月富邦票券、玉山票券分別

併入台北富邦銀行、玉山銀行後。97年初力華票券更名合作金庫票券，97年4月、5月中國信託票券、華

南票券併入銀行， 99年8月聯邦票券併入銀行，而100年1月台新票券亦併入銀行在金融整併政策下，專

業經營的票券金融公司僅有8家。

銀行業於91年7月起陸續加入中華民國票券商業同業公會，91年底共57家銀行兼營票券業務。92年

世華與國泰合併為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購併萬通銀行，遠東銀行退會，華泰銀行新加入本會會員。

93年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與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合併。94年富邦與台北銀行完成合併，中興銀行由聯邦銀行

概括承受。95年多倫多道明結束台北分行在台營業退會，農民銀行、交通銀行以及台北商銀均因合併辦

理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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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中央信託局併入臺灣銀行、花蓮企銀併入中國信託銀行，新竹國際商業銀行更名為渣打國際商

業銀行，復華銀行更名為元大銀行，華僑銀行併入花旗台灣商業銀行。97年金融整併持續進行，上海匯

豐銀行概括承受中華銀行，新加坡商星展銀行概括承受寶華銀行會籍更名，渣打國際商銀再取得美國運

通銀行在台分行之全部營業及資產與負債。

99年慶豐商業銀行資產、負債及營業經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之公開標售，被概括承受程序完成辦

理退會。澳商澳洲紐西蘭銀行自99年4月17日起承受荷商荷蘭銀行在台分行資產、負債及營業，並改名澳

商澳盛銀行。99年5月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在台分行部分之營業、資產及負債分割予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101年4月新加坡星展銀行終止兼營短期票券業務，同月新加坡星展（台灣）加入為本會會員。

102年4月澳商澳盛銀行在台分行主要之營業、資產及負債分割予新設立之子銀行澳盛(台灣)商業銀

行，並加入為本會會員。104年萬泰銀改名凱基銀行，花旗在台分行、澳商澳盛在台分行均不再兼營票券

業務申請退會，105年5月香港上海匯豐銀行、9月英商渣打台北分行均不再兼營票券業務而退會，銀行會

員家數為40家。107年大眾銀行併入元大銀行。108年4月澳盛(台灣)商業銀行主要之營業、資產及負債，

由澳商澳盛銀行台北分公司承受，一退會一入會，兼營票券金融業務之銀行會員家數為39家。

另自93年10月起陸續有大華證券、元大京華證券、寶來證券、台證綜合證券、富邦綜合證券、建華

證券等6家兼營票券金融業務的綜合證券商加入。94年再加入元富證券、群益證券2家，合計8家證券商兼

營票券業務。96年建華證券更名為永豐金證券，元大京華證券與復華證券合併更名為元大證券。97年大

華證券、98年寶來及台證證券申請終止兼營短期票券業務辦理退會，100年7月群益證券更名為群益金鼎

證券。101年2月金管會核准富邦證券申請終止兼營票券業務，3月大華證券加入為本會會員，4月元大證

券合併寶來證券，更名為元大寶來證券(104年6月再更名為元大證券)。102年4月大華證券終止兼營短期

票券業務退會，兼營票券金融業務之券商會員減為4家。

至109年底之票券商統計，有8家專業經營的票券金融公司及39家銀行、4家券商兼營票券金融業務，

共51家票券商為本會會員。另97年起臺灣集保結算所、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金資訊公司3家為本會贊助

會員，合計會員家數為54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因應發行人簡化融資性商業本票簽發作業及降低風險需求，並為提升發行效率

與安全性，暨減少票券商人工收送實體票券之作業負擔及避免遺失風險，修正票券金融管理法第26條及

第66條規定，106年5月3日公布修正條文後無實體的登錄形式商業本票取得法源，於106年9月18日上線

實施。另為進一步簡化發行作業，發行文件電子化於107年10月29日上線。

另為避免企業信用過度擴張、免保證商業本票(免保CP2)發行過度集中特定產業，及有助投資人了解

個別企業信用擴張情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8月邀集中央銀行、中央存保、票券公會、銀行公會

2020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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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集保結算所，共同研商強化票券商承銷及持有免保證商業本票風險控管措施，請票券公會於自律規範

中，增訂個別發行人免保CP承銷限額、票券商應提供個別發行人免保CP發行餘額占淨值比與所屬產業免

保CP發行總餘額等，於108年4月起實施。

本會依據商業團體法、票券金融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設立，每家票券商均指派會員代表，定期召

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出理事17人組成理事會，監事5人組成監事會。下設7個委員會分別研究相關業務

事項:「票券業務委員會」、「債券業務委員會」、「授信業務委員會」、「會計及風控委員會」、「資

訊業務委員會」、「業務發展委員會」以及「法規委員會」。

在主管機關與會員間，本會扮演著橋樑的角色，負有下列各項使命及功能：協助政府推行金融市場

政策；研究建議並執行票券金融業相關法令；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並調節同業間業務爭議；促進票券金

融同業的業務發展；釐訂會員間共同性的各項業務規章；整理、統計並分析貨幣市場的業務資料，供同

業參考；辦理會員員工的互助、進修、聯誼、學術研究，並推行公益事業；聯繫國內外票券金融業者，

並加強國際交流；辦理政府或機關團體委託的事項；辦理其他會員共同事務及依據法令規章應辦的事

項。

▲ 109年6月15日本會舉行第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場景

中華民國 109 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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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金融情勢及貨幣政策

109年經濟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景氣急凍，各國政府迅速投入巨額財政資源(數以兆計的各式紓困

方案)並配合釋出無限寬鬆貨幣(聯準會總額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及超低利率(一口氣降息四碼)，雙管齊

下以挽救經濟及金融危機。伴隨寬鬆貨幣政策下大量資金流入金融市場及風險性資產，第二季起有效緩

解了市場的流動性風險並大幅拉升資產價格，股票市場大幅反彈甚創歷史新高。惟在消費、民間投資、

固定投資等實體經濟層面，卻因疫情持續而缺乏有效及立即的拉抬動能，呈現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明顯

脫鉤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109年全球經濟明顯萎縮，通膨溫和，資產市場呈現V型反轉走勢，IHS 

Markit預測全年經濟成長率為-4.0%，消費者物價成長率為2.12%。

以地區別言，美國聯準會採取降息、降準，以確保美元流動性充沛，並推出無限量量化寬鬆，幫助

企業及金融機構修復資產負債表，獲致相當成效，消費及投資回溫，PMI持續擴張，惟就業市場仍陷低

迷。歐元區雖推行強力貨幣刺激方案並通過紓困措施，疫情後續感染風險和長久性的經濟衝擊，致使歐

元區經濟疲軟，為受疫情影響程度相對較重之地區。日本自第三季起經濟逐漸回溫，惟就業市場情勢仍

顯嚴峻。中國大陸經濟自第二季起領先全球走出低谷，為唯一呈正成長的全球主要經濟體，景氣漸次回

復正軌，其經濟修復動能主要來自資本形成與出口貢獻超乎預期復甦。

109年國內經濟成長表現如倒吃甘蔗，成長趨勢以第二季為谷底，呈V型發展，主要仰賴對外貿易支

撐，第三季起受主要國家重啟經濟活動，電子資訊產業受惠於新興科技應用與遠距商機的強烈需求，以

及中國半導體廠受美方制裁導致急單湧現，國外淨需求成長貢獻了2.23%，反觀國內消費及投資僅貢獻

0.15%。在金融情勢上，由於資金大量湧入新興市場，台灣出現了股市、房市及匯率「三飆」的金融現

象。另由於台幣匯率相對強勢及能源價格走低，造成了消費者物價下滑。

美國聯準會109年3月15日宣布為了幫助美國經濟在危機中保持強勁，將聯邦基金利率調降四碼至

0%~0.25%的區間，並重啟量化寬鬆，目標規模7,000億美元。聯準會在全年維持了低利率及購債政策，並

釋出在112年底前不升息，以實現就業最大化等目標的訊息。

在貨幣政策方面，全球主要國家109年採取降息及寬鬆貨幣政策，聯準會近期政策指引亦維持聯邦資

金利率目標區間於0%-0.25%間；持續購債步調不變直至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目標之達成具顯著進展；延

長美元流動性交換額度及暫時性附買回協議機制。預期台灣央行也將跟隨主要國家央行繼續保持寬鬆政

策，維持利率於歷史低點，以有效對應國際金融市場的可能變化與衝擊。109年各月貨幣市場1~30天期票

券次級市場平均利率降低至0.22%-0.49%區間。初級市場利率報價則因央行政策性引導利率走低，109年

平均票券利差較108年大致持平。

台灣貨幣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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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票券金融專業法令規章變動主要有二項：

（一）金管會109年7月16日金管銀票字第10901379991號函－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

及第22條之4第3款所稱之其他金融機構，納入票券金融公司。票券金融公司得辦理之交易以

外幣債券買賣、其附條件交易(不含股權類等有價證券)及外幣資金拆借為限，此舉擴大票券金

融公司外幣債買賣及其附條件交易之交易對手範圍。

（二）修正「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隨著金融市場多元化發展，所需金融人才亦朝

多面向及跨領域發展。為使票券業於廣納多元化、跨領域之人才時，更具效率，爰修正第六

條規定，增列票券金融公司負責人具備資訊、科技、法律、電子商務、數位經濟、財務會

計、行銷或人力資源等專業領域之資格條件，毋須再經主管機關認可。惟聘任此類人才擔任

負責人職務，仍須與其原領域相關為限。此舉有利於票券金融公司廣納各領域人才，提升各

方面經營效率。

二、票券市場

 ( 一 ) 初級市場

觀察近5年票券初級市場發行量成長狀況＜表1＞，109年票券初級市場發行量達16.01兆元，較

108年增加7.22%。由發行工具別＜表2、圖1＞觀之，可轉讓定期存單發行量佔109年全體票券初級

市場發行總量5.19%，較108年減少1,548億元，商業本票發行量於109年因疫情因素企業傾向透過

金融市場借貸保留較高現金水位而成長，比重提升至92.6%。在各票券金融公司承作授信業務概況

方面＜表3＞，全體票券金融公司商業本票保證倍數自100年的3.39倍上升至105年達4.32倍，109年

為4.23倍。另統計109年票券發行及首次買入之市佔率＜表4＞，銀行兼營票券業務比例較去年下降

約3%。

表1  最近5年票券初級市場發行量成長狀況
單位：億元

民國年(西元) 總發行金額 成長率（%）

105(2016) 127,785 10.99

106(2017) 148,785 16.43

107(2018) 149,719  0.63

108(2019) 149,273 - 0.30

109(2020) 160,052 7.2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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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最近5年票券初級市場結構的變動(發行工具別) 
 單位：億元

民國年

(西元)

商業本票 可轉讓定期存單 銀行承兌匯票 國庫券 合計

金額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105(2016) 113,713 88.99 11,716 9.17 183 0.14 2,174 1.70 127,785

106(2017)  130,778 87.90  15,613 10.49 194 0.13  2,200 1.48  148,785 

107(2018)  129,650  86.59  18,285  12.21  185  0.12  1,600  1.07  149,719 

108(2019) 136,136 91.20 9,857 6.60 140 0.09 3,140 2.10  149,273 

109(2020) 148,247 92.63 8,309 5.19 130 0.08 3,366 2.10 160,05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圖1  109年票券初級市場商品別結構圖

表3  109年底票券金融公司授信業務概況 
單位：百萬元

公司名稱 授信總餘額 股東權益 倍數

兆豐票券 177,665 41,407 4.29

中華票券 109,165 25,449 4.29

國際票券 119,802 31,590 3.79

大中票券 38,859 8,080 4.81

台灣票券 33,711 7,163 4.71

萬通票券 42,648 10,785 3.95

大慶票券 34,204 7,348 4.65

合作金庫票券 33,031 7,406 4.46

總計 589,085 139,227 4.23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圖1  109年票券初級市場商品別結構圖圖1  108年票券初級市場商品別結構圖

銀行承兌匯票 0.08%

單可轉讓定期存 5.19%

國庫券 2.10%

商業本票 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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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最近2年票券發行及首次買入金額與市占率
單位：百萬元

公司別
109年 108年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兆豐票券 2,715,691 18 2,511,842 17

中華票券 2,206,864 14 1,856,134 12

國際票券 2,015,061 13 1,918,878 13

大中票券 834,671 5 712,584 5

台灣票券 631,042 4 616,380 4

萬通票券 1,248,227 8 1,086,492 7

大慶票券 665,205 4 663,661 4

合作金庫票券 314,429 2 256,479 2

票券金融公司合計 10,631,189 68 9,622,450 65

銀行兼營 5,060,848 32 5,232,062 35

總計 15,692,037 100 14,854,512 100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 二 ) 次級市場

109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量＜表5＞為44.1兆元，較108年成長約8.98%。各票券金融公司最近2

年票券交易量及市場占有率詳見＜表6＞。另由最近5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工具別結構的變動＜表7

＞觀察，109年度商業本票及國庫券之交易金額分別為42.03兆元及0.35兆元，均較108年度成長，

可轉讓定期存單交易量及比重伴隨發行量減少下滑。最近2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參與者結構詳如＜

表8＞，因市場資金仍寬鬆，銀行承做票券次級市場需求仍高，但整體參與者結構除民營事業略有

提升外並無太大變動。

表5  最近5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量成長狀況
單位：億元

民國年(西元) 次級市場交易量 成長率 ( % ) 

105(2016) 355,561 6.89

106(2017) 377,856 6.27

107(2018) 412,559 9.18

108(2019) 405,055 -1.82

109(2020) 441,409 8.98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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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最近2年票券交易量與市占率
單位：百萬元

公司別
109年 108年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兆豐票券 6,191,359 17 5,928,555 17

中華票券 4,958,837 13 4,554,985 13

國際票券 4,586,911 12 4,284,789 12

大中票券 1,460,432 4 1,257,552 4

台灣票券 1,325,957 3 1,407,126 4

萬通票券 2,471,385 7 2,124,375 6

大慶票券 2,154,065 6 2,005,946 6

合作金庫票券 1,291,032 3 1,274,052 4

票券金融公司合計 24,439,977 65 22,837,381 64

銀行兼營 12,934,487 35 12,633,029 36

總計 37,374,464 100 35,470,410 100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表7  最近5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工具別結構的變動
單位：億元

民國年

(西元)

商業本票 可轉讓定期存單 銀行承兌匯票 國庫券
合計金額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105(2016) 327,986 92.24 25,697 7.23 17 0.00 1,860 0.52 355,561

106(2017)  342,765 90.71  33,404 8.84 7 0.00 1,680 0.44 377,856

107(2018) 367,347 89.04 43,650 10.58 2 0.00 1,561 0.38 412,559

108(2019) 383,305 94.63 19,128 4.72 6 0.00 2,614 0.65 405,055

109(2020) 420,259 95.21 17,624 3.99 4 0.00 3,522 0.80 441,409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表8  最近2年票券次級市場交易參與者結構
單位：億元

交易對象
109年 108年

金額 比重 ( % ) 金額 比重 ( % ) 

銀 行 125,389 28 114,324 28

票券及信託公司 64,500 15 57,349 14

保 險 公 司 14,192 3 13,953 4

公 營 事 業 10,255 2 9,563 3

民 營 事 業 210,232 48 187,546 46

個 人 2,391 1 1,447 0

其 他 14,450 3 20,872 5

總 計 441,409 100 405,055 10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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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債券市場

109年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及30天期公債附條件交易利率走勢參見圖2。109年因疫情嚴重影響實體經

濟，美國聯準會採取猛暴性降息(一次性調降4碼，基準利率降至0%-0.25%)並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量

化寬鬆7000億美元)。惟國內債券市場供需失衡不變，缺券效應造成買盤持續熱絡，惟下檔有附條件交易

利率門檻，整體呈區間偏多走勢，十年期債券殖利率全年下滑約28個基本點，台幣債券因缺乏波動性，

殖利率多呈區間走勢，逐漸喪失其交易價值。在債券附條件交易利率方面，30天期公債附買回交易平均

成交利率全年由0.463%緩步下滑至0.196%。比較買賣斷行情及附條件市場行情，以十年期指標公債推

算，107年底利差尚有47個基本點，至109年底僅剩12個基本點。顯示長債殖利率滑落幅度高於債券附買

回利率降幅壓縮養券利差，台幣債券已逐漸喪失其養券(carry)價值。

受限於新臺幣債券發行量漸少及養券利差受到嚴重壓縮，票券金融公司近年補券多以外國債券為

主，新臺幣債券為輔，在主管機關開放外幣有價證券限額以淨部位控管後，利差較大的美元債券已扮演

影響票券金融公司獲利水準的關鍵商品。依票券金融公司之債券交易量及變動幅度＜表9＞資料顯示，各

票券金融公司109年整體債券交易量較108年下滑9.96%，主因台債利率及附買回利率均已至歷史低檔，

且養券利益極度壓縮，交易商養券標的及交易多轉向美元債券所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圖2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與30天期公債附條件交易利率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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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票券金融公司經營概況

 ( 一 ) 資產負債

依據全體票券金融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10＞所示，109年底資產總額11,053億元，負債總額

9,661億元，分別較108年增加10.0%與10.3%，顯示票券金融公司擴張資產負債表以因應利差下滑

趨勢，並配合主管機關政策支援實體經濟；全體淨值增加108億元，相較108年成長8.4%，主因109

年底債券殖利率下滑，帳列淨值加項的未實現利益增加及年度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所致。

表10  全體票券金融公司資產負債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項目
109年底 108年底 比較增減

金額 比率 ( % ) 金額 比率 ( % ) 金額 幅度 ( % ) 

資產 1,105,332 100 1,004,582 100 100,750 10.0

負債 966,105 87 876,118 87 89,987 10.3

淨值 139,227 13 128,464 13 10,763 8.4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 二 ) 獲利能力

各票券金融公司109年獲利情形統計＜表11＞，109年全體票券金融公司獲利122.98億元，較

108年增加21.16億元，計成長20.8%，主因台幣及美元債券殖利率驟降至歷史低點，增加了部位的

可供實現利益，另美元資金成本降低擴大了美元債券的養券利差。另授信業務手續費平穩成長，尚

無發生鉅額壞帳情事。

表9  票券金融公司之債券交易量及變動幅度

公司名稱
交易量( 單位：億元 ) 

變動幅度 ( % ) 
109年度 108年度

兆 豐 票 券 4,324,506 4,779,452 -9.52

中 華 票 券 2,930,167 3,107,935 -5.72

國 際 票 券 2,727,815 3,327,735 -18.03

大 中 票 券 1,092,360 1,255,027 -12.96

台 灣 票 券 611,594 714,006 -14.34

萬 通 票 券 1,907,794 2,081,892 -8.36

大 慶 票 券 948,076 926,874 2.29

合作金庫票券 405,131 408,357 -0.79

總 計 14,947,443 16,601,277 -9.96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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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票券金融公司獲利能力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公 司 別
109年 108年 比較增減 ( 註 ) 

金額 比重( % ) 金額 比重( % ) 金額 幅度 ( % )

兆 豐 票 券 3,605 29 3,166 31 439 13.9

中 華 票 券 1,992 16 1,553 15 439 28.3

國 際 票 券 3,440 28 2,700 27 740 27.4

大 中 票 券 606 5 550 5 56 10.2

台 灣 票 券 581 5 437 4 144 33.0

萬 通 票 券 902 7 725 7 177 24.4

大 慶 票 券 619 5 554 5 65 11.7

合作金庫票券 554 5 496 5 58 11.7

合     計 12,298 100 10,182 100 2,116 20.8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註：獲利能力係採稅前損益。

 ( 三 ) 授信資產品質

依據全體票券金融公司逾期授信及比率統計＜表12＞，109年授信總餘額達5,891億元，較108

年增加237億元，整體逾期授信比率趨近於0，整體授信資產品質尚佳。

表12  全體票券金融公司逾期授信及比率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項目 109年 108年 比較增減

逾期授信金額 43 190 -147

授信總餘額 589,085 565,383 23,702

逾期授信比率（%） 0.00 0.03 -0.03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業務統計輯要

五、結語及展望 

109年新冠疫情肆虐，公共衛生及經濟領域烏雲密布，各主要國家幾乎「梭哈」所有政策性工具，這

把「梭哈」及時為市場注入了空前的流動性，為經濟斷崖式的下滑踩住剎車，同時引爆資金狂潮，在全

球景氣低迷之際，金融及資產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國內授信業務競爭依舊激烈，台幣債券需求仍旺，殖

利率仍處歷史低檔，台幣債券養券收益持續下滑；另一方面，新臺幣貨幣市場利率降至歷史新低水準，

票券利差大致持穩。面對新台幣業務獲利困境，外幣債券為多數票券金融公司未來營運獲利的寄託，其

中佔大宗的美元債券，相對於新臺幣債券，具殖利率波動度較高、資金調度管道受限，及外國公司信用

風險不易掌握等特性，有賴業者提升金融操作靈活性及提升風險控管能力俾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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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110年，股市已顯現出在資金洪流下景氣復甦的預期，輔以低基期效應及各國為因應疫情陸續推

出空前的大規模財政、貨幣和監管措施，以維持家庭可支配所得，保障企業現金流，支持信貸供給，全

球經濟可望緩步回溫，惟仍因疫情面臨諸多變數，包括：疫情反覆且經濟復甦恐緩慢、金融情勢可能驟

然緊縮與金融脆弱性升高、中美貿易及科技等戰略層面的對峙、結構與商業模式（如電子商務）改變不

利於就業復甦等。台灣經濟與全球貿易連動性高，在電子業投資及出口營收的帶動下，輔以消費及投資

漸次回溫與低基期效應，有機會進一步推升國內就業及貿易，並帶動服務業表現，提高內需成長，110年

成長模式可望呈現內熱外溫。面對國內外經濟及金融市場波動可能加劇、各票券金融公司在票券、本外

國債券及股票的業務配置，均為110年所需面對的挑戰。各業者應仍持續強化資金流動性及票債券利率風

險管理機制，在穩健永續發展的目標下，維繫現有核心業務，並審慎發展新業務。

▲ 第7屆理事長廖美祝(右)第6屆代理理事長吳正慶(左)新舊任理事長交接，與監交人林常務監事曉民(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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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爆發，各國採取邊境封鎖措施，造成產業鏈斷鏈、全球信貸和股

票價格急劇下跌、原油期貨價格轉為負值，美股更是在3月經歷了4次熔斷，全球陷入衰退，至109年底，

新冠病毒繼續在全世界蔓延，至少影響了190個國家，造成7,000萬人感染，超過150萬人死亡。疫情爆發

以來，各國央行祭出寬鬆貨幣及財政刺激政策以支撐經濟，3月時美國聯準會(Fed)緊急降息兩次共1.5%，

將聯邦基準利率目標區間降至0%-0.25%的超低水平，同時，美國總統川普簽署2.2兆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

支持地方政府、中小企業及發放失業救濟金，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援助計畫，致使109年美國M2存

量年增達25%，創1981年開始統計以來最高升幅紀錄，而Fed也在109年8月公布改以平均通膨率2%為目

標，允許通膨在一段時間內適度超過 2%，表示將充分刺激民間消費及投資以達到物價與就業市場穩定的

目標。

台灣方面，在海外需求降溫伴隨國內消費疲軟下，第一季實質GDP年增率僅達1.59%，央行於3月宣布

降息1碼，以刺激國內經濟並穩定金融市場，下半年則因防疫有成、企業積極佈局國內產線、台商回流與外

商來台投資等注入景氣復甦力道，同時，疫情帶動遠距商機，電子零組件及資通訊產品需求暢旺，使出口

大幅成長，109年台灣出口總值達3,452億美元，成長4.88%，進口值為2,858億美元，增加0.06%，在出口

商拋匯、第4季外資轉為淨匯入之下，台幣強勢升值，12月底新台幣兌美元匯率收在28.508元，較108年底

的30.106升值5.31%。

台灣經濟表現相對良好，然主要國家皆維持寬鬆政策並推動大規模擴張性財政政策，我國央行於第4

季央行理監事會議決議維持重貼現率1.125%、擔保放款融通利率1.5%、短期融通利率3.375%不變，全年準

備貨幣平均年增率為8.59%，較上年之6.42%為高，整體資金充裕，市場利率走低，平均金融業隔夜拆款利

率介於0.079%-0.182%區間，30天期商業本票次級利率介於0.22%-0.49%，營造寬鬆貨幣環境以促進經濟成

長。

壹、109年經濟面回顧

一、物價水準

109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衝擊全球供應鏈、削弱國際貿易及需求，致原油及原物料價格崩

跌，同時影響消費信心及就業市場，壓低國內消費者物價。第2季持續受疫情影響，油料費、燃氣等能源

價格依然位於低位，國外需求不振抑制出口，來台旅客減少使餐飲業、零售業大幅衰退，旅宿業者也紛

紛降價促銷，民間消費續呈負成長4.98%，為歷年最大降幅，CPI年增率仍為負值。第3季全球生產活動逐

步回溫，油價跌幅減緩，5G新興科技及遠距需求暢旺，半導體與資通訊業者擴大資本支出，出口恢復成

長，且因國內疫情平穩，政府推出振興方案提振民眾消費意願，通膨率溫和升溫。第4季全球經濟重啟，

蔬菜、機票價格走揚，油價緩步回升，房租及金飾珠寶等個人隨身用品價格上揚， 11月CPI年增率由正

轉負，使CPI年增率回升。整體而言，109年CPI較去年下跌0.23%，以交通及通訊類下跌最多，扣除蔬果

及能源之核心物價指數(Core CPI)則上揚0.36%，躉售物價指數(WPI)較前年下跌 7.80%，主因燃氣、石油

及煤製品、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以及基本金屬等價格下跌所致。    　

109年貨幣市場利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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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歷年物價年增率與經濟成長率及央行重貼現率
單位：％

CPI Core CPI WPI 經濟成長率 重貼現率 ( 年/季底利率 ) 

102年 0.79 0.66 -2.43 2.20 1.875 (維持不變)

103年 1.20 1.27 -0.56 4.02 1.875 (維持不變)

104年 -0.30 0.78 -8.85 0.81 1.625 (調降2次)

105年 1.39 0.84 -2.98 1.51 1.375 (調降2次)

106年 0.62 1.04 0.90 3.08 1.375 (維持不變)

107年 1.35 1.21 3.63 2.63 1.375 (維持不變)

108年 0.56 0.50 -2.24 2.71 1.375 (維持不變)

109年 -0.23 0.36 -7.80 3.11 1.125 (調降1次)

Q1 0.54 0.43 -5.10 2.51 1.125 (調降1次)

Q2 -0.98 0.08 -11.24 0.35 1.125 (維持不變)

Q3 -0.47 0.23 -8.65 4.26 1.125 (維持不變)

Q4 -0.11 0.66 -6.12 5.09 1.125 (維持不變)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

二、經濟成長

109年第1季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各國紛紛採取邊境封鎖及限制外出等防疫措施，實體經濟活動大

幅萎縮，我國進、出口則維持正向成長，在物價走跌情形下，對經濟成長仍提供正向挹注。第2季國際疫

情嚴峻，各國防疫措施使經濟停擺，供給面的斷鏈危機與需求面的信心疲弱，使經濟成長跌至谷底。第3

季國內疫情趨穩，政府啟動振興方案，內需消費恢復成長，宅經濟與遠距商機需求成長，以及美國對中

國的出口限制造成轉單效應，皆帶動台灣出口表現，景氣動能回溫。第4季遠距設備、新興科技應用持續

活絡，科技類產品接單維持高檔，傳統產品亦因需求漸增、部分產品價格上升回溫，12月景氣對策信號

在連續4個月綠燈之後，亮出10年來首見代表景氣趨熱的黃紅燈，景氣領先、同時指標持續上升，反映國

內經濟穩定成長，行政院主計總處上修109年全年經濟成長率至3.11%，為已開發國家中表現最佳。

三、金融體系

第1季底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餘額較上季增加6,640億元年增率5.50%。第2季再大幅增加7,806億

元，第3季持續增加4,492億元，第4季增加5,457億元年增率為6.84%。

109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經濟情勢惡化、金融市場劇烈震盪，惟我國政府積極採取各項防疫與紓困

振興措施因應，使國內金融體系所受衝擊有限，央行也調降政策利率，以充分支應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及

維護外匯市場穩定，本國整體金融營運尚稱穩健，風險承擔能力仍佳。

2020 Annual Report  



Ⅰ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16

四、國內外資金流動

109年台灣受惠新興科技應用與遠距商機熱絡，電子、資通訊產品出口表現優異，致使經常帳順差大

幅提升至943億美元；但經常帳增加並未同步帶動金融帳淨流出增加，109年金融帳淨流出500億美元，

主要為國內投信基金及保險公司投資國外債券增加；而國際美元走貶、外商來台投資增加、出口商拋匯

使新台幣強勢升值，央行持續進場調節，使準備資產大幅增加至483億美元。

表2  國際收支                                        
單位：億美元

項目

年/季

經常帳 金融帳
準備資產變動

商品貿易 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

100 379 397 320 147 357 62

101 429 493 315 99 425 155

102 499 546 411 107 291 113

103 606 603 505 99 440 130

104 727 731 650 123 551 150

105 712 710 585 83 771 107

106 831 813 750 82 778 125

107 708 670 589 109 840 125

108 652 577 576 36 464 167

109 943 747 500 55 585 483

109年Q1 169 124 132 14 221 41

109年Q2 205 158 151 26 173 70

109年Q3 296 236 195 15 173 94

109年Q4 273 230 22 -0.2 19 278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表3  進出口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年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 ( 入 )  超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99 5,331 39.43 2,774 35.16 2,557 44.38 216 -23.02

100 5,995 12.46 3,122 12.56 2,873 12.34 249 15.09

101 5,818 -2.96 3,053 -2.20 2,765 -3.78 288 16.01

102 5,882 1.11 3,109 1.82 2,774 0.33 335 16.06

103 6,005 2.08 3,194 2.75 2,811 1.34 383 14.44

104 5,208 -13.27 2,844 -10.95 2,364 -15.91 481 25.41

105 5,084 -2.39 2,792 -1.85 2,292 -3.04 500 4.00

106 5,727 12.65 3,155 13.01 2,572 12.22 583 16.63

107 6,188 8.05 3,340 5.87 2,848 10.73 492 -15.56

108 6,149 -0.64 3,292 -1.45 2,857 0.30 435 -11.60

109 6,310 2.64 3,452 4.88 2,858 0.06 594 36.52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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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9年央行貨幣政策與主要指標脈動

一、央行貨幣政策

109年初歐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與原油價格大跌，Fed於3月接連降息至0%-0.25%區間，並啟動每月

1,200億美元購債計畫、金融機構借貸等非常態措施以穩定市場與美元流動性。而隨下半年經濟與原油價

格逐步回穩，考量到疫情仍未獲得控制，Fed持續對外表示寬鬆政策將延續，直至市場達到最大就業化以

及平均通膨 2% 兩大目標，並改採取平均通膨目標，允許短時間內通膨率超過2%。整體市場在大規模寬

鬆操作與鴿派言論挹注下流動性維持充沛，促使利率水準自第1季後皆處在歷史低位。歐元區方面，防疫

封鎖措施下導致歐元區經濟陷入衰退，歐洲央行(ECB)於3月推出7,500 億疫情緊急購買計畫(PEPP)，並鬆

綁各國購債上限，同時兩度下調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利率，最低可至-1%，擴大利差以刺激銀行

放款，然在疫情影響延續，下半年雖有製造業較為強勁的復甦，但服務業、消費等復甦力道仍屬弱勢，

使ECB分別於第2、第4季的利率會議中，擴大該兩大措施規模並延長其實施天期，持續採取高度寬鬆立場

以支撐經濟恢復力道。

中國大陸方面，由於為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影響地區，人行自109年初便開始透過降息降準、再貸款等

寬鬆政策，降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等資金成本指標，以穩定民間放貸需求，並在4月後逐漸顯現復

甦，即使在下半年受到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干擾，整體復甦依舊領先其他主要經濟體，為國際資金主要

流入市場之一。而我國央行於第1季跟進全球央行利率政策走向，宣布降息1碼，開放金融機構附買回操

作機制，提供金融體系流動性，並推出3000億元中小企業專案融通放款，提供銀行融通資金，以加強銀

行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辦理紓困。而在疫情控制得宜下，經濟基本面穩健，下半年外資回

流，且逢半導體、5G應用等產業需求大增，出口快速回溫，全年年增4.9%創歷史新高，拉抬全年GDP成

長達3.11%；通膨率雖在因原油、原物料價格下跌，為5年來新低，但在11月已重回正成長，物價溫和回

升。為使經濟環境能在疫情影響下維持穩定，央行延續寬鬆貨幣政策，維持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

率及短期融通利率於1.125%、1.5%及3.375%。

圖1  國際收支圖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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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貨幣市場利率表                            

單位：年利率 %

         項目

  民國

  年/月

金融業

拆款

商業本業 可轉讓定期存單

初級市場 次級市場 次級市場

1-30天 31-90天 91-180天 1-30天 31-90天 91-180天 1-90天 90-180天

102 0.386 0.78 0.81 0.77 0.67 0.69 0.73 0.67 0.70

103 0.387 0.77 0.80 0.78 0.60 0.62 0.69 0.60 0.61

104 0.353 0.76 0.82 0.73 0.52 0.58 0.63 0.53 0.58

105 0.193 0.55 0.63 0.53 0.34 0.39 0.40 0.33 0.36

106 0.178 0.56 0.61 0.59 0.38 0.44 0.48 0.37 0.42

107 0.183 0.58 0.65 0.63 0.44 0.49 0.55 0.47 0.49

108 0.182 0.63 0.69 0.67 0.51 0.55 0.61 0.54 0.58

109 0.102 0.50 0.56 0.49 0.34 0.39 0.42 0.33 0.38

109/1 0.182 0.63 0.70 0.63 0.49 0.54 0.57 0.51 0.57

109/2 0.177 0.62 0.66 0.60 0.49 0.56 0.55 0.49 0.56

109/3 0.148 0.62 0.66 0.63 0.46 0.51 0.56 0.47 0.48

109/4 0.079 0.56 0.62 0.52 0.38 0.48 0.49 0.31 0.46

109/5 0.079 0.52 0.56 0.50 0.32 0.37 0.43 0.32 0.35

109/6 0.082 0.51 0.56 0.47 0.32 0.36 0.40 0.30 0.36

109/7 0.083 0.45 0.53 0.44 0.29 0.35 0.41 0.29 0.37

109/8 0.082 0.45 0.50 0.42 0.29 0.33 0.40 0.28 0.33

109/9 0.082 0.43 0.49 0.41 0.28 0.31 0.33 0.29 0.32

109/10 0.082 0.41 0.47 0.41 0.26 0.30 0.33 0.25 0.29

109/11 0.080 0.40 0.45 0.39 0.22 0.27 0.27 0.22 0.25

109/12 0.080 0.42 0.47 0.41 0.22 0.24 0.26 0.22 0.24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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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109年央行NCD發行餘額、30天期NCD利率與隔拆利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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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貨幣市場資金及利率的變化

109年初美中簽署第1階段貿易協議，樂觀情緒下外資持續匯入台灣，淡化農曆年換鈔與國庫借款等

緊縮因素，農曆年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外資轉向匯出加上銀行操作轉趨保守，惟受通貨回籠效應與

央行降息1碼並連續減發存單釋放流動性影響，資金情勢尚能維持平穩，3月底金融同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

利率持穩在0.148%，金融機構淨超額準備維持在450億元至550 億元左右。第2季雖有半年銀行須計提資

本適足率(BIS)及流動性覆蓋率（LCR）導致行庫間資金分配不均，但在央行降息效應逐步發酵、所得稅款

延至7月報繳及外資重新匯入影響下，整體資金轉趨寬鬆，6月底金融同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下滑至

0.080%。第3季初資金受所得稅入庫與現金股利發放影響略有不均，但受惠於國內疫情控制穩定與美國對

中國祭出出口限制的轉單效應，吸引國際資金、壽險等進入股市，加上政府的消費刺激政策成效顯現，促

使9月底金融同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維持0.083%低檔。第4季全球央行持續維持貨幣寬鬆環境，台股除

在半導體等科技業競爭優勢延續，傳產也在各國經濟復甦回補庫存影響下回溫，整體交易活絡，新台幣持

續走強也使出口商拋匯力道加大，年底緊縮效應不明顯，12月底金融同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小幅下滑

至0.081%。綜觀109年，市場資金自央行3月降息後多處於寬鬆態勢，金融機構淨超額準備皆維持於500億

元以上之寬鬆水準，使得稅款入庫、年底等傳統緊縮效應影響皆不如以往顯著。

票券市場利率方面，肺炎疫情導致各國陸續啟動封鎖防疫措施，嚴重影響經濟活動運作，歐美等國經

濟數據陷入衰退。為維持流動性以支撐經濟復甦，主要經濟體除實施對應的財政紓困政策，各國央行也在

上半年陸續降息並推出購債計畫，對市場挹注大量資金。我國央行亦在3月採取降息1碼，並減少91、182

天期存單發行頻率，改採每天發行7天期存單調節市場剩餘資金，帶動商業本票初、次級利率下滑，1-30

天期發行利率由1月0.63%降至6月0.51%，次級市場利率由0.49%降至0.32%。下半年雖全球經濟逐步復

甦，然疫情仍未受到控制使各國央行仍維持寬鬆貨幣政策，而台灣在防疫有成與產業基本面優勢下，持續

吸引國內外資金進行投資，金融機構資金水位持續處於高檔，商業本票利率緩步走跌，僅於年底時受央行

增發28天期存單影響而略為走揚，1-30天期發行利率由7月0.45%降至12月0.42%，次級市場利率由0.29%

降至0.2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告「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109年度初次級市場利率整理如表5，本項

指標報價金融機構係由票券公會遴選20家以上之會員，目前共選定之23家報價機構分別為8家專營票券金

融公司、15家本國銀行(兼營票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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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臺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TAIBIR) 
單位：年利率(%)

項目

 年/月/日

初級市場 ( TAIBIR01 ) 次級市場 ( TAIBIR02 ) 

30天 90天 180天 30天 90天 180天

109/1/31 1.0320 1.1627 1.3653 0.6260 0.7287 0.8387

109/2/27 1.0207 1.1513 1.3573 0.6183 0.7207 0.8267

109/3/31 0.9860 1.1173 1.3167 0.5433 0.6443 0.7520

109/4/30 0.9727 1.1040 1.3033 0.5437 0.6443 0.7440

109/5/29 0.9687 1.0987 1.2980 0.5357 0.6330 0.7337

109/6/30 0.9667 1.0987 1.2980 0.5337 0.6310 0.7317

109/7/31 0.9633 1.0953 1.2947 0.5320 0.6293 0.7300

109/8/31 0.9507 1.0767 1.2807 0.5277 0.6167 0.7193

109/9/30 0.9507 1.0767 1.2807 0.5277 0.6167 0.7193

109/10/30 0.9487 1.0747 1.2807 0.5183 0.6090 0.7097

109/11/30 0.9387 1.0647 1.2693 0.5133 0.6027 0.7033

109/12/31 0.9407 1.0613 1.2660 0.5137 0.5997 0.7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委託臺灣集保結算所編製。

三、金融業拆款利率

109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多數經濟體陷入衰退，加上主要經濟體貿易談判結果未定、地緣政治衝突

等因素，各國央行陸續採取擴表、降息等寬鬆措施以維持市場運作，包含美國採取降息至0%-0.25%區

間、每月1,200億美元購債等手段釋放流動性；歐洲央行則除原本購債計畫外，額外推出疫情緊急購買計

畫，同時下調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利率以加大銀行放款意願；我國亦因經濟前景惡化，於第一季降息一

碼協助國內產業度過難關，雖在下半年經濟數據在出口帶動下呈現復甦，惟考量到全球經濟仍具不確定

風險，使央行延續寬鬆貨幣政策，以維持物價金融穩定，並支持經濟成長，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自去年

0.176%~0.202%區間，下降至0.079%~0.182%區間。 

四、貨幣總計數M2變化

109年第1季正值疫情高峰，避險氛圍影響下，外資呈現匯出，然股市交易熱絡，使國內投資與放款

均維持增長，仍帶動M1B與M2年增率分別上升至7.02%與4.42%。第2季外資轉為匯入，且受到所得稅款

延後報繳、紓困貸款發放等因素，M1B進一步升至9.90%，M2則在民間海外投資匯回與美元買盤上升影

響下，年增率達5.42%。第3季股市在經濟基本面良好與現金股利發放下延續熱絡，加上壽險等海外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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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回與企業現金增資的承銷款項進帳，推升M1B與M2年增率上揚至12.10%及7.15%。第4季雖疫情於歐

美復燃支撐避險需求，惟在全球主要央行寬鬆態勢不變，內外資與民間仍積極參與台股投資，證券劃撥

存款餘額持續創高，M1B與M2年增率皆升至全年最高16.17%及8.45%。綜觀全年，在全球資金寬鬆環境

下，台灣防疫措施相對其他國家完善，且具半導體、5G資通等產業競爭優勢，使國內外資金積極進入股

市等風險市場，流動性充沛無虞，M1B與M2全年走揚，平均年增率分別為10.34%及5.84%，落在央行M2

長期成長目標區（2.5%~6.5%）間。

表6  歷年M1A、M1B及M2年增率趨勢表

年/月 貨幣供給額M1A年增率 ( % ) 貨幣供給額M1B年增率 ( % ) 貨幣供給額M2年增率 ( % ) 

99 14.51 14.93 4.53

100 8.08 7.16 5.83

101 3.55 3.45 4.17

102 9.15 7.27 4.78

103 9.25 7.96 5.66 

104 6.53 6.10 6.34

105 7.11 6.33 4.51

106 3.29 4.65 3.75

107 6.78 5.32 3.52

108 6.61 7.15 3.46

109 10.72 10.34 5.84

109/1 6.64 7.61 4.60

109/2 6.99 7.00 4.35

109/3 7.73 7.02 4.42

109/4 7.31 7.50 4.21

109/5 7.13 7.81 4.18

109/6 9.76 9.90 5.42

109/7 9.80 10.30 5.89

109/8 10.68 10.96 6.69

109/9 13.65 12.10 7.15

109/10 14.53 12.85 7.05

109/11 16.00 14.30 7.60

109/12 17.79 16.17 8.45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註：貨幣供給額係採日平均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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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回顧109年，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產業鏈斷鏈、主要經濟體陷入衰退，然在各國財政與貨幣政策大幅挹

注流動性下，市場資金充沛，台灣在防疫政策完善下，勞動、消費市場穩定恢復，且利率水準相對較高

與主力產業具競爭力等優勢，持續吸引國內外資金進入股市，下半年多項經濟數據皆呈現穩健成長，全

年GDP成長率達3.11%，為在疫情重創下少數維持正成長的經濟體。

展望110年，雖疫情風險尚在，且國際間政經衝突也未和緩，但在新冠疫苗於部分國家施打後已逐步

壓制疫情擴散，以及美國即將通過1.9兆美元紓困法案，市場對於總體經濟轉趨樂觀，且在第2季超低數

據基期下，可望將有強勁復甦的經濟數據，通膨預期也將慢慢升溫。貨幣政策上，儘管預期經濟數據改

善，Fed主席鮑爾於國會聽證會時，表示目前距離充分就業與穩定通膨的兩大目標尚有距離，購債速度與

利率水準仍會保持寬鬆。台灣方面，在全球景氣回溫需求復甦下，除電子零組件及資通訊產品等新興科

技，也將帶動原物料等相關傳產成長，出口可望延續擴張，且基期較低，民間消費與投資活動亦將穩定

成長。預期央行於全球復甦之際，仍將密切觀察當前貨幣、外匯等政策方向，並會適時調整以避免金融

市場劇烈波動影響經濟成長。

▲ 2020台北‧金融博覽會11月27日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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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組

行政管理組

債券業務委員會

授信業務委員會

會計及風控委員會

資訊業務委員會

業務發展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

秘書長票券業務委員會

監事會理事會

會員代表大會

紀律委員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組織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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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職稱 姓  名 服務單位暨職稱

理 事 長 廖 美 祝 兆豐票券董事長

常 務 理 事

吳 正 慶 中華票券董事長

魏 啟 林 國際票券董事長

陳 龍 政 大中票券董事長

王 和 生 萬通票券董事長

理    事

張 兆 順 兆豐銀行董事長

郭 昭 良 合作金庫票券董事長

蔡 燿 光 兆豐票券總經理

邱 彥 郎 國際票券總經理

魏 政 祥 中華票券總經理

黃 彥 禎 大慶票券總經理

金 聖 輝 大中票券總經理

賴 永 梁 萬通票券總經理

李 俊 昌 台灣票券總經理

游 麗 玲 台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

張 淑 媛 大中票券總稽核

陳 惠 仁 合作金庫票券總稽核

常 務 監 事 林 曉 民 台灣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長

監    事

莊 榮 芳 大慶票券副董事長

周 慶 輝 第一銀行副總經理

王 運 強 國際票券總稽核

林 敬 樺 大慶票券副總經理

第7屆顧問名錄

公會職稱 姓  名 服務單位暨職稱

顧    問 莊 隆 昌 大慶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長

顧    問 陳 光 輝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主任秘書

第7屆理監事名錄
1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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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職  稱 姓  名 服務單位暨職稱

票 券 業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蔡 燿 光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陳 永 林 萬通票券金融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陳 健 民 台灣票券金融公司副總經理

幹 事 王 致 言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副理

債 券 業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黃 彥 禎 大慶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黃 金 生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副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陳 怡 廷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副總經理

授 信 業 務 委 員 會

幹 事 莊 智 凱 大慶票券金融公司襄理

主 任 委 員 邱 彥 郎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鄭 榮 杰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副總經理

幹 事 林 秀 雯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經理

會計及風控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賴 永 梁 萬通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張 淑 媛 大中票券金融公司總稽核

幹 事 張 景 堯 萬通票券金融公司襄理

資 訊 業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游 錫 濱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協理

副 主 任 委 員 楊 松 達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協理

幹 事 許 萬 成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副理

業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李 俊 昌 台灣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莊 榮 芳 大慶票券金融公司副董事長

副 主 任 委 員 王 運 強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總稽核

幹 事 連 千 儀 台灣票券金融公司會計

法 規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魏 政 祥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

副 主 任 委 員 李 純 芳 合作金庫票券副總經理

幹 事 謝 禎 誠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協理

會務人員 職  稱 姓  名 專任或兼任

本     會 秘  書  長 許 雙 全 專任

業 務 發 展 組
組     長 游 美 菱 專任

助 理 張 朝 鈞 專任

行 政 管 理 組
專     員 沈 幸 儒 專任

助 理 徐 如 慧 專任

各委員會暨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1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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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於91年6月18日成立。截至109年底專營票券商8

家，兼營票券商43家，贊助會員3家；合計會員家數為54家。

本會設立的宗旨為協助政府推行金融政策，促進貨幣市場發展，協調同業關係，及增進同業之共同

利益。依此準則，每年訂定年度工作計畫，據以實施。兹將本會109年度辦理各項重要會務業務，扼要簡

述如下：

壹、修訂同業自律公約及對主管機關提出相關法令建議

一、修訂本會「票券商業務人員測驗或訓練課程資格認定標準」，金管會銀行局於109年1月准予備

查。

二、有關法務部主管法規「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範圍認定標準」，

經徵詢會員公司意見函覆法務部。

三、「短期票券集保結算交割收費辦法」初級市場結算交割服務費率為每年萬分之三．八，積極向

主管機關及集保結算所爭取調降。

四、金融建言白皮書提案，建請主管機關將票券金融公司納入「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第六款所稱「其他金融機構」範圍，金管會於109.7.16金管銀票字第10901379991號令發布。

五、函請集保公司於年度中增加開立已結繳稅款之扣繳憑單，俾利會員公司辦理暫繳申報抵減作

業。集保公司109.7.21函覆新增提供票券商於年度中開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扣繳憑單服務

六、配合行政院所訂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強化企業營運振興貸款措施，以及銀行公會呈報主管

機關備查之金融協助措施，票券金融公司可參酌並採取建議企金授信戶持續營運作法及商業本

票續發及續約之處理原則，金管會銀行局於109年7月同意備查。

七、依內政部109年7月修訂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部分條文，內政部於109年10月同意備

查。

貳、擴展票券商業務範圍圍

一、109年6月函覆金管會，關於監察委員所提票據法第123 條修正草案方向，經徵詢票券業者，票

據法第123條修正草案第二項第二款前段，建議參酌金管會修正草案，將本票記載之受款人修正

為執票人，以符金融實務需求。

二、109年9月函覆金管會銀行局，有關「票券商會計制度範本」中，外幣債券買入成本入帳疑義乙

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函覆，範本入帳規定與IAS21第23段之規定並無不一致，且期間結束

日財務報表中所呈現之結果並無不同。

109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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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升公會服務效能

一、有關金融總會舉辦「2020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屏東、嘉義場，本會捐贈屏東縣、嘉義

縣政府提供之弱勢團體新台幣各10 萬元。

二、本會辦理109年會員代表自強活動於第3季分4梯次舉行。

三、本會109年10月於八里高爾夫球場舉辦票券商高爾夫球賽。

四、本會贊助109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新台幣100 萬元。

五、為增加本會累計餘絀之自有資金運用範疇，動用自有資金取得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股權，於109年12月函報金管會銀行局、110年2月函報內政部。

六、今周刊於109年11月27日至11月29日舉辦「台北‧金融博覽會」本會贊助新台幣15 萬元。

七、本會贊助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新台幣10 萬元。

八、統一印製貨幣市場專用月曆卡與桌曆，降低各會員公司印製成本。

九、本會與台灣金融研訓院共同辦理「票券商業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並於109年辦理6次

教育訓練。

十、109年6月15日召開第7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員代表應到102人，實到98人，其中親自出席者有

68人，委託出席30人，出席率為96%。本會提出工作報告、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等重要議案，

並舉行第7屆理事及監事選舉。

十一、109年度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4次，合計通過報告案39件、備查12件、討論案13件。

十二、109年度全年公文收文合計421件，發文合計287件。

十三、 本會提供中央銀行外匯局票券業者申報之外匯統計資訊，專業經營的票券業者每月底外匯部位

資訊，以及營業人身份經營衍生性商品業務資料。

十四、 本會網站提供貨幣市場利率及我國金融暨經濟發展重要財經指標，如貨幣市場票券初次級市

場、政府債券、債券交易量發行等統計資料。

十五、 配合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政策，以及雲端運算及行動服務時代來臨，促使資料流通提升政

府施政效能並滿足民眾需求，本會亦在推動共用平臺（Data.gov.tw）提供票、債券業務統計，

並定期維護及更新更新Opendata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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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及本會大事記

日  期 項       目

109/1/15 為加強獨立董事及薪酬委員會相關獨立性規範，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109/1/22 金管會修正「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以強化公司治理之資訊揭露，促進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酬金資訊透明化等。

109/2/25 立法院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提升防疫作為，充實所需
設備及物資，並對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的產業，提供相關紓困及振興措施。

109/3/3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劇烈震盪，美國聯準會（Fed）3月3日降息
2碼（0.5個百分點）後，15日召開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緊急會議，宣布降息4碼，
使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進一步降至0%到0.25%，這是金融海嘯以來，Fed首度在非定期例會期
間宣布降息。

109/3/13 本會舉行第6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3/16 經濟部訂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
貼作業要點」。

109/3/18 因應疫情影響，為維持證券交易市場之秩序及穩定，金管會宣布調降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
及放寬信用交易追繳差額之抵繳擔保品範圍等措施，自109年3月 19日起 3個月內施行。

109/3/19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調降 0.25個百分點，分別
由年息 1.375%、1.75%及3.625%調整為 1.125%、1.5%及3.375%，自109年3月20日起實施，創
下歷史新低，打破前次金融海嘯的低點紀錄。並推出二千億元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以加
強銀行對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辦理紓困。

109/3/19 為維持證券市場之秩序及穩定，金管會宣布投資人於有價證券當日收盤價跌幅達3.5%以上，次一
交易日不得以低於前一交易日收盤價放空。

109/3/23 中央銀行宣布自109年4月起定期辦理小規模附買回測試操作，以提升公開市場操作彈性，有效因
應市場不確定性，確保操作工具之完備性。考量銀行資金調度實務，並強化央行存單利率對市場
利率之引導效果，中央銀行宣布109年4月起調整央行存單發行頻率，包括 7天期存單由每週改為
每日發行、停發14天期，及 91天、182天期由每日改為每 2週發行。

109/3/27 中央銀行調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乙戶給息利率，源自活期性存款部分給付年息0.068%，源自定
期性存款部分給付年息 0.56%。

109/3/30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短期票券登錄系統新增短期票券投標作業功能上線實施，並訂定「辦理短期
票券投標作業要點」，提昇票券初級市場籌資效率。

109/3/31 為加強銀行對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辦理紓困，中央銀行修正「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
點」，自109年4月1日生效。並訂定「中央銀行辦理銀行承作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
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作業規定」。

109/4/16 財政部核釋買賣募集發行金額新臺幣 3,000萬元以下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並依櫃買中心之規定
辦理者，應課徵證券交易稅。

109/4/17 中央銀行修正「中央銀行辦理銀行承作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
作業規定」，增訂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方案，自109年4月20日生效。27日起調降銀行向央行
申請融通之適用利率，由 0.25%降至 0.1%；自 109年5月4日起，將基層金融機構納入小規模營
業人簡易申貸方案辦理機構。

109/4/29 標準普爾（S&P）信評公司發布2020年台灣國家主權評等報告，長期信用評等維持為「 AA-」，
未來展望亦維持「穩定」。

109/5/4 因應疫情，財政部核釋營利事業109年度第 1季虧損得換算109年度上半年估計虧損，列為107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降低應加徵之營所稅，以減輕企業納稅負擔。

109/5/5 立法院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案，明定上市櫃公司編製年度財務報告，應揭露公司薪資報
酬政策、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等資訊。

109/6/9 鑑於近期國內外股市回穩，金管會宣布取消當日收盤價跌幅達3.5%以上，次一交易日不得低於前
一交易日收盤價放空之措施，並自6月10日起調整回復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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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09/6/10 經濟部修正「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法」，放寬創投事業等之投資產業比率計算基準，並明定
投資國內產業以取得新發行股份或出資額為限，且不得再轉投資境外事業及購置不動產，以利境
外資金投資國內創投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並導入政策性產業。

109/6/15 本會召開第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並選舉理事監事。同日舉行第7屆第1次理事會議、及監事會
議，選舉出兆豐票券董事長廖美祝為本會第7屆理事長。並召開第7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6/18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1.125%、1.5%
及3.375%不變。

109/6/20 配合振興三倍券之實施，金管會發布解釋令，開放民眾使用信用卡、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帳戶於
超商支付「紙本振興三倍券」款項。

109/6/24 經濟部修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統一以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人，或實收資本額新台幣1
億元以下認定，不再以產業別區分認定標準。

109/7/2 金管會修正「流動性覆蓋比率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之附錄二「營運存款計算說明」。

109/7/6 金管會函釋「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規定」，追溯自109年6月30日
生效。

109/7/16 為強化票券金融公司辦理外幣債券業務之資金調度能力，金管會核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開
放票券金融公司得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及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辦理外幣債券買賣及其
附條件交易，並得與OBU辦理外幣資金拆借。

109/7/21 本會109年4月建議集保公司新增提供票券商於年度中開立利息所得扣繳憑單服務。集保公司109
年7月21日保結固業字第1090014937號函知新增本項服務，票券商每年8月1日至20日可具函申
請。

109/8/7 金管會訂定「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服務管理辦法」，放寬銀行對高資產客戶提
供之金融商品服務項目，以及規範相關監理措施，提升理財產業競爭力。

109/8/10 中央銀行調整銀行新承作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之融通期限，銀行向央行申請轉融通之案
件，其融通期限得至110年6月30日；銀行新承作專案貸款案件，適用央行優惠利期限亦得至 110
年6月30日。

109/8/20 金管會修正「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範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應為專職等事
項，自 109年12月31日施行。

109/8/27 配合電信管理法修正，金管會修正「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刪除申請核
發許可證照應檢具電信事業相關文件之規定。

109/8/31 經濟部修正「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延長
薪資與營運資金補貼措施期限等事項，追溯自 109年7月1日施行。

109/9/7 勞動部公告自110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時薪調升為 160元，月薪調升為24,000元。

109/9/10 配合開放證券商之海外分支機構或轉投資子公司發行境外結構型商品並於境內銷售予高資產客
戶，金管會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

109/9/10 金管會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開放證券商、兼營證券自營業務之外匯
指定銀行與高資產客戶自行買賣外幣計價之結構型債券等規定。

109/9/10 金管會修正「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增訂證券商受託買賣具損失吸收能力債
券(TLAC債券 )，委託人以專業投資人為限等規定。配合適格證券商提供高資產客戶法規之鬆綁，
金管會修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

109/9/17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1.125%、1.5%
及3.375%不變。

109/9/22 銀行承作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中央銀行調高融通額度由2,000億元增加為 3,000億元，以
持續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109/9/25 本會舉行第7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10/1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發布「2020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在全球 63個受評比國家
中，台灣排名第 11名，進步2名。

109/10/15 為降低外資換匯成本擴大台股量能，金管會修訂「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管理辦法」，放寬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以外幣為擔保品，向證券商融資取得新台幣資金投資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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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09/10/16 金管會函令「高資產客戶」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排除適用之對象。 

109/10/23 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
所需財源 2,099億元4,700萬元，以舉債支應。

109/10/24 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導，金融總會與本會等相關公會合辦2020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屏東場)，以金融知識宣導及慈善公益等為主，建立民眾對金融知識的正確觀念及對偏鄉與社會弱
勢族群的關懷。

109/10/26 票券商得透過集保公司票券結算交割系統以電子方式傳送，相關成交單及憑證簽章等資訊均紀錄
於區塊鏈內，以確保成交資料之完整性，並降低票券商人工作業及郵寄成本，提高作業效率。

109/10/26 為協助境內法人辦理國際資金調度，金管會訂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境內法人外幣授信業務之
相關作業與管理原則，明定境內法人得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開立授信目的帳戶等規定。

109/11/13 中央銀行邀請辦理房貸主要銀行座談籲請持續強化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 

109/11/19 中央銀行再邀其他辦理房貸主要銀行座談，籲請兼顧企業社會責任，引導信用資源投入實質生產
活動，勿過度流向不動產放款。

109/11/27 2020台北‧金融博覽會展現普惠金融，金融機構發展策略想法，本會亦擔任協辦單位，金管會主
委黃天牧表示是值得各類型消費者投資人參觀的豐富多面向活動。

109/11/28 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導，金融總會與本會等相關公會合辦2020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嘉義場)，以金融知識宣導及慈善公益等為主，建立民眾對金融知識的正確觀念及對偏鄉與社會弱
勢族群的關懷。

109/12/7 中央銀行常務理事會決議，為促進金融穩定及健全銀行業務、防範銀行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
貸款，修正「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新增購置住宅貸款、購地貸
款、餘屋貸款限制等規定，自109年12月8日生效。 

109/12/9 中央銀行核釋不動產貸款針對性審慎措施，對於借款戶於 109年12月7日(含)前已核准尚未撥款之
貸款案件，得按原核貸條件辦理。

109/12/10 鑒於全球疫情升溫，為持續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營運動能，中央銀行延長銀行承作受疫情影響中小
企業專案貸款之受理申貸期限至110年6月30日，新客戶適用專案優惠利率期限至110年12月31
日。

109/12/11 本會舉行第7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12/14 金管會修正「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幣金融債券辦法」，將全國農業金庫與辦理儲金匯兌之
郵政機構納入銷售對象，並配合相關法規，增訂外國銀行分行淨值之定義。

109/12/17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1.125%、1.5%
及3.375%不變。

109/12/24 中央銀行重申都更及危老重建等案件不受「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
限制。

109/12/24 依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PG)評鑑報告，為強化會計師對客戶審查相關規定，金管會修正「會計師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109/12/25 為因應金融機構資產配置需求，中央銀行宣布自 110年2月起， 2年期中央銀行定存單每月標售
金額增加 200億元至 600億元。

109/12/28 金管會修正「證券交易法」，將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列入代理買賣外國債券之買受人範圍，
以滿足國內專業機構投資人需求及專業機構投資人定義一致性。

109/12/29 中央銀行籲請公股銀行強化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風險控管措施。 

109/12/30 立法院三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案，修正重
點包括門牌、地號完整揭露、預售屋全面納管且即時申報，並納入預售屋紅單交易管理及定型化
契約備查等規定。

109/12/30 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修正案，將自110年1月1日起，恢復個人未上市、未上櫃
且未登錄興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

109/12/31 鑑於自律規範訂定宜具一致性，中央銀行邀請民營銀行、壽險公司及票券公司座談，籲請審慎辦
理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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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電話號碼 地址 網址

兆豐票券金融公司 (02)23831616 台北市衡陽路91號5樓 http://www.megabills.com.tw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 (02)25181688 台北市樂群三路128號8-10樓 http://www.ibfc.com.tw/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 (02)27991177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99號4樓 http://www.cbf.com.tw/

大中票券金融公司 (02)27785577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4樓 http://www.dcbf.com.tw/

台灣票券金融公司 (02)25167968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23號3樓 http://www.etfc.com.tw/

萬通票券金融公司 (02)87802801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560號11樓 http://www.grandbill.com.tw/

大慶票券金融公司 (02)25816666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2號14樓 http://www.bill.taching.com.tw/

合作金庫票券金融公司 (02)25221656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85、87號14樓 http://www.tcb-bills.com.tw

臺灣銀行 (02)2349345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0號 http://www.bot.com.tw/

臺灣土地銀行 (02)23483456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http://www.landbank.com.tw/

合作金庫銀行 (02)21738888 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2段225號9樓 http://www.tcb-bank.com.tw/

第一商業銀行 (02)23481111 台北市重慶南路ㄧ段30號 http://www.firstbank.com.tw/

華南商業銀行 (02)23713111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 http://www.hncb.com.tw/

彰化商業銀行 (02)2536295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57號5樓 http://www.chb.com.tw/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02)8726960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5樓
https://www.citibank.com.tw/sim/index.

htm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02)25817111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9號3樓至12樓 http://www.scsb.com.tw/

台北富邦銀行 (02)27716699 台北市仁愛路4段169號B1
h t t p s://www.f u b o n.c om/b a n k i n g/

Personal/index.htm#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2)87226666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 http://www.cathaybk.com.tw/

高雄銀行 (07)5570535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2路168號6樓 http://www.bok.com.tw/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2)25633156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00號 http://www.megabank.com.tw/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02)66037168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8號 https://www.sc.com/tw/

台中商業銀行 (04)22236021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87號 http://www.tcbbank.com.tw/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02)87587288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2號4樓 http://www.skbank.com.tw/

陽信商業銀行 (02)28208166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90號 http://www.sunnybank.com.tw/

板信商業銀行 (02)89514488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68號 http://www.bop.com.tw/

聯邦商業銀行 (02)27180001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09號1樓 http://www.ubot.com.tw/

元大商業銀行 (02)21736680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66號9樓 https://www.yuantabank.com.tw/

玉山商業銀行 (02)27191313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17號 http://www.esunbank.com.tw/

會員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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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稱 電話號碼 地址 網址

凱基商業銀行 (02)21717577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24號 https://www.kgibank.com/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2)25683988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18號 http://www.taishinbank.com.tw/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02)23889888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85號9樓 http://www.jihsunbank.com.tw/

安泰商業銀行 (02)25463999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41樓 http://www.entiebank.com.t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2)33271688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5樓 http://www.chinatrust.com/

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 (02)87583101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71樓 http://www.bnpparibas.com 

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台北分行 (02)27175252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7號16樓 http://www.ca-cib.com/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02)25597171 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0號 http://www.tbb.com.tw/

永豐商業銀行 (02)25173336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6號3樓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

index.html

泰國盤谷銀行台北分行 (02)25073275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1號 http://www.bbl.com.tw/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 (02)2725980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08號8樓 http://www.jpmorgan.com/

瑞士商瑞士銀行台北分行 (02)87227888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5樓 http://www.ubs.com/

京城商業銀行 (06)2141271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1段506號 http://www.ktb.com.tw/

德商德意志銀行台北分行 (02)2192466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6樓 http://www.db.com/taiwan/

美國銀行台北分行 (02)81011288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48樓 http://www.bankofamerica.com/

華泰商業銀行 (02)2751550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246號 http://www.hwataibank.com.tw/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02)66335858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3號1樓 http://www.hsbc.com.tw/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02)66128017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2號15樓、17樓
http://www.dbs.com/tw/zh/Pages/index.

aspx

澳商澳盛銀行台北分公司 (02)8722500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68號39樓、40樓 http://anz.tw/

元大證券公司 (02)27177777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25號13樓 http://www.yuanta.com.tw/

永豐金證券公司 (02)23114345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2號7樓 http://securities.sinopac.com/

元富證券公司 (02)27313888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7號22樓 http://www.masterlink.com.tw/

群益金鼎證券公司 (02)87808888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56號11樓之1 http://www.capital.com.tw/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02)23163232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2號16樓 http://www.jcic.org.tw/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6319800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81號 http://www.fisc.com.tw/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02)27195805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3號11樓 http://www.td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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