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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的話 

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

及對外幣值之穩定、在上述目標範圍內協助

經濟之發展，係本行法定經營目標與職責。為

達成前述經營目標，並協助我國永續發展，本

行以「穩健金融、永續發展」為願景，在「促

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促進綠色經濟」

及「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等 3 項核心目標

下，於職權範圍內積極推動各項政策措施。 

為達成經營目標，本行向來重視風險管理，並持續關注氣候、環

境與社會等變遷風險對總體經濟及金融體系之影響，以及研析國際發

展永續金融之趨勢。尤其，近年來氣候變遷所引發之極端氣候，造成

全球各地災害頻傳，對社會及經濟之衝擊程度有加劇趨勢，且衝擊範

圍及期間具高度不確定性，已成為影響各國經濟與金融之重大風險，

亦使本行達成經營目標面臨全新挑戰。 

鑑於氣候變遷風險對物價穩定與總體經濟可能造成不利影響，從

而衝擊個別金融機構之健全營運，並對金融體系穩定構成威脅，本行

將在職責範圍內審慎採取積極行動，以減輕氣候變遷可能引發之系統

性風險，並鼓勵銀行創新及協助推動永續金融發展。因此，本行規劃

由下列 3 大面向著手，推動相關政策措施： 

一、 貨幣政策面向 

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之影響與調整，將氣候因素納入預測模

型及評估其對總體經濟變數之影響，以及建立氣候變遷相關總體

跨部門模型，並研議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如公開市場操作、轉

存款等，協助促進永續金融發展。 

二、 總體審慎監理面向 

蒐集及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檢視因應氣候變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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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體審慎工具，並研議進行氣候變遷風險之總體壓力測試，以

適時採取因應措施。 

三、 外匯管理面向 

持續推動法規鬆綁，鼓勵銀行業金融創新，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

金融服務，並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及國際債券發行機構等之永續

發展執行狀況，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以協助促進全球永

續發展。 

此外，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衝擊，協助中

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維持就業市場穩定，以促進包容且永續的

經濟成長，本行於 2020 年 4 月推出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支

應銀行對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提供低利貸款資金，並隨疫情發展及企

業資金需求，多次滾動調整方案內容，總融通額度已調高至新台幣

4,000 億元。 

展望未來，本行在「穩健金融、永續發展」願景下，將持續推動

各項有助於我國永續金融發展之政策措施，且考慮以跨領域、跨部門

方式進行永續與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研究，並積極參與氣候變遷風險

相關之國際交流，汲取國際經驗及強化本行對氣候議題之專業能力，

以達成本行法定經營目標，落實金融永續發展。 

 

中央銀行 

總裁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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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為擬定永續發展藍圖，並持續推動落實，滾動檢討精進，本行成立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Taiw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SDGs)推

動小組及工作小組，俾確保永續發展工作之推動組織化及常態化。另

全面盤點各單位主責業務與 T-SDGs 之關聯性，經量化評估及質化討

論後，擇定「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核心目標 08)」、「促進綠色

經濟(核心目標 12)」及「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等 3 項

核心目標，並據以訂定 6 項施政主軸、20 項政策目標、44 項追蹤指

標，以期有效達成本行「穩健金融、永續發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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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 
 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提供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 
 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研析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等議題 

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 
 永續金融績效作為轉存款續存參考 
 綠色融資額作為公開市場操作參考 

投資永續債券 
 將永續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考量 
 研析發行機構等永續發展執行狀況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 

 回籠鈔券整理、硬幣再流通 

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 

 提升政策透明度 
 加強揭露調節金融、發行通貨、管理外匯、經

理國庫、金融統計等業務資訊及本行財務資訊 

穩
健
金
融  

 
 

永
續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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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發展藍圖 

 願景 

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

協助經濟發展，乃本行法定經營目標與職責。為達成經營目標，善

盡穩定國家金融，協助國內經濟永續發展之職責，本行擘劃「穩健

金融、永續發展」為願景。 

 重大核心目標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作為至 2030 年之永續發展

指導原則。為善盡我國地球村成員責任，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12 月通過 T-SDGs，

訂定 18 項核心目標，涵蓋社會、經濟及環境 3 大面向，積極投入

永續發展工作，以達成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之願景與目標。 

呼應聯合國及我國通過之永續發展目標，與因應未來氣候變

遷可能對我國經濟及金融帶來之系統性風險，以及對國家永續發

展帶來之衝擊，本行以「穩健金融、永續發展」為願景，透過全面

檢視主責業務與 T-SDGs 之連結，訂定「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

長」(核心目標 08)、「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及「建立具

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為重大核心目標。 

依據前述核心目標，本行正積極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及

經濟金融之影響，思考如何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以及在確保

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原則下，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外匯

存底管理運用考量，協助促進永續金融發展。本行將持續研究因

應氣候變遷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避免氣候變遷引發之金融系統

風險；另本行密切關注金融科技發展對金融體系造成之影響，善

用新科技提升金融服務效率，並期盼藉由充分之資訊揭露，增進

施政透明度，以達成本行擘劃之「穩健金融、永續發展」願景，穩

定國家金融，協助國內經濟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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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主軸 

為實現「穩健金融、永續發展」願景，本行於 3 大核心目標

下，擬定 6 項施政主軸(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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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 

圖 1 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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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核心目標 08) 

(一)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施政主軸 

1. 「調節金融與健全支付系統」、「管理外匯」及「經理國庫」係本

行重要之核心業務。因應 COVID-19 疫情對經濟體系造成之衝擊，

本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

需資金，度過疫情難關，穩定金融。 

2. 善用金融創新科技，積極發展數位及普惠金融，以及協助推廣行

動支付，提供多元便捷之外匯金融及繳納國庫款等服務；持續推

動法規鬆綁，鼓勵銀行利用科技創新，提升金融服務效率。 

(二)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施政主軸 

1. 研究氣候變遷資訊揭露、風險評估、壓力測試及總體審慎工具，

避免氣候變遷引發之金融系統風險。 

2.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俾使金融業及社會大眾瞭

解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扮演之角色及採取之措施。 

3. 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之影響，以促進金融穩定，協助經濟永

續成長。 

二、「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 

(一) 「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施政主軸 

1. 將本國銀行辦理永續金融績效，列為受理轉存款續存參考指標，

鼓勵轉存機構增加相關融資，促進綠色經濟。 

2. 依據本國銀行對綠色產業融資額，作為本行公開市場操作參考指

標，協助辦理永續金融績優銀行，提升資產配置效率。 

(二) 「投資永續債券」施政主軸 

外匯存底管理運用，在確保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原則下，將

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考量；蒐集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

金融機構執行永續發展目標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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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施政主軸 

透過回籠鈔券整理後再發出，維持市面上鈔券整潔；建立硬幣回

收管道，鼓勵民眾將閒置硬幣回存金融機構，促進券幣流通，減

少本行印鑄券幣耗用之材料及能源，避免資源浪費。 

三、「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 

「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施政主軸 

提升政策透明度，並加強揭露本行調節金融、發行通貨、管理外

匯、經理國庫等業務資訊，持續開放財務資訊，定期發布金融、

國際收支及資金流量統計資訊，提供正確便捷之本行法令規章查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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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一、組織架構、成員組成 

為整合本行推動 T-SDGs 所需資源，協調永續發展整體之推動、

進程評估，及編撰本行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Departmental Review, 

VDR)，成立本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推動小組(簡稱推動小組)及工作小

組，明確組織成員與任務(圖 2)。 

推動小組召集人由督導秘書處之副總裁兼任，執行秘書由秘書處

處長兼任，負責協調、綜整本行各局處室業務成果，其餘成員由各局

處室主管兼任。推動小組任務為： 

(一) 研訂本行永續發展藍圖。 

(二) 彙整本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政策。 

(三) 協調與確認本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分工。 

(四) 掌握本行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執行進度與成果。 

(五) 養成本行推動永續發展文化。 

(六) 配合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辦理各項永續發展推動工作。 

推動小組下設工作小組，執行秘書為當然成員，其餘成員由各局

處室主管指派副主管一人，經簽報召集人後兼任，由執行秘書召集。 

推動小組秘書單位為秘書處，由召集人指揮監督。其任務為： 

(一) 負責協助議程準備、召集通知、議事進行、會議紀錄等行政事務。 

(二) 彙整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三) 協助建置相關資訊彙整管道與必要程序。 

(四) 掌握決議事項執行進度。 

(五) 彙編本行自願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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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室主管 
執行秘書 

(秘書處處長) 

召集人(督導秘書處之副總裁) 

 

工作小組 

各局處室副主管 
執行秘書 

(秘書處處長) 

 

 

 

推動小組 

 
 
 
 
 
 
 
 
 
 
 
 

二、明確分工及職責 

依本行永續發展願景及重大核心目標訂定之施政主軸，相關業務

推動單位如表 1。 

 

施政主軸 推動單位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 業務局、外匯局、國庫局、資訊處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 金檢處、經研處 

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 業務局 

投資永續債券 外匯局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 發行局 

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 

業務局、發行局、外匯局、國庫局、

金檢處、經研處、秘書處、會計處、

資訊處、法務室 

資料來源：本行 

圖 2 組織架構 

表 1 施政主軸之推動單位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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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 T-SDGs 決策、執行及監督流程 

為建立本行永續發展之組織文化，訂定「中央銀行臺灣永續發展

目標推動小組組織要點」，明定推動永續發展工作之任務、須召開會議

之屬性、頻率及參與層級。推動小組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工作小

組則視需要不定期開會，研辦執行事宜，以確保推動 T-SDGs 相關工

作常態化，達成本行永續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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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策方針暨推動亮點 

一、核心目標 0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前言：為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本行致力於「提供便捷多元之

金融服務」及「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2 項施政主軸，以達成

「穩健金融、永續發展」之願景。 

 政策方針 

(一) 本行擬定 10 項政策目標、14 項追蹤指標 

1.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施政主軸 

本行職掌貨幣、信用及外匯政策之訂定與執行，另受財政部委託，

經理國庫收付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爰「調節金融與健全支付系

統」、「管理外匯」及「經理國庫」等業務係本行核心業務，為使渠

等業務之相關金融服務更加便捷多元，本行據以訂定 7 項政策目

標、11 項追蹤指標(表 2)。 
 

 

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衝擊，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

案融通方案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之受理金額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之受理戶數 

督促財金公司協助推廣行動支付 QR Code 支付交易量 

持續推動法規鬆綁，鼓勵銀行業利用

科技、結合創新，發展多元便捷之外

匯金融服務 

開辦數位外匯存款帳戶之銀行家數 

開立數位外匯存款帳戶之總開戶數 

設置外幣現鈔提領 ATM 之銀行家數

與總台數 

設置台外幣現鈔兌換 ATM 之銀行家

數與總台數 

提高外匯資料更正作業效率 
指定銀行或外匯證券商透過線上完

成更正件數 

提供外籍移工薪資匯回母國安全便

捷之管道 

外籍移工小額匯兌業務金額占全體

外籍移工匯出匯款比率 

表 2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之政策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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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持續推動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相關作

業電子化，提供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國庫收入電子交易年累計筆數對總

筆數之占比 

將審計部及會計師事務所以詢證函

請本行提供客戶往來資料之函證業

務數位化 

數位化之詢證函件數 

2.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施政主軸 

本行透過妥適制定貨幣政策，以實現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

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以及協助經濟發展之經營目標。

鑑於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環境，有助民眾規劃及執行生產、消費、

儲蓄及投資等經濟活動，進而間接促進經濟成長。本行積極研究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可供制定相關政策考量，並有助實現國家永

續發展藍圖之「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願景。 

為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之影響，並降低其對經濟金融體系之

衝擊，本行持續關注國際氣候變遷風險之相關研究議題及研究方

法，以期未來能將氣候變遷納入總體經濟分析及審慎監理等相關

政策之考量，爰本行訂定 3 項政策目標、3 項追蹤指標(表 3)。 

 

 

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研究氣候變遷資訊揭露、風險評估

及壓力測試方法，以落實我國永續

金融之發展 

參加國內外氣候變遷研討會或研提

氣候變遷相關報告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

告，協助促進我國永續金融之發展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

告 

研究經濟成長、勞動生產力、就業市

場等議題，促進永續發展 
精進研究方法，以提升研究品質 

資料來源：本行 

表 3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之政策方針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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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4 項追蹤指標均為新增指標，爰基礎值年度多為 2020 年，其相關

成果及負責單位詳如表 4： 

 
 

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之受

理金額 
※ 

2,488 億元 

(2020) 

2,488 億元 

(2020) 
業務局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之受

理戶數 
※ 

195,075 戶 

(2020) 

195,075 戶 

(2020) 
業務局 

QR Code 支付交易量 ※ 
498 億元 

(2019) 

868 億元 

(2020) 
業務局 

開辦數位外匯存款帳戶

之銀行家數 
※ 

25 家 

(2020) 

25 家 

(2020) 
外匯局 

開立數位外匯存款帳戶

之總開戶數 
※ 

2,451,422 戶 

(2020) 

2,451,422 戶 

(2020) 
外匯局 

設置外幣現鈔提領ATM

之銀行家數與總台數 
※ 

18 家 

1,159 台 

(2020) 

18 家 

1,159 台 

(2020) 

外匯局 

設置台外幣現鈔兌換

ATM之銀行家數與總台

數 

※ 

5 家 

26 台 

(2020) 

5 家 

26 台 

(2020) 

外匯局 

指定銀行或外匯證券商

透過線上完成更正件數 
※ 

2,877 件 

(2020) 

2,877 件 

(2020) 
外匯局 

外籍移工小額匯兌業務

金額占全體外籍移工匯

出匯款比率 

※ 
尚未開辦 

(2020) 

尚未開辦 

(2020) 
外匯局 

國庫收入電子交易年累

計筆數對總筆數之占比 
※ 

19.08% 

(2020) 

19.08% 

(2020) 
國庫局 

表 4 核心目標 08 項下之追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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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數位化之詢證函件數 ※ 
0 件 

(2020) 

0 件 

(2020) 
資訊處 

參加國內外氣候變遷研

討會或研提氣候變遷相

關報告 

※ 
2 件 

(2020) 

2 件 

(2020) 
金檢處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

政策措施報告 
※ - 

2022 年 6 月底

前完成 
金檢處 

精進研究方法，以提升

研究品質 
※ - 

非屬可量化之

指標 
經研處 

指標進展：●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成 2020 年目標 ※新增指標 ■未達統計週期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方面 

1. 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各國 COVID-19 疫情發展持續影響全球經貿活動，本行須持續密

切關注國內疫情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滾動調整方案內容，以協

助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2. 協助推廣行動支付 

肺炎疫情雖進一步推升行動支付使用量，惟目前我國行動支付產

業仍面臨各家支付業者之 QR Code 規格不同、支付訊息無法互通

之挑戰。 

3. 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近年來，金融科技帶動之數位轉型已成全球主要趨勢，持續法規

鬆綁，建構有利金融科技發展之環境，可促使銀行業積極發展數

位及普惠金融，提供大眾更便利之金融創新服務。惟隨金融科技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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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如何與時俱進並切合實務需要，係未

來面臨之一大挑戰。 

4. 增闢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本行推動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係增加中央政府機關及繳款人之

便利性及選擇性，面臨之挑戰在於如何有效宣導，以提高渠等在

多種選項中使用該類繳款方式之意願。 

5. 建置數位化函證服務 

藉由新技術之引進，建置數位化函證業務，可提供更便捷之金融

服務，並可降低人力成本及人為疏失，且可減低函詢作業時間集

中對日常業務之影響。惟資安威脅與日俱增，如何提供安全、可

靠、有效率之數位金融服務，乃重大課題及挑戰。 

(二)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方面 

1. 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 

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總體金融穩定評估，可使本行評估金融體系

整體風險範圍更加完整，有助及早擬定政策措施。惟衡量氣候變

遷風險之專業知識、方法論及模型仍在初期發展階段，且相關資

訊揭露不足，不利監理機關及金融機構進行風險評估與分析，無

法據以強化風險管理，並擬定相關因應政策。 

2.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當前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政策考量，可能面臨風險衡量不易、欠

缺細項資料、監控氣候變遷風險指標闕如等問題。此外，在面臨氣

候變遷議題時，依據國外經驗，本行除需針對貨幣政策架構進行

調整外，尚面臨如何設計減緩氣候變遷風險對策、選擇氣候變遷

風險指標與蒐集資料、央行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其他職責之權衡，

以及策略制定等問題(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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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氣候變遷
風險管理與其
他職責之權衡

選擇氣候變
遷風險指標
與資料蒐集

問題

設計減緩氣
候變遷風險

對策

 

 

策略制定問題 

 

  

 

 

 

 

 

 
 

3. 研析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等議題 

鑑於氣候變遷風險可能對貨幣穩定、金融穩定及經濟成長帶來威

脅，宜評估將其納入本行之經濟預測及分析工具中。惟如何持續

精進新型態分析技術，提升永續經濟發展相關議題之專題研究能

量實為一大挑戰。 

 政策說明 

本行致力於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並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

俾達成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相關執行內容及成果分述如

下： 

(一) 「提供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方面 

1. 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本行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開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以來，

為持續協助減輕企業資金成本負擔，強化營運動能，本行多次調

整方案內容，以降低疫情對中小企業之衝擊。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銀行受理本專案貸款之戶數已逾 28 萬戶、受理金額逾 4,300

億元。 

資料來源：NGFS (2021), “Adapting Central Bank Operations to a Hotter 

World: Reviewing Some Options,” March. 

 圖 3 央行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政策考量可能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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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推廣行動支付 

(1)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屬行動支付金融基礎設施，藉由建立統一

規格及安控機制，讓國內支付業者均能採用，有利不同品牌支付

業者交易訊息互聯互通，並提高商家導入意願及消費者使用之便

利性，促進行動支付普及。本行督促財金公司於 2017 年推出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參加之金融機構共 37

家，合作商家逾 20 萬家，交易金額約 2,786 億元，筆數約 7,017 萬

筆。 

(2) 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 

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係為使電支機構間及電支機構與銀行間

之交易訊息互聯互通，節省業者與銀行個別介接之系統建置及維

護成本，促進整體支付市場效率，並提升消費者使用電支帳戶之

便利性。財金公司已完成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之系統建置，

於 2021 年 10 月 14 日正式上線營運，目前國內 8 家已開業之電支

機構，均加入平台之轉帳服務。 

3. 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1) 開放指定銀行辦理以網路方式開立數位外匯存款帳戶 

指定銀行將業務服務數位化，提供客戶透過網路即可完成開戶、

查詢存提款資訊等金融服務。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共 27 家指定

銀行開辦，總開戶數為 3,577,569 戶。 

(2) 銀行設置自動化服務設備(ATM)提供外幣現鈔提領、台外幣現鈔

兌換服務 

目前指定銀行在全台分行、車站、量販店或超商等據點設置 ATM，

提供 24 小時之外幣現鈔提領、台外幣現鈔兌換服務。截至 2021 年

9 月底，17 家銀行設置 1,187 台 ATM 提供外幣現鈔提領服務，5

家銀行設置 28 台 ATM 提供台外幣現鈔兌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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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闢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1) 提供民眾便捷多元之繳納國庫款管道 

2017 年 6 月實施網路繳納國庫款作業機制，嗣於 2019 年 6 月及

10 月分別新增「行動支付」及「QR Code 共通支付」方式，提供

民眾 24 小時電子化繳納管道，落實政府推動電子支付之政策，並

達無紙化及節能減碳之目標。 

(2) 建立政府電子採購網「線上繳納押標金」存入「國庫存款戶」機制 

2020 年 6 月起，中央政府機關透過納入國庫集中支付之專戶收受

押標金時，可採用本機制，提供廠商便捷之繳款管道。 

5. 建置數位化函證服務 

本行函證管理系統於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上線，透過函證流程自動

化與資料蒐集機制，將紙本函證作業簽核流程數位化，並結合財金

公司金融區塊鏈函證平台，完成訊息傳輸數位化、文件產製數位化

等機制，提升作業效率、資料正確性與安全性，並符合節能環保。 

(二) 「積極研究永續發展議題」方面 

1. 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 

(1) 2020 年 10 月訪查國內 5 家金控公司執行永續金融情形，且持續

研提氣候變遷與金融穩定議題等相關研究報告，作為未來政策調

整之參考。 

(2) 本行 2021 年第 15 期金融穩定報告，以專欄簡介我國發展永續金

融現況與挑戰，提供金融業、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瞭解我國永續

金融發展情形。 

(3) 本行透過監理機關聯繫小組會議，與金管會分享研究成果，協助

推動我國永續金融目標。 

2.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本行預計於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主

要內容包括探討央行在減緩氣候變遷風險扮演之角色，國際間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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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應氣候變遷之趨勢與做法，並研擬採行下列 5 大類政策措施，

分成短、中、長期分階段推動： 

(1) 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之影響及調整。 

(2) 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促進永續金融發展。 

(3) 研究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 

(4) 將綠色金融商品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5) 積極參與氣候變遷風險相關之國際交流。 

3. 研析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等議題 

不定期針對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研提政策建議或專題研究報告，

並刊載於本行季刊或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精進檢討及未來推動重點 

(一) 持續提供更便捷多元之金融服務 

1. 調節金融與健全支付系統 

在「調節金融與健全支付系統」業務方面，考量 COVID-19 疫情

發展持續影響全球經貿活動，經濟金融情勢仍存高度不確定性，

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疫情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滾動檢討中小企

業貸款專案融通相關內容；另為提升整體支付市場之效率，本行

將持續督促財金公司向金融機構及商家推廣 QR Code 共通支付標

準，並鼓勵電支機構加入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之轉帳、購物

及繳稅費服務。 

2. 管理外匯 

在「管理外匯」業務方面，本行將持續推動法規鬆綁，鼓勵銀行業

利用科技、結合創新，發展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3. 經理國庫 

鑑於近年金融機構提供民眾各種多元化繳費管道，本行「經理國

庫」相關業務亦將持續配合國庫業務需要，精進相關作業，以增加

民眾繳納國庫款之便利性及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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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進永續發展議題之研究 

鑑於氣候變遷對經濟金融之衝擊既深且遠，且其衍生之相關風險

難以預測，允宜與時俱進，動態調整相關因應措施，以減緩其對我

國經濟金融之不利衝擊。未來本行將持續精進金融機構申報氣候

變遷相關財務資訊揭露標準，以及監控氣候變遷指標選擇之研究，

以增進風險評估準確度，並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調整措施是否造成

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另依據國際發展趨勢及本行政策執行成效，

持續滾動檢討及調整政策方向與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

告。 

 研提亮點 

為達成「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核心目標 08)」，本行研提 7

項推動亮點(圖 4)。 

 

 

  

圖 4 核心目標 08 之推動亮點 

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督促財金公司協助推廣行動支付

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提供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研析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等議題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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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本行於 2020 年 4 月開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協助中小企

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以期度過疫情難關；惟各國 COVID-19 疫

情發展持續影響全球經貿活動，經濟體系及金融市場仍存高度不

確定性，本行持續密切關注疫情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適時調整

相關措施，並籲請金融機構充分發揮金融中介功能，協助受疫情

影響之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承貸銀行及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包含小規模營業人)。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協助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本行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包含

A、B、C 等 3 種方案，如圖 5)，支應銀行對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

提供低利貸款資金。 

 

銀行送信保保證達 9 成 

貸款額度：每戶最高400萬元 

貸款利率：目前上限 1% 

Ａ方案 

銀行徵提擔保品或銀行送信

保保證達8成 

貸款額度：每戶最高1,600萬元 

貸款利率：目前上限1.5% 

B 方案 

銀行送信保保證達10成 

貸款額度：每戶最高100萬元 

貸款利率：目前上限1% 

C 方案(小規模營業人) 

資料來源：本行 

圖 5 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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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疫情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滾動調整方案內容 

為持續協助減輕企業資金成本負擔，強化營運動能，本行多次調

整方案內容(表 5)，以降低疫情對中小企業之衝擊。 

 

 

日期 調整措施 

2020年 

4月20日 
增訂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方案(C 方案) 

2020年 

4月27日 
銀行向本行申請融通之利率，由 0.25%降調至 0.1% 

2020年 

5月4日 
將基層金融機構納入 C 方案辦理機構 

2020年 

7月24日 
提高銀行承作本專案 A、B 方案貸款每戶最高額度 

2020年 

8月10日 
調整銀行新承作本專案貸款之融通期限至 2021.6.30 

2020年 

9月22日 
將貸款融通額度由2,000億元調高至3,000億元 

2020年 

12月10日 

 延長銀行受理本專案貸款申辦期限至 2021.6.30 

 調整銀行新承作本專案貸款之融通期限至

2021.12.31 

2021年 

3月19日 

銀行向本行申請融通案件，於 2021.3.27 屆期者得展延

至 2021.12.31 

2021年 

6月4日 

 將貸款融通額度由 3,000 億元提高至 4,000 億元 

 延長銀行受理本專案貸款申辦期限至 2021.12.31 

 調整銀行新承作本專案貸款之融通期限至 2022.6.30 

 放寬借款人得在原貸款方案之最高額度內，再次申

請本專案貸款 

 申請 C 方案貸款，若亦申請經濟部振興資金-小額貸

款者，信保基金保證額度分別計算 

2021年 

6月24日 

 提高銀行承作本專案 C 方案最高額度至 100 萬元 

 放寬借款人得就貸款最高額度未用罄部分，再申請

貸款，不限 1 次 

表 5 本行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調整歷程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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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行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之執行成果 

(一)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銀行受理本專案貸款之戶數已逾 28 萬

戶、受理金額逾 4,300 億元(表 6)。  

 

 

 

 

 

(二) 促使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穩定成長 

2021 年 8 月底中小企業放款年成長率 12.5%，高於總放款年成長

率之 6.4%(圖 6)。 
 
 
 

 
 

˙ 結語 

未來本行將視疫情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情形，滾動檢討專案貸款

相關內容。  

受理情形 核准情形 

戶數 金額(億元) 戶數 金額(億元) 

280,049 4,311.29 270,146 4,088.36 

表 6 本行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銀行辦理情形 

資料來源：本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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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督促財金公司協助推廣行動支付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前言 

我國早期各家支付業者之 QR Code 規格各異、無法互通，商家需

管理多種收款 App，民眾亦難以識別及使用；此外，目前各電支機

構之支付系統皆屬封閉式體系，民眾電子支付帳戶無法轉帳至其

他電支機構，使用不便利。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金融機構、電支機構、財金公司、商家及一般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 

財金公司於 2017 年推出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參加之金融機構共 37 家，合作商家逾 20 萬家，交易金額

約 2,786 億元，筆數約 7,017 萬筆。 

二、 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 

財金公司已完成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之系統建置，於 2021 年

10 月 14 日正式上線營運。目前國內 8 家已開業之電支機構，均加

入平台之轉帳服務。 

˙ 結語 

為促進我國行動支付產業持續健全發展，政府除循序漸進打造行

動支付基礎設施，並配合修正電子支付機構相關法規外，亦積極

透過跨部會合作，擴大行動支付之應用場域，使民眾在食衣住行

育樂各層面皆可體驗到行動支付之便利性，期望能帶給大眾更友

善之行動支付環境，並進一步提升我國行動支付普及率。  



 

22 

 

 研提亮點名稱：促進便捷多元之外匯金融服務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前言 

近年來，金融科技帶動之數位轉型已成全球主要趨勢，持續法規

鬆綁，建構有利金融科技發展之環境，可促使銀行業積極發展數

位及普惠金融，提供大眾更便利之金融創新服務。惟隨金融科技

快速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須與時俱進並切合實務需要。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銀行業、銀行公會、財金公司及銀行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開放指定銀行辦理以網路方式開立數位外匯存款帳戶，促進銀行

數位化發展 

指定銀行將業務服務數位化，提供客戶透過網路即可完成開戶、

查詢存提款資訊等金融服務(圖 7)，不僅便利客戶，亦能節省人力

及管銷成本。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共 27 家指定銀行開辦，總開

戶數為 3,577,569 戶。 

 

 

 

 

 

 

 

 

 

 

圖 7 指定銀行線上申辦數位外匯帳戶促銷畫面 

 

資料來源：指定銀行(合庫銀、玉山銀、兆豐銀、中信銀等)網站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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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銀行設置自動化服務設備(ATM)，提供 24 小時之外幣現鈔提領、

台外幣現鈔兌換服務，可擴大服務客群，提供更多元及便利之金

融服務 

目前指定銀行在全台分行、車站、量販店或超商等據點設置 ATM，

提供民眾便利、不受時間限制之外幣現鈔提領及台外幣現鈔兌換

服務(圖 8)。截至 2021 年 9 月底，銀行設置 ATM 情形如表 7： 

 

 

 

服務項目 銀行家數 總台數 

外幣現鈔提領 17 1,187 

台外幣現鈔兌換 5 28 

 
 

˙ 結語 

持續推動法規鬆綁，鼓勵銀行業利用科技、結合創新，發展多元便

捷之外匯金融服務，打造有利金融科技發展環境，加速推動本土

數位金融與普惠金融，提升金融競爭力。  

 表 7 指定銀行設置 ATM 提供外幣現鈔提領等服務 

圖 8 指定銀行之外幣提款機、台外幣現鈔兌換機畫面 

 

資料來源：玉山銀行、兆豐銀行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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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提供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前言 

為建置電子化多元繳納國庫款管道，本行積極導入行動支付，並

簡化繳款程序，以利繳款人繳納，並增進機關入帳、對帳等作業效

率，大幅提升國庫業務之服務品質。本行建置多元繳納國庫款管

道，係增加中央政府機關及繳款人之選擇，面臨之挑戰在於如何

有效宣導，以提高渠等在多種選項中使用該類繳款方式之意願。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財政部國庫署、代庫機構、中央政府機關、財金公司及有繳納國庫

款需求之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提供民眾便捷多元之繳納國庫款管道 

2017 年 6 月實施網路繳納國庫款作業機制，嗣於 2019 年 6 月及

10 月分別新增「行動支付」及「QR Code 共通支付」方式，提供

民眾 24 小時電子化繳納管道(圖 9)，各中央政府機關經收之國庫

款項費用，可透過國庫署網站查對相關資料，進行電子化比對銷

帳，落實政府推動電子支付之政策，並達到無紙化及節能減碳之

目標。 

 

 

 

 

 

 

 

 
資料來源：全國繳費網 APP 

 

圖 9 行動支付繳納國庫款交易畫面 



 

25 

 

二、 建立政府電子採購網「線上繳納押標金」存入「國庫存款戶」機制 

2020 年 6 月起，中央政府機關透過納入國庫集中支付之專戶收受

押標金時，可採用本機制，提供廠商便捷之繳款管道(圖 10)。 

 

 

 

 

 

˙ 結語 

近年金融機構提供民眾各種多元化繳費管道，本行亦將持續配合

國庫業務需要，精進相關作業，以增加民眾繳納國庫款之便利性

及選擇性。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線上繳納押標金服務_系統使用手冊 

 

圖 10 線上繳納押標金交易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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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研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方法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為減緩氣候變遷對金融體系帶來之負面效應，國際組織建議各國

研議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審慎監理範疇，並強化相關風險評估與

資訊揭露。為順應國際監理潮流，本行有必要瞭解國際間對氣候

變遷風險之評估分析方法及相關因應措施，以及各國央行透過調

整貨幣政策操作架構因應相關風險等政策，以降低氣候變遷風險

透過金融部門及實體經濟間之傳染效果及反饋效應(圖 11)引發系

統風險之可能性。 

 

 

圖 11 氣候變遷風險之傳染效應與反饋效應 

資料來源：FSB (2020)、NGFS (2019)及本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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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金融業、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2020 年 10 月訪查國內 5 家金控公司執行永續金融情形，且持續

研提氣候變遷與金融穩定議題等相關研究報告，作為本行未來政

策調整之參考。 

二、 本行 2021 年第 15 期金融穩定報告，以專欄簡介我國發展永續金

融現況與挑戰，提供金融業、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瞭解我國永續

金融發展情形。 

三、 本行透過監理機關聯繫小組會議，與金管會分享本行研究成果，

協助推動我國永續金融目標。 

˙ 結語 

為降低氣候變遷風險對我國金融機構及金融體系之潛在衝擊，本

行近年持續關注國際間對氣候變遷風險之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

並著手研議相關風險對於本行政策之潛在影響。期盼透過政府相

關部會、民間團體及國際組織協調合作，共同研析國際發展趨勢，

調適我國法制環境及產業發展，建立可促進綠色及永續金融市場

有效運作之架構及基礎，達成我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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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研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為協助促進我國永續金融之發展，並使金融業及社會大眾瞭解央

行因應氣候變遷問題所扮演角色及採取措施，研提本行因應氣候

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金融業及社會大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本行預計於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主

要內容如下： 

一、 探討央行在減緩氣候變遷風險擔任之角色 

從貨幣政策調整、審慎監理及外匯存底管理等不同面向，探討央

行在減緩氣變遷風險所扮演之角色及可能採取之措施。 

二、 國際間央行因應氣候變遷之趨勢與做法 

持續蒐集研究國際金融組織(例如「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GFS)」論

壇)及主要國家央行發布氣候變遷相關報告，供本行研提氣候變遷

因應政策之參考。 

三、 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採行之政策措施 

為降低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對實體經濟之衝擊，進而減少對金融體

系之潛在影響，本行研擬採行 5 大類政策措施(圖 12)，並規劃依短、

中、長期分階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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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隨氣候變遷議題日益受到全球央行重視，本行研擬發布因應氣候

變遷政策措施報告，俾金融業及社會大眾瞭解本行因應氣候變遷

問題所扮演角色及採取措施，並透過本行政策引導金融機構投入

永續金融，協助推動我國永續金融發展。 

  

圖 12 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採行之政策措施 

資料來源：本行 

研究氣候變遷對貨幣政策之影響及調整

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促進永續金融發展

研究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

將綠色金融商品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積極參與氣候變遷風險相關之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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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研析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等議題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鑑於主要國家央行呼籲，央行應承擔因應不均與氣候變遷之責任。

本行將本於職責考量氣候風險、氣候變遷等對貨幣政策之政策涵

義，因應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與經濟發展重要議題，即時研擬政

策建議，協助促進包容性與永續經濟成長。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全民(含學界、企業及個人等)。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針對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研提政策建議或專題研究報告 

鑑於氣候變遷議題可能影響物價穩定，危及央行貨幣政策職責。

2020、2021 年已摘譯主要國家央行、專家學者、經濟學人雜誌等

相關議題之報告或參考資料計 50 餘篇，完成有關綠色投資對國內

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之效益，以及因應 COVID-19 以實現永續性

及包容性復甦等相關研究報告。部分報告並刊載於本行季刊或國

際金融參考資料，供外界參考。 

二、 將研究轉為實際應用，將分析結果提供本行政策擬定之參考 

(一) 維持物價穩定向為各國央行貨幣政策主要之目標，本行透過貨幣

估測、物價預測、評估實質利率缺口與產出缺口，以及勞動市場無

加速通膨失業率(NAIRU)等面向，掌握未來物價動向，評估國內經

濟承受通膨或通縮壓力，協助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二) 面對瞬息萬變之金融市場，經由檢視多樣化之金融指標，包括金

融情勢與金融壓力指數，以及匯率反應函數等，綜合評估國內經

濟金融情勢及其未來風險，確保具韌性之經濟金融環境，以利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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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行透過高品質、可靠之研究量能，持續精進研究方法(如採用大

型總體計量模型，納入高頻資料，並佐以機器學習方法等)，評估

經濟發展進程，提升總體經濟估測準度，加強永續經濟分析，提供

本行貨幣決策重要參考依據。 

˙ 結語 

未來將持續與外界進行學術交流，藉由委託研究計畫與透過舉行

學者專家座談會或研討會方式，增加對氣候變化之長期宏觀經濟

影響之瞭解；並持續派員參加永續發展、綠色金融，以及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ESG)議題相關之講座與課程；學習新型態分析技

術，提升研究能量，加強針對永續經濟發展相關議題之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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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 

前言：為促進綠色經濟，本行致力於「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

融」、「投資永續債券」及「循環使用流通券幣」3 項施政主軸，

以達成「穩健金融、永續發展」之願景。 

 政策方針 

(一) 本行擬定 5 項政策目標、7 項追蹤指標 

1. 「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施政主軸 

隨氣候變遷風險持續增溫，加以各國政府及企業陸續採取加強推

動綠色經濟之因應措施，勢將為金融機構帶來風險與機會。本行

為避免氣候變遷引發金融系統風險，以達促進金融穩定及健全銀

行業務之經營目標，爰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促進永續金融

之發展，本行據以訂定 2 項政策目標、1 項追蹤指標(表 8)。 

 
 

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銀行業辦理永續金融績效作為受理

轉存款續存之參考 
本國銀行對綠色產業之融資額 

銀行對綠色產業融資額作為本行公

開市場操作參考指標 

 

2. 「投資永續債券」施政主軸 

本行外匯存底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為國家政府或國際金融組織，

往來金融機構多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研析渠等執行永續發展

目標之狀況，作為本行外匯存底管理運用之參考，為引導資金流

向永續投資貢獻一份心力；另為協助促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

達成，本行外匯存底管理運用在確保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原

則下，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考量，本行據以訂定 2 項政策目

標、4 項追蹤指標(表 9)。 

資料來源：本行 

表 8 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之政策方針
主軸追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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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外匯存底管理運用在確保安全性、

流動性及收益性原則下，將永續責

任投資議題納入考量 

本行綠色債券投資成長幅度 

每年參與永續債券相關主題會議之

人次 

蒐集與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

來金融機構執行永續發展目標之狀

況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

機構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狀況之件數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

機構執行因應氣候變遷之氣候相關

財務資訊揭露(TCFD)之件數 

 

3.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施政主軸 

民眾日常交易使用之新台幣鈔券、硬幣等實體支付工具，係由本

行發行，為減少印鑄券幣所耗用之材料與能源，鼓勵民眾將家中

閒置鈔券、硬幣回存金融機構，促進券幣流通，爰本行訂定 1 項

政策目標、2 項追蹤指標(表 10)。 

 

 

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透過回籠鈔券整理後再發出，可減

少新鈔發出量，並維持市面上鈔券

整潔，以節省新鈔印製費用；而建

立硬幣回收管道，可減少每年新增

硬幣發行量，以節省鑄幣成本 

於本行網站、臉書以及於大眾運輸

場站等地推廣之次數 

透過硬幣回收管道加值或存入之枚

數 

資料來源：本行 

資料來源：本行 

表 9 投資永續債券之政策方針 

 

表 10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之政策方針 

 



 

34 

 

(二) 7 項追蹤指標均為新增指標，爰基礎值年度均為 2020 年，其相關

成果及負責單位詳如表 11： 

 

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本國銀行對綠色產業之

融資額 
※ 

尚無資料 

(2020) 

尚無資料 

(2020) 
業務局 

本行綠色債券投資成長

幅度 
※ 

0 

(2020) 

0 

(2020) 
外匯局 

每年參與永續債券相關

主題會議之人次 
※ 

0 

(2020) 

0 

(2020) 
外匯局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機構

及往來金融機構執行永

續發展目標狀況之件數 

※ 
0 

(2020) 

0 

(2020) 
外匯局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機構

及往來金融機構執行因

應氣候變遷之氣候相關

財務資訊揭露(TCFD)之

件數 

※ 
0 

(2020) 

0 

(2020) 
外匯局 

於本行網站、臉書以及

於大眾運輸場站等地推

廣之次數 

※ 
11 次 

(2020) 

11 次 

(2020) 
發行局 

透過硬幣回收管道加值

或存入之枚數 
※ 

215.63 百萬枚 

(2020) 

215.63 百萬枚 

(2020) 
發行局 

指標進展：●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成 2020 年目標 ※新增指標 ■未達統計週期 

 資料來源：本行 

表 11 核心目標 12 項下之追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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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可能對經濟活動、物價及金融情勢造成衝擊，

進而影響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為因應氣候變遷，本行運用金融機

構轉存款及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操作工具，鼓勵金融機構增

加辦理綠色產業融資，協助綠色產業及永續金融之發展。惟具體

計畫仍須俟相關機關(構)公布綠色產業融資資料後擬定及實施。 

(二) 投資永續債券 

1. 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為協助促進全球永續經濟之發展，本行外匯存底適度投資永續債

券，惟永續債券之投資，仍面臨以下 2 大挑戰(圖 13)： 
 

 

 

• 目前綠色債券市場三大國際準則：

•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之綠色債券原則(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

•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之氣候債券標準(Climate Bond

Standard, CBS)

• 歐盟(EU)之綠色債券標準(Green Bond Standard, GBS)

• 其他永續債券(社會責任債券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市場尚需

建立一致之規範與認證機制

永續債券市場供不應求

• 近年永續責任投資概念已成全球關注議題，市場呈現過多

國際投資需求競逐有限債券供給，影響其殖利率與流動性。

圖 13 永續債券投資之 2 大挑戰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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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執行永續發展目標之狀況 

蒐集與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等利害關係人執行

永續發展目標之狀況，以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可協力促

進全球永續願景，惟渠等利害關係人永續發展目標執行狀況之相

關資料繁雜且參差不齊，比較評析渠等 ESG 執行之狀況，係一大

挑戰。 

3.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 

回籠鈔券整理、硬幣再流通 

國內具存款功能之 ATM 數量漸增，且愈來愈多商家提供客戶將零

錢存入電子票證或電子錢包之服務，加以近年來民眾環保意識抬

頭，均有助本行推動愛惜新台幣及硬幣再流通等節能減碳計畫，

惟券幣回籠仍面臨下列諸多挑戰(圖 14)： 

 

 政策說明 

本行致力於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投資永續債券及循

環使用流通券幣，俾達成促進綠色經濟，相關執行內容及成果分

述如下： 

在低利率環境下，民眾持有鈔券之機會成本降低

國內洗錢防制規定趨嚴，為避免金流遭追蹤、維護個人
隱私或避稅等目的，部分民眾將大額鈔券窖藏家中

硬幣重量重、價值低，且偶有金融機構拒收，民眾攜往
金融機構存放之意願不高

肺炎疫情期間為減少群聚，民眾多不願意親往銀行辦理
存款業務

圖 14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之挑戰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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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 

本行將依據相關機關(構)公布之本國銀行綠色融資之辦理績效，作

為轉存款續存及本行公開市場操作參考指標，藉以鼓勵銀行增加

綠色融資。 

(二) 投資永續債券 

1. 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本行投資符合國際準則之高信評綠色債券，不僅確保本行資產之

安全性，亦具因應氣候變遷價值，協助促進綠色經濟。 

2. 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執行永續發展目標之狀況 

(1) 蒐集與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之財務報告書、

ESG 報告書以及 TCFD 等，以評估其執行永續發展目標、負責任

銀行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與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等國際永續規範情況。 

(2) 參考其他第三方機構，如 S&P、Moody's、Fitch 等信用評等公司、

Refinitiv、Bloomberg 等全球金融數據公司，以及國際知名之 ESG

評鑑機構等之資訊，以瞭解發行機構等執行 ESG 之狀況。 

(三) 循環使用流通券幣 

1. 提升整鈔效率，加強汰舊換新 

(1) 於臺銀總行與台中、高雄分

行，以及中央印製廠配置多部

高速鈔券整理機，並於臺銀部

分發庫行配置檢券員，積極就

近整理回籠鈔券(圖 15)。 

(2) 另提供獎金鼓勵金融機構配

合整理回籠鈔券。 

 
資料來源：本行 

圖 15 愛惜新台幣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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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硬幣回籠管道，減少窖藏 

本行於 2014 年 7 月啟動硬幣再流通計畫，建立硬幣回籠管道，於

2018 年 6 月擴大實施，拓展硬幣自動加值設備，辦理情形如下： 

(1) 電子票證公司與便利商店 

本行自 2014 年 7 月起協商悠遊卡公司與 4 大超商(統一、全家、

萊爾富、OK)合作，推出「悠遊卡零錢加值服務」，持卡人於全台

4 大超商門市得以硬幣加值悠遊卡，其後一卡通、icash 及有錢卡

(happycash)陸續跟進，部分連鎖零售商店亦加入此服務。 

(2) 捷運公司 

溝通臺北捷運公司改裝售票加值機，提供民眾硬幣自助加值服務

(圖 16)，並於 2014 年 7 月正式啟用，其後高雄捷運公司亦於 2016

年 7 月跟進本計畫，提供民眾自助加值服務。截至 2020 年底，臺

北及高雄捷運售票加值機分別為 533 及 190 台。 

 

(3) 金融機構 

鼓勵金融機構安裝具硬幣存款機功能之 ATM，截至 2020 年止共

安裝 329 台。  

資料來源：本行 

圖 16 讓硬幣動起來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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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政策宣導，培養民眾良好之使用現金習慣  

透過本行網站、券幣數位

博物館、臉書以及於大眾

運輸場站等地播放短片

與文宣品，持續向社會大

眾宣導，將多餘券幣回流

金融機構或回籠管道(圖

17)，有助維護市面鈔券

硬幣之整潔及汰舊換新，

節約印鑄之材料與能源。 

4. 執行成果 

(1) 2019 年及 2020 年分別整理 22.87 億張與 21.79 億張鈔券。 

(2) 本行自 2014 年啟動硬幣再流通計畫以來，硬幣加值或存入枚數逐

年增加；2018 年擴大實施，持續擴增硬幣再流通管道。自 2014 年

7 月起至 2020 年底止，各單位總計存入 780.32 百萬枚，成效顯著。 

(3) 本行自 2018 年 6 月擴大實施硬幣再流通計畫以來，新增硬幣發行

量由該年之 5.53 億枚，降為 2019 年之 4.56 億枚，降幅達 18%；

2020 年再降為 4.01 億枚，降幅達 12%(圖 18)，有效降低鑄幣之材

料及能源。 

 

圖 17 硬幣再流通文宣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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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新增硬幣發行量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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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檢討及未來推動重點 

(一) 持續協助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 

永續金融有助達成具包容性及永續發展之經濟成長目標。為加強

推動永續金融之發展，本行鼓勵金融機構增加辦理綠色產業融資，

以協助綠色產業之發展及促進綠色經濟。未來將參考相關機關(構)

公布銀行綠色產業融資指標，持續關注金融機構推動辦理綠色融

資之成效，據以訂定相關措施，並定期檢討及持續精進執行方式。 

(二) 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本行初期投資符合國際準則之綠色債券，俟其他永續債券市場建

立一致之規範與認證機制後，再將其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未來可參考國際間其他央行所運用之永續責任投資策略，精進本

行支持因應氣候變遷以及協助經濟結構轉型之行動。 

(三) 積極鼓勵循環使用流通券幣 

1. 回籠鈔券整理業務 

為鼓勵民眾將鈔券回存至金融機構，未來除將增加宣傳管道外，

亦將積極鼓勵金融機構增設具存款功能之 ATM，以利鈔券回籠。 

2. 硬幣再流通計畫 

隨本計畫之推動，每年新增硬幣發行量雖逐年下滑，惟硬幣發行

餘額仍呈增加，為加速硬幣之回流，未來除將增加硬幣加值機設

置點外，亦將鼓勵銀行於硬幣流通量較大之傳統市場附近裝設硬

幣存款機。 

 研提亮點 

為達成「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本行研提 5 項推動亮點(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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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 

 圖 19 核心目標 12 之推動亮點 

永續金融績效作為轉存款續存參考

綠色融資額作為公開市場操作參考

將永續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考量

研析發行機構等永續發展執行狀況

回籠鈔券整理、硬幣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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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永續金融績效作為轉存款續存參考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推動永續金融，實現環境永續之金融體系，有助達成具包容性及

永續發展之經濟成長目標。本政策目標乃期望藉由衡量本國銀行

辦理綠色融資等績效，作為受理轉存款續存之參考，以協助促進

推動永續金融。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銀行業轉存款之轉存機構。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目前尚未實施，將俟相關機關(構)公布綠色產業融資等資料後，再

將轉存機構辦理情形納入年度檢討轉存款續存之參考指標。 

˙ 結語 

為鼓勵轉存機構持續挹注綠色產業資金，協助我國經濟永續發展，

將持續關注轉存機構辦理綠色產業授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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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綠色融資額作為公開市場操作參考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本行針對辦理綠色產業融資績優銀行，協助提升其資產配置效率，

可鼓勵銀行增加辦理相關融資，促進綠色經濟。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公開市場操作對象：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全國農業金庫、票券金

融公司及信用合作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目前尚未實施，未來將參考相關機關(構)公布銀行綠色產業融資指

標，據以訂定相關措施，並定期檢討執行方式之妥適性。 

˙ 結語 

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政府各部門積極推動永續金融，以促進經

濟永續發展。本行依據各銀行對綠色產業融資辦理績效，作為本

行公開市場操作參考指標，可鼓勵銀行增加辦理相關融資，創造

良性循環之投資環境，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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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將永續投資議題納入外匯存底考量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 前言 

本行外匯存底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為國家政府或國際金融組織；

往來金融機構多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藉由積極與渠等交流建

立夥伴關係，可協力促進永續願景。本行外匯存底管理運用將永

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考量，初期可投資符合國際準則之綠色債券。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本行投資符合國際準則之高信評綠色債券，不僅確保本行資產之

安全性，亦具因應氣候變遷價值，協助促進綠色經濟。 

二、 本行經常與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舉行會議交換意

見，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 結語 

本行初期投資符合國際準則之綠色債券，俟其他永續債券市場建

立一致之規範與認證機制後，再將其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未來可參考國際間其他央行所運用之永續責任投資策略，精進本

行支持因應氣候變遷及協助經濟結構轉型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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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研析發行機構等永續發展執行狀況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蒐集與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因應氣候變遷之氣

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以及執行永續發展目標、負責任銀行原則

與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永續規範狀況，以納入本行投資決策之參

考。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蒐集與研析國際債券發行機構及往來金融機構之財務報告書、

ESG 報告書以及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等，以評估其執行永續發

展目標、負責任銀行原則以及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永續規範狀況。 

二、 參考其他第三方機構，如 S&P、Moody’s、Fitch 等信用評等公司、

Refinitiv、Bloomberg 等全球金融數據公司，以及國際知名之 ESG

評鑑機構等之資訊，以瞭解利害關係人執行 ESG 之狀況。 

˙ 結語 

對利害關係人除進行既有之基本財務分析外，進一步檢視、盤點

並比較利害關係人執行 ESG 之狀況，將其永續發展目標之執行狀

況納入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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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回籠鈔券整理、硬幣再流通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2 促進綠色經濟。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鼓勵民眾將家中閒置鈔券、硬幣回存金融機構，促進券幣流通，避

免資源浪費，並減少本行印鑄券幣所耗用之材料與能源。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中央印製廠、中央造幣廠、金融機構、電子票證公司、捷運

公司及便利商店等。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提升整鈔效率，加強汰舊換新 

(一) 於臺銀總行與台中、高雄分行，以及中央印製廠配置多部高速鈔券

整理機，並於臺銀部分發庫行配置檢券員，積極就近整理回籠鈔券。 

(二) 提供獎金鼓勵金融機構配合整理回籠鈔券。 

二、 建立硬幣回籠管道，減少窖藏 

本行於 2014 年 7 月啟動硬幣再流通計畫，建立硬幣回籠管道，於

2018 年 6 月擴大實施，拓展硬幣自動加值設備，辦理情形如下： 

(一) 電子票證公司與便利商店 

本行自 2014 年 7 月起協商悠遊卡公司與 4 大超商(統一、全家、

萊爾富、OK)合作，推出「悠遊卡零錢加值服務」，持卡人於全台

4 大超商門市得以硬幣加值悠遊卡，其後一卡通、icash 及有錢卡

(happycash)陸續跟進，部分連鎖零售商店亦加入此服務。 

(二) 捷運公司 

洽請臺北捷運公司改裝售票加值機，提供民眾硬幣自助加值服務，

並於 2014 年 7 月正式啟用，其後高雄捷運公司亦於 2016 年 7 月

跟進本計畫，提供民眾自助加值服務。截至 2020 年底，臺北及高

雄捷運售票加值機分別為 533 及 19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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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機構 

鼓勵金融機構安裝具硬幣存款機功能之 ATM，截至 2020 年止共

安裝 329 台。 

三、 透過政策宣導，培養民眾良好之使用現金習慣 

透過本行網站、券幣數位博物館、臉書以及於大眾運輸場站等地

播放短片與文宣品，持續向社會大眾宣導將多餘券幣回流金融機

構或回籠管道，有助維護市面鈔券硬幣之整潔及汰舊換新，節約

印鑄之材料與能源。 

四、 執行成果 

(一) 2019 年及 2020 年分別共計整理 22.87 億張與 21.79 億張鈔券。 

(二) 本行自 2014 年啟動硬幣再流通計畫以來，硬幣加值或存入枚數逐

年增加；2018 年擴大實施，持續擴增硬幣再流通管道。2019 年硬

幣存入枚數 186.44 百萬枚，增幅達 40%；2020 年受 COVID-19 疫

情影響，硬幣存入枚數為 215.63 百萬枚，增幅略降為 16%。自 2014

年 7 月起至 2020 年底止，各單位總計存入 780.32 百萬枚，成效顯

著(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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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各單位硬幣存入枚數

統計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高雄捷運公司，以及渣打、台新、國泰世華及中國信託等 4

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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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行自 2018 年 6 月擴大實施硬幣再流通計畫以來，新增硬幣發行

量由該年之 5.53 億枚，降為 2019 年之 4.56 億枚，降幅達 18%；

2020 年再降為 4.01 億枚，降幅達 12%，有效降低鑄幣之材料及能

源。 

˙ 結語 

一、 回籠鈔券整理業務 

以高速鈔券整理機整理回籠鈔券效率雖高，然此項業務與民眾自

發性回存鈔券之意願有極大關聯。回籠鈔券數量若不足，將降低

整鈔機之運轉能力。為鼓勵民眾將鈔券回存至金融機構，將積極

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一) 鼓勵金融機構增設具存款功能之 ATM，以利鈔券回籠。 

(二) 增加宣傳管道，例如於金融機構營業大廳放置本行文宣品，藉以提

高廣告曝光率。 

二、 硬幣再流通計畫 

隨著本計畫之推動，每年新增硬幣發行量雖有所減少，然硬幣發

行餘額仍呈增加。為加速硬幣之回流，將積極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一) 洽請臺北捷運公司及台中捷運公司於新設路線各車站，增設硬幣

加值機，例如臺北捷運萬大中和線(預計 2025 年完工通車)以及台

中捷運藍線(尚規劃中)。 

(二) 持續鼓勵銀行於硬幣流通量較大之傳統市場附近裝設硬幣存款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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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目標 16：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前言：為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本行致力於「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

度」1 項施政主軸，以達成「穩健金融、永續發展」之願景。 

 政策方針 

(一) 本行擬定 5 項政策目標、23 項追蹤指標 

近年本行積極加強業務及財務等資訊揭露，透過本行網站、臉書，

以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揭露本行職掌金融外匯等相關資訊，並致

力提升政策透明度，理監事會議後均由總裁召開記者會，說明貨

幣政策考量因素，以及對當前重大經濟金融議題之看法與建議，

俾利各界瞭解本行貨幣決策所關注之廣泛總體經濟層面。同時，

定期公布理監事聯席會議議事錄摘要，以便社會大眾瞭解貨幣政

策決策過程及政策意涵。 

為精進資訊揭露，以增進施政透明度，爰訂定 5 項政策目標、23

項追蹤指標(表 12)。 

 

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提升政策透明度 研議加強貨幣政策透明化之措施 

加強揭露調節金融、

發行通貨、管理外匯

及經理國庫等業務資

訊 

調節

金融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各項準備金資料瀏覽/下載

次數 

本行網站「央行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

案融通專區」辦理情形瀏覽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資訊

瀏覽/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央銀行標售定期存單資訊

瀏覽/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支付相關資料瀏覽/下載次

數 

表 12 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之政策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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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加強揭露調節金融、

發行通貨、管理外匯

及經理國庫等業務資

訊 

發行

通貨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每日通貨發行數頁面瀏覽/

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每季新台幣發行數額及準備

狀況頁面瀏覽/下載次數 

管理

外匯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外匯存底瀏覽/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台北外匯市場交易概況瀏覽

/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新台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

收盤匯率及出進口外匯收支統計資料瀏覽/下

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家數及財

務狀況瀏覽/下載次數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匯與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瀏覽/下載次數 

經理

國庫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庫業務資料集瀏覽/下載

次數 

金融

統計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集瀏覽

/下載次數 

持續開放本行財務資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本行財務資料集瀏覽/下載次數 

定期發布金融、國際

收支及資金流量統計

資訊 

每月定期發布中、英文版金融情況 

定期發布各經濟部門「金融性資產負債項目表」之統計 

定期發布本行國際收支統計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彈性查詢選單-金融統計資訊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彈性查詢選單-國際收支統計資

訊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彈性查詢選單-金融性資產負債

項目表統計資訊 

提供即時、正確、便捷

與多元之本行法令規

章查詢服務 

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瀏覽人次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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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3 項追蹤指標均為新增指標，爰基礎值年度多為 2020 年，其相關

成果及負責單位詳如表 13： 

 

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研議加強貨幣政策透

明化之措施 
※ - 

非屬可量化 

指標 
秘書處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各

項準備金資料瀏覽 /下

載次數 

※ 
4,351/443 次 

(2019) 

4,810/528 次 

(2020) 
業務局 

本行網站「央行因應疫

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

專案融通專區」辦理情

形瀏覽次數 

※ 
11,447 次 

(2020) 

11,447 次 

(2020) 
業務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

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

資訊瀏覽/下載次數 

※ 
2,105/265 次 

(2019) 

2,233/281 次 

(2020) 
業務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

央銀行標售定期存單

資訊瀏覽/下載次數 

※ 
2,825/273 次 

(2019) 

3,006/284 次 

(2020) 
業務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支

付相關資料瀏覽 /下載

次數 

※ 
95,864/11,964 次 

(2019) 

105,011/12,919次 

(2020) 
業務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每

日通貨發行數頁面瀏

覽/下載次數 

※ 
104/7 次 

(2020) 

104/7 次 

(2020) 
發行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每

季新台幣發行數額及

準備狀況頁面瀏覽 /下

載次數 

※ 
119/7 次 

(2020) 

119/7 次 

(2020) 
發行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外

匯存底瀏覽/下載次數 
※ 

373/115 次 

(2020) 

373/115 次 

(2020) 
外匯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台

北外匯市場交易概況

瀏覽/下載次數 

※ 
158/66 次 

(2020) 

158/66 次 

(2020) 
外匯局 

表 13 核心目標 16 項下追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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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新

台幣對美元銀行間成

交之收盤匯率及出進

口外匯收支統計資料

瀏覽/下載次數 

※ 
2,121/805 次 

(2020) 

2,121/805 次 

(2020) 
外匯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家數及財

務狀況瀏覽/下載次數 

※ 
2,192/926 次 

(2020) 

2,192/926 次 

(2020) 
外匯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外匯與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瀏

覽/下載次數 

※ 
1,380/431 次 

(2020) 

1,380/431 次 

(2020) 
外匯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

庫業務資料集瀏覽 /下

載次數 

※ 
48,787/545 次 

(2020) 

48,787/545 次 

(2020) 
國庫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金

融機構財業務資料集

瀏覽/下載次數 

※ 
4,525/723 次 

(2020) 

4,525/723 次 

(2020) 
金檢處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本行

財務資料集瀏覽/下載

次數 

※ 
593/207 次 

(2020) 

593/207 次 

(2020) 
會計處 

每月定期發布中、英文

版金融情況 
※ 

100% 

(2016) 

100% 

(2020) 
經研處 

定期發布各經濟部門

「金融性資產負債項

目表」之統計 

※ 
100% 

(2016) 

100% 

(2019) 
經研處 

定期發布本行國際收

支統計 
※ 

100% 

(2016) 

100% 

(2020) 
經研處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

彈性查詢選單-金融統

計資訊 

※ 
100% 

(2016) 

100% 

(2020) 
經研處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

彈性查詢選單-國際收

支統計資訊 

※ 
100% 

(2016) 

100% 

(2020) 
經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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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指標 

指

標 

進

展 

基礎值 

(年度) 

最新數據 

(年度) 

負責 

單位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眾彈

性查詢選單-金融性資

產負債項目表統計資訊 

※ 
100% 

(2016) 

100% 

(2019) 
經研處 

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

統瀏覽人次 
※ 

2,560,000 次 

(2020) 

2,560,000 次 

(2020) 
法務室 

指標進展：●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成 2020 年目標 ※新增指標 ■未達統計週期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提升政策透明度 

藉由貨幣政策適度透明化，不僅可促進貨幣政策有效性，並可提

升央行獨立性、權責化及公信力。惟近年隨國際經濟金融情勢劇

烈變化，加以 COVID-19 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央行角色不斷擴增，

各界對央行政策透明化之期許日增，如何研議加強政策透明化之

各項措施係一大挑戰(圖 21)。 

 

 

資料來源：本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資料來源：本行 

圖 21 中央銀行之獨立性、權責化、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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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業務資訊之揭露 

1. 調節金融 

透過加強揭露調節金融業務資訊，有助提升本行政策透明度，俾

利社會大眾瞭解本行貨幣政策措施之具體作為。此外，經由私部

門提供加值服務之公私協力方式，可提供業者創新及便民之服務，

惟如何讓有需要之民眾得知本行已開放之相關資料係一挑戰。 

2. 發行通貨 

持續開放通貨相關資料，可增進新台幣幣信，並增加施政透明度。

惟開放資料使用者不限定特定人，實務上可能發生對資料內容(如

發行準備項目之配置比重)有疑義之情形。民眾對公布內容有所意

見，透過各方意見回饋，可增進本行與外界溝通之效率。 

3. 管理外匯 

本行定期揭露外匯存底、外匯市場交易統計、新台幣對美元銀行

間成交之收盤匯率，以及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重要財務及

業務統計資料，可使民眾對外匯業務有進一步之瞭解，並作為金

融機構擬定業務經營策略，以及研究單位研析相關議題之參考。

惟資料之發布須及時且正確，恐面臨人力及作業時間之壓力，且

開放資料使用者不限定特定人，如何確保資訊內容能深入淺出係

一大挑戰。 

4. 經理國庫 

近年本行持續加強經理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資訊揭露，有助

外界瞭解本行相關業務，提高施政透明度，並有效擴大開放資料

使用量，活化政府資料應用。惟鑑於開放資料使用者為非特定對

象，面臨之挑戰在於如何以淺顯易懂方式，對外分享國庫及中央

政府債券業務之金融專業知識，並避免使用者對資料產生質疑或

誤解，提高本行對外溝通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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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統計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持續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供社會大

眾加值利用，以期透過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本行致力提供

高品質並符合優質標章認證之開放資料，結合民間創意，推動金

融數位發展，惟如何逐步提升開放資料品質及可用性，強化資料

之可取得性、易用性及易理解性，並定期檢討開放資料集數量，以

回應民間資料需求係一挑戰。 

(三) 公布本行財務資訊 

本行依規定編製預算、決算及會計月報等各項財務報表，並配合

政府資料開放政策，按期將本行相關財務資訊公布於本行網站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滿足民眾知的權利。另為避免外界對所公開

之資訊產生誤解或質疑，本行將持續加強溝通說明，以增進施政

透明度。 

(四) 發布金融、國際收支及資金流量統計資訊 

定期發布中英文版金融情況及「金融性資產負債項目表」，並揭露

我國經常帳、金融帳及準備資產等國際收支統計，提供正確及可

靠之統計資訊，方便民眾透過上網查詢，以增進本行資訊透明度。

惟仍面臨以下 3 大挑戰(圖 22)： 

 
 

 

 

 

 

 

 

 

資訊安全 

面對金融科技崛
起，除軟硬體設備
應更新外，資訊安
全控管更應與時精
進，以防止駭客入
侵，減少相關作業
系統風險。 

知識教育 

如何教育民眾，俾
利其對本行公布金
融情況等之意涵有
正確理解。 

人力資源 

隨金融國際化與自
由化，且金融交易
型態日新月異，金
融相關統計資料之
重要性提高，資料
蒐集及統計編製之
複雜度及人力負擔
均提高。 

資料來源：本行 

圖 22 發布金融統計等資訊之 3 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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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本行法令規章查詢服務 

於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完整建置主管規章，提供即時、正確、便

捷與多元之本行法令規章查詢服務，透過資訊揭露增加施政透明

度，並持續推動相關作業無紙化，落實節能減碳，實踐永續發展願

景。惟如何因應法務部相關規定之變革，以及民眾使用上之需要，

配合增修相關系統功能，持續提供民眾即時之法令規章資訊與多

元化之查詢服務，係屬挑戰。 

 政策說明 

本行致力於提升政策透明度，並加強揭露業務及財務等資訊，俾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相關執行內容及成果分述如下： 

(一) 提升政策透明度 

1. 撰擬各季「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自 2014 年 12 月起，本行對理監事會決策背景，以及各界關心之

國際經濟金融發展與當前重大議題，撰擬各季「央行理監事會後

記者會參考資料」，彙編成冊，內容翔實豐富、論述嚴謹，並與理

監事會決議新聞稿、新聞記者會簡報即時同步登載於本行網站。

截至 2021 年 9 月，共已編撰 28 冊，廣受各界佳評，已是政府、

民間及學界廣為引用及討論之題材。 

2. 發布「理監事聯席會議議事錄摘要」 

自 2017 年 6 月起，於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後 6 週，公布議事錄摘

要，內容包含與貨幣政策有關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出席會議

成員名單及具名表決結果等，截至 2021 年 9 月，已發布 17 次，

廣供各界參閱。 

(二) 加強業務資訊之揭露 

1. 調節金融 

(1) 目前已將「存款及其他各種負債準備金比率」、「各類金融機構準

備金提存情況」、「銀行存放央行準備金乙戶利率」、「中央銀行同

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交易量」、「金融卡交易值」、「票據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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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數、金額統計表」、「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資訊」、「中央銀行標

售定期存單資訊」等上傳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供各界查詢或

下載使用。 

(2) 另本行於 2020 年 4 月推出中小企業專案融通，並於 2020 年 12 月

調整不動產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前開措施已於本行網站設立專

區並定期公布彙整資料。 

2. 發行通貨 

每日下午即公布當日通貨發行數，並每季公布新台幣發行數額及

準備狀況。 

3. 管理外匯 

透過本行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定期公布外匯存底、外匯市場

交易統計、新台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出進口外匯收

支統計及 OBU 概況等外匯業務資訊，並提供檔案下載。另召開記

者會發布外匯存底資料，並同步公開於本行臉書，加強與民眾即

時溝通。 

4. 經理國庫 

(1) 於本行網站公布業務相關資料，並提供問答資料 

提供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相關資訊，包括國庫及中央政府債

券業務簡介、體系、精進措施與常見問答及國庫機關專戶存款牌

告利率等資料，並提供 22 項國庫業務應用書表與 2 項中央政府債

券業務表單等檔案下載。 

(2)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登載業務相關資料集 

登載 5 項國庫業務及 17 項中央政府債券業務等共 22 項資料集，

並均提供檔案下載。 

5. 金融統計 

本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所公布之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2020 年

總瀏覽次數達 4,525 次，總下載次數達 7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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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民眾瞭解相關資訊及進行評估，提升本行政策公信力 

(三) 公布本行財務資訊 

於本行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所公布之相關財務資訊，分別提

供 PDF、ODF 及 XML 等電子檔案，方便外界檢索、查閱及運用，

力求提高施政透明度，並採滾動式檢討，定期檢視資訊完整性及

正確性，以提供優質財務資訊。 

(四) 發布金融、國際收支及資金流量統計資訊 

定期公布貨幣總計數等之金融統計、國際收支統計、金融性資產負

債項目表等資料，作為我國經濟永續發展之重要參考資料(圖 23)。 
 
 
 
 

 
 
 
 
 
 
 
 
 
 
 

(五) 提供本行法令規章查詢服務 

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完整建置本行規章函令，便利民眾查詢使

用，無須再定期編印本行法規彙編紙本，具減紙效果；且定期檢視

增修該系統，以持續精進本行法令規章之資訊公開效能。近 5 年

已多次獲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遴選為績優機關(本行

分別於 2017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獲獎)。 

資料來源：本行 

•民間流動性來源

•國內貨幣金融指標

定期公布貨幣總計數相
關資訊

•我國對外交易情形
定期發布我國經常帳、
金融帳及準備資產等國
際收支統計

•各經濟部門債權與債務之狀況

•國內金融情勢發展

發布各經濟部門「金融
性資產負債項目表」資
料

圖 23 發布金融、國際收支及資金流量統計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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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檢討及未來推動重點 

(一) 致力提升貨幣政策決策透明度 

本行向來重視各方之建言與溝通，未來仍將持續研議加強政策透

明化之各項措施，以提高本行公信力及貨幣政策有效性。 

(二) 持續強化業務及財務資訊之揭露 

為符各界期許，日後將持續透過各種宣傳管道揭示本行業務及財

務相關訊息，滾動調整公布之資料項目，加強即時揭露，並定期檢

視資訊公布內容之妥適性，俾利各界獲得即時、完整且正確之訊

息。 

(三) 精進充實本行網站「貨幣金融知識專區」，進行有效宣導溝通 

為針對一般社會大眾、市場參與者及學者等不同對象，進行有效

宣導溝通，本行設置「貨幣金融知識專區」(圖 24)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正式作業，宣導業務措施及問答、輿情關注議題、國際經濟

金融新知等，內容力求淺顯易懂、簡單清楚，以影片、圖片及文字

等生動活潑多元方式呈現，效果良好。將持續精進更新相關資訊，

並結合時事研議新主題，積極推廣使用，以強化教育宣導成效。 

 

 

圖 24 本行貨幣金融知識專區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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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 

為達成「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本行研提 9 項推動

亮點(圖 25)。 

 

 

 

 

 

  

圖 25 核心目標 16 之推動亮點 

提升政策透明度

加強揭露調節金融業務資訊

提供通貨發行數及發行準備狀況

加強揭露管理外匯業務資訊

開放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資料

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

公布預決算及會計月報等財務資訊

本行法令規章之資料公開及無紙化

發布金融及國際收支等統計資訊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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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提升政策透明度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近年來積極致力提升政策透明度，理監事會議後均由總裁召開記

者會，說明貨幣政策考量因素，以及對當前重大經濟金融議題之

看法及建議，俾利各界瞭解本行貨幣決策所關注之廣泛總體經濟

層面。同時，定期公布理監事聯席會議議事錄摘要，以便社會大眾

瞭解貨幣政策決策過程及政策意涵(圖 26)。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全民。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撰擬各季「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自 2014 年 12 月起，本行對理監事會決策背景，以及各界關心之

國際經濟金融發展與當前重大議題，撰擬各季「央行理監事會後

資料來源：本行 

圖 26 本行理監事會議暨會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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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參考資料」，彙編成冊，內容翔實豐富、論述嚴謹，並與理

監事會決議新聞稿、新聞記者會簡報即時同步登載於本行網站。

截至 2021 年 9 月，共已編撰 28 冊，廣受各界佳評，已是政府、

民間及學界廣為引用及討論之題材。 

二、 發布「理監事聯席會議議事錄摘要」 

自 2017 年 6 月起，於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後 6 週，公布議事錄摘

要，內容包含與貨幣政策有關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出席會議

成員名單及具名表決結果等，截至 2021 年 9 月，已發布 17 次，

廣供各界參閱。 

˙ 結語 

為符各界期許，日後仍將持續研議加強政策透明化之各項措施，

以提高本行公信力及貨幣政策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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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加強揭露調節金融業務資訊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政府施政透明、提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議題是世界各國政府推動

之趨勢，經由政府資料之開放，可提升施政效能。藉由衡量開放資

料之瀏覽及下載量，作為資料開放程度及各機構、民眾使用率之

參考。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金融機構、財金公司及票交所。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本行於 2020 年 4 月推出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並於本行網站設

立「央行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專區」，定期公布資

料： 

(一) 本行中小企業專案貸款辦理概況(每週三及週五更新)。 

(二) 各銀行辦理本行中小企業專案貸款日報表(每週三及週五更新)。 

(三) 各銀行辦理本行中小企業專案貸款月報表(每月初更新)。截至2021

年 9 月底，瀏覽次數為 21,082 次。 

二、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調節金融相關業務，截至 2021 年 9 月底瀏

覽/下載次數如表 14： 

 

 

資料集 瀏覽次數 下載次數 

「存款及其他各種負債準備金

比率」、「各類金融機構準備金

提存情況」、「銀行存放央行準

備金乙戶利率」 

5,734 593 

表 14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調節金融相關業務資料集瀏覽/下載次數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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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 瀏覽次數 下載次數 

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資訊 2,868 332 

中央銀行標售定期存單資訊 3,236 294 

「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

作業系統交易量」、「金融卡交

易值」、「票據交換張數、金額

統計表」等共 46 項資料 

120,243 14,487 

 

˙ 結語 

本行於網站與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揭露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專

案貸款、金融機構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標售定期存單等資訊，

提供各界參考運用，使外界瞭解本行貨幣政策相關資訊，有助提

升貨幣政策之有效性。此外，本行提供「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

算作業系統交易量」、「金融卡交易值」及「票據交換張數、金額統

計表」等支付相關資料，使外界瞭解我國支付產業相關資訊及發

展情況。  

資料來源：本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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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提供通貨發行數及發行準備狀況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持續開放通貨相關資料，可增進新台幣幣信，並增加施政透明度。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每日下午即公布當日通貨發行數，並於每季公布新台幣發行數額

及準備狀況(圖 27)。 

 

 

 

 

 

˙ 結語 

未來隨業務需要，可考慮揭露更多通貨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圖 27 通貨發行數及發行準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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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加強揭露管理外匯業務資訊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以確保達成本行「維護對外幣值之穩

定」經營目標，管理外匯業務相關資訊之揭露至關重大。為利民眾

及企業正確瞭解外匯市場相關資訊，作為其投資理財或營運決策

參考，近年本行致力於強化外匯業務資訊之揭露。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企業、政府機關及研究單位。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已透過本行網站、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等多元管道定期公布外匯存

底、外匯市場交易統計、新台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出

進口外匯收支統計及 OBU 概況等外匯業務資訊(圖 28)，供使用者

查閱或下載運用，並已累積相當瀏覽及下載量。 

 

˙ 結語 

本行每年預告發布期程且按期發布，提供中英文版說明，以便國

內外外匯相關資訊使用者可適時取得所需資料。未來將持續檢討

公布資料內容，擴增開放資料範圍。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圖 28 台北外匯市場交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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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開放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資料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近年本行積極於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布業務相關資料，以

達成政府施政公開透明之目的，並提升資料集品質，促使跨領域

資料流通，以利民眾查詢。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政府機關、企業及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供 5項國庫業務及 17項中央政府債券業務

等共 22 項資料集，均即時更新，提供各界參閱運用。 

˙ 結語 

將持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供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相關資

料，以增進資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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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
3

按季 按年 不定期

 研提亮點名稱：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持續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以期透過

資訊揭露，增進施政透明度。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 

(一) 截至 2020 年底，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相關資

訊共 41 項資料集，其中按季公布者計 33 項，按年公布者計 5 項，

不定期公布或修正者計 3 項(圖 29)。 

 

 

 

 

 

 

 

 

(二) 公布之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集內容，除金融機構總分支單位之統

計及分布情形外，主要涵蓋個別及全體本國銀行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主要財務及營運比率；銀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

統計；以及參考國際貨幣基金(IMF)之金融健全指標編製準則所編

製之金融健全參考指標等(表 15)。 

圖 29 公布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 

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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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配合 IMF 於 2019 年發布金融健全指標編製準則修正版，2020 年新增

公布票券公司及壽險公司 2 項資料集，供社會大眾應用。 

 

二、 實際績效 

本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所公布之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2020 年

總瀏覽次數達 4,525 次，總下載次數達 723 次。 

˙ 結語 

持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供高品質並符合優質標章之金融機構

財業務資料集，讓社會大眾更易於取得及瞭解金融部門相關資料，

以增進施政透明度。另強化社會大眾參與機制及管道，以期掌握

及滿足民間應用需求，使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之資料集被廣泛運

用。 

 

  

主要內容 資料集數量 

本國銀行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9 

銀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統計 9 

金融健全參考指標(包括本國銀行、票券公司、

壽險公司、家庭部門、企業部門、不動產市場

及市場流動性等)(註) 

8 

本國銀行主要財務及營運比率 7 

金融機構總分支單位統計及分布等相關統計 5 

其他(包括編製定義及說明、各國發布金融穩定

報告現況等) 
3 

資料來源：本行 

表 15 金融機構財業務資料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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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公布預決算及會計月報等財務資訊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公布預算、決算及會計月報等資訊，持續開放本行財務資訊。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社會大眾、立法院、監察院審計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等。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本行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營業基金適用之附屬單位預算、

決算及會計月報應編書表內容及格式，編製各項財務報表。 

二、 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按規定期限，將本行相關財務資訊公布

於本行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三、 本行提供之電子檔案包括 PDF、ODF 及 XML 等檔案格式，並集

中列示檔案連結，方便外界檢索、查閱及運用，提高施政透明度。 

˙ 結語 

賡續審慎辦理本行財務資訊公開作業，定期檢視資訊完整性及正

確性，以提供優質財務資訊。並依所設定本行財務資料集瀏覽次

數及下載次數之追蹤指標，按期評估執行成效。面對外界詢問，亦

將加強溝通說明，增進施政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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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本行法令規章之資料公開及無紙化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於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完整建置主管規章，提供即時、正確、便

捷與多元之查詢服務，透過資訊揭露達成「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

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之核心目標；並

藉由系統功能之不斷優化，提供使用者更便利之查詢服務，達成

「系統瀏覽人次」之持續成長，增加施政透明度，實踐永續發展願

景。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本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完整建置本行規章函令，便利民眾線上查

詢使用；且定期檢視增修該系統，以持續精進本行法令規章之資

訊公開效能。近期主要執行成果如下： 

(一) 持續滾動式檢討更新，提供多種便利查詢本行法令規章之方式，

增進民眾使用體驗(圖 30)。 

 

資料來源：本行 

圖 30 中央銀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便利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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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系統功能，由業務單位自行於線上確認主管規章內容之正確

性，無須再列印紙張。 

(三) 參考行政院法規會所轉民眾意見，將本行歷來訴願決定書去識別

化後上網公開，且新增多條件式查詢功能，以便利民眾查詢(圖31)。 

 

二、 本行定期檢視增修法令規章查詢系統，提升本行主管法規資訊公

開作業之效率及正確性，已獲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對

法規資訊公開之肯定；近 5 年已多次獲該工作小組遴選為績優機

關(本行分別於 2017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獲獎)。 

˙ 結語 

持續配合法務部就資訊公開之要求，以及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之精神，廣納本行主管法令規章，並正確、即時加以更新。持續提

供多元化之查詢服務，俾透過本行法令規章之資訊公開，建立具

公信力之政府形象。  

資料來源：本行 

 

圖 31 中央銀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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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提亮點名稱：發布金融及國際收支等統計資訊 

˙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16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無。 

˙ 前言 

藉由發布金融統計、國際收支統計，以及資金流量統計等資料，分

別瞭解民間流動性之來源及其消長、一經濟體居民與非居民之經

濟交易活動，以及經濟體內各部門債權債務關係與金融風險，以

作為我國經濟永續發展之重要參考資料。 

˙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民眾、企業、金融機構、學術界及研究機構。 

˙ 執行內容及實際績效 

一、 金融統計部分 

(一) 數列資料查詢之電子化 

可根據不同貨幣總計數項目，擷取所需時間與頻率後，加以列印、

複製、另存新檔、編輯與計算等。 

(二) 繪製圖形電子化 

可將擷取後之統計資料繪圖(圖 32)。  
       

                   
  

圖 32 貨幣總計數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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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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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收支統計部分 

(一) 使用者可於本行網站查詢取得提供時間序列資料，便於進一步分析

(圖 33)。 

 

 

 

 

 

 

 

 

 

 

 

 

 

 

(二) 於本行網站「焦點金融議題」提供參考資料(圖 34)，協助民眾瞭解統

計意涵。 

 

 

  

 

 

 

 

 

 

 

 

資料來源：本行 

圖 33 國際收支查詢畫面 

圖 34 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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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的說明 (PDF 檔) (影音檔) 

檔案下載 

1. 台灣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的說明 (PDF 檔) 

2. 台灣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的說明簡報 (PDF 檔) 

資料來源：本行 



 

75 

 

三、 資金流量統計部分 

(一) 民眾可自本行網站查詢取得「各部門金融性資產負債餘額表」之

時間序列資料，以及各年度之「金融性資產負債項目表」。 

(二) 於本行網站「貨幣金融知識專區」提供「金融性資產負債項目表」

及「各部門金融性資產負債餘額表」內涵之問答資料(圖 35)，協助

民眾瞭解相關統計之意涵。 

 

 

 

 

 

 

 

 

 

˙ 結語 

定期檢討相關數據、檢視本項資料蒐集之妥適性及正確性，並於

網站或臉書增加外界對本行相關統計資訊之可取得性及可理解

性，以提供產、官、學、民各界相關經濟金融資訊，作為制定永續

經濟發展策略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行 

圖 35 本行網站之資金流量統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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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及未來展望 

為達成「穩健金融、永續發展」之願景，將本行經營目標與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相結合，本行全面盤點各單位主責業務與 T-SDGs 之關

聯性，經量化評估及質化討論後，擇定「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核心目標 08)」、「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及「建立具公信力的

體系(核心目標 16)」等 3 項核心目標，並據以訂定 6 項施政主軸、20

項政策目標、44 項追蹤指標。相關推動成果、未來重點工作及精進措

施分述如下： 

一、 推動成果 

隨氣候變遷風險持續增溫，加以各國政府及企業陸續採取推動綠

色經濟之因應措施，勢將為金融機構帶來風險與機會。本行為避免氣

候變遷引發金融系統風險，以達促進金融穩定及健全銀行業務之經營

目標，近年來在核心業務「調節金融與健全支付系統」及「管理外匯」

等方面，推動法規鬆綁，鼓勵金融科技創新，不斷規劃提供更為便捷

且多元之金融服務，並持續精進永續發展議題之研究，以期達成核心

目標 0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本行已將綠色債券納入外匯存底投資工具，展現推動永續發展決

心；並採行獎勵機制作為配套措施，規劃運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協助

促進金融機構推動永續金融，以達成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另

隨國際經濟金融情勢劇烈變化，加以 COVID-19 疫情全球蔓延，使得

央行角色不斷擴增，各界對央行政策透明化之期許日增；近年來本行

積極強化業務及財務資訊之揭露，並致力提升貨幣政策決策透明度，

以期達成核心目標 16：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 

本行執行上開永續發展相關業務頗具成效，將本於職責檢討精

進，持續推動各項政策措施。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落實推動

我國永續發展工作，於 2019 年正式發表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本行

非其 336 項對應指標之主(協)辦單位，爰本行自願檢視報告擬定之追

蹤指標均為新增指標，基礎值年度多為 2020 年，其相關成效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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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未盡完整。另相關業務之推動及永續發展議題之研究仍面臨

以下困難，亟須克服： 

(一) 本行規劃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及金融機構轉存款等貨幣政策操作

工具，鼓勵金融機構增加辦理綠色產業融資，協助綠色產業及永

續金融之發展，惟具體計畫仍須俟相關機關(構)公布綠色產業融

資資料後，方能擬定及實施。另本行外匯存底管理運用在確保安

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原則下，將永續責任投資議題納入考量，

目前已投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發行之綠色債券，惟永續債

券市場尚待建立一致之規範與認證機制。 

(二) 研究永續發展議題方面，鑑於衡量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之研究方法

尚處初期階段，且分析資料不易取得，不利監理機關及金融機構

進行風險評估與分析，無法據以強化風險管理，並擬定相關因應

政策。當前央行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政策考量，可能面臨風險衡

量不易、欠缺細項資料、監控氣候變遷風險指標闕如等問題。此

外，在因應氣候變遷議題時，依據國外經驗，本行除需針對貨幣

政策架構進行調整外，尚面臨如何衡量氣候變遷、選擇氣候變遷

指標、蒐集資料及制定政策等問題。 

二、 未來重點工作及精進措施 

氣候變遷議題日益受到各國央行及監理機關之重視，對央行執行

貨幣政策及金融穩定之法定職權帶來全新挑戰。本行為順應國際潮

流，預計於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俾利金融機構及社會大眾更加瞭解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所扮演之角色

及採取之相關措施，有助引導金融機構積極投入永續金融。 

鑑於氣候變遷對經濟金融之衝擊既深且遠，且衍生之相關風險難

以預測，允宜與時俱進，動態調整因應措施，以減緩其對我國經濟金

融之不利衝擊。未來本行將就相關業務執行及研究議題，持續滾動檢

討精進，相關作為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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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考相關機關(構)公布之銀行綠色產業融資指標，持續關注金融

機構推動辦理綠色融資之成效，據以訂定相關措施，並定期檢討

及持續精進執行方式。另俟其他永續債券市場建立一致之規範與

認證機制後，再將其納入本行外匯存底管理運用考量。 

(二) 本行將持續精進金融機構申報氣候變遷相關財務資訊揭露標準，

以及監控氣候變遷指標選擇之研究，以增進風險評估準確度，並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調整措施是否造成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另依據

國際發展趨勢及本行政策執行成效，持續滾動檢討、調整政策方

向，以及本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三) 為符各界期許，日後將持續透過各種宣導管道，加強揭露本行業

務及財務相關資訊，並定期檢視資訊公布內容之妥適性，俾利各

界獲得即時、完整且正確之訊息。另持續研議加強政策透明化之

各項措施，以提高本行公信力及貨幣政策有效性。 

期盼透過政府相關部會、民間團體及國際組織協調合作，瞭解國

際發展趨勢，調適我國法制環境與產業發展，建立可促進綠色永續金

融市場有效運作之基礎架構，並鼓勵金融業加強發揮引導資金用途之

效能，使企業及投資人重視 ESG 議題，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

之良性循環，達成我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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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編撰方法學說明 

˙ 關於本自願檢視報告 

本自願檢視報告為本行因應我國發布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辦理

推動 T-SDGs 相關業務，編撰之第一本自願檢視報告。本報告撰

寫原則及架構主要參考《部會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執行方案

(110.02)》、《部會自願檢視報告撰寫指引(110.02)》，分別說明本

行對於重大核心目標之回應作為，並透過本自願檢視報告，揭

露本行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貢獻進程。 

˙ 範疇 

本自願檢視報告揭露之資訊涵蓋本行 2020 年以前各項核心目標、

政策方針、政策目標之相關作為，以及對應之追蹤指標績效數據。 

˙ 自願檢視報告彙編流程 

本自願檢視報告內容，由各業務單位一級主管審核後，送工作小組彙

編，經各業務單位確認，提交推動小組審閱，並經總裁核定後發布。                                                                                                                                                                          

˙ 重大核心目標鑑別流程 

核

心

目

標

重

大

性

對

應

清

單 

項目 T-SDGs 核心目標 

業務對應之

核心目標 

依本行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等文件，全面盤點主責業務與

T-SDGs 核心目標之契合度，初步盤點對應以下核心目標： 

提倡終生學習(核心目標 04) 

實現性別平等(核心目標 05) 

確保環境品質(核心目標 06)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核心目標 08) 

建構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核心目標 11) 

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核心目標 17) 

對應清單揀

選考量 

本行非屬 T-SDGs 核心目標對應指標之主(協)辦機關，核

心目標重大性對應清單係擇取具代表性、最能展現本行主

責業務發展面向之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等文件，盤點相關

業務契合 T-SDGs 核心目標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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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核

心

目

標

鑑

別 

項目 核心目標 

鑑別方法 

 量化評估 

工作小組彙整各業務單位所提主責業務與各 T-SDGs

核心目標契合情形，進行量化給分，透過得分排序，鑑

別本行業務相關之核心目標。 

 重大性評估要項：包括業務與 T-SDGs 核心目標之契合

度、業務對達成 T-SDGs 核心目標之重要性、業務對 T-

SDGs 核心目標之貢獻度等。 

 給分原則：依業務與 T-SDGs 核心目標之契合度給分；

契合者給 1 分，否則不給分。 

 參與評估內部人員：包括秘書處處長、各單位指派之副

主管等工作小組成員共 13 人。 

 質化討論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進行質化討論，呼應聯合國及我國

通過之永續發展目標，聚焦於如何在本行「促進金融穩

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協助

經濟發展」法定職責下，積極採取行動，以因應未來氣

候變遷可能對我國經濟及金融帶來之系統性風險，以

及對國家永續發展帶來之衝擊，並達成本行「穩健金

融、永續發展」之願景，及鑑別出 3 項本行重大核心

目標。 

 外部意見納入 

辦理「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及「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T-SDGs)介紹」等專題演講，參考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先生等永續發展專家，對本

行推動 T-SDGs 重大核心目標之意見，納入辦理鑑別規

劃參考。 

鑑別結果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核心目標 08) 

促進綠色經濟(核心目標 12) 

建立具公信力的體系(核心目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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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追蹤指標列表 

本行符合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相關目標及指標 

指標進展：●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成 2020 年目標 ※新增指標 ■未達統計週期 

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08 8.1 

因應嚴重特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 疫

情衝擊，辦理中

小企業貸款專

案融通方案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

之受理金額 

負責單位：業務局 

※ 
2,488 億元 

(2020) 

2,488 億元 

(2020) 
-1 

銀行辦理專案貸款

之受理戶數 

負責單位：業務局 

※ 
195,075 戶 

(2020) 

195,075 戶 

(2020) 
-1 

08 8.9 

督促財金公司

協助推廣行動

支付 

QR Code支付交易量 

負責單位：業務局 

定義：我國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進行

交易之金額 

※ 
868 億元 

(2020) 

498 億元 

(2019) 
1,000 億元 

08 8.9 

持續推動法規

鬆綁，鼓勵銀行

業利用科技、結

合創新，發展多

元便捷之外匯

金融服務 

開辦數位外匯存款

帳戶之銀行家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25 家 

(2020) 

25 家 

(2020) 
37 家 

開立數位外匯存款

帳戶之總開戶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2,451,422戶 

(2020) 

2,451,422戶 

(2020) 
5,000,000 戶 

設置外幣現鈔提領

ATM 之銀行家數與

總台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18 家 

1,159 台 

(2020) 

18 家 

1,159 台 

(2020) 

25 家 

1,800 台 

設置台外幣現鈔兌

換ATM之銀行家數

與總台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5 家 

26 台 

(2020) 

5 家 

26 台 

(2020) 

8 家 

40 台 

08 8.9 
提高外匯資料

更正作業效率 

指定銀行或外匯證

券商透過線上完成

更正件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2,877 件 

(2020) 

2,877 件 

(2020) 
溫和成長 2 

08 8.9 

提供外籍移工

薪資匯回母國

安全便捷之管

道 

外籍移工小額匯兌

業務金額占全體外

籍移工匯出匯款比

率 

負責單位：外匯局 

定義：依外籍移工

匯兌機構按月向本

※ -3 -3 

於主要外籍移

工匯出國之比

率達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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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行申報之業務資料

及銀行業報送之全

體外籍移工結匯金

額計算 

計算公式：外籍移

工小額匯兌業務金

額/全體外籍移工匯

出金額 

08 8.9 

持續推動國庫

及中央政府債

券相關作業電

子化，提供多元

繳納國庫款管

道 

國庫收入電子交易

年累計筆數對總筆

數之占比 

負責單位：國庫局 

定義：以電子化方

式完成國庫收入交

易之累計筆數占國

庫收入交易筆數之

比例 

計算公式：該年度

國庫收入電子交易

總筆數／該年度國

庫收入交易總筆數 

※ 
19.08% 

(2020) 

19.08% 

(2020) 
19.50% 

08 8.9 

將審計部及會

計師事務所以

詢證函請本行

提供客戶往來

資料之函證業

務數位化 

數位化之詢證函件

數  

負責單位：資訊處 
※ 

0 件 

(2020) 

0 件 

(2020) 
175 件 5 

08  

研究氣候變遷

資訊揭露、風險

評估及壓力測

試方法，以落實

我國永續金融

之發展 

參加國內外氣候變

遷研討會或研提氣

候變遷相關報告 

負責單位：金檢處 

計算公式：參加會

議次數或完成氣候

變遷相關報告件數 

※ 
2 件 

(2020) 

2 件 

(2020) 
持續辦理 

08  

研提本行因應

氣候變遷政策

措施報告，協助

促進我國永續

金融之發展 

研提本行因應氣候

變遷政策措施報告 

負責單位：金檢處 ※ 
2022 年 6 月

底前完成 
- - 

08 8.1 

研究經濟成長、

勞動生產力、就

業市場等議題，

促進永續發展 

精進研究方法，以

提升研究品質 

負責單位：經研處 
※ 

非屬可量

化之指標 
- 

持續精進研究

方法與應用，

提供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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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2 12.6 

銀行業辦理永

續金融績效作

為受理轉存款

續存之參考 

本國銀行對綠色產

業之融資額 

負責單位：業務局 

※ -6 -6 -6 

12 12.6 

銀行對綠色產

業融資額作為

本行公開市場

操作參考指標 

12 12.7 

外匯存底管理

運用在確保安

全性、流動性及

收益性原則下，

將永續責任投

資議題納入考

量 

本行綠色債券投資

成長幅度 

負責單位：外匯局 

計算公式：每年新

增投資綠色債券金

額成長率 

※ 
0 

(2020) 

0 

(2020) 

至 2030 年平

均每年成長率

5% 

每年參與永續債券相

關主題會議之人次 

負責單位：外匯局 

計算公式：參與永

續債券相關主題會

議人次之年成長率 

※ 
0  

(2020) 

0  

(2020) 

至 2030 年平

均每年成長率

5% 

12 12.6 

蒐集與研析國

際債券發行機

構及往來金融

機構執行永續

發展目標之狀

況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

機構及往來金融機

構執行永續發展目

標狀況之件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計算公式：本行具

有 ESG 報告書【包

含財務報告書、獨

立之 ESG 報告書或

其他第三方機構之

評估報告(包括評等

報告)】之利害關係

人比重(%) 

※ 
0 

(2020) 

0 

(2020) 
70% 

檢視國際債券發行

機構及往來金融機

構執行因應氣候變

遷之氣候相關財務資

訊揭露(TCFD)之件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計算公式：本行具

有氣候相關財務資

訊揭露(TCFD)之利

害關係人比重(%) 

※ 
0 

(2020) 

0 

(20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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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2  

透過回籠鈔券

整理後再發出，

可減少新鈔發

出量，並維持市

面上鈔券整潔，

以節省新鈔印

製費用；而建立

硬幣回收管道，

可減少每年新增

硬幣發行量，以

節省鑄幣成本 

於本行網站、臉書

以及於大眾運輸場

站等地推廣之次數 

負責單位：發行局 

※ 
11 次 

(2020) 

11 次 

(2020) 
13 次 

透過硬幣回收管道

加值或存入之枚數 

負責單位：發行局 

※ 

215.63 

百萬枚 

(2020) 

215.63 

百萬枚 

(2020) 

226.41 

百萬枚 

16 16.5 
提升政策透明

度 

研議加強貨幣政策

透明化之措施 

負責單位：秘書處 

※ 
非屬可量

化指標 
- 

持續強化對外

溝通，以提升貨

幣政策透明度 

16 16.5 

加強揭露調節

金融、發行通

貨、管理外匯及

經理國庫等業

務資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各項準備金資料瀏

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業務局 

※ 
4,810/528 次 

(2020) 

4,351/443 次 

(2019) 
9,000/1,500 次 

本行網站「央行因

應疫情辦理中小企

業貸款專案融通專

區」辦理情形瀏覽

次數 

負責單位：業務局 

※ 
11,447 次 

(2020) 

11,447 次 

(2020) 

本專區係配合

專案實施期程

設置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中央銀行公開市場

操作資訊瀏覽 /下

載次數 

負責單位：業務局 

※ 
2,233/281 次 

(2020) 

2,105/265 次 

(2019) 
3,200/400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中央銀行標售定期

存單資訊瀏覽 /下

載次數 

負責單位：業務局 

※ 
3,006/284 次 

(2020) 

2,825/273 次 

(2019) 
4,000/400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支付相關資料瀏覽

/下載次數 7 

負責單位：業務局 

※ 

105,011/ 

12,919 次 

(2020) 

95,864/ 

11,964 次 

(2019) 

190,000/ 

21,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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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6 16.5 

加強揭露調節

金融、發行通

貨、管理外匯及

經理國庫等業

務資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每日通貨發行數頁

面瀏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發行局 

※ 
104/7 次 

(2020) 

104/7 次 

(2020) 
170/31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每季新台幣發行數

額及準備狀況頁面

瀏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發行局 

※ 
119/7 次 

(2020) 

119/7 次 

(2020) 
194/31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外匯存底瀏覽 /下

載次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373/115 次 

(2020) 

373/115 次 

(2020) 
350/100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台北外匯市場交易

概況瀏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158/66 次 

(2020) 

158/66 次 

(2020) 
溫和成長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新台幣對美元銀行

間成交之收盤匯率

及出進口外匯收支

統計資料瀏覽 /下

載次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2,121/805次 

(2020) 

2,121/805次 

(2020) 
溫和成長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家數及財務狀況瀏

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2,192/926次 

(2020) 

2,192/926次 

(2020) 
2,500/1,000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外匯與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量瀏覽 /

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外匯局 

※ 
1,380/431 次 

(2020) 

1,380/431 次 

(2020) 
1,500/4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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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6 16.5 

加強揭露調節

金融、發行通

貨、管理外匯及

經理國庫等業

務資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國庫業務資料集瀏

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國庫局 

※ 
48,787/545次 

(2020) 

48,787/545次 

(2020) 
48,920/580 次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金融機構財業務資

料集瀏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金檢處 

※ 
4,525/723 次 

(2020) 

4,525/723次 

(2020) 

瀏覽及下載次

數分別增加
0.5% 

16 16.5 
持續開放本行

財務資訊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本行財務資料集瀏

覽/下載次數 

負責單位：會計處 

計算公式：該年度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本行預算、決算及

會計報表等 3 個資

料集之瀏覽/下載次

數合計 

※ 
593/207次 

(2020) 

593/207次 

(2020) 
655/229 次 

16 16.5 

定期發布金融、

國際收支及資

金流量統計資

訊 

每月定期發布中、

英文版金融情況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每月定

期發布，每年發布

12 次。定期發布則

完成率 100%；每延

滯發布 1 週，完成

率扣 5% (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 
100% 

(2020) 

100%  

(2016) 
100%  

定期發布各經濟部

門「金融性資產負

債項目表」之統計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每年定

期發布，每年發布 1

次。按時定期發布

則完成率 100%；每

延滯發布 1 週，完

成率扣 5%(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 
100% 

(2019) 

100% 

(20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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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6 16.5 

定期發布金融、

國際收支及資

金流量統計資

訊 

定期發布本行國際

收支統計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每季定

期發布，每年發布 4

次。定期上網並提

供民眾查詢則完成

率 100%；每延滯發

布 1 週，完成率扣

5% (特殊情形，不

在此限) 

※ 
 

100% 

(2020) 

100% 

(2016) 
100%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

眾彈性查詢選單-

金融統計資訊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定期上

網並提供民眾查詢

則完成率 100%；每

延滯發布 1 週，完

成率扣 5% (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 
 

100% 

(2020) 

100% 

(2016) 
100%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

眾彈性查詢選單-

國際收支統計資訊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定期上

網並提供民眾查詢

則完成率 100%；每

延滯發布 1 週，完

成率扣 5% (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 
 

100% 

(2020) 

100% 

(2016) 
100% 



 

88 

 

臺灣 SDGs 

政策目標 追蹤指標 
指標

進展 

最新數據 

(年度) 

基礎值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16 16.5 

定期發布金融、

國際收支及資

金流量統計資

訊 

定期上網並提供民

眾彈性查詢選單-

金融性資產負債項

目表統計資訊 

負責單位：經研處 

計算公式：定期上

網並提供民眾查詢

則完成率 100%；每

延滯發布 1 週，完

成率扣 5% (特殊情

形，不在此限) 

※ 
 

100% 

(2019) 

100% 

(2016) 
100% 

16  

提供即時、正

確、便捷與多元

之本行法令規

章查詢服務 

本行法令規章查詢

系統瀏覽人次 

負責單位：法務室 
※ 

2,560,000 次 

(2020) 

2,560,000 次 

(2020) 
5,000,000 次 

註 1.企業申請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總融通額度 4,000 億元。 

2.本項作業未來仍期盼指定銀行或外匯證券商提高外匯收支申報資料之正確性，以降低更正頻

率。 

3.2020 年尚未開辦。 

4.視主要匯出國國別及相關外匯管理規定調整。 

5.本行往來客戶為金融機構及政府機關，數量變動小，函證數位化推動一段時間後，件數會

漸呈穩定，不易成長。 

6.相關機關(構)尚未對外公布統計數據，爰無資料；將俟實際資料公布後，再行研訂。 

7.包含「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交易量」等 46 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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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利害關係人與溝通情形盤點表 

利害關係人類別 項目 內容 

社會大眾 

溝通管道及頻率 

• 本行網站、臉書、民意信箱、電話/不

定期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發布新聞稿，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重

要政策、業務措施及法規增修等，並透

過網站、臉書提供各類業務報告、統計

資料及本行財務資訊，供各界參考 

• 因應時事，不定期更新本行網站與臉

書相關貨幣金融知識專區內容，有助

社會各界解讀本行政策與業務，以及

最新貨幣金融知識 

• 將本行主管法規、函令及草案預告資

料集置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於該平

臺互動專區蒐集民眾意見 

• 民眾可透過各種溝通管道提供建議 

民間企業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各產業別企業參訪/每季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面對面溝通/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諮詢企業有關產業景氣之展望 

• 瞭解相關產業概況 

• 諮詢相關業務運作看法及精進措施 

銀行公會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透過與公會互動並聽取建言，瞭解市

場需求及相關業務之具體可行方案，

作為檢討修正相關法規或業務推動之

重要參考 

金融機構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研討會、座談會、演講/不定期 

• 實地訪查金融機構/不定期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不定期 

• 國庫業務講習/每年 

• 視導或查核國庫相關業務/每年 

• 中央公債交易商評鑑/每年 

參與交流摘要 

• 瞭解金融機構業務概況 

• 透過實地訪查、會議、講習或研討會，

與金融機構就推動各項業務之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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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 項目 內容 

效及面臨之挑戰進行交流；瞭解金融

機構辦理本行各項專案業務情形，敦

促其強化金融中介功能 

• 邀請金融機構之相關議題專家來行演

講或座談 

• 金融機構詢問各項業務疑義，適時溝

通說明 

指定銀行及 

外匯證券商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專案檢查、公文/不定期 

• 電話、電子郵件/每日 

參與交流摘要 

• 透過專案檢查，瞭解指定銀行及外匯

證券商在承作客戶外匯收支業務時，

是否依本行外匯管理相關規範申報 

• 回覆指定銀行及外匯證券商來電或電

子郵件洽詢外匯收支申報問題 

外籍移工匯兌機構

及就業服務機構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必要時 

參與交流摘要 
• 輔導業者辦理申請案件及法規遵循 

• 相關法規釋疑 

於本行國庫局開戶

之中央政府機關 

溝通管道及頻率 

• 臨櫃/不定期 

• 公文/不定期 

• 電話、電子郵件、民意信箱/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辦理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相關業務 

• 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業務精進措施 

電子票證公司 
溝通管道及頻率 • 電話及電子郵件/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硬幣加值機試點營運 

捷運公司 
溝通管道及頻率 • 電子郵件/每月 

參與交流摘要 • 回報硬幣加值機存入枚數 

便利商店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參訪/必要時 

參與交流摘要 
• 4 大超商配合實施「零錢加值服務」，

並取消原 100 元之加值門檻 

債券發行機構及往

來金融機構 

溝通管道及頻率 

• 自行公布之年度發債計畫、債券公開

說明書/每年至少 1 次 

• 自行揭露公布之財務報告書、獨立之

ESG 報告書或其他相關資訊/每年至

少 1 次 

• 來訪或視訊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參與國際型相關會議 

• 參與教育訓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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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 項目 內容 

專家學者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委託研究計畫/每年 

• 本行網站、臉書/不定期 

• 國內外相關議題研討會/不定期 

• 座談會或演講/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透過本行網站、臉書或業務出版品，發

布有關經濟金融、氣候變遷等研究報

告或政策說明 

• 參加國內外研討會，進行意見交流，聆

聽專家學者對相關議題之建議與意見 

• 邀請學者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並將

研究成果揭露於本行網站 

• 邀請學者專家舉辦座談會或專題演講 

立法院 

溝通管道及頻率 

• 業務報告/每年 2 次 

• 專案報告/不定期 

• 考察/不定期 

• 拜會/不定期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每年 2 次赴立法院財委會進行本行業

務報告，不定期專案報告 

• 立法委員考察本行業務或本行前往拜

會說明 

• 依立法委員交辦事項提供本行財務及

相關業務參考資料 

 

• 函覆有關經濟成長與貨幣政策等議題 

監察院審計部 

溝通管道及頻率 
• 本行政策執行情況及相關財務資訊/

每年 

參與交流摘要 

• 審計部審查本行年度決算時，提供當
前經濟金融情勢供參 

• 函覆對本行預、決算及財務資訊之詢
問 

政府機關： 

財政部、金管會、
勞動部、內政部移
民署、行政院主計
總處等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研商法規修訂、交換業務管理經驗 

• 討論申辦案件 

• 函覆對本行預、決算及財務資訊之詢
問 

• 每季參加主計總處召開之國民所得評
審委員會，針對所提 GDP 與其分項之
預估數字提問與建議 

• 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相關業務運作及
精進措施 

財金公司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工作報告/每季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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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 項目 內容 

參與交流摘要 

• 瞭解財金公司重要業務辦理情形，並

交流意見 

• 業務推動如涉及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

調整事宜，規劃期間邀請財金公司共

同研商 

• 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券相關業務運作及

精進措施 

台灣票據交換所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工作報告/每季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瞭解票交所重要業務辦理情形，並交

流意見 

中央印製廠、中央
造幣廠 

溝通管道及頻率 
• 公文、電子郵件、電話/不定期 

• 會議/不定期 

參與交流摘要 
• 對鈔券整理、硬幣流通等相關業務提

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