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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金融體系的國際比較

(一)台灣金融市場WEF排名

(二)台灣資本取得的國際排名

(三)台灣的金融自由度

(四)台北在金融中心指數排名

(五)檢討



(一)台灣金融市場WEF排名

2018年部分中項指標及其細項排名/140
金融體系 7

逾放比率 1
保險費總額占GDP比重 1
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 5
中小企業取得融資程度 6
企業或企業集團操縱市場程度 7
銀行健全度 19
創投提供服務 22

資料來源: <全球競爭力報告>, 世界競爭力論壇 (WEF).
* 自2018年起採用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 4.0」（GCI 
4.0）。惟其評比編製方式因有大幅度調整，故與過去年度排
名進行比較時似宜留意可用性。

全球競爭力指數
2018*     17–18 16–17

經濟體 排名 排名 排名
美國 1 2 3
新加坡 2 3 2
德國 3 5 5
瑞士 4 1 1
日本 5 9 8
荷蘭 6 4 4
香港 7 6 9
英國 8 8 7
瑞典 9 7 6
丹麥 10 12 12
台灣 13 15 14
韓國 15 26 26
中國大陸 28 27 28

• 台灣在2018 WEF( 140經濟體)全球競爭力整體排名提升到第13
• 中項指標金融體系排名第7 . 其中,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名列

第5,中小企業取得融資程度第6,頗受肯定.但銀行健全度排名
19，創投提供服務排名22，相對落後.



(二)台灣資本取得的國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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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取得指數

2009 2008
經濟體
(122) 排名 分數 排名

加拿大 1 8.25 1
香港 2 7.99 2
英國 3 7.95 4
新加坡 4 7.92 5
美國 5 7.88 6
瑞士 6 7.68 3
南韓 12 7.39 12
馬來西亞 15 7.06 13
日本 23 6.72 15
以色列 25 6.66 21
台灣 26 6.54 24
泰國 27 6.51 32
中國 32 6.00 45

資料來源: <2009資本取得指數> , 美國密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
2010/4.
*  米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由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於
1991年成立，為一非營利且中立的民間智庫，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
聖他莫妮卡市(Santa Monica)，該智庫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金融市
場、經濟發展與衛生健康，其致力於推動各種得以促進資本取得、
創造就業機會、增進人類健康等的合作方案，以提升全球的繁榮。

資本取得指數組成項目 排名/122
總體經濟環境 37
制度環境 20
銀行業金融機構 32
股票市場發展 3
債券市場發展 40
替代性資金來源 29
國際資金 19

• 台灣資本取得排名第26名,落後亞洲地區香港、新加坡、南韓、馬
來西亞、日本及以色列,為四小龍之末,甚至在馬來西亞之後.

• 股票市場發展名列第3,但銀行業金融機構與債券場發展分居第32
名與第40名,有極大發展改進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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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heritage.org/index/country/taiwan

• 2019年台灣在美國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經濟自由度評
價77.3分,屬大致自由(Mostly Free),排名由第13名上升至第10名,在
亞太地區排名第5名,落後香港(第1名)、新加坡(第2名),但仍領先南
韓(第29名)、日本(第30名) 及中國大陸(第100名) .

• 台灣金融自由度2006年以來一直維持在50分, 屬大致不自由
(Mostly Unfree),主要係受銀行效率與政府對金融機構具控制影響
力,惟2014年起上升至60分迄今, 屬稍微自由(Moderately free),在亞
洲四小龍中墊底,落後香港(90分)、新加坡(80分)、南韓(70分).

(三)台灣的金融自由度

註:依評價分數區別為五種自由度, 0-49.9 Repressed, 50-59.9 Mostly 
Unfree, 60-69.99 Moderately free, 70-79.99 Mostly Free, 80-100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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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北在金融中心指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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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綜合指數

2019/3 2018/9 2018/3
城市(102) 排名 排名 排名
紐約 1 1 2
倫敦 2 2 1
香港 3 3 3
新加坡 4 4 4
上海 5 5 6
東京 6 6 5
多倫多 7 11 7
蘇黎世 8 9 16
北京 9 8 11
法蘭克福 10 10 20
台北 34 32 30
首爾 36 33 27
資料來源: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英國智庫Z/Yen集團（GFCI）

• 台北金融中心今年3月的排名再次從第32名滑落到第34名,落後東
亞地區的香港(3)、新加坡(4)、上海(5)、東京(6)、北京(9)、深圳
(14)、青島(29)及大阪(31),一年前是亞洲四小龍之末,但目前已排
在首爾(南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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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

1. 香港與新加坡經濟自由度與金融自由度均名列前茅,
台灣經濟自由度雖仍領先南韓，但金融自由度在亞
洲四小龍中墊底。

2. 台灣多項有關債市與資本取得之競爭力指標明顯不
足，國內長期以來資金外流，應與提供商品與服務
之多樣性偏弱有關，以致內、外資在國內金融投資
均偏向股市，凸顯金融業務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3. 台北金融中心之地位今年雖然已經被GFCI肯定，從
Local提升至International，實與台灣持續對外投資
、經貿活動活絡有關。然而，面臨相對快速發展中
的中國大陸及多變的貿易摩擦，台灣似應善用本身
位處亞洲樞紐，以及全球科技產業重鎮等優勢，加
大金融業開放幅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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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十年來台灣金融政策發展的重點

(一)2010-2013年金融發展五大方案(計畫)
(二)2016年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

(三)2017年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四)2018年金融發展行動方案

(五)2019年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

(六)檢討



(一)2010-2013年金融五大方案（計畫）

(八大執行策略)

(十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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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產業現況

金融業資產規模與產值
資產管理規模
我國金融基礎建設與服務
金融業提供就業情形

八 大 策 略

(一)金融帶動產業創新轉型。 (二)推動數位化金融。 (三)發展資產管理業務布局亞太。 (四)推動高齡化金融創新。
(五)擴大金融進口替代。 (六)強化差異化監理。 (七)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八)推動金融稅制合理化。

問題與檢討
實體經濟發展瓶頸
金融產業結構與產業鏈附加價值待提升
金融機構與消費者資訊落差有待導正
兩岸金融交流及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存有
不確定性

影響金融產業發展重
要關鍵趨勢

國民儲蓄與投資趨勢
人口結構變化
金融科技發展
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經
濟崛起

願 景
創新金融發展 帶動產業轉型 促進經濟成長 滿足高齡需求

目 標
 金融帶動整體產業，打造創新創意基礎工程，開創金融科技新產業，增加在地就業，提升經濟成長。
 發展多元化金融創新商品，引導金融支持長照及退休年金。
 強化資本市場動能，擴大資產管理業務規模，並培育金融專業人才。
 期許臺灣金融業能活躍於亞洲地區，打造臺灣成為具指標性之亞洲區域金融重鎮。

四 大 面 向

(一) 運用金融資源及專業帶動經濟轉型創新 (二) 發展具臺灣特色之跨國資產管理業務
(三) 強化差異化管理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四) 建立具國際競爭力之稅制強化金融市場動能

(二)2016年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



(三)2017年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 方案背景

– 金管會為配合我國非核家園、能源轉型、環境減排等重
大政策，經參酌綠色金融之國際發展趨勢，研議「綠色
金融行動方案」，行政院106年11月6日核定

• 7大面向

– 涵蓋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促進綠色金融商
品或服務深化發展、資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7大面向
，25項措施

– 由金管會、經濟部、財政部、國發會、環保署、國發基金等部
會合作推動，期能促進金融資源，挹注綠色產業與綠色消費生
活，創造金融、實體產業與社會環境三贏

• 方案目標

– 短期：協助綠能業者，尤其是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發電業者取
得營業發展所需之相關資金。

– 中長期：藉由各部會協力推動對環境友善的規範或措施，促使
金融市場引導實體產業、投資人、消費者重視綠色永續，讓台
灣轉型為綠色低碳經濟、綠色投資、綠色消費與生活



面向

推動
重點
及

具體
措施

增加整併誘因並鼓勵創新
提升金融競爭力

增加國際金融網絡
攜手臺商開拓市場

金融聯合產業
促進經濟發展

引資攬才
建構國際理財平台

營造友善投資環境
推動制度與國際接軌

擴大金融創新
促進商品多元化

形塑公司治理文化
提升臺股能見度

增加併購誘因
提升產業競爭力

促進多元保險保障
發揮保險安定社會人心功能

設置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培育創新創業

擴大金融科技展
爭取國際商機

主軸 鼓勵整併
建構理財平台

治理升級
行銷臺股債市

樂齡扶弱
完備社會安全網

科技創新
普惠金融服務

• 調降金控公司首次投資其他金融
機構應取得控制性持股之規定，
提供先參股合作再整併之機會

• 參股期間資本計提彈性規定

• 開放設立純網路銀行

• 鼓勵金融業重視金融專利與從事
金融創新研發，推動電子化支付
之運用及創新

• 提升公司治理國際化發展之基礎

• 提升總行全球營運管理能力

• 攜手產業開拓市場

• 優先考量在無或稀少地區分支機
構之申設

• 融資面：供應中小企業、5+2
產業所需資金，提升
銀行專案融資能力及
風險控管

• 投資面：放寬銀行投資策略性產
業之程序及持股限制

• 籌資面：協助公共建設及產業以
證券化方式籌資，以私
募、公募接軌募資。

銀行業 保險業 金融科技證券期貨業

• 鬆綁銀行辦理債券業務規範

• 提供具臺灣特色之金融商品，
引進國外新金融商品

• 吸引亞太資金回流；利用我國
OBU作為理財及資金調度中
心，並對高端客戶採差異化管
理

• 營造最適上市櫃環境、行銷資本市場
優勢、設置臺商專責服務窗口，解決
籌資障礙、延長庫藏股轉讓員工期限
及促進債券市場多元發展

• 推動證券市場逐筆交易制度及建置國
內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制度，接
軌國際

• 開放證券商發行指數投資證券
(ETN)及權證連結標的多元化

• 推展全權委託機器人理財顧問服務

• 推動美國那斯達克100指數期貨、
布蘭特原油期貨掛牌，另增加更多
元盤後交易商品

• 啟動「新版公司治理新藍圖(2018-
2020)」及修正證券交易法，增訂
罰則、裁罰額度及裁罰態樣

• 推動永續指數運用及揭露上市櫃公
司薪資費用資訊與公告英文資訊，
以根植企業社會責任文化並與國際
接軌

• 提高證券商整併誘因

• 放寬證券商轉投資創投事業限制

• 完善亞洲國家資料庫建置，協助
證券商海外布局

• 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亞洲區域基金
護照，拓展海外銷售市場

• 提供多重誘因獎勵，推動保障及
高齡化商品，完善保險安全網

• 擴大微型保險保護傘，保障經濟
弱勢者基本生活

• 檢討商品審查規定，加速創新商
品上市，提高業者開發意願

營造友善投資環境
引導保險資金協助經濟發展

• 放寬保險業投資社會福利事業得
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 擴大推動「鼓勵保險業辦理新創
重點產業投資方案」

• 降低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等
投資國內公共投資適用之風險資
本計提係數

• 擴大國內固定收益市場

建置數位化保險基礎建設
推動保險科技發展

• 建置關鍵基礎建設，有效整合產
業資源

• 檢討鬆綁法規，提升投保便利性

建構新一代保險監理制度
與國際接軌

• 建立我國「股票逆景氣循環機
制」

• 建立國外投資風險差異化管理措
施

• 建置新一代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
制度

• 通盤檢討保險法

推動創新實驗機制
發展臺灣金融科技創新基地

• 成立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
心，啓動政府與業者之溝通
對話機制

• 推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
制，加速創新商品及服務之
推出

• 實驗前提供前店後廠之諮詢
輔導機制

• 實驗後提供媒介合作及創業
輔導協助

• 設置金融科技實體園區，發
展創新生態圈

• 建立數位沙盒研發資源平
台，協調產業提供開放數據
與API，促成創新領域主題
實驗，厚實研發能量

• 強化國內外金融科技機構雙
向合作交流，打造金融科技
國際聚落跨域共創，協助業
者發展國際巿場

• 臺灣金融科技亮點展示包括
金融科技體驗、金融科技主
題展示

• 金融科技博覽會包括金融機
構創新展區、金融科技新創
展區、國際金融科技聯合展
區、全國校園金融科技展區

• 國際趨勢研討會包括國際趨
勢論壇、產業高峰論壇、新
創發表

• 提供業務、募資及人才等3
大媒合活動

(四)2018年金融發展行動方案

• 行政院
2018年6
月14日通
過的「金
融發展行
動方
案」，分
為「銀行
業」、
「證券期
貨業」、
「保險
業」及
「金融科
技」等4
大面向，
未將「公
股銀行」
納入。



(五)2019年「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

• 立法目的

– 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
，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行政院會4月11日通過

• 稅率
– 第一年匯回者適用8%稅率，第二年匯回者適用10%稅率

• 資金用途

– 不得用於購置不動產。但經經濟部核准投資用於興建或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者，不在此限

– 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資金，得從事實質投資、金融投資
及自由運用，並定明自由運用及金融投資(存入信託專戶
或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內從事金融投資)之限額分別為5%及
25%

– 信託專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內資金管理運用範圍與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 金融投資或外匯存款專戶之資金均於專戶內存放達5年期
限屆滿後，才能分三年提取各三分之一



(六)檢討

1. 台灣1980年代推動「亞太營運中心－亞太金融中心」最具前瞻
性，其後逐年降為推動「區域金融服務中心」、「資產管理中
心」、「籌資平台」等，顯示金融發展政策多年來無適當的願
景，自然就缺乏努力目標。

2. 金融及保險業名目生產毛額占GDP比重最高為2002年7.86%，然
後逐年降至2010年最低6.19%，2018年為6.83%，顯示金融產業
的功能有縮小趨勢。

3. 台灣資本市場近十年來也未發揮資金媒合的功能，例如直接金
融從2005年25.65%降到2018年僅18.93%，亟待改善。

4. 台灣金融機構規模一向甚小，過去曾推動整併工作，但近年來
已經停止，為提高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宜再推動整併。

5. 近年為吸引台資回流而擬定「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草案，但外人直接投資（FDI）金額在國際上卻敬陪末座，
宜設法改進，並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6. 中美貿易戰似有成為長期化的趨向，中美兩國均為台灣主要的
貿易夥伴，其衝突對我經濟及金融必有影響，各界人士均表憂
心，宜有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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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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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研擬具開創性及前瞻性的「金融發展政策藍圖」。

2. 強化「金融監理機制」：加強推動「分級監理制度」
，並制定「資產管理法」，鼓勵金融機構朝向優質化
之經營管理。

3. 積極推動「金融開放及創新」，尤應循序穏健執行「
金融沙盒」之實驗機制。

4. 有效執行「金融整併」政策，提高金融業之規模及競
爭力。

5. 除有效吸引台資回流外，政府應該加強吸引外人直接
投資(FDI), 金融業也充分配合，以提升台灣產業之研發
及生產新產品之能力，強化台灣經濟之競爭力。

6. 有效因應中美貿易戰之拖延及可能衝擊，行政院應責
成國發會協調財經部會成立專案小組，研擬有效對策
實施，促進經濟及金融之穏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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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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