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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節  任務範圍 

本（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海外分支機構遍布亞、歐、

美各洲，因當地法令規章、國情語言與習慣不同，致各分支

機構經營環境差異頗大，實有必要派員瞭解其經營成果及

預、決算執行情形，爰簽准核派會計處林副會計長敏宗及蘇

科員俊誠赴部屬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在美國加州洛杉

磯及日本東京之分行，瞭解其預、決算辦理情形及當地與銀

行業相關之稅務法令規定。 

查核期間，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分別核派其會計室

林高級專員振東及洪主任重信協同前往，自民國 9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7 日，查核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分別位於

美國加州洛杉磯之分行，另同年 6月 18日至 21日，則由前

開會計處二位同仁及臺灣銀行林高級專員共三人前往臺灣

銀行日本東京分行繼續查核。 

承蒙前述三分行主管暨同仁鼎力配合，協助提供其所在

地經濟、金融及稅務法令等相關資料，使得本次之查核工作

及報告得以如期順利完成及充實，謹此致謝。受限於出國期

間較短，本報告有關稅務法令規定方面，僅介紹當地與銀行

業相關之稅務法令規定。 

 

第二節  編排說明 

本報告共分成五章，以下第二章說明查核臺灣銀行美國

加州洛杉磯分行預、決算辦理情形及瞭解美國與銀行業相關



之稅務法令規定情形，首先介紹美國之經濟情勢、金融概況

及其對銀行業之稅務法令規定，接續介紹臺灣銀行美國加州

洛杉磯分行成立沿革、人員與組織配置、營運情形、預、決

算執行情形及內部控制實施情形；第三章為查核臺灣土地銀

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預、決算辦理情形；第四章說明查核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預、決算辦理情形及瞭解日本與銀行

業相關之稅務法令規定情形，首先介紹日本之經濟情勢、金

融概況及其對銀行業之稅務法令規定，接續介紹臺灣銀行日

本東京分行成立沿革、人員與組織配置、營運情形、預、決

算執行情形及內部控制實施情形；第五章總結查核心得與建

議。 

 

 

 

 

 

 

 

 

 

 

 

 

 

 

 

 

 

 

第二章  查核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預、決算



辦理情形及瞭解美國與銀行業相關之稅務

法令規定 

第一節  美國之經濟情勢 

MOODY’S 及 STANDARD & POOR’S 等國際著名信用評等公

司目前對美國之信用評等等級均為最佳之 AAA級，顯示美國

政經安定，債信良好。另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及 

EUROMONEY 兩雜誌對全球國家之政治風險、經濟表現、信用

等級及負債指數等風險之評估，美國之世界排名分居第七名

及第五名，表示美國投資環境相當優越（註一，第 17頁）。 

美國係世界頭號工業強國，具有高度發達之現代市場經

濟，其勞動生產力、國內生產總值和對外貿易額均居世界首

位。其科技力量雄厚，尤其電腦、醫藥、航太及武器裝備等

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科技之發展促進美國自 1991 年至

2000年來長達十年之榮景（註二，第 17頁）。 

美國經濟自 2001 年 3 月起呈現衰退，之後受到當年 9

月 11 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遭恐怖份子以挾持飛機撞擊

倒塌（以下稱簡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影響，更是雪上加霜。

2002年 4月之失業率上升至 6％，為八年來之最高點，顯示

疲軟已久之就業市場尚無改善跡象。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於

同年 5 月 7 日開會後，決定保持美國聯邦基本利率為 1.75

％，創 40 年來新低，又為企業及消費者借款之基本放款利

率為 4.75％，亦為 36年來新低（註三，第 17頁）。 

依據美國ＭONTREAL 經濟報告指出，美國經濟規模為 10

兆美元，911恐怖攻擊事件耗損美國 2001年第三季及第四季

各 0.5％之經濟成長率，使得該年經濟成長率僅 1.4％。該



恐怖攻擊事件影響貿易物流、保險及運輸等成本，並打擊美

國消費者信心及就業機會。茲因消費者支出佔美國國內生產

毛額之三分之二，一再攀升之失業率，使消費者更加關切收

入及工作問題，可能影響美國之經濟發展。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一再以財經及貨幣政策刺激

經濟復甦，主要包括： 

一、提前實踐布希總統競選時所提十年內進行 1.6 兆美元減

稅方案之「大承諾（BIG PROMISE）」政策。 

二、增加政府支出，擴大內需市場，包括可於兩年內動用之

400億美元緊急支出及 150億美元航空業紓困方案。 

三、採用寬鬆之貨幣政策，於一年內降息 11次。 

雖然學者專家肯定美國政府實施之多項財政政策及刺激

景氣方案，惟經濟回穩需要時間，部分經濟學家如德意志資

產管理公司費恩曼則認為，美國企業在 1990 年代末期採購

設備過剩，企業資本支出不會很快回升，在未回升前，不算

完全復甦。許多經濟學家持續看淡美國 2002 年下半年經濟

成長之步伐，並預期該年經濟成長率為 2.8％，2003 年可望

加快至 3.5％（註四，第 17頁）。 

 

第二節  美國之金融概況 

美國金融體系採「雙軌銀行制度（ DUAL BANKING 

SYSTEM）」，依設立登記之機關，分為聯邦及州政府銀行，設

立銀行者可任意選擇向所在地之州政府或向聯邦政府申請



特許執照。主要之差別係，向聯邦政府註冊之銀行由通貨監

理署（OFFICE OF COMPTROLLER OF CURRENCY，簡稱 OCC）發

行執照與管理，冠以“NATIONAL BANK”之名稱；向所在地

之州政府註冊之銀行則由各州之銀行署（STATE BANKING 

AUTHORITH）負責核發銀行執照。 

依據 1913年之聯邦準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聯邦註冊銀行必須強制加入聯邦準備體系成為其會員銀

行，另自 1935 年起，聯邦註冊銀行又必須為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簡稱 FDIC）之會

員。至州註冊銀行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加入聯邦準備體系或聯

邦存款保險制度，但若加入聯邦準備體系就必須同時加入聯

邦存款保險制度。所有接受零售性存款之商業銀行均須參加

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所提供之保險，每一存款帳戶之最高保

險額為 10萬美元。 

美國之金融機構可概分為聯邦準備銀行、商業銀行、儲

貸銀行及外國銀行等，以下分別簡介之： 

一、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即為美國之中央銀行，其下有十二

個地區聯邦準備銀行負責美國資金調配與管理。美國聯邦準

備理事會要求會員銀行在其所在地區之聯邦準備銀行存有

一定數額之準備金，其數額由聯邦準備理事會根據各銀行之

存款額，按一定之比率計算而得。加州屬於第十二區，總部

設於舊金山。 

二、商業銀行 

無論是州立案或聯邦立案之商業銀行，其業務範圍均可



涵蓋一般存款及放款業務。放款又可細分為一般之商業貸

款、消費性貸款、住宅抵押貸款以及中小企業貸款等。規模

較大之商業銀行並設有國際部門，處理外匯業務、信用狀、

託收及國際聯貸案；或設立信託部門從事債券投資與信託服

務；或成立交易室，從事各種外匯交易及各種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交易等。 

三、儲貸銀行 

儲貸銀行係屬傳統上因應地方社區或一般消費者之需要

而成立之小型金融機構，包括儲蓄銀行、信用合作社及儲蓄

貸款協會等。 

儲蓄銀行在特定之社區推廣儲蓄，將中低所得家庭之儲

蓄資金運用於放款及投資優質證券。亦即吸收儲蓄存款，再

以該資金投資於長期房屋貸款、消費性貸款、長期債券或優

先股等。 

信用合作社與儲蓄銀行相似，也是為提倡儲蓄而設立。

資金來源為會員之儲蓄存款或出售股權予會員之所得。信用

合作社之創辦人大多為大型公司，而其會員則為公司之雇員

或關係企業，放款之對象則以其會員為主。 

主要為個人及家庭服務之儲蓄貸款協會，從家計部門接

受資金，並將大部分之資金運用於長期住宅押抵貸款。 

美國之銀行在 80年代約有 1 萬 5千家，經過 90年代併

購風潮後，截至 2001 年止營運正常之銀行剩下 9,613 家，

包括商業銀行 8,080 家及儲貸銀行 1,533 家。 

營運正常之美國商業銀行 2001 年底總資產 6.57 兆美



元，較 1990 年底 3.39 兆美元，增加 93.18％；淨值 5,975

億美元，較 1990 年底 2,186 億美元，增加 173.33％；該年

度稅後盈餘 743億元，較 1990年度 160億美元，增加 364.38

％。又營運正常之儲貸銀行 2001年底總資產 1.30兆美元，

較 1990年底 1.26 兆美元，僅微幅增加 3.14％；淨值 1,096

億美元，較 1990年底 675 億美元，增加 62.37％；該年度稅

後盈虧由 1990年度虧損 47億美元轉為獲利 133億美元。 

另營運有問題之銀行方面，截至 2001 年底共 114家（包

括商業銀行 95 家及儲貸銀行 19 家），總資產 400 億美元，

分別較 1990 年底 1,492 家及 6,400 億美元下降十餘倍；倒

閉之銀行，自 1990 年至 2001年底，共有 937家。 

美國之銀行雖然已積極轉銷呆帳，仍無法遏止逾放比率

之高漲，2001 年第四季轉銷呆帳 127 億美元，較 2000 年同

期增加 39億美元，增幅達 44.2％，惟 2001年之逾放比率仍

持續升高為 1.31％，全年度商業銀行逾期放款增加 121億美

元，增幅達 28.1％（註五，第 18頁）。 

四、外國銀行 

依據1991年頒布之外國銀行加強管理法案（THE 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 OF 1991），所有外國

銀行在美國設立分支機構之申請案，均須送聯邦準備理事會

作最後之核可。外國銀行成立後，須接受聯邦準備理事會、

州銀行署、通貨監理署或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嚴格業務檢

查，如果未達到標準，輕則限期改進，重則罰款甚至勒令停

業。因此在美國之外國銀行必須嚴守各項金融法令規章及內

部控制制度。 



外國銀行加強管理法案禁止外國銀行之分行吸收 10 萬

美元以下之存款，但外籍人士以外國護照辦理開戶，則不受

限制。至外國銀行之子行已參加聯邦存款保險者，則可吸收

當地居民或公司 10萬美元以下之存款。 

截至 2001 年底，外國銀行在美國設立之分支機構共有

604家，總資產 1兆 3,889 億美元。臺灣之銀行共有 26 家，

總資產 156 億 8,300 萬美元，僅佔美國外國銀行總資產之

1.13％，主要集中在紐約及洛杉磯等東、西兩岸金融中心，

分別有 8家及 13家，其他地區僅有 5 家（註六，第 18 頁）。 

 

第三節  美國及加州對銀行業之稅務法令規定 

茲將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必須

繳納之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分行利潤稅、分行利息稅

及加州營利事業所得稅介紹如下： 

壹、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基礎為營運收入扣除美

國國稅局（IRS）認可之支出及以前年度課稅損失後，其淨

額即為課稅所得（TAXABLE INCOME），將課稅所得乘以累進

稅率，便是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 

美國國稅局認可之支出中不包括呆帳之提存及分行向總

行借入之資金所產生之利息費用等項目。倘若營運虧損，可

將該損失選擇往前二年，或往後二十年扣抵，若選擇往前二

年，則前二年所繳納之稅款可以退回。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累進稅率級距如表 2-1。 

表 2-1：美國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表 

課稅所得 稅率 

50,000 美元以下 15% 

50,000 美元至 75,000美元 25% 

75,000 美元至 100,000美元 34% 

100,000美元至 335,000 美元 39% 

335,000美元至 10,000,000 美元 34% 

10,000,000 美元至 15,000,000美元 35% 

15,000,000 美元至 18,333,333美元 38% 

超過 18,333,333美元 35% 

另在美國之外資企業得應用外國稅額抵減（FOREIGN TAX 

CREDIT），亦即該分行若在其他國家獲得利潤並已繳納當地

國家所徵收之所得稅，該項稅款可自美國國稅局繳納之稅款

中扣除，以免雙重課稅（註七，第 18頁）。 

貳、分行利潤稅(BRANCH PROFIT TAX) 

分行利潤稅係指自 1987 年起對外國銀行在美國分行之

「約當股息金額（DIVIDEND EQUIVALENT AMOUNT）」課徵 30

％之稅賦。稅後盈餘中視為匯回總行之部分稱為約當股息金

額，倘若外國銀行在美國分行之稅後盈餘不匯回總行而留在

美國繼續投資，則免繳分行利潤稅，若盈餘持續增加而與資

產有一定比率關係之淨值卻未同步增加或甚而減少時，必須

繳交 30％之分行利潤稅。 

有關淨值之計算，得就實際比率法及固定比率法二者選

一，惟一經選定，五年內不得變更，變更時需美國國稅局核



准。 

一、實際比率法：係指按決算日外國銀行全行之淨值占資產

之比率乘以決算日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資

產。依該法計算時，外國銀行全行之資產

及負債必須每年依照美國稅務規定之方法

分類。 

二、固定比率法：係指淨值與認定資產呈現一定之比率關

係，自 1996 年起，該比率為 7％，即淨

值按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資產之 7％計算。 

茲將分行利潤稅之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淨值＝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資產×7％ 

當年度調整後之稅後盈餘＝當年度稅後盈餘減除美國

聯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

加回免稅之利息收入等 

分行利潤稅＝「當年度調整後之稅後盈餘－（當年底

淨值－上年底淨值）」×30％ 

固定比率法下之分行利潤稅釋例詳表 2-2（第 19頁）。 

參、分行利息稅(BRANCH-LEVEL INTEREST TAX) 

分行利息稅係指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支出超過美

國分行帳載利息支出部分，將視同該美國分行付給外國銀行

代表性放款之利息，若該超額利息無特別免稅或減稅之租稅

協定，則須課徵 30％之分行利息稅。其免稅額以截至決算日

止之外國銀行全行之計息存款占計息負債之比率或 85％二

者孰高者為準。 



其理論基礎為外國銀行在美分行所支付之利息費用應視

為一個美國之銀行所支付之利息，因此其超額利息應如同美

國之銀行一樣地課稅。 

上開「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支出」係指就調整後

美國帳簿法或個別貨幣法二者擇一適用之數。茲先介紹「調

整後美國帳簿法」，該法係指下列三式之一： 

一、 若帳載負債金額大於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 

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支出 

=帳載利息 ×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帳載負債 

二、 若帳載負債金額等於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 

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支出=帳載利息 

三、 若帳載負債金額小於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 

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支出 

=帳載利息＋（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帳載負債）×美

國境外平均美元利率 

美國境外平均美元利率 

=全行帳上美元負債之利息支出/全行帳上美元負債 

至「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請參考前開介紹之實際比

率法或固定比率法計算（第 10頁）。 

另以「個別貨幣法」計算之可認列減除之美國分行利息

支出等於各幣別認定之美國分行之負債乘以各幣別全球平



均借款利率之加總。而各幣別全球平均借款利率等於各幣別

全行利息支出除以各該幣別全行平均負債。 

分行利息稅釋例詳表 2-3（第 20頁）。 

肆、加州營利事業所得稅 

美國除內華達、華盛頓及懷俄明等三州外，各州或按累

進稅率或按單一稅率課徵州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加州而言，

係以單一稅率 10.84％課徵，其計算方式為課稅所得×加州分

配比例×10.84%。 

至加州分配比例為加總以下三式比率後除以 3。 

一、加州毛收入（不包括 IBF）/全美國毛收入（包括 IBF） 

二、加州資產（不包括 IBF）/全美國資產（包括 IBF） 

三、加州薪資/全美國薪資 

所謂 IBF係指外國銀行在美國分行所附設之境外金融分

行（INTERNATION BANKING FACILITY，簡稱 IBF），其對外國

公司、外國人及其他 IBF之交易免課徵加州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四節  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成立沿革、

人員與組織配置 

一、成立沿革 

為因應金融國際化之趨勢及配合臺灣成為區域金融中心

之政策，臺灣銀行先後於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設立營業據點，

考量美國加州洛杉磯大都會區係美國最大都會區，洛杉磯市

為全美第二大城市，其機場及海港吞吐量為世界最頻繁者之



一，商機蓬勃，擁有許多台商，爰於民國 80年 6月 15日在

該行紐約分行先成立洛杉磯分行籌備處，經向加州銀行局

（現改名為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加州

金融局）提出設立分行之申請，於同年 12月 18日獲准後，

旋即依照外國銀行加強管理法案向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提

出申請，民國 82 年 3 月 18 日獲准設立，同年 3 月 25 日正

式開業，目前行舍室內面積 338坪。 

二、人員與組織配置 

截至民國 91 年 5月底止，該分行成員共有 15人，包含

由總行派赴 5人及當地僱用 10人，其職務分配如下： 

表 2-4：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人員配置情形表 

姓名 職稱 職務 備註 

林○宏 經理 綜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葉○元 副經理 佐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林○益 高級襄理 存匯、外匯及電腦資訊管理 總行派赴 

戴○凱 中級襄理 會計主辦 總行派赴 

陳○瑩 初級襄理 總務及交易室 總行派赴 

陳○雄 研究員 存匯及外匯 當地僱用 

徐○森 研究員 授信 當地僱用 

黃○蓉 課長 授信 當地僱用 

陳○莉 領組 存匯及外匯 當地僱用 

張○玲 領組 授信 當地僱用 

游○卿 領組 授信 當地僱用 

蔡○君 辦事員 會計助理 當地僱用 

林○姿 辦事員 授信帳務 當地僱用 



姓名 職稱 職務 備註 

鍾○曜 辦事員 電腦資訊管理 當地僱用 

鄭○佛 助理員 總務 當地僱用 

 

第五節  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之營運情形 

臺灣銀行洛杉磯分行於 1993 年 3月 25日正式開業，目

前由總行派赴之同仁有 5 人，當地僱用者有 10 名。該分行

持有美國加州政府核發並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核准之批

發性業務分行（WHOLSALE BRANCH）執照，雖可敘作綜合性

銀行業務，惟受理當地居民或公司行號之存款，首次存入金

額需達 10 萬美元以上，致存款業務受到很大之限制，其主

要業務項目包括： 

一、貨幣市場操作：包括銀行同業拆放及拆借。 

二、外匯市場操作：以規避外匯部位風險為主要操作目的。 

三、買入有價證券：係以賺取利差為主要考量之短期票券買

賣。 

四、授信業務：參與國際聯貸（截至民國 90 年 5 月底止餘

額 2 億 1,031 萬 9 千美元），以提昇臺灣銀行在國際金融

市場能見度及支援海外臺商之營運為主要業務導向。 

五、其餘尚有少部分信用狀通知、授權付款、出口押匯、進

口開狀、託收、存款及匯款等。至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則僅接受客戶委託敘作，風險由客戶承擔。 

茲將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最近五會計年度營運

狀況及收支消長原因分析如表 2-5 及表 2-6（第 21 頁至第

22 頁），該分行最近五會計年度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暨各項



財務比率列示如表 2-7至表 2-9（第 23頁至第 27頁）。 

 

第六節  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預、決算辦

理情形及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壹、 預、決算辦理情形之查核 

一、預算員額與用人待遇方面 

該分行用人費用與各項獎金、福利費之支付，係依據「財

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駐外人員待遇預算表」及相關規

定辦理。至當地聘僱人員之進用及支薪與考核等，則依當地

「人事政策手冊」辦理。 

二、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方面 

該分行除民國 90 會計年度訂購電腦設備 5 萬 3 千美元

外，大部分之固定資產均為開業時購置，經抽查已依據「政

府採購法」、「臺灣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辦理採購業務作業須

知」及「臺灣銀行辦理採購業務內部審核作業要點」等規定

辦理。 

三、業務費用執行方面 

該分行業務費用之執行，均能在原定之預算範圍內開

支，民國 87 至 90 會計年度業務費用約為民國 86 會計年度

之 102％至 104％，各項費用支出經抽查均符合規定，尚無

浮濫情事，撙節情形尚稱良好。 

四、備抵呆帳之提列方面 

依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與加州金融局之規定，該分行應

自行訂定備抵呆帳之提列原則，該原則包括對特殊問題貸款

之評定、貸款組合之風險估計、貸款組合之外在影響及其他



因素。其提列備抵呆帳損失之標準如下： 

1、合格之放款      不超過 1.0個百分點 

2、需特別注意之放款   不超過 5.0個百分點           

3、低於標準之放款    不超過 15.0個百分點 

4、收回困難之放款    不超過 50.0個百分點 

5、呆帳                  列入呆帳轉銷 

該分行民國 89 年底及民國 90 年底逾期放款分別為 18

萬美元及 489萬 9千美元，備抵呆帳餘額分別為 340 萬 2千

美元及 423 萬 4 千美元，分別占各該年底放款餘額之 1.055

％及 1.412％。 

五、 最近五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 

謹將該分行最近五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彙總如表

2-10（第 28 頁），以民國 90 會計年度為例，該分行除貨幣

市場之拆放外，其餘主要業務如貨幣市場之拆借、資本市場

及存、放款等業務皆未能達成總行核定之目標，致盈餘 362

萬 2千美元，僅達成核定目標之 77.06％（註九，第 18 頁）。 

貳、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一、 民國 91年 4月 15日美國加州金融局及民國 90 年 4月

9 日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暨民國 90 年 10 月 22 日臺灣銀

行稽核室等最近一次查核該分行內部控制所提之缺

失，均已遵照改善。 

二、該分行已按當地法令規定，訂定各項業務準則共計 35

種，並依照總行所訂「國外分支機構授信業務處理準



則」、「國內與國外分支機構協調辦理授信業務作業準

則」、「聯合授信作業準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國外

分支機構辦理國際金融業務作業準則」、「國外分支機構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準則」及「國外分支機構

稽核辦法暨內部控制注意事項」等作為日常業務操作之

依據，經抽查結果尚無發現重大缺失。 

三、該分行為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及落實內部稽核功能，皆能

依照總行行務稽核準則之規定，辦理自動查庫、自行抽

查行務及專案查核等事宜。 

四、有關會計憑證帳冊之管理，均依照本部函頒「金融機構

檔案管理注意事項」及該分行業務處理手冊會計篇辦

理，並按期配合辦理年度結、決算；至表報及帳冊之編

製亦已依據總行所訂「海外行處會計事務處理原則」及

我國「會計法」之規定辦理，尚稱完整。 

 

第二章  附註 

註一：參見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及 EUROMONEY 兩雜誌，

2002年 3月，第 166頁及第 115頁。 

註二：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提供之書面資料。 

註三：參見經濟部國貿局網站（ http://www.trade 

.gov.tw）。 

註四：臺灣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提供之書面資料。 

註五：參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網站（http://www2. 



fdic.gov）。 

註六：參見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之網站（http://www. 

federalreserve.gov）。 

註七：參見彰銀資料，LIANG,MICHELLE，臺資銀行在美分行

稅賦義務之簡介，民國 90 年 4 月，第 54 頁至第 59

頁。 

註八：參見中國稅務旬刊，陳紫雲，論我國公司（銀行）在

美課徵分行稅之不公平，民國 87年 9月，第 11頁至

第 15頁。 

註九：該分行民國 90 會計年度盈餘 362 萬 2 千美元，係自

編決算稅前盈餘加票券跌價損失及提列備抵呆帳暨

減除票券回升利益及沖回備抵呆帳之數，故異於損益

表（業經 KPMG 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稅前盈餘 267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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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查核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預、

決算辦理情形 

第一節  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成立沿

革、人員與組織配置 

一、成立沿革 

為推行金融國際化政策，延伸服務觸角，加強對臺灣土地

銀行客戶及國外華僑之服務，培養國際金融業務人才，臺灣土

地銀行將第一家海外營運據點選在華人匯集、商機旺盛之洛杉

磯。民國 83年 10月 26日獲本部核准，嗣經美國加州金融局及

聯邦準備理事會核准設立，民國 86 年 9月 18日正式開業營運，

行舍室內面積 333 坪。 

二、人員與組織配置 

截至民國 91 年 5 月底止，該分行成員共有 14 人，包含由

總行派赴及當地僱用各 7人，其職務分配如下： 

表 3-1：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人員配置情形表 

姓名 職稱 主要職務 備註 

陳○彥 經理 綜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簡○福 副經理 佐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鄭○州 二級襄理 外匯及交易室主管 總行派赴 

王○德 三級襄理 會計兼電腦主管 總行派赴 

張○偉 三級襄理 放款協辦 總行派赴 

陳○輔 領組 協辦放款及外匯 總行派赴 

楊○梅 辦事員 交易室交易員 總行派赴 

吳○雄 V.P. 法規管理兼授信覆審 當地僱用 



郭○新 A.V.P 放款經辦 當地僱用 

林○福 Manger 放款經辦 當地僱用 

葛○芳 Manger 存放款帳務經辦 當地僱用 

閻○琳 Manger 會計兼總務經辦 當地僱用 

楊○庭 D.M 外匯及交易室帳務 當地僱用 

何○烜 D.M 電腦資訊業務 當地僱用 

 

 

第二節  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之營運情

形 

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於民國 86 年 9 月 18 日

正式開業，目前由總行派赴及當地僱用者各 7 名。該分行持有

美國加州政府核發並經聯邦準備理事會核准之批發性業務分行

（WHOLSALE BRANCH）執照，雖可敘作綜合性銀行業務，惟受理

當地居民或公司行號之存款，首次存入金額需達 10 萬美元以

上，致存款業務受到很大之限制，主要業務項目與臺灣銀行美

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雷同，請參考本報告第 14頁，不再贅述。 

茲將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最近四會計年度營

運狀況及收支消長原因分析如表 3-2及表 3-3（第 34 頁至第 35

頁），該分行最近四會計年度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暨各項財務比

率列示如表 3-4至表 3-6（第 36頁至第 40頁）。 

 

 

第三節  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預、決算

辦理情形及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壹、預、決算辦理情形之查核 

一、預算員額與用人待遇方面 

該分行用人費用與各項獎金、福利費之支付，係依據「財

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駐外人員待遇預算表」及總行「核

發績效獎金－特別獎金作業規定」等辦理。至當地聘僱人員之

進用及支薪與考核等，則依該分行「當地僱用人員人事管理注

意事項」及「當地僱用人員年度考核、調薪及年終獎金發放補

充規定」辦理。 

二、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方面 

該分行絕大部分固定資產均為開業時購置之設備，近年來

尚無續編資本支出預算；另抽查零星物品之採購，已依據「政

府採購法」、「臺灣土地銀行採購作業規定」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 

三、業務費用執行方面 

該分行民國 88 會計年度至民國 90 會計年度業務費用似有

較民國 87會計年度呈現成長之趨勢，惟其業務費用之執行，均

能在原定之預算範圍內開支，經抽查均符合規定，尚無浮濫情

事。 

四、備抵呆帳之提列方面 

依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與加州金融局之規定，該分行應自

行訂定備抵呆帳之提列原則，該原則包括對特殊問題貸款之評

定、貸款組合之風險估計、貸款組合之外在影響及其他因素。

該分行爰考量當地經濟環境及銀行業沖銷呆帳比率，訂定放款

餘額至少應提列 0.5％之備抵呆帳，民國 90年底備抵呆帳餘額

為放款餘額之 0.8％。 



該分行民國 89 年底及民國 90 年底均無逾期放款，備抵呆

帳餘額分別為 97 萬 3 千美元及 84 萬 5 千美元，分別占放款餘

額之 0.6％及 0.8％。 

五、最近三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 

謹將該分行最近三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彙總如表

3-7（第 41 頁），以民國 90 會計年度為例，該分行除外匯業務

外，其餘主要業務如存、放款及國際金融等業務皆能達成總行

核定之目標，且稅後盈餘 142 萬 5 千美元，達成核定目標之

158.33％（註一，第 33頁）。 

貳、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一、民國 91年 1月 7日加州金融局及民國 90年 9月 28日臺灣

土地銀行稽核室等最近一次查核該分行內部控制所提之缺

失，如會計主管同時保管 SWIFT 作業磁卡及擁有建置該卡

之權限；委由加州聯合銀行保管之有價證券金額已超過總

行規定數額；員工未依人事作業手冊規定連續休假等，均

已遵照改善或提出改善方案。 

二、該分行已按當地金融法令、銀行實務、業務作業程序與內

部控制制度訂定各項作業手冊，並依照總行所訂「國外分

支機構授信業務處理準則」、「國外分支機構人事管理要

點」、「派駐國外分支機構人員人事管理注意事項」、「國外

分支機構稽核作業規定」及「國外分支機構電腦作業注意

事項」等規定作為日常業務操作之依據，經抽查結果尚無

發現重大缺失。 

三、該分行為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及落實內部稽核功能，皆能依

照總行「自行查核補充規定」，辦理一般查核及專案查核等



事宜，有關查核工作底稿格式及檢查項目並另行訂定中英

對照查核表。 

四、有關會計憑證帳冊之管理，均依照本部函頒「金融機構檔

案管理注意事項」及總行「國外分支機構會計處理注意事

項」辦理，並按期配合辦理年度結、決算；至表報及帳冊

之編製亦已依據我國「會計法」之規定辦理，尚稱完整。 

 

第三章  附註 

註一：該分行民國 90 會計年度提列呆帳準備後盈餘 142 萬 5

千美元，係自編決算稅後盈餘之數，故異於損益表（業經

KPMG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稅後盈餘 136 萬 7千美元。 

 

 

 

 

 

 

 

 

 

 

 

 

 

 

 

 

 

 

 

 



 



 



 
 



 



 



 



第四章 查核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預、決算辦理情

形及瞭解日本與銀行業相關之稅務法令規

定 

第一節 日本之經濟情勢 

日本內閣府公布 2001年度（2001年 4月至 2002年 3月）

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負 1.3％，是自 1980 年採用現行

之成長率統計以來之最低成長率（註一，第 54頁）。 

2002年日本第一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比上一季成長

1.4％，換算成季成長年率為 5.7％，是四季以來首季正成長，

主要是美國及亞洲經濟復甦，出口減掉進口之國外需求大幅增

加所致；另外，占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一半以上之私人消費亦成

長 1.6％，是連續第二季成長。 

2002年 4月份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98.4，比 3月份成長

0.3％，但比 2001 年同期下跌 1.1％，是自 1999 年以來連續 2

年 8個月之下跌。至 4月份失業率為 5.2％，為連續 10個月以

來維持 5％以上之水準，但較 1至 3月份平均失業率 5.3％減少

0.1％。另作為設備投資領先指標之 4 月份機械訂單，則比 3

月份成長 8.4％，也比 1至 3月份平均成長 6.0％還高，民間調

查機構因此認為設備投資有觸底之勢。 

在進、出口方面，2002 年 4 月份日本出口額為 4 兆 1,686

億日圓，比 2001年同期成長 1.3％；進口為 3兆 1,643億日圓，

比 2001 年同期負成長 3.2％，貿易出超為 1 兆 43 億日圓，比

2001年同期成長 18.9％。 

整體而言，2002年日本經濟景氣，由各項指標顯示出口和



生產停止下滑，就業有改善跡象，消費者心理已經改善，抑制

不亟需消費之取向也開始出現變化，通貨緊縮現象亦有改善之

勢，可望擺脫 2001 年之負成長，至於是否只是短期之景氣循

環，是否能擺脫長期以來之困境，大膽之改革毅力仍舊是重要

之影響因素（註二，第 54頁）。 

 

第二節  日本之金融概況 

日本之金融機構可概分為日本銀行、民間金融機構及政府

金融機構。日本銀行為日本之中央銀行，民間金融機構依其性

質可分為商業銀行、長期金融機構、中小企業金融機構、農林

漁業金融機構及俗稱「非銀行」之融資公司等（註三，第 54

頁）。 

商業銀行以辦理短期金融為主，包括被稱為普通銀行之都

市銀行、地方銀行及第二地方銀行暨在日本之外國銀行與依外

匯銀行法設立之外匯專門銀行。目前日本大型都市銀行為肆應

規模經濟化及增強國際競爭力，紛紛採取以控股公司方式合

併，如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及興業銀行成立瑞穗金融集團

（MIZUHO FINANCIAL GROUP），住友銀行及櫻花銀行成立三井住

友銀行，三和銀行及東海銀行成立三和東海銀行，暨東京三菱

銀行與三菱信託銀行成立三菱東京金融集團。 

長期金融機構包括信託銀行及長期信用銀行，主要辦理信

託業務或以發行金融債券籌措資金。至中小企業金融機構有信

用金庫及信用組合兩種，均以中小企業為主要往來對象，分別

依據信用金庫法及中小企業等協同組合法成立，兩者均為會員

（組合員）組織之金融機構，並以一定區域內之會員或組合員



為辦理融資對象。 

農林漁業金融機構有合作團體之農業協同組合及漁業協同

組合，分別依據農業協同組合法及水產業協同組合法設立，該

二單位之上層單位分別為信用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及信用漁業

協同組合連合會，最上層則有農林中央金庫。各農業協同組合

及漁業協同組合之剩餘資金分別轉存其上層單位之協同組合連

合會，該協同組合連合會如有剩餘資金則轉存農林中央金庫，

俾將資金投資於有價證券或短期金融市場。 

俗稱「非銀行」之民間金融機構包括住宅金融專門公司、

租賃公司及信用卡公司等，「非銀行」並非銀行，故不得辦理存

款業務，其辦理融資業務之主要資金來源為向銀行等金融機構

之借款。 

為彌補民間金融機構功能之不足，從事政策性任務之政府

金融機構，可概分為特別銀行及公庫，均由政府全額出資，法

律上並規定其營運不得與民間金融機構競爭。至分佈於日本全

國之郵局，則受理郵政儲金，並將其資金作為日本開發銀行及

日本輸出入銀行等政府金融機構之融資來源。 

2002年 3月底日本民間金融機構之逾期放款（不良債權）

達 52 兆 4,000 億日圓，創歷史新高，比 2001 年同期增加 9 兆

5,000億日圓，是連續兩年之增加。而 13家主要銀行之逾期放

款比率平均達 8.4％，比 2001年同期上升 3.1個百分點，資產

結構趨於惡化（註四，第 54頁）。 

以金融機構別而言，2002 年 3月底包括地方銀行及都市銀

行等 133家一般銀行之逾期放款達 43兆 2,000億日圓，比 2001

年同期增加 9兆 6,000億日圓，上開 43兆 2,000億日圓逾期放



款中，15 家大型銀行即占了 28 兆 4,000 億日圓，約達 65.74

％，另信用組合或信用金庫等由於相繼發生破產倒閉，逾期放

款為 9兆 2,000億日圓，比 2001年同期減少 1,000 億日圓（詳

表 4-1，第 55 頁）。 

截至 2001 年 3 月底止，在日本之外國銀行共有 79 家，其

中以 19家美系銀行最多，臺灣之銀行則有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中國國際信託商業銀行及臺灣

銀行等五家，另華南商業銀行及台北銀行之代表辦事處均已撤

回（但未撤銷），牌照則委託他人代理。至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

行在上開 79家中，總資產第 55 名，獲利則為第 13 名（註五，

第 54頁）。 

 

第三節 日本對銀行業之稅務法令規定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應負擔日本之稅負可概分為其國稅

與地方稅兩種，國稅係指課稅權屬於中央政府之租稅；地方稅

係指由道府縣及市町村（特別區）等地方自治團體各自制定條

例課徵之租稅。其中國稅部分稱為法人稅，地方稅則包括法人

事業稅及法人住民稅，分別介紹如下（註六，第 54 頁）： 

壹、法人稅 

法人稅係日本之國稅，其課稅基礎為營運收入扣除認可之

支出及以前年度課稅損失後，其淨額即為課稅所得，將課稅所

得乘以（累進）稅率，便是應納之法人稅。倘若營運虧損，可

將該損失選擇往後五年扣抵，惟限於虧損年度採用藍色申報，

且以後年度亦連續提出結算申報始適用。 



茲將日本之法人稅稅率列示如表 4-2（第 56頁）。 

貳、法人事業稅 

法人事業稅屬道府縣稅，其納稅義務人為所有經營事業之

日本本國法人及外國法人。其稅率視以所得作為課稅標準之法

人（分為普通法人及特別法人）與以收入金額作為課稅標準之

法人而有所不同。 

經營電力供應業、瓦斯供應業、人壽保險事業及產物保險

事業之法人，係以其收入金額作為課稅標準之法人，上開各業

以外之法人，則以其所得作為課稅標準。 

一、 以所得作為課稅標準之法人 

（一）普通法人：資本額超過 1億日圓或年所得超過 2,500

萬日圓之法人。 

特別法人：資本額 1億日圓以下或年所得超過 2,500

萬日圓之法人。 

上開二類法人之事業稅稅率如下表： 

項 目 

年 所 得

400 萬日

圓 以 下 

年所得 400

萬日圓至

800萬日圓 

年 所 得

超過 800

萬 日 圓 

不適用減

輕稅率之

法 人 

普通法人 5.25% 7.665% 10.08% 10.08% 

特別法人 5.25% 6.93% 6.93% 

註一：特別法人，係指生產合作社、證券交易所、商

品交易所及醫療法人等。 



註二：不適用減輕稅率之法人，係指營業年度之末

日，在三個以上之都道府縣設立營業單位，進

行營業，資本額超過 1,000萬日圓之法人。 

（二）普通法人：資本額 1 億日圓以下，且年所得 2,500

萬日圓以下之法人。 

特別法人：年所得 2,500 萬日圓以下之法人。 

上開二類法人之事業稅稅率如下表： 

項 目 

年 所 得

400 萬日

圓 以 下 

年所得 400

萬 日 圓 至

800 萬日圓 

年 所 得

超過 800

萬 日 圓 

不適用減

輕稅率之

法 人 

普通法人 5% 7.3% 9.6% 9.6% 

特別法人 5% 6.6% 6.6% 

註一：特別法人，係指生產合作社、證券交易所、商

品交易所及醫療法人等。 

註二：不適用減輕稅率之法人，係指營業年度之末

日，在三個以上之都道府縣設立營業單位，進

行營業，資本額超過 1,000萬日圓之法人。 

二、按收入金額課稅之法人 

（一） 資本額超過 1億日圓或年收入超過 2億日圓之法人，按

收入之 1.365％課徵法人事業稅。 

（二） 資本額 1億日圓以下，且年收入 2 億日圓以下之法人，

按收入之 1.3％課徵法人事業稅。 



參、法人住民稅 

住民稅可分為道府縣民稅與市町村民稅（東京都之住民稅

稱為都民稅），係指居住於道府縣或市町村之居民，對於其地方

自治團體所繳納之租稅。居民包括個人與法人在內，因此，住

民稅依納稅義務人之不同可區分為個人住民稅及法人住民稅。

又住民稅依其課稅標準可區分為： 

一、 均等稅部分。 

二、 個人（法人）所得稅部分。 

上開「均等稅部分」，係指不論納稅義稅人所得之多寡，均

應繳納固定之稅額。均等稅部分不依納稅義務人之所得而以固

定稅額課徵，係基於地方自治團體與居民間之受益關係，如都

道府縣與市町村推行之教育、道路及衛生等多項行政工作，均

由居民受益，故應均分該等經費。至個人（法人）所得稅部分，

係採量能課稅，依據納稅義務人之法人稅額課徵。 

有關住民稅之均等稅部分之稅率及其說明參見表 4-3（第

57頁及第 58頁），至有關住民稅之按法人稅分攤部分之稅率如

下： 

 

項目 稅率 
適用不均一

課 稅 法 人 

辦事處等設在 23區內（特別區部分） 20.7% 17.3% 

辦事處等設在市町村（市町村部分） 6% 5% 



註：適用不均一課稅法人，係指資本額在 1億日圓以下，且一

年之法人稅額在 1,000萬日圓以下之法人。 

 

第四節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成立沿革、人員與組

織配置 

一、成立沿革 

我國與日本雙方經貿往來頻繁，東京為世界金融中心之

一，且為日本第一工業大城，臺灣銀行乃於民國 82 年 5 月 20

日設立「東京駐在員事務所」，民國 84 年 10 月 19 日獲得日本

政府大藏省（現為財務省）之核准升格為分行，並開始對外營

業。該分行持有之執照為 FULL LICENSE，原則上均可敘作日本

都市銀行之業務，民國 90 年 5 月，租賃之行舍室內面積 233

坪。 

二、人員與組織配置 

截至民國 91 年 5 月底止，該分行成員共有 15 人，包含由

總行派赴 6人及當地僱用 9人，其職務分配如下： 

 

 

表 4-4：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人員配置情形表 

姓名 職稱 主要職務 備註 

施○豔 經理 綜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彭○洪 副經理 佐理分行業務 總行派赴 



中○賢 副經理 佐理分行業務 當地僱用 

林○雄 中級襄理 徵信、外匯及會計主辦 總行派赴 

山口○康 副課長 授信、住宅貸款及 SWIFT 當地僱用 

町○勉 副課長 信用狀、匯款及出納 當地僱用 

霍○ 初級襄理 總務、授信及徵信 總行派赴 

陳○琳 初級襄理 交易室、資金調度 總行派赴 

林○琪 辦事員 交易室助理 總行派赴 

鈴木○實 辦事員 總務助理 當地僱用 

鎌倉○理 辦事員 授信及住宅貸款 當地僱用 

須田○子 辦事員 會計助理 當地僱用 

福間○子 辦事員 出納、進口信用狀開狀 當地僱用 

明石○子 辦事員 信用狀通知、匯款 當地僱用 

 

第五節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之營運情形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設立於民國 84年 10月 19日，持有

日本政府核發之 FULL LICENSE銀行執照，惟因在日本設立提款

機須負擔龐大之系統開發費及系統設定費，不符合成本效益，

故未設立提款機，造成其存款業務受到相當大之限制（目前外

商銀行僅花旗銀行在日本設有提款機，因其擁有 28 家分行之優

勢），主要業務項目包括： 

一、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 

二、放款：承作聯合貸款、工商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

及華僑信用保證基金保證貸款等。 

三、外匯業務：承作信用狀開狀、進出口押匯等。 

四、國際金融業務：包括銀行間貨幣市場之拆借、拆放



及在資本市場買入有價證券等。 

茲將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最近五會計年度營運狀況及收

支消長原因分析如表 4-5及表 4-6（第 59頁至第 60 頁），該分

行最近五會計年度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暨各項財務比率列示如

表 4-7至表 4-9（第 61頁至第 65 頁）。 

 

第六節  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預、決算辦理情形及

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壹、預、決算辦理情形之查核 

一、預算員額與用人待遇方面 

該分行用人費用與各項獎金、福利費之支付，係依據「財

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駐外人員待遇最高標準表」及「駐

外人員川裝費支給要點」辦理。至當地聘僱人員之進用及支薪

與考核等，則依據「臺灣銀行東京分行人事作業準則」規定辦

理。 

二、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方面 

該分行絕大部分固定資產均為開業時購置之設備，近年來

尚無續編資本支出預算；另抽查零星物品之採購，已依據「政

府採購法」、「臺灣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辦理採購業務作業須知」

及「臺灣銀行辦理採購業務內部審核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三、業務費用執行方面 

該分行民國 87至 90會計年度業務費用約為民國 86會計年

度之 89％至 104％，均能在原定之預算範圍內開支，各項費用

支出經抽查均符合規定。 



四、備抵呆帳之提列方面 

該分行為提列備抵呆帳，將授信債權分為四類別、八等級，

依據日本金融監理官署金融廳發佈之提列原則、KPMG 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該分行之建議及參酌其授信戶覆審評等辦法之精神而

訂定，其提列比率如下： 

四類別 八等級 提列比率 

第Ⅰ類：正常債權 Ⅰ－A 0.00% 

第Ⅰ類：正常債權 Ⅰ－B 0.15% 

第Ⅰ類：正常債權 Ⅰ－C 0.30% 

第Ⅰ類：正常債權 Ⅰ－D 1.00% 

第Ⅱ類：觀察債權 Ⅱ－E 10.00% 

第Ⅱ類：觀察債權 Ⅱ－F 20.00% 

第Ⅲ類：瀕臨債權 Ⅲ－G 50.00% 

第Ⅳ類：破產債權 Ⅳ－H 100.00% 

該分行民國 89 年底逾期放款為 4,376 萬 8 千日圓，民國

90年底無逾期放款，備抵呆帳餘額分別為 2億 7,905 萬 9千日

圓及 3億 2,215萬 1千日圓，分別占各該年底放款餘額之 1.26

％及 1.42％。 

五、最近五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 

謹將該分行最近五會計年度核定目標達成情形彙總如表

4-10（第 66頁），以民國 90會計年度為例，除存款營運量及保

證與擔保信用狀達成核定目標外，其餘貨幣市場、外匯市場、

資本市場、放款、進口、出口、信用狀通知及授權付款暨匯款

等業務皆未達成核定目標，盈餘 1 億 9445萬 3千元，達成核定

目標 2億日圓之 97.23％（註七，第 54頁）。 

貳、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之查核 



一、民國 90 年 8 月 17 日臺灣銀行稽核室最近一次查核該分行

內部控制所提之缺失，如管庫暗碼掌管人員異動未隨之重

新設定暗碼；另行設計之保管品登記表格未包含名稱、數

量、銷戶日期及主管核章；辦理出口押匯寄送押匯文件後

未留副本或影本等，均已遵照改善。 

二、該分行除已依規定訂定「臺灣銀行東京分行辦理國際金融

交易之內部控制作業業務辦法」、「臺灣銀行東京分行辦理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作業業務辦法」及「臺灣銀

行東京分行辦理內部印鑑使用辦法」等內部審核規章外，

並依照總行所訂「國外分支機構授信業務處理準則」、「國

內與國外分支機構協調辦理授信業務作業準則」、「聯合授

信作業準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國外分支機構辦理國

際金融業務作業準則」、「國外分支機構辦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作業準則」及「國外分支機構稽核辦法暨內部控制

注意事項」等規定作為日常業務操作之依據，經抽查執行

情形尚符規定。 

三、該分行為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及落實內部稽核功能，皆能依

照總行行務稽核準則之規定，辦理自動查庫、自行抽查行

務及專案查核等事宜。 

四、有關會計憑證帳冊之管理，均依照本部函頒「金融機構檔

案管理注意事項」及該分行業務處理手冊會計篇辦理，並

按期配合辦理年度結、決算；至表報及帳冊之編製亦已依

據總行所訂「海外行處會計事務處理原則」及我國「會計

法」之規定辦理，尚稱完整。 

 



第四章  附註 

註一：參見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 1441期，民國 91 年 6月 27

日，第 12頁至第 15頁。 

註二：參見經濟前瞻，蘇顯揚，國際經濟動向－日本經濟現況

與展望，民國 91年 7月 5 日，第 14頁至第 18頁。 

註三：參見今日合庫，第 23期，黃勝一及宋文彬，日本金融環

境及在日本籌設分行之可行性，民國 86 年 2 月，第 16

頁至第 21頁。 

註四：參見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 1448期，民國 91 年 8月 15

日，第 37頁至第 38頁。 

註五： 參見 2000年 4月至 2001年 3月底止在日外國銀行營運

狀況調查，KPMG 會計師事務所，2001 年 7月。 

註六：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提供之書面資料。 

註七：該分行民國 90 會計年度盈餘 1 億 9445 萬 3 千日圓，係

自編決算稅前盈餘加票券跌價損失及提列備抵呆帳暨減

除票券回升利益及沖回備抵呆帳之數，故異於損益表（業

經 KPMG 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稅前盈餘 6 億 3069 萬 4

千元。 

 

 

 

 

 

 

 

 



 
 



 
 



 



 

一、 表Ⅰ，適用於僅在特別區設有辦事處或招待所，而在本都

內之市町村中未設有辦事處或招待所之法人。在二個以上

之特別區設有辦事處或招待所之法人均等稅係主要辦事

處或招待所及次要辦事處或招待所等兩者之均等稅之和。 

二、 表Ⅱ，適用於在特別區及本都內之市町村均有辦事處或招

待所之法人。其均等稅為道府縣之部分與特別區（市町村

之部分）等兩者之均等稅之和。 

三、 表Ⅲ，適用於僅在本都內之市町村設有辦事處或招待所之

法人。其均等稅係該表中之適當金額，與設有辦事處或招

待所之數量無關，  

四、 資本等之金額，係指資本額及日本法人稅法第 2 條第 17

款所規定之資本公積（如各農、漁會之入股金、資產重估

增值及醫療法人設立時所獲贈之金額等）合計數，以臺灣

銀行日本東京分行為例，資本等之金額應以臺灣銀行全行

之資本額計算。 

 

 

 

 

 

 

 

 

 



 



 
 



 



 



 



 



 



 



 

 



第五章 查核心得與建議 

謹將本次查核心得與建議臚列如下： 

一、美國及日本之銀行為肆應規模經濟化及增強國際競爭力，

紛紛採取以控股公司方式合併，如美國花旗銀行控股公司

與旅行家集團合併為花旗集團，美國商業銀行與國家銀行

合併為美國商業銀行，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及興

業銀行成立瑞穗金融集團，日本住友銀行及櫻花銀行成立

三井住友銀行等，銀行集團大型化之結果，使大者恒大，

更壓縮本部所屬國營銀行國外分支機構之生存空間。 

二、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自民國 84 年 10 月成立以來，截至

民國 90年底止，累積虧損達 1億餘日圓，除應加強對華僑

事業之融資、開拓國際聯合貸款、票券投資及貨幣市場操

作等業務，以增裕營業收入外，加強成本控制及撙節費用

亦刻不容緩。查該分行目前租賃行舍室內面積 233 坪，以

民國 90會計年度為例，租金費用高達 1億 1,589 萬日圓，

占業務費用之 34.74%，宜檢討行舍租賃政策，降低經營成

本。 

三、臺灣土地銀行除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外，民國 91 年已另在

新加坡新設分行，隨著國外分行增加之際，如何訂定考核

目標並輔導其業務之發展益形重要，查該行目前對美國加

州洛杉磯分行信用狀通知及信用狀求償等業務，未訂定考

核目標，另對進口託收、匯出匯款及匯入匯款等業務，未

以其筆數考核，逕以承作量作為考核目標，上開情形或有

檢討之處。 

四、本部所屬國營銀行遴選派赴國外分支機構人員，除考慮個



人能力外，應顧及同仁家庭因素。查「派赴國外工作人員

子女返國入學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六條分別規定：「出

國人員子女在國外連續居留二年以上，持有最近二年國外

學歷證件者，得於返國三年內檢具相關證件送請派遣機關

加具意見後核轉教育部核定分發與其學歷相銜接之學校。

申請分發大專院校者，應參加甄試，依甄試成績分發入

學。」、「具前條第一項資格，回國後經分發入國民小學五

年級以上有案之學生，在國中畢業後，得由原校報請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核轉教育部視其成績分發高級中等學校或五

專。回國後經分發高級中等學校就讀畢業，或在國外高級

中學畢業並具前條第一項資格之學生自行回國，參加大專

院校入學考試，返國時間超過三年不予優待，未滿半年依

考試總成績增加總分 25％，未滿一年依考試總成績增加總

分 20％，未滿二年依考試總成績增加總分 15％，未滿三年

依考試總成績增加總分 10％」。茲因本部所屬國營銀行派

赴國外分支機構人員非上開辦法所稱之派赴國外工作人

員，亟待臺灣銀行積極爭取適用該等派赴國外人員子女亦

得適用上開辦法，以免除其後顧之憂。 

五、本部所屬國營銀行國外分支機構之經營範圍絕大部分為經

營國際聯貸案（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

分行及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民國 91年 5月底國際聯貸案

餘額占放款餘額之比率分別為 75.35％、84.60％及 58.58

％），參與國際聯貸案並無主辦行貸款集中之風險，可彈性

控制個別產業風險，惟利差相對縮小，對吸取國際金融業

務經驗，達到國際化之目標助益不大，宜採穩定中求發展

策略，加強與當地企業聯繫，並研議策略聯盟之經營模式，

藉以擴大海外市場，厚植營運基礎。 



六、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市場競爭益形激烈，國際

金融專業人員之宏觀歷練及儲備人才之積極培訓刻不容

緩。本部所屬國營銀行國外分支機構面臨各種金融、稅務

及會計法令規定，除同仁自我學習外，加強員工之訓練當

責無旁貸，查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

行近四年半來（民國 87 至 90 會計年度）平均每年約分別

支出 7,600 美元及 5,800 美元之員工訓練費，至臺灣銀行

日本東京分行該項費用則為 18萬 9,000 日圓，該三分行應

切實檢討上開員工訓練費是否足敷同仁瞭解各項金融、稅

務及會計法規所需，並探討訓練成效。 

七、民國 90年底臺灣銀行及臺灣土地銀行美國加州洛杉磯分行

備抵呆帳餘額分別占各該分行放款餘額之 1.412％及 0.8

％，至臺灣銀行日本東京分行該項比率則為 1.42％，上開

各分行所提列之備抵呆帳是否足敷涵蓋可能之放款風險，

亟待重新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