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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瑞士銀行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為深耕銀行同業間的往來合

作關係，特別舉辦此次研討會。研習期間為 2009 年 5 月 4 日至 5 月 7 日，  

本次會議參加學員共計三十七位，亞洲區除了本行參加學員一位之外，大

陸地區亦僅中國民生銀行派出一位學員，其餘分別來自瑞士、英國、比利

時、美國、盧森堡、義大利、德國、瑞典、丹麥、印度、埃及、奈及利亞、

肯亞、剛果、阿拉伯聯合大公國、巴林、澤西島及斯洛維尼亞共和國等十

餘國。 

職有幸奉派參與此次盛會，除專業知識之提昇外，能夠認識來自世界

各地的前輩賢達，並與各家精英與會，真是與有榮焉。雖然自今年以來

UBS 陸續傳出虧損及其他負面消息，然而主辦單位於本次研討會中傾該行

各部門之專家，於研討會中對現行國際經濟情勢表示看法，並談及未來幾

年所面臨的挑戰與趨勢，為期四天豐富廣泛的研討課程與交流，學員們均

感獲益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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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習目的 
瑞士銀行(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依 2008 年 7 月版＂The 

Banker＂刊載，該行截至 2007 年 12 月底止，第一類資本為 29,152 百萬

元，居全球第 31 名，瑞士第 2 名，聲譽卓著。 

本行與 UBS 於 1955 年 5 月建立通匯關係，於該行蘇黎世總行設立瑞

士法朗帳戶(A/C 11001)，雙方業務往來密切。本次 UBS 舉辦研討會主要

目的乃希望參加學員於研討會後可充分瞭解全球金融環境及金融業在未

來幾年所面臨的挑戰與趨勢，了解 UBS 所提供之全方面金融服務，同時可

與該行各領域、不同部門之同仁直接溝通聯繫，並與來自全球各地之銀行

同業建立溝通管道，相互交流。  

本次研習會主要課程包括： 

1. 金融產業之趨勢及挑戰:銀行業之變遷/風險管理 

2. 策略管理：客戶關係/流動性管理/網路管理 

3. 產品趨勢：結構性產品的未來/輪流討論 

4.全球經濟展望 

該行所安排的研討課程密集而豐富，參加學員對全球金融環境及金融

業在未來幾年所面臨的挑戰與趨勢，均有充分的瞭解，並有專人介紹該行

對銀行同業所提供之金融服務。金融風暴席捲全球，瑞士的大型銀行亦面

對嚴重危機，去年整體盈利大跌 40% ，若經濟衰退持續加深，整個瑞士

銀行業將受到威脅，而瑞士銀行亦未能自風暴中抽身，受傷慘重，自本波

金融風暴發生以來，多次裁員、改組、再造，資產減記金額履履引發震撼，

迄今尚無法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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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期間來自亞洲區之學員僅有二位，然而來自世界各地學員均能密

切的交流並充分交換工作心得及國情，職更深刻體會到全球化之影響、全

球經貿整合與密不可分的合作關係。尤其在世界各國經濟不振，一片淒風

慘雨之中，UBS 仍能以其國際金融界之領導地位，舉辦本次研討會，實屬

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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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過程及內容 

 

一、 瑞士銀行簡介：                                  

     

    如同上方logo三支鑰匙，瑞士銀行素來以「客戶保密至上」聞名，此

一原則讓該行向來能在全球金融業界當中立於不敗之地，受眾人信賴，並

且奠定瑞士經濟發展的基石。 

瑞士銀行於1998年由Swiss Bank Corporation與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合併，，UBS成為存續公司。存續後的瑞士聯合銀行集團（UBS 

AG）與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並列成為瑞士前兩大銀行

集團。該行為世界級環球服務的金融機構，具有全球領先的財富管理、首

屈一指的投資銀行及證券商、以及全球最具規模的環球資產管理公司之

一。在瑞士，瑞士銀行更是消費金融及商業銀行的市場領導者。該行總管

理資產規模超過1兆美元，集團名列全球十大銀行之列，總部設立於瑞士，

48,000名員工分布於全球50多國，所服務的客戶超過450萬。瑞士銀行集

團旗下由瑞銀資產管理(UBS Asset Management，負責法人資產管理與共

同基金等業務)，瑞銀華寶(UBS Warburg，負責投資銀行與創業投資等業

務)與瑞銀瑞士私人銀行(UBS Switzerland，負責私人銀行業務)建構完整

的金融服務架構。超過百年的專業服務經驗，讓瑞士銀行長久以來在國際

評等機構皆享有高度評等。 

然而瑞士銀行過去二年受到美國次貸風波打擊嚴重，在次級債投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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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數百億美元的資產減損，光是2008年虧損了近197億瑞士法朗，是該

行歷史上最大的虧損，因此該行裁員動作不斷，今(2009)年第二季損失與

去年同季的五十五億瑞郎利潤形成強烈對比。瑞士銀行目前市值世界排名

第25位，而此次風暴中股票貶值率僅次於花旗和美林，位列世界第三。 

 

二、 金融產業之趨勢及挑戰：銀行業之變遷/風險   

管理 

自2007年美國爆發次貸市場危機以來，造成了種種骨牌效應。次級住

房抵押貸款市場主要是為信用程度較差和收入不高的借款人提供貸款。在

前幾年美國住房市場高度繁榮時期，次貸市場迅速發展。而在住房市場降

溫後，房價下跌和利率上升使很多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借款人無法按期

償還借款，促使許多放貸機構遭遇嚴重財務困難甚至破產。 

次貸危機還引起各方擔憂影響波及美國以外更多的金融機構，各國主

要銀行和券商公布的次貸危機相關損失情況因而也受到關注。尤其是擔保

債權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更是替次級抵押貸款

「證券化」火上加油的金融創新，在房地產榮景逐漸動搖甚至崩跌時，造

成了乘數效果，發生了偌多嚴重的金融震撼，觸發了銀行體系的崩潰。美

國眾多大型投資銀行及商業銀行紛紛倒閉，信心危機快速蔓延，全球金融

危機急速惡化。 

即便是像瑞士銀行這樣的大銀行，其公佈的2008財報，即出現瑞士企

業歷年來最大筆的全年虧損，達到幾近兩百億瑞士法郎。瑞士銀行因為次

級房貸的曝險部位龐大，以致於市值被迫減記470億美元以上，造成了投

資人及存戶的信心危機。截至2009年初，已經被投資人擠兌的金額高達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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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瑞郎。 

台灣方面為因應存戶信心危機，政府挺身而出，對於國內銀行存款提

供全額保障，有效阻遏存戶及民眾信心全面潰堤。除台灣以外，尚有愛爾

蘭、希臘、德國、丹麥、冰島、法國、澳洲、紐西蘭、香港、馬來西亞、

新加坡等政府亦推出銀行存款全額保障之緊急措施。 

在金融創新、財務工程包裝的糖衣下，各種衍生性金融商品以計量模

型模擬和精緻的設計，層層滲透到各金融機構，其風險被模糊化後，商品

背後的設計不良、風險考量及貪婪陷阱更加劇了市場的高風險性；也間接

暴露了金融業監管與全球金融體系根深蒂固的弱點。近年來許多美國抵押

貸款發放是針對次級貸款的借款人；而依照次級貸款的定義，這些審核通

過的借款人皆依照綜合標準評量過。然而當美國各地區房價從2006高峰期

開始陸續下降，抵押違約率急劇上升，而普遍由金融公司持有的住房抵押

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簡稱MBS），失去了原有大部分的

價值。         

此次風暴的發生絶非偶然，各家銀行陸續對風險管理及內部控制重新

檢視，甚而更為重視。然而金融創新及全球化風潮，造成牽一髮而動全身，

相依相繫的連動關係，各國政府應對該國銀行給予金融監理和管制，藉以

防範道德風險以及掏空問題。 

    繼美國總統 Obama 公布七十多年來最大的金改方案後，歐盟也隨後

加入推動金改行列，提出設立三間新的泛歐監管機構之構想，準備跨境居

中協調各國對銀行、保險和證券公司的監管；並成立「歐洲制度風險委員

會」，監控風險問題，確保經濟穩定。瑞士、英國央行也提出監管機構不

應允許「太大而不能倒」的情況存在，應將金融機構分拆出售，度過難關。  

瑞士央行發表 2009 年金融穩定報告，指陳瑞士的大型銀行仍面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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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危機，整體盈利大跌 40%，倘若經濟衰退持續加深，瑞士銀行業將整個

受到威脅。呼籲國內的大型銀行增加資本，並減少高風險投資和調節成

本 。 此外，瑞士央行又呼籲各國應將大型銀行分拆，並指若經濟惡化，

瑞士或需自行制定分拆大銀行的規則。 

一切突如其來的景氣及產業變遷讓各國及金融機構措手不及，也因此

銀行業變遷後的變革以及風險管理相形之下顯得刻不容緩，不容忽視。以

往的風險評量機制，未能充分掌握風險的性質，防火牆機制未能提早發揮

作用，尤其是針對發展如變形蟲的衍生性金融商品，各國監理單位更需重

新討論、檢視相關金融監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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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略管理：客戶關係/流動性管理/網路管理 

    UBS向來強調定位為＂The bank for banks＂，其管理客戶關係組織

如下： 

 

如上圖所示，瑞銀的全球業務有個人銀行、投資銀行及資產管理。 

目前瑞銀為加強銀行的風險管控，裁撤風險較高的投資銀行業務，專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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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核心財富管理業務。 

瑞銀是瑞士提供零售銀行及商業銀行有領導地位。其主要宗旨在於提

供客戶: 

1. innovative ideas and quality advice  創新、有特性的建議 

2. flawless execution  完成無瑕的執行 

3. global reach  全球可達 

4. an integrated approach  整合度高 (即one UBS) 

瑞銀直至今年已連續六次榮獲Euromoney（歐元）雜誌「最佳私人銀

行獎」，瑞銀全球財富管理代理CEO  Marten Hoekstra指出，儘管去年是

挑戰的一年，瑞銀聚焦於私人銀行市場的經營不曾改變，瑞銀連續六年得

到最佳私人銀行獎，代表客戶對瑞銀努力的肯定。 

 

四、 產品趨勢：結構性產品的未來/輪流討論  

結構型產品品為固定收益產品與衍生性金融商品之組合，在2007年次

貸風暴這場導火線之前，結構型產品為當紅炸子鷄，發展迅速，並為歐美

地區創造出大量的金融產值。然而從次貸風暴進而引發的金融海嘯—包括

擔保債權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房屋抵押證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信用違約交易(Credit Default 

Swap, CDS)等一串結構型衍生性金融商品風暴，金融機構將潛在風險層層

轉嫁，放大成為千百倍價值的金融商品，一旦風險曝露，即刻成為幾無價

值之廢紙證券。在第一波的金融風暴之中，美國金融體系受到莫大衝擊，

首先貝爾斯登面臨倒閉，後為摩根大通所收購；而後IndyMac Bankcorp Inc.

銀行陷入困境，為聯邦存款保險公司管控並更名；此外，另有多家金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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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受傷慘重，第一波風暴快速蔓延歐洲，受信用緊縮波及，英、法、德國

有多家銀行宣告危機。 

2008年9月隨即又暴發房利美及房地美二房財務困難問題，此兩大機

構係美國前二大房貸機構，因此馬上造成全球股市巨幅下挫，由於多國金

融機構皆購買二房所發行的債券，造成極大的恐慌。美國政府於是隨即宣

布二房由聯邦住宅融資監理局接管，並擬出三項配套措施，包括優先特別

股購買協議、MBS購買計劃及提供融資額度等。 

第三波風暴為同年9月「雷曼兄弟」破產之後所衍生的金融風暴，打

破了大型金融機構不會倒的神話，雷曼兄弟最後分拆出售，而該公司之信

用違約交換(CDS)進行標售時，CDS每元價格僅剩8.625分，即損失高達

91.375%。 

隨後的美林、AIG也爆出危機，宛如骨牌效應般的一連串負面消息接

踵而來，英國、德國、比利時多家銀行告急，冰島政府接管多家銀行，陷

入破產困境，造成各國的震撼，此時日本、東歐、西歐、亞洲及中東國家

也紛紛傳出緊急狀況。 

此次風暴充分顯現出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種種缺陷與危機。其中奇妙之

處在於證券資產化操作，總設定相關資產的價格只漲不跌，因此創造出鉅

額的金融風暴，而資本市場過度迷信資產證券化信用評等，有些金融機構

為追求短期的帳面利益，以財務槓桿操作各種衍生性金融商品，當風暴來

襲時，馬上得面臨極高的流動性風險。 

    對於衍生性金融商品，我們需要進一步省思，一味的金融創新絶非坦

途，尚需加以節制，未來應以標準化形式修改，避免危機再度發生以及避

免投資大眾認知不清，而政府需有效監督，金融業者亦需自律。另外信用

評等若未能在金融機構發生危機前及時表達，亦顯露其評等缺失。新巴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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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協定已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三風險觀念加入制定，未來應

持續加入其他各類風險控管機制，以符時代潮流所需。而此次風暴顯露出

各國對於衍生性金融商品監理機制的不足，未來對於新種衍生性金融商品

的審核、銷售機制及過程的規範，以及金融機構執行作業的稽核控制，甚

至是行銷、購買糾紛的排除，皆有極大空間可以探討。 

    研討會當中與會成員分成七小組，每組約五個人，一個下午的時間輪

流到各個固定教室討論固定收益產品、UBS KEY LINK(線上服務)、UBS KEY 

TRADER(線上服務)、證券投資、貿易融資等特定主題觀摩討論，是極具意

義並可以聆聽他人意見的討論。 

 

五、 全球經濟展望 

2007年以來狂掃世界經濟的金融風暴，迄今似乎有逐漸平息下來的跡

像，即便目前的經濟燈火，並未像1930年代的大蕭條般嚴重，然而這場風

暴亦將在未來回顧21世紀時，被視為晦暗的「大衰退」時期。 

現在金融市場看似已穩定下來，人們對於未來經濟日益樂觀，然而與

先前數十年活躍的經濟成長及循環相較之下，經濟學者預料未來經濟成長

將放緩，企業利潤空間將縮減，跟著資產報酬率也會降低，這是因著全球

經濟已歷經了去槓桿化、政府及相關單位加強監理，以及人們因財富驟然

縮水所強迫或刻意減少開支以增加儲蓄。 

目前全球人口老化，而失業率難以有效自高點拉下，企業稅賦在各國

政府赤字不斷，債台高築的國庫收支下，日後不免要提高相關稅額。大衰

退確實重創全球，雖然各國受到的衝擊的程度與時間有異，然而全球化讓

此次區域性金融風暴的暴發蔓延成為全球金融風暴，成為全球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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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國政府在此次風暴中為力挽狂瀾，無不大撒銀彈以拯救危機，未來政

府應防止氾濫的貨幣供給造成了通貨膨脹。 

會中並提到日本經濟、產業及金融環境為例，原本日本經濟自1990

年代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直至現今仍作困獸之鬥，載浮載沉，又遭逢這一

波金融海嘯來襲，之前日本主要之國際出口市場--歐美及新興地區自身難

保，也間接衝擊日本過度依賴的出口動能，日本經濟前景仍未明朗，其負

面影響將逐漸浮現。1990年日本經濟泡沬破裂時，曾有十年的時間利率維

持在零水準，但當時日本的投資並未顯著的增加，宛如消失的十年。中國

及印度急起直追的效應下，預料於2010~2011年即可超越日本成為全球主

要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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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職有幸能參加此次研討會，主辦銀行為連續六次榮獲Euromoney（歐

元）雜誌「最佳私人銀行獎」之瑞士龍頭銀行－瑞銀，身處全球金融重鎮

－蘇黎世，與來自世界各地的金融前輩們共同討論交流，獲益良多。台灣

在世界地圖上只是個彈丸之地，在全球卻能享有一定的知名度，是前人的

努力與耕耘。此次參加研討，與眾多金融前輩交流之下，有感自己多方面

的不足、缺乏國際觀，與會完畢深感應惕厲自省，積極吸收相關知識與增

強言能力、自我思考能力。 

會中有瑞銀各方專家與學者的經驗、專業知識分享，雖然人才濟濟，

然而瑞銀在此次金融風暴當中卻難置身事外。即便是經濟預測專家，也只

能預測出一般性的方向而已，因為經濟學者對於了解全球經濟脈絡的變動

也有極限，而且最難掌握的是人的「信心」，信心往往是變化莫測卻充滿

力量。即使是像知名學者克魯曼也承認，十多年前正確預測出亞洲金融風

暴的他，未必能在未來成功做出再一次準確的預測。克魯曼雖然預估未來

經濟仍會進一步的疲弱，參考之餘，我們仍應樂觀以對，絶不能消極的處

於絶望漩渦當中，面對經濟困局之際，卻正是沈澱下來，振興綢繆的時機。  

此次參加會議，中國方面唯一的參加銀行—中國民生銀行，為中國首

家主要由非公有企業入股的全國性股份商業銀行，1996年成立，2000即於

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亦為當地發展快速的優質銀行。會中，參與會員無

一能否認中國於世界經濟的舉足輕重的重要性，甚至認為能成為全球晦暗

經濟明燈的唯有中國。也許與會會員的立場就如同我們，有些許不願或不

能全面認同；也許中國經濟亦如同世界各國一樣遭遇各種危機，今年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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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與保七、保八對抗，然而各國無不爭取中國市場的潛在商機及無限可能

性。我們必需快速發展各種與對岸的合作與交流，盡速完成相關條例或協

議如ECFA、MOU的簽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端看我們怎麼運用處理，

不向前走，如同於胡同困境掙扎。 

歐美金融無論是全球性佈局、資本及資產規模、潛在及既有客戶數、

資訊系統管理等等皆勝台灣金融機構一籌，因此我們不應再閉關自修，各

練武功，應該增加觀摩他行之機會。雖然台灣銀行為台灣之龍頭銀行，然

而台銀兼具公股銀行之色彩，必需承辦許多非營利性項目，肩負眾多配合

性業務，各種業務項目齊備卻不易全面發展或受政策所限，而目前金融服

務發展快速，經濟及政治環境更是變化多端。我們應增加與國內外銀行互

動的機會，相互交流，以增補我行不足之處，諸如外匯及台幣匯款作業中

心之發展應為區域化或單一化、財富管理之經營、資訊管理系統整合或客

戶關係管理等等，皆可為例。 

歐美地區因著地緣關係及民族性開放的影響，大都能輕易了解當地文

化，交流無礙，各家銀行也多設有客戶關係維繫主管或國際業務開發主

管。國際化一直是本行發展重點之一，國際金融人才培訓更是重點任務，

並且需要長時間培養，應在培訓條件及輪調方面更為靈活、積極，長遠規

劃，方能於本行在國際舞台需遣兵用將之際，人才不虞匱乏，並能進一步

拓展本行國際佈局。 

肆、附件 

(一)與會者名單 

(二)研討會行程 

(三)研討會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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