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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為協助孟加拉提昇存款保險制度暨宣導存款保險於保護

存款人權益及維持金融安定之重要功能，國際存款保險機構

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以下簡稱
IADI)亞太區域委員會(Asia-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APRC)與孟加拉中央銀行特於 100年 3月 27日假孟加拉達卡
舉辦「存款保險 (Deposit Insurance)」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係 APRC 第一次與會員國共同舉辦有關存款保險之推廣計

畫。 

本次研討會計有來自亞洲地區等 5國，逾 70位孟加拉財
政部、中央銀行及要保金融機構等高階主管代表參加，探討

內容包括孟加拉金融制度、國際存款保險協會暨亞太區域委

員會概況、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金融危機後存款保

障額度概況、存款保險公眾意識及風險管理，中央存款保險

公司應 APRC 邀請擔任講員，其中風險管理--台灣經驗及存

款保險公眾意識--台灣經驗二項議題，奉 示由
職
風險管理處

處長蘇財源與國際關係研究室秘書黃鴻棋擔任講座。孟加拉

央行認為此次研討會為該國政府及金融業帶來極寶貴之經

驗，未來孟加拉央行將持續與 APRC合作（詳附錄一）。茲將

國際研討會重點內容摘述如后，俾供經驗交流及分享。 

貳、國際研討會重要內容 

一、孟加拉金融及存款保險制度簡介 

(一)、國情概況： 

孟加拉全稱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2010 年平均國民所得

美金 757元，經濟成長率約 5.8％，外匯存底約美金 105億

元，主權評等為 S&P BB-及 Moody’s Ba 3。孟加拉面積 147,570

平方公里，為台灣 4.1倍，2011年 1月人口 149百萬，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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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6.5倍，係全世界第八大人口密集國家，其中有 70％人

口年齡在 25 歲以下。全國人口中 88％為回教徒，印度教徒

占 11％。主要作物為稻米，稻米占全國農業面積之 70％，

農業產值占 GDP 比率由 1972～1973 年之 50％，降至

1999-2000 年之 20％，工業生產成長率在 2011 年前五年均

超過 6％，主要工業為成衣及針織品。 

(二)、金融制度 

孟加拉金融制度包括中央銀行(Bangladesh Bank，簡稱

BB)及 47家銀行（共有 7729家分行），其中銀行又包括 4家

國有商業銀行(SCB，截至 2008.6.30 存款市占率 30％，有

3,383 家分行，占全部銀行之一半)，4 家國有專業銀行(係

承作農業及工業專案融資之銀行)，另有 30 家民營銀行，9

家外商銀行。另有 30家非銀行金融機構(主要承作中長期放

款及租賃業務)，688家微型融資機構。另依 1938年保險法，

商業部保險局負責監理保險公司，該國計有 62家保險公司，

保險業主要由兩家國營保險公司主導。 

(三)、央行之任務及角色 

1.孟加拉央行負有監督及管理全部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

構之法定權責，除扮演貨幣政策及外匯管理等傳統央

行角色之外，亦負責全部監理任務，包括最低資本要

求、放款集中度限制、利害關係人借款規定、資產分

類準則及收入認列原則等。央行亦有權對違法者懲

罰，對問題銀行進行干預，及發布外匯管理機制等。 

2.貨幣政策 

依 1972年孟加拉央行法，央行貨幣政策之主要目標

為： 

(1)穩定物價 

(2)促進經濟穩定成長及發展 

(3)提高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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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穩定金融及清算系統 

3.利率政策 

(1)依金融業改革方案，銀行可自由決定存款及放款

利率，惟對出口融資利率除外，自 2004 年 1 月

起，對各項出口融資之優惠利率為 7％，另為提

高食物價格及充分供應重要 商品，對稻米、小

麥、糖、食用油、埃及豆、扁豆、洋蔥、椰棗、

罐裝牛奶等之進口融資固定利率為 12％。 

(2)目前銀行等對同一類別放款可依借款戶風險核予

最高 3％之差別利率。另銀行需依不同產業別公

告放款中價利率。銀行可依信用風險，在公告中

價利率上下 1.5％範圍核予不同放款利率，另銀

行應於其網站公告存放款利率。 

4.銀行資本適足性 

自 2007年 12月 31日起，銀行 BIS最低比率為 10

％，其中核心資本比率不低於 5％。 

5.放款損失分類及準備提存 

(1)放款於屆期後未還款，自屆期次日起視為逾期。 

(2)週轉金或定期性放款屆期超過 90天未償還者，應

列入特別注意帳 (Special Mention Account, 

SMA)，其衍生利息應作為利息費用之貸方項目，

不得列為利息收入。 

(3)放款逾期 6-9月，列為有欠正常(substandard) 

放款逾期 9-12月，列為可能遭受損失(doubtful) 

放款逾期 12月以上，列為呆帳損失(loss) 

(4)5年以內到期之分期償還放款，任一期未清償達 6

個月以內者，全部未還部分列為有欠正常，如逾

6-12個月，列為可能遭受損失，如逾 12-18個月，

全部放款列為呆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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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以上放款，任一期逾期 12個月以內者，全部

放款列為有欠正常，逾期 12-18個月內者，全部

放款列為可能遭受損失，逾期 18-24個月內者，

全部列為呆帳損失。 

(6)短期農業及微型信貸依放款契約約定條件及清償

日為到期日，如未能依約償還在 12 個月內者，

視為有欠正常，12-36 個月以內者，列為可能遭

受損失，36-60 個月者列為呆帳損失。如借款人

有信用或擔保品價值貶落之情形，應依實際狀況

調整分類。 

(7)提列評價準備 

銀行提列評價準備分類表 

消費貸款 

放款分類 

短 期

農 業

及 微

型 信

用 放

款 

房屋

貸款 

對 專

業 人

士 創

業 貸

款 

其他 

中小

企業

貸款 

其他

貸款 

資負

表外

暴險 

正
常 5％ 2％ 2％ 5％ 1％ 1％ 1％ 非 應

予 評

估 放

款 

特
別
注
意 

-- 5％ 5％ 5％ 5％ 5％ -- 

有
欠
正
常 

5％ 20％ 20％ 20％ 20％ 20％ -- 

應 予

評 估

放款 

可
能
遭

5％ 50％ 50％ 50％ 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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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損
失 
呆
帳
損
失 

100％ 
100

％ 
100％ 

100

％ 

100

％ 

100

％ 
-- 

資料來源：孟加拉中央銀行 

 

(四)、微型融資機構(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簡稱

MFIS) 

1.微型融資機構採會員制，為該國鄉村金融市場成長

最快速者。該國之微型信貸計畫(MICRO CREDIT 

PROGRAMS,MCP)係由各種正式金融機構(包括國營商

業銀行及專業銀行)、政府專門組織及非政府組織

(NGOs)負責執行。以借款人數而言，在 2003.6月～

2006.6月成長率高達 70％，在 MCP計畫下之借款人

高達約 3千萬人。 

微型信貸計畫統計表 

承作機構 
借 款 人 數

(人) 

信貸餘額 

(百萬 Taka) 

非政府組織微型融資機構

(2006.6) 

18,415,878 78,930 

Grameen Bank(2006.6) 6,908,704 33,235 

政府計畫(2005.12) 1,997,240 7,710 

國營商業部門(2005.12) 2,311,150 32,783 

民營銀行(2005.12) 164,113 1,106 

合計 29,797,085 153,764 

資料來源：微型信貸監理局及 Grameen Bank(2011年 4月 1

美元=71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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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微型信貸計畫下之借款人，2006年估計約有

11百萬人屬於貧窮線以下之窮人。 

2.非政府組織微型融資機構及 Grameen Bank在金融巿

場扮演很重要之角色，其中微型融資機構約服務

61%借戶，Grameen Bank則服務約 24%借款人，在微

型融資機構中，其前 20大之占有率約 80%。微型信

貸收取之服務費約為 10%~20%，若屬於 Palli 

Karma-Sahayak Foundation之會員則收取 12.5%。

平均支付存款之利率為 5%，有 90%之客戶為女性，

平均放款收回率約 90%，高於一般銀行業，每位借

款人平均放款金額為 Taka 4,000(折合新台幣約

1,690元)。 

3. 微 型 信 貸監 理 局 (Micro Credit Regulatory 

Authority) 

該國政府於 2006年 7月 16日制定微型信貸監理

局法，以利微型融資機構之營運得以透明化及負責

任。依該法，微型融資機構需獲該局核發執照方能

繼續從事微型信貸業務，獲得執照之必要條件為借

款人超過 1,000人，及放款餘額大於 40 lakhs。 

微型信貸監理局未來將注意微型融資機構之公

司治理、財務透明度、營運模式，以確保該些機構

營運之透明化。 

(五)、存款保險制度簡介 

1971 年孟加拉獨立建國後，除外國銀行分支機構以外之

其他銀行均為國營並辦理組織改造，該國金融產業也藉此建

立有效率之信用及外匯作業制度，因所有金融機構均為國有

且均由政府保障，因此並未施行存款保險。1980年代初期因

金融機構業務發展迅速，該國認為國營金融機構管理有改革

必要，計有 2家國營銀行民營化並開放增設民營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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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增加金融市場效率。金融改革亦帶來競爭，國營金融機

構有政府保障，惟該國認為金融安全網成員應提供顯性之存

款保險保障，因此該國於 1984 年提出銀行存款保險行政命

令，並於 2000年通過銀行存款保險法。 

1.存款保險目標 

(1)促進金融系統穩定 

(2)消除障礙促進競爭 

(3)保障小額存款人 

(4)促進公眾信心 

(5)促進市場紀律 

(6)增加儲蓄及增進經濟成長 

2.存款保險制度特色 

(1)孟加拉央行負責存款保險業務，包括負責存款保

險信託基金（Deposit Insurance Trust Fund, 

DITF）之保管及投資，中央銀行理事會為該基金

之受託理事會，央行總裁為該信託理事會之主

席。 

(2)存保制度採強制投保，要保機構包含外國銀行分

行、商業銀行、專業銀行，惟不包括吸收存款之

微型融資機構。 

(3)要保存款定義為孟加拉境內每一存款人在銀行之

存款餘額(惟不包括政府存款、外國政府存款或

金融機構存款)。 

(4)存款保險信託基金之收入由孟加拉央行管理，其

投資於政府債券之收入屬於存款保險信託基金。 

(5)銀行若無法支付保費，央行有權自其存放央行帳

戶直接抵扣，如有多次無法支付保費，央行可停

止其辦理存款業務。 

3.存款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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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險費率採簡要版差別費率，依問題銀行及

非問題銀行計收二種不同費率，每半年依要保項目

存款總額計付保費，2007年 1月起之風險費率如下： 

 類別 存保費率 

1 問題民營銀行 0.09％ 

2 非問題民營銀行 0.07％ 

3 國營商業銀行 0.07％ 

4.保障額度 

小額存款人在問題機構被勒令停業於賠付存款

時有優先受償權，每一存款人保障額度最高為十萬

Taka(約美金 1400元)，保障額度係以存款人在同一

銀行相關帳戶歸戶後餘額計算，大約有 80%以上存

款人受到保障。存款保險信託基金理賠金總額需視

問題銀行資產清算淨額而定。2010年底止保額內存

款占要保存款總額比率約為 37.8％。 

5.存款保險信託基金餘額 

截至2010年底止，存款保險信託基金餘額為91.2

億 Taka，該基金每年平均保費收入約 10億 Taka(其

中 2010年為 14.8億 Taka)。 

6.存款保險信託基金投資概況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止共投資政府公債金額為

140億 Taka。 

7.賠付案例 

該國存款保險信託基金自創立以來，尚無問題銀

行賠付個案，過去曾有二家問題銀行以改組增資方

式解決，並未用基金辦理賠付。 

8.存款保險宣導 

孟加拉央行為提高存款保險公眾意識認知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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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金融機構於公開場所宣導存款保險。 

9.未來展望 

(1)央行已研議依金融預警系統採行進一步之風險差

別費率方案，並洽財政部商議中。 

(2)孟加拉央行研議增加存款保障額度。 

(3)研議建立有效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機制。 

(4)依據 IADI 核心準則內容建立各項存款保險制度

標準。 

二、國際存款保險協會暨亞太區域委員會概況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自 2002 年 5 月成立，目前有 82

個會員，包括 63個正式會員、7個準會員及 12個夥伴會員(含

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歐洲重建開

發銀行及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SEACEN)等)。

IADI 亞太區域委員會(Asia-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APRC)成員涵蓋亞洲及大洋洲各國，目前有 21個會員。2008

年金融風暴發生後許多亞太國家(例如印尼、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哈薩克、俄羅斯、台灣及越南)在總體經濟
政策之外，另採取新的存款保險措施，其中印尼、哈薩克及

俄羅斯宣佈提高存款保障幅度以強化存款大眾信心，其他國

家如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則採行全額保障

制度，但全額保障制度多僅為暫時性措施。另有部分國家因

受金融風暴影響甚微，未調整相關政策(例如日本及印度)，
亦有國家於風暴期間創設新的存款保障制度以因應未來金

融問題(如澳洲)。 

三、「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摘要 

2007 年下半年起美國發生次級房貸事件，引發全球金融

海嘯，存款保險穩定金融之重要性再度受到各界重視。 I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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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年 3月發布「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供各國

政府訂定決策參考。嗣後，金融穩定論壇於 2008 年 4 月發

布「提昇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抵禦風險能力」報告，指出近

來之金融風暴再次突顯有效存款保險制度之重要性，並強調

建置一套各國主管機關均認同之「有效存款保險制度國際核

心原則」必要性。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BCBS)及 IADI於

2008年 7月決議合作發展國際間共同接受之核心原則，並以

IADI前發布之「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為基礎，由其

成員各自陳報所屬國際組織，完成審查及核准程序，嗣後於

2009年 6月 18日正式對外聯合發布，共有 18項核心原則，

包括設立目標、存保機構之職權與權能、機構治理、與其他

安全網成員關係及跨國議題、會員資格與保障、資金籌措、

公眾意識、特定法律議題、停業機構之處理、存款人賠付與

資產回收等 10大類。茲摘要簡述該核心原則如下: 

(一)、核心原則之先決條件 

1.政策制定者必須考量如何保護存款人及穩定金融秩

序。顯性 (Explicit)存款保險制度優於隱性

(Implicit)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應明定存

保機構對存款人所負有之義務、決策之範疇與限

制，俾提昇大眾信心、協助控制倒閉銀行之處理成

本、提供各國處理倒閉銀行標準作業程序及建立籌

措倒閉銀行處理成本之融資機制。 

2.當一國金融體系及法制環境較為健全時，存款保險

制度之建立與改革亦較易成功。基於公信力考量及

避免道德風險，存款保險制度必須為健全金融網成

員之一環，並應具備適當之架構及妥善執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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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網一般包括審慎之法規及監理、央行之最後融

通者功能及存款保險。金融安全網成員間之職權與

責任分工，係依各國公共政策及環境而定。 

3.存款保險制度之設立，並非以處理系統重要性銀行

之 倒 閉 案 (systemically significant bank 

failures)或系統性危機(systemic crisis)為目

的。倘有前述倒閉案或系統性危機發生時，金融安

全網成員應有效通力合作。另處理系統性危機所生

之成本，亦不應全由存款保險制度承擔，應有其他

財源支應，如政府資金。 

4.核心原則之設計及適用範圍，係廣泛反映各國國

情、法規環境及結構而制訂。核心原則係在自願性

之基礎下，供各國建置有效之存款保險制度，各國

並得依自身狀況配合施行相關輔助措施，俾於其管

轄權內建立完善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之制訂並

無法涵蓋所有金融體系之需求及狀況，故各國應妥

善考量其特殊現況，並於其法制架構下儘量達成存

款保險制度之公共政策目標及職責。 

5.有效之存款保險制度尚需考量其他外部因素及先決

條件： 

l 持續評估經濟及金融體系狀況。 

l 金融安全網成員之健全治理。 

l 審慎的法規及監理。 

l 完善發展之法制基礎、會計及揭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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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原則之內容 

分類及核心原

則 

內     容 

設立目標 

核心原則 1： 

公共政策目標 

設計存款保險制度或改革現行存款保

險制度之首要步驟為確立欲達成之公共政

策目標。公共政策目標應予正式明定，並

妥善整合於存款保險制度之設計中。存款

保險制度主要公共政策目標為促進金融體

系之安定及保障存戶。 

核心原則 2： 

降低道德風險 

存款保險制度應予適當設計並透過金

融安全網相關要件之配合，以確保可降低道

德風險。 

存保機構之職權與權能 

核心原則 3: 

存保機構之職

權(Mandate) 

存保機構之職權必須明確，且需正式

載明，俾能權責相符，並確保與預期之公

共政策目標一致。 

核心原則 4： 

存保機構之權

能(Powers) 

 

存保機構應具備所有可履行職務之權

能，且應正式載明。所有存保機構應具備

籌措賠付資金、訂定保險契約、制訂內部

營運預算及相關程序，以及可即時取得正

確資訊以確保可即時履行對存款人之責任

等權限。 

機構治理 

核心原則 5： 

存保機構之治

理 

存款保險制度必須運作獨立、透明、

負責任、不受政界與業界之不當干預。 

與其他安全網成員關係及跨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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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及核心原

則 

內     容 

核心原則 6： 

金融安全網各

機構之相互關

係 

存保機構與其他金融安全網間應持續

建立緊密之協調合作及資訊交流機制，且

所交流之資訊應迅速、正確，並適時注意

保密性。金融安全網資訊分享及協調機制

應明文規定。 

核心原則 7： 

跨國議題 

 

 

屬於不同管轄權之存保機構間、或存

保機構與國外金融安全網成員間之資訊交

流應予保密。當地主國對國外分行亦提供

存款保險保障時，應事前明定由何者賠付

。倘母國已提供存款保險時，應於收取保

費時予以承認(recognized)。 

會員資格與保額 

核心原則 8： 

強制投保 

存款保險制度宜採強制投保以避免逆

選擇問題。 

核心原則 9： 

保障範圍及額

度 

 

 

要保存款之定義應以法律或契約訂之

。在制度設計上，最高保額應採限額且易

於確認，並應能充分保障大多數存戶、符

合存款保險制度之政策目標，及與存款保

險制度之設計一致。 

核心原則 10： 

由全額保障轉

換為限額保障 

 

 

如擬將存款保險制度由全額保障轉換

為限額保障，或擬修正已施行之全額保障

制度，則應於環境許可時儘速進行轉換。

倘全額保障實施期間過長，將產生負面影

響，尤其是增加道德風險。轉換期間，政

策制定者應特別注意社會大眾的態度及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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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及核心原

則 

內     容 

資金籌措 

核心原則 11： 

存保資金之籌

措 

 

 

存款保險制度應具備完善之資金籌措

機制，以確保能即時賠付存款人，包括應

於必要時取得備援流動資金。由於要保機

構及其客戶均可由有效之存款保險制度受

益，故存款保險之成本主要應由要保機構

支付。無論是採事前累積、事後攤派或混

合制累積基金之存款保險制度，於施行風

險差別費率機制時，其計算標準應對所有

要保機構公開。存保機構並應具有足夠之

資源，以妥善執行管理風險費率機制。 

公眾意識 

核心原則 12： 

公眾意識 

為有效落實存款保險制度功能，存保機

構有必要持續向社會大眾進行宣導，使其清

楚明瞭存款保險之保障範圍及限制。 

特定法律議題 

核心原則 13： 

法律保障 

存保機構及所屬員工，於依法且善盡善

良管理人職責執行公務時，應具備免於民、

刑法訴訟之保障。該等人員應遵循利益迴避

原則(conflict of interest rules)及行為

準則(code of conduct)，以確保公務之負

責執行。法律保障應明訂於相關法律及管理

準則中，並應自動適用。另若涉及訴訟費用

，亦應涵蓋於法律保障內。 

核心原則 14： 

對倒閉銀行應

究責人員之處

存保機構與金融安全網其他成員，應具

備對倒閉銀行應究責人員進行訴追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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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及核心原

則 

內     容 

理 

停業機構之處理 

核心原則 15： 

及早偵測、立

即糾正及處理

措施 

存保機構應為金融安全網之一環，共同

對問題金融機構採取及早偵測、立即糾正及

處理等各項監理措施。應及早決定金融機構

是否已列入或即將列入問題機構之時機，且

應建基於明確之啟動標準，並由獨立運作之

金融安全網權責機構執行之。 

核心原則 16： 

有效之處理程

序 

有效之停業金融機構處理程序應使存

保機構能妥善履行其保險責任，包括：確保

存款人能即時、正確且公平地獲得理賠、儘

量降低處理成本及對市場之干擾、倒閉銀行

資產回收金額最高，以及透過追究過失或犯

罪經營者之法律責任以強化市場紀律等。另

應賦予存保機構與其他金融安全網成員建

置彈性處理機制之權限，透過促成適當對象

購買倒閉銀行之資產與承受其債務之方式

，維持金融機構重要中介功能(如提供存戶

資金提領不中斷及維持金融機構之清算與

支付功能)。 

存款人賠付與資產回收 

核心原則 17： 

對存款人之賠

付 

存款保險制度應能使存款人於金融機

構倒閉後立即取得理賠款。因此，存保機構

在金融機構倒閉前應被充分告知，俾能完善

準備及時進行賠付。存款人應具有在最高保

額內獲得賠付之權利，且應瞭解何時辦理賠

付及賠付程序等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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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及核心原

則 

內     容 

核心原則 18： 

資產回收 

存保機構應就倒閉銀行資產處理回

收款項參與分配，倒閉銀行之資產管理及

回收程序(由存保機構或其他團體執行之

)，應基於商業考量及經濟利益訂定處理

原則。 

 

四、後金融危機之存款保障額度概況及泰國存款保險機構

(Deposit Protection Agency, DPA)簡介 

(一)、後金融危機之存款保障額度概況 

亞太區國家因應 2008年金融風暴多採行暫時性措施，其
中澳洲、香港、俄羅斯、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台灣已陸續於

2010 年或 2011 年內，使其暫時性措施退場，相關之準備程
序已陸續展開。泰國及印尼則仍維持暫時性措施。除存款保

險相關之措施，本區某些國家對其他暫時性之經濟金融措施

也將陸續終止。 

亞太地區各國因應金融風暴暫時性存款保障退場措施及準備計

畫一覽表 

國家 退場措施暨準備計畫 

澳洲 2008 年 11 月起 1 百萬澳幣暫時性保障措施將於 2011

年 10月終止，澳洲政府已進行保障額度檢視並將於屆

期前公布。 

香港 1.存款全額保障至 2010年底為止。 

2.2011年 1月 1日起保障額度由原有之 10萬港幣提高

為 50萬港幣(約美金 65,000元)。 

3.與主管機關密切合作強化金融機構流動性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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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退場措施暨準備計畫 

4.2009年第 4季起檢視存款全額保障計畫並於 2010年

中完成停止存款全額保障計畫相關立法程序。 

5.2010年下半年起啟動全額轉限額宣導計畫。 

印度 1.2009年起取消各項因應危機措施。 

2.央行任務已從促進經濟復甦改為控管通膨及預期心

理。 

印尼 1.計畫調整存款保障額度，並擬於調整前 6個月公布。 

2.刻正依 IMF及 World Bank 建議，研議調高差別費率。 

3.停止中央銀行流動性援助措施。 

日本 1.建置資產收購計劃。 

2.施行全面性貨幣寬鬆措施，如金融市場準則及中長

期貨幣政策調整。 

3.推行經濟成長策略。 

哈薩克 1.執行 2011至 2015年金融市場發展計畫。 

2.執行國家發展革新計畫。 

3.強化民眾信心計畫。 

4.強化審慎金融監理。 

韓國 擬採行於促進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間取得平衡之退場

策略。 

馬來西亞 1.暫時性存款全額保障於 2010年 12月 31日屆期。 

2.2011年 1月 1日起最高保額由 6萬馬幣調高為 25萬

馬幣(約 8萬美元)並包括外幣存款。 

3.實施伊斯蘭及一般商業保險保障機制(Takaful and 

Insurance Benefits Protection System, TIPS)。 

4.修改存保條例及強化賠付系統。 

俄羅斯 1.強化金融監理政策。 

2.完成金融機構再生計畫。 

3.終止金融機構次順位債券增資計畫。 

4.政府與央行著手進行各項退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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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退場措施暨準備計畫 

新加坡 1.2011年 1月 1日起最高保額由 2萬坡幣調高為 5萬

坡幣(約 3.8萬美元)。 

2.辦理賠付作業採總額法(gross basis)先行賠付存款

人要保存款而不採淨額法(亦即不抵銷存款人負債)。 

泰國 全額保障預計於 2011年 8月 10日到期，至 2012年 8

月 10日最高保額調為 5千萬泰銖，2012年 8月 11日

後最高保額降為 1百萬泰銖(約美金 33,156元)。 

越南 存款保險法草案，預計於 2011年立法通過。 

(二)、泰國存款保險機構(Deposit Protection Agency, DPA)

簡介 

DPA 於 2008 年成立，屬較單純之「賠付箱(paybox)」型

存保機構。保障之存款包括泰幣存款及其衍生之孳息，惟不

包含非泰國居民帳戶存款、與衍生性金融商品連結之存款及

銀行同業存款(inter-bank deposit)。目前符合上述標準之

存款總額約 687萬兆泰銖，共 5,690萬名存款人。要保機構

目前有 32 家商業銀行(其中 17 家為於泰國註冊之本地銀

行、另 15家為外商銀行之分支機構)、3家金融公司及 3家

信用公司(foncier)。 

泰國存保機構成立之前，該國已自 1997年起提供存款全

額保障，各階段存款保障限額彙總如下： 

階段 期    間 最高保額 

一 2008年8月11日–2009年8月10日 全額保障 

二 2009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0日 
泰銖 1億 
(約合美金 310
萬) 

三 2010年8月10日- 2011年8月10日 
泰銖 5千萬 
(約合美金 1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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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1年8月10日- 2012年8月10日 
泰銖 1千萬 
(約合美金 31萬) 

五 2012年 8月 11日以後 
泰銖 1百萬 
(約合美金 3.2
萬) 

五、存款保險公眾意識---台灣經驗 

本場次簡報由存保公司國際關係與研究室秘書黃鴻棋擔

任講員，簡報內容分為核心原則 12 公眾意識及台灣辦理存

款保險公眾意識宣導經驗分享。(簡報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六、風險管理---台灣經驗 

本場次簡報由存保公司風險管理處處長蘇財源擔任講

員，簡報內容為存保公司對要保機構進行風險管理措施及經

驗分享。(簡報內容請參閱附錄三)。 

叁、心得與建議 
一、為進一步健全銀行業營運及增加風險承擔能力，宜適時

檢討增提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標準 

孟加拉要求銀行業對放款提列評價準備標準依資產品質

分為五類，其中第一類正常放款，除中小企業貸款提列 1%，

房屋貸款及對專業人士創業貸款提列 2%外，短期農業及微型

信用放款，以及其他消費融資均需提列 5%，資負表外暴險亦

需提列 1%；第二類放款大部分提列 5%，第三類放款大部分

提列 20%，第四類放款提列 50%，第五類放款提列 100%。以

我國 99.11.18 金管會金管銀法字第 09900428780 號令修正

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

法為例，第一類授信資產債權餘額扣除對我國政府機關債權

餘額提列 0.5%，第二類提列 2%，第三類放款提列 10%(其餘

第四、五類與孟加拉相同)，以孟加拉金融環境而言，其要

求第一~三類放款提列放款損失準備之標準較我國高出甚

多，此舉有助於銀行業增強財務結構及增加風險承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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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穩定金融，我國銀行業、信合社及農漁會信用部之授信

資產提列損失準備標準，宜依金融監理及外在環境需要，適

時調增應提比率。 

二、微型融資機構未來應加強財務透明化及強化金融監理 

孟加拉當地鄉村金融所引以為傲之微型融資機構，目前

雖對貧窮線以下之窮人有功不可沒之融資計畫，以助其創業

及脫離窮困；惟因其服務費高達 10%~20%，且對備抵呆帳之

提列標準遠較其他放款為低(如第二類不提，第三~四類只提

5%)，另其逾放之定義較其他放款明顯於寬鬆，如未依約償

還在 12 個月內者視為有欠正常，逾 12-36 個月列為第三類

可能遭受損失，逾期 36-60個月方視為呆帳損失。該類機構

大部分因環境需要先行設立，政府被迫就地合法化，讓其坐

大始給予執照，且獲准條件寬鬆(如最少應有 1000 位借款

人)，此類機構如不強化金融監理，加強要求財務透明化及

公司治理，未來如遇金融環境惡化，將成為金融巿場之未爆

彈，可能衍生相關社會秩序問題。 

目前我國金融類型中與孟加拉微型融資機構較為類似者

屬農漁會信用部，近年來在農金局主政下已有不少改革制

度，惟有關公司治理、財務透明化、損失準備提列標準、風

險揭露及控管，與一般銀行似仍有距離，未來可持續加強該

些方面之要求，以利農業金融之穩定。 

三、與世界各國金融監理機構加強往來及建立強化金融安全

網機制，有助於提昇我國形象及專業地位 

我國第一次派員參加孟加拉央行今年舉辦之國際研討

會，並以台灣經驗為例，主講風險分析及風險管理，及介紹

存保機制如何加強存款大眾意識，以維護信用秩序及穩定金

融。上述機制皆為孟加拉金融監理所缺，亦為當地銀行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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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接觸之領域及新知，經由台灣經驗之分享，有助於孟加

拉央行及金融業之改革。藉由參與國際研討會，輸出台灣經

驗，並與當地金融監理機構文化交流，有助於我國形象及存

保公司專業地位之提升。日後類似國際研討會，宜積極派員

參與，以強化台灣在國際金融之專業形象。 

四、加強存款保險公眾意識及金融商品透明化宣導，有助於

降低另一波金融危機之發生 

美國於 2007年金融危機後，經檢討認為部份民眾欠缺金

融知識是導致該國面臨金融危機的主因之一，在消費者權利

日益抬頭之際，如何與存款人溝通以加強存款保險公眾意識

之宣導已成為未來重要趨勢，以保障缺乏金融知識之部分民

眾，對於業者提供之創新金融商品不致於過於盲目與樂觀，

進而承擔過高之風險。另為建立金融消費大眾信心，金融教

育隱然成為存保機構及監理機關另一重要角色，換言之，未

來監理機關及存保機構應成為重要之金融教育者。綜觀孟加

拉存保機制僅保障一般銀行之存款人，惟對吸收存款之微型

融資機構並無存款保障機制，在一個國家內對不同吸收存款

之金融機構有差別化之存款保障機制，未來將面臨公眾意識

宣導挑戰及在面臨金融危機時如何維持金融秩序之難題，金

融安全網成員亦及早共同解決此種制度上之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