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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APEC 相關會議簡要報告相關會議簡要報告相關會議簡要報告相關會議簡要報告 

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 

（（（（含英文縮寫含英文縮寫含英文縮寫含英文縮寫）））） 

APEC創新金融包容性政策合作對話會議 
Operational Dialogue on Innovative Financial Inclusion Policies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 100年 9月 15日 

所屬工作小組或所屬工作小組或所屬工作小組或所屬工作小組或

次級論壇次級論壇次級論壇次級論壇 
APEC財長系列會議 

出席會議者姓出席會議者姓出席會議者姓出席會議者姓

名名名名、、、、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職銜職銜職銜職銜 

林秀燕  財政部國庫署  副組長 

吳怡蓉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業務處  副研究員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e-mail (02) 2322-8056、linda@mail.nta.gov.tw 

(02) 8968-0835、yrwu@fsc.gov.tw 

會議討論要點及會議討論要點及會議討論要點及會議討論要點及

重要結論重要結論重要結論重要結論 

(含主要會員體含主要會員體含主要會員體含主要會員體

及我方發言要及我方發言要及我方發言要及我方發言要

點點點點) 

一、本次會議係 APEC 為加速推動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之金融包
容性政策，舉辦會員國間之政策對話研討會，其主要內容係
以：「金融包容性（FI）架構」、「改善金融包容性（FI）所
需倡議」、「中小企業金融可行性」、「微型保險及信用資訊管
理機構」等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二、鑒於目前有關 FI尚缺乏一套廣為各界所接受且內容明確之
一致性定義，本次會議設計安排以下 6項議題：「金融包容
性（FI）領導策略發展」、「打造有效金融包容性（FI）政策
架構－菲律賓國家信貸委員會」、「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包容
性」、「動產融資為中小企業融資另闢管道」、「菲律賓微型保
險」及「菲律賓消費者保護」，每項議題均經研討及意見交
流後，主辦單位再以「制定行動議程，以加速推動金融包容
性」為題進行工作小組會議及制定 FI標準定義之擬議。 

三、本次會議各會員體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將由主辦單位彙整
總結報告，我國代表業就經濟發展、金融穩定及關懷弱勢營
造永續社會之包容性成長提出建言，並就我國政府在 FI 之
成功領導經驗，如：中華台北微型保險商品、公股銀行青年
安心成家貸款、金融教育向下紮根等提供與會代表參考。 

後續辦理事項後續辦理事項後續辦理事項後續辦理事項 尚無後續需配合辦理事項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一、我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小規模企業排除融資障
礙，擴大照顧弱勢，增進基層經濟能力之成功模式，可提供
APEC會員國作為制定金融包容性政策之參考。 

二、金融知識普及化是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工程，我國已將該

項議題列入金融發展策略重點，並落實推動。 

三、就均富社會觀點，FI 為消弭貧困及穩定社會向上發展的重

要工具之ㄧ，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應緊密合作，以發揮帶動
永續成長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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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會議緣起會議緣起會議緣起會議緣起 

本次會議係為進一步推動前於 2009 年 11 月在新加坡舉行的

第 17屆 APEC會議之相關重點：如何執行政府領導人就擘劃金融

包容性所提出之計畫及策略。由於多數亞太地區國家，仍處於欠

缺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 FI）政策之狀態，故期 APEC

各會員國能透過本次政策合作對話會議，以加速推動金融包容性

政策。本會議討論議題包括：「金融包容性（FI）領導策略發展」、

「打造有效金融包容性（FI）政策架構」、「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

包容性」、「動產融資為中小企業融資另闢管道」、「菲律賓微型保

險」及「菲律賓消費者保護」等議題1。 

本次會議係由非政府組織(NGO)－亞洲太平洋地區金融發展

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Financing Institu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DFIAP）擔任主辦單位，並透過其諮詢部門－

ADFIAP Consulting（簡稱 AC），代表菲律賓財政部處理活動的協

調工作。本次 2011年 9月 15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市舉辦的活動全

名訂為：「An Operational Dialogue on Innovative Financial Inclusion 

Policies：Accelerat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出席者計有來自 10個 APEC成員經濟體共 24位代表與會。 

                                                 
1
 ADFIAP organizes APEC dialogu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News 

http://www.adfiap.org/news/adfiap-organizes-apec-dialogue-on-financial-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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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次會議在 ADFIAP秘書長Mr. Octavio B. Peralta 簡介該協

會之簡報中展開序幕（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1），謹摘述其重點如

次： 

一一一一、、、、ADFIAP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ADFIAP成立於 1976年，係為推廣亞太地區金融發展而成立

之組織，該協會目前共有 130 個會員機構分散於 44 個國家中。

ADFIAP 之型態定位係類似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UN   

ECOSOC）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NGO），該協會的秘書處常設

於菲律賓馬尼拉。 

二二二二、、、、依依依依 ADFIAP 所認知的所認知的所認知的所認知的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FI））））內涵內涵內涵內涵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一）由興業金融機構（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簡

稱 DFIs）提供小型及大型企業融資與諮詢服務。 

（二）多數 DFIs不接受大眾存款。 

（三）DFIs以金融發展為槓桿來提倡推動金融包容性。 

三三三三、、、、ADFIAP 的會員機構都致力於的會員機構都致力於的會員機構都致力於的會員機構都致力於推動推動推動推動 FI 

包括印度的中小企業開發銀行（Smal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Bank of India, SIDBI）、蒙古的微型金融發展基金（Micr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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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Fund, MDF）菲律賓的人民信貸金融公司(People's 

Credit and Finance Corporation, PCFC）及其他 ADFIAP的會員機

構都致力於推動 FI。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ADFIAP及其會員機構咸認為 DFIs是提供金融包容性計畫的

最佳工具，尤其是對於提供微型、中小型企業信用貸款或金融諮

詢服務方面，有極大助益。DFIs 被政府視為是金融包容性計畫的

催化劑，而且已被各 ADFIAP會員機構的國家中具體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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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一一一一、、、、    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FI））））領導策略發展領導策略發展領導策略發展領導策略發展 

本議題係由雪梨大學客座法學教授 Ms. Rosamund Clare 

Grady（Rose Grady）就如何透過整合政府政策規劃與金融創新政

策，以加速達成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s, FI）進行簡報及

經驗分享（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2）。謹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National Financial Inclusion 

Strategy）））） 

1. 雖然目前在國際間，尚無可被廣為接受之「金融包容性」

定義，但世界銀行（World Bank）扶貧諮詢小組 2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刻正從微型金

融（Microfinance）概念，嘗試研提其相關定義： 

（1）「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係藉由協商所制訂之公開文

件，目的在使更多窮人獲得金融服務。這些文件基本

內容包括微型金融概況、該行業的願景、戰略目標以

及用於執行階段之行動計畫。 

                                                 
2
 CGAP 是一個致力於增進世界窮人金融服務的獨立政策研究中心。CGAP已得到超過 30個發展機構和民間基金會的支持，其共同使命是減輕貧困。CGAP 設於世界銀行之下，對政府、微型貸款機構及投資者提供市場情報與諮詢服務，以推廣標準並制定創新的解決貧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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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訂國家信貸策略通常包括以下階段: 

  －檢視微型信貸部門； 

  －金融業的願景； 

  －戰略目標； 

  －改革計劃。 

（3）國家微型金融策略的制訂時程包括： 

  －檢測（需時 3-6個月）； 

  －諮商（需時 2-6個月）； 

  －準備書面文件（需時 6-12個月）； 

  －通過及實施（需時 3-5年）。 

2. 目前訂有國家微型信貸/金融包容性策略之國家： 

       （彙整表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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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亞洲 柬埔寨、印尼、寮國、尼泊爾、巴基斯坦、

菲律賓、越南。 

非洲 貝寧、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剛果共和國、

布拉紮維爾、象牙海岸、伊索比亞、甘比亞、

加納、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里、馬拉威、

毛里塔尼亞、莫三比克、尼日、奈及利亞、

盧旺達、獅子山共和國、塞內加爾、南非、

坦尚尼亞、多哥、烏干達、辛巴威。 

歐洲及中亞 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烏茲別克。 

中東北非 埃及、約旦、敘利亞、葉門。 

3. 整合金融包容性政策之範圍 

除目前所重視的中小企業（SME）融資外，亦漸漸擴

大將微型企業納入，將其範圍整合轉變為包含中小微型企

業（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SME）。 

（（（（二二二二））））推動建立完整的推動建立完整的推動建立完整的推動建立完整的金融創新政策金融創新政策金融創新政策金融創新政策 

1. 需就政治層面、市場、監管單位、機構、經濟面及社會等

各方面進行檢測（diagno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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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由政府、金融機構、電信通訊科技業者、資本市場、法

律體系、諮商顧問、捐助者、投資者、客戶。金融業者及

金融監督管理機構，進行相互協調及諮商。 

3. 創新金融包容性政策： 

（1）創新金融產品：團體借款（group lending）、包括手機

銀 行 在 內 的 無 實 體 分 行 銀 行 業 務 (branchless 

banking)、混合債 券商品（ hybrid debt- equity 

products）、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私募股權

（private equity）、組合商品（bundle product）（如信

用/保險）、環保融資商品（green financing products）。 

（2）創新管道：利用第三方提供金融服務。 

（3）創新辨識：生物特徵識別系統、透過第三方執行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分子(AML/CFT)原則。 

（（（（三三三三））））創新金融包容創新金融包容創新金融包容創新金融包容性性性性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接軌接軌接軌接軌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國際標準 

1. 國際間 G20業提出九項「創新金融包容性原則（Principles 

for Innovative Financial Inclusion）」，為政策制定者在擬定

及執行金融包容性計畫時，提供指導原則。 

2. 該九項創新金融包容性原則包括：領導、創新、多樣性、

維護、權力、合作、知識、比例和架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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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標準： 

（1）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存款機構 

（2）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反洗錢及反

恐怖主義融資 

（3）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清算系統委員會（CPSS）－支

付暨清算系統 

（4）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保險業之監管 

（5）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ADI）－國際存款保險機

制 

4. 國際間保護客戶意識抬頭： 

（1）扶貧諮詢小組：相關規劃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2）世界銀行貨幣和金融政策透明化優良實務規範（World 

Bank Good Practices on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用於判別金融客戶保護及金融知識普及

之衡量標準。 

（3）聰明客戶保護原則（SMART Campaign Client Protection 

Principles）：旨在保護微型金融客戶免於遭受不公平

貸款之侵害。 

 



 - 10 -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如何制訂金融包容性如何制訂金融包容性如何制訂金融包容性如何制訂金融包容性（（（（FI））））領導策略領導策略領導策略領導策略 

1. 全方位檢視金融包容性。 

2. 政府及各部門間之相互溝通與協調。 

3. 定義金融包容性政策中涵蓋的中小微型企業範圍。 

4. 確保與金融相關之法制架構能支持金融包容性政策。 

5. 確認金融監管者能有適當且合格之能力來進行相關工作。 

6. 檢視評估政策結果並保留改變政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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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打造有效打造有效打造有效打造有效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政策架構政策架構政策架構政策架構－－－－菲律賓國家信貸委菲律賓國家信貸委菲律賓國家信貸委菲律賓國家信貸委

員會員會員會員會 

本議題係由菲律賓財政部副部長Mr. Gil S. Beltran分享該

國成立國家信貸委員會以制定金融包容性策略之經驗（詳會議

簡報資料附件 3）。謹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過去情況過去情況過去情況過去情況 

1. 無金融包容性政策，導致窮人無法藉由正式金融管道獲

取資金。 

2. 政府直接信貸補助專案過於分散，導致使用政府信貸專

案之機率偏低，並有過度貸放之情形。 

3. 無競爭力之私人金融機構過度依賴政府資金補助，降低

私人企業在信貸方面之參與度。 

  （（（（二二二二））））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國家信貸委員會國家信貸委員會國家信貸委員會國家信貸委員會 

1. 成員： 

（1）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及其與信貸發放相關之仲

介機構。 

（2）代表民間之企業協會、銀行、合作社及非政府組織。 

2. 四大基本信貸原則： 

（1）擴大私人部門的參與。 



 - 12 - 

（2）政府聚焦於創建有利環境。 

（3）市場導向。 

（4）政府不參與信貸之發放。 

3. 國家信貸委員會大事紀： 

（1）1993年成立。 

（2）1997年確立微型信貸政策方針及監管架構。 

（3）1999年合理化國家直接信貸專案。 

（4）1999-2010 年公布 5 個法規（農漁業現代化法、社

會改革及扶貧法、修正一般銀行法、鎮級微型企業

法及綜合中小企業法）、通函（行政命令、政府機

構發行、中央銀行通函及修訂 GFI 工作指南）、以

及監管措施（統一微型信貸作業標準）等。 

（（（（三三三三））））改變後的新型態改變後的新型態改變後的新型態改變後的新型態：：：： 

1. 從過去社福機構受惠者變為金融機構客戶；從領取政府

直接補助轉為透過市場取得資金；從依賴捐助轉而尋求

微型金融機構（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MFIs）協助。 

2. 菲律賓過去僅有少數 MFIs；而今日則轉為由政府金融機

構及商業銀行，以批發融資（wholesale funds）方式，提

供全國各地 1,400個MFIs、7百萬名客戶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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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菲律賓在推動菲律賓在推動菲律賓在推動菲律賓在推動 FI 政策架構的政策架構的政策架構的政策架構的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1. 從最初開始就必須由政府與私人部門進行強而有力的

合作，以利於改革之推動。 

2. 建置一個包含許多私人部門代表，且可靠又獨立的機

構，以持續進行政策對話。 

3. 改革私人部門的所有權將可保證政策持續性。 

4. 通過立法與行政許可規範化改革能夠減輕政策的反覆。 

5. 協助培養能力較政府提供補貼基金更為重要。 

6. 減少政府直接介入之力量，可促進金融機構間之競爭，

有助於利率之調降。 

7. 確立標準將有助於發展具持續力之私人金融實體。 

   （（（（五五五五））））未來挑戰未來挑戰未來挑戰未來挑戰：：：： 

1. 將微型信貸推廣至農業。 

2. 當微型金融之客戶升級成為中小型企業，造成所謂的消

失的中間客戶（missing  middle），如何持續提供其有

利的經營環境。 

3. 將微型信貸機構化以擴大其範圍至非正式部門及低收

入族群。 

4. 建置信用資訊系統及移動性可攜式擔保登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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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包容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包容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包容秘魯徵信機構與金融包容性性性性 

本議題係由秘魯銀行、保險及年金基金管理分局長 MR. 

Jorge Mogrovejo 介紹秘魯徵信機構（Credit Information Registry, 

CIR）（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4）。謹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建置徵信機構建置徵信機構建置徵信機構建置徵信機構：：：： 

近二、三十年，徵信機構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如雨後春

筍般發展起來。目前幾乎每個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徵信機

構。依世界銀行專家在 2001年所做的調查顯示，1989年以

後全世界共有 17個國家建立公共徵信系統，其中 9個在拉

丁美洲，而秘魯、智利、海地、墨西哥等國則是拉丁美洲

最早建置公共徵信機構的國家。 

 （（（（二二二二））））完善的徵信體系有助促進金融發展完善的徵信體系有助促進金融發展完善的徵信體系有助促進金融發展完善的徵信體系有助促進金融發展、、、、微型微型微型微型信貸及金融包容信貸及金融包容信貸及金融包容信貸及金融包容 

1. 幫助解決信用活動中資訊不對稱問題，防範和控制交易

風險。 

2.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融資效率和社會效益。 

3. 幫助解決中小企業和低收入者貸款困難的問題，拓展金

融部門業務經營的深度和廣度，增加信貸總量，支持經

濟增長。 



 - 15 - 

4. 為加強金融監管和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資訊服務，維

護經濟金融穩定。 

5. 促進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優化經濟金融環境。 

（（（（三三三三））））建置徵信建置徵信建置徵信建置徵信機構機構機構機構有助有助有助有助推行推行推行推行微型金融微型金融微型金融微型金融 

1. 微型信貸（指商業貸款總額低於 10萬元）過去十年來，

以平均每年 18.7％的年增率成長，高於總信貸市場之 11.5

％年增率。 

2. 微型金融貸款餘額占信貸市場全部貸款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8％升高至目前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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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動產動產動產動產融資為融資為融資為融資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融融融融資資資資另另另另闢闢闢闢管道管道管道管道 

本議題係由耶魯大學中國法學中心資深研究員暨律師 Ms. 

Su Lin Han 介紹動產融資之相關配套（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5）。謹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對中小企業較不利之融資對中小企業較不利之融資對中小企業較不利之融資對中小企業較不利之融資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1. 需提出擔保或抵押資產。 

2. 以設備、庫存及應收帳款進行抵押。 

3. 銀行的傳統授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並未提供有利於中小

企業的融資管道。因為中小企業本身的規模小、抗風險

能力較弱、可供抵押的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等資源也較

欠缺，若只依賴不動產融資，例如拿廠房作為抵押，對

於那些拿不出廠房作為抵押的中小企業而言，也就意味

著難以從銀行申請到貸款，而影響了中小企業的資金流

動。 

  （（（（二二二二））））發展對中小企業較友善之融資方式發展對中小企業較友善之融資方式發展對中小企業較友善之融資方式發展對中小企業較友善之融資方式 

1. 動產融資是讓中小企業以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擁有的動產

或貨權為抵/質押，或銀行對企業動產、貨權進行監管的

授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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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產擔保法之基礎支柱： 

（1）擴大擔保物的範圍，擔保權可在所有種類的財產上設

定，以充分利用各類財產的交換價值。  

（2）迅速、簡單地設定擔保權，以降低融資成本，且擔保

設定人亦不會喪失對擔保物的使用。 

（3）明定擔保物上競存權利之間的優先順位。優先順位一

般依「先公告優先」的規則而確立。 

（4）制定有效、迅速的擔保權執行方式。在債務人違約時，

如欠缺適當、合理、有效的擔保權執行程式，擔保權

的救濟將是極為有限的，甚至僅流於形式。 

  （（（（三三三三））））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登記登記登記登記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登記系統是一個基於現代動產擔保登記理念而設的平

臺，以便捷、高效的方式公告交易主體的權利狀況，藉

以維護交易安全。 

2. 融資租賃登記特點： 

（1）全國集中統一的資料庫，可透過網路進行登記，免受

地域之限制。 

（2）登記過程簡易，僅要求登記出租人、承租人、租賃物

等資訊，目的是公開融資租賃交易關係。 



 - 18 - 

（3）查詢方便，社會大眾均可通過網路查詢融資租賃登記

資訊。 

3. 融資租賃的登記與查詢系統之優勢： 

（1）融資租賃登記制度可公告租賃物之權利狀態，有助當

事人規避交易風險。 

（2）融資租賃登記制度可提供客觀判斷標準。 

  （（（（四四四四））））以中國經驗為例以中國經驗為例以中國經驗為例以中國經驗為例：：：： 

1. 在 2005年以前：相關動產擔保物權之範圍過於狹隘，不

利於動產擔保價值發揮，尤其是不利於中小企業進行融

資。 

2. 於 2007年通過「物權法」後以後，動產擔保物權制度方

面，較諸以往有許多突破：  

（1）擴大動產擔保物的範圍：允許以協議方式對現有或將

有的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抵押；允許抵

押人將其財產一併抵押；允許應收帳款質押等。 

（2）明確動產抵押登記原則：由於動產流動性大，其所在

地可能經常變動，難以確定於何處之所在地登記，「物

權法」則把以往認為以「動產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

理部門進行登記，修改為在「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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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部門進行登記。 

（3）不再強迫要求必須對擔保物進行具體之描述，而由相

關當事人書面進行約定。 

（4）明確應收帳款的登記機構為「中國人民銀行信貸徵信

體系」。 

（5）確立動產擔保登記的清償優先權規則，已登記的優先

於未登記的清償，並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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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微型保險微型保險微型保險微型保險 

本議題係由菲律賓財政部發展規劃司司長 Mr. Joselito S. 

Almario 博士介紹該國微型保險（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6）。謹

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金融包容性政策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成果 

1. 提供信貸：小額存款、微型保險、小額農業貸款、房屋

小額信貸。 

2. 銀行服務：利用網路及行動電話提供銀行服務，允許銀

行設立低成本的迷你銀行辦事處（Micro-Banking Offices, 

MBOs）。 

3. 支付：擴大虛擬提供業者的範圍（Expanded Virtual 

Reach），如電子貨幣發行機構（E-money Issuers）、電子

貨 幣網絡服務提供者（ E-money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等。 

4. 匯款：保護消費者能以合理價格獲取匯款、開戶、維持

帳戶等金融服務的權利。 

5. 保險：推廣微型農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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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金融包容性政策的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的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的成果金融包容性政策的成果－－－－微型保險微型保險微型保險微型保險 

1. 低收入族群保險滲透率低之原因： 

（1）缺乏政策及監管政策架構。 

（2）沒有推出合適之保險商品。 

（3）保險觀念不夠普及。 

2. 透過亞洲開發銀行（ADB）及德國國際合作組織（Germ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Z）的支持開始進行各項工

作： 

（1）推動微型保險之國家策略及監管架構。 

（2）由政府公告推行微型保險政策。 

（3）建立適當政策及法規環境以提供安全及健康之微型保

險服務，並推廣金融知識之普及。 

（（（（三三三三））））微型保險的供微型保險的供微型保險的供微型保險的供應與需求應與需求應與需求應與需求均均均均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1. 增加供給： 

（1）增加提供保險的機構。 

（2）增加可提供保險的管道。 

（3）提供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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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增加： 

（1）創新保險商品。 

（2）提升金融知識普及度。 

（3）消費者保護。 

（（（（四四四四））））未來挑戰未來挑戰未來挑戰未來挑戰 

1. 促進公、私部門進行合作之共識。 

2. 良好的政策與監管基礎。 

3. 透過法規鬆綁，支持產品創新。 

4. 協助業者建造通路。 

5. 提高大眾對風險保障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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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 

本議題係續由菲律賓財政部發展規劃司司長Mr. Joselito S. 

Almario 博士介紹該國消費者保護（詳會議簡報資料附件 7）。

謹摘述其重點如次： 

 （（（（一一一一））））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 

1. 供給面部門的責任與義務 

（1）金融資訊透明度及完整揭露。 

（2）公平的金融交易。 

（3）良性競爭。 

2. 需求面消費者應有的權利 

（1）免於不公平及詐欺的商業行為。 

（2）金融教育及意識。 

（3）設立糾正機制。 

 （（（（二二二二））））三管齊下三管齊下三管齊下三管齊下 

1. 金融包容性係值得持續追求的政策目標，政府需建立適當的

法規環境，鼓勵採行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包容性可行方案，

同時應適當監管金融服務提供業者，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健

全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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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應協助在金融監管體制上，確保能執行消費者保護及申

訴調處之機制。 

3. 以消費者保護及金融知識教育為基礎，建立金融包容性具體

數據框架，以監督金融包容性措施的執行進度。 

 （（（（三三三三））））菲律賓的設計菲律賓的設計菲律賓的設計菲律賓的設計 

1. 法律層面：制定菲律賓消費者法、誠信借貸法、存款保密

法。 

2. 執行及申訴機制：在政府監管體制內設置申訴及糾正部門。 

3. 金融知識教育：在政府部門內設置公共詢問處，積極推動

金融知識教育及宣導。 

 （（（（四四四四））））未來推動方向未來推動方向未來推動方向未來推動方向 

1. 擴大金融知識普及到每個關係人，而非僅止於消費者本

身。 

2. 擴大監管至中央及地方政府。 

3. 從小學就加強金融知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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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工作小組會議工作小組會議工作小組會議工作小組會議－－－－制定行動議程制定行動議程制定行動議程制定行動議程，，，，以加速以加速以加速以加速推動推動推動推動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 

鑒於 FI目前並無可被廣為接受的一致性定義，故本次會議

尾聲，主辦單位希望能就以下五項關鍵要素來定義 FI，即：「過

程」、「最終或期望之成果」、「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聯結」、「不

僅侷限於融資管道」、「持續致力推動 FI」，各會員國與會代表

所提意見將由主辦單位秘書處參酌後進行最後之彙整工作。 

本次會議我國代表亦就上述議題提出建言，並分享我國經

驗： 

一、 在追求國家競爭力的同時，對弱勢族群的關懷是社會穩

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華台北認為 FI是維繫經濟成長、

穩定金融、達成公義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過程。 

二、 金融包容性最終之成果並非只追求商業性微型金融的持

續成長，而是提供弱勢族群，一個公平且能簡易利用金

融服務的管道，此外，針對赤貧族群制訂政策時，亦需

審慎區隔 FI與微型金融不同策略之差異性，而金融教育

之普及程度更是推動 FI政策成功與否之關鍵。 

三、 中華台北就政府領導經驗，已成功透過政府持股之銀

行，推出一連串金融包容性計畫，包括中小企業融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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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安心成家貸款等。截至 2010 年底，8 家公股銀行之

總貸款平均餘額為 11 兆 2,945 億餘元，中小企業貸款平

均餘額為 2兆 5,678億餘元，分別較 2009年底增加 6,643

億餘元及 3,010億餘元，公股銀行業發揮帶動協助中小企

業融資之效果。另，為協助青年首次購置自用住宅，中

華台北於 2010年 11月 19日訂定「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

惠貸款原則」，由 8家公股銀行自 2010年 12月 1日起，

於二千億元總額度內，以銀行自有資金，受理申請優惠

利率之房屋貸款，截至 2011年 8月底止業撥貸 919億餘

元，計有 26,317 戶受惠。中華台北的成功經驗可提供其

他 APEC 會員國作為未來利用政府工具開創金融包容政

策之參考。 

四、 金融包容性並不只限於融資，中華台北的保險市場已相

當成熟，雖然微型保險在我國的潛在市場有限，但政府

仍認為經濟弱勢民眾之微型保險保障需求不應被忽視。

為增進經濟弱勢民眾保險之保障，並鼓勵保險業者善盡

社會責任，中華台北金管會已於 2009 年 11 月核准第 1

張微型保險商品。另截至 2011年 3月，中華台北已有 16

家產險、壽險公司推出微型保單，共計 2.1萬人投保，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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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以低所得者居多。 

五、 微型金融不等於金融包容性，微型金融只是推動金融包

容性的工具之一，且經驗顯示若要推動金融包容，政府

必須扮演領頭羊的角色，而金融包容性議題又涉及不同

部會之職掌，例如：中央銀行、財政部、金融監理機構、

主管社會福利之相關機構等等，故政府需將此議題提升

至全國性層級，且在溝通過程中亦須加入民營企業之參

與，才能創造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共同合作，成就全國金

融包容性成長。 

六、 推動金融包容性政策須有法制面配套措施，尤其應強化

資訊透明度，不論是透過公告、傳統傳播媒體或是電腦

網路等各式媒介之充分揭露，以確保徵信品質，同時防

止 FI推動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浮濫情況，協助真正需求者

做出正確之財務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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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根除貧窮根除貧窮根除貧窮根除貧窮，，，，才有真正和平才有真正和平才有真正和平才有真正和平    

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創立的窮人銀行，從微型貸款

（Microcredit）的概念出發，顛覆了傳統上銀行只在有抵押品

的情況下，才發放貸款的黃金準則，為沒有擔保能力的窮人創

業者帶來春天，進而使百萬人脫離貧窮，尤努斯也因此在 2006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他認為，根除貧窮可以給予人類

真正的和平，一個人被貧窮壓制時，沒有自尊和地位可言。由

此可見，強化金融包容性政策之推動，將可透過金融工具關懷

弱勢，達成穩定經濟發展，營造祥和社會的目標。 

二二二二、、、、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APEC 金融包容性倡議金融包容性倡議金融包容性倡議金融包容性倡議 

依聯合國統計，全世界仍有 8.54 億人長期遭受貧困和營

養不良之苦；有超過 10 億的極端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 1

美元；每年有 560萬兒童，死於與貧困有關的疾病。本次會議

邀請 APEC會員國如澳洲、美國、秘魯、菲律賓等國家進行經

驗分享，為汲取國際經驗，善盡國際一份子之職責及增加國際

能見度，我國亦派員與會。此外，身為 APEC會員，我國也會

全力支持金融包容性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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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爾街」」」」vs.「「「「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 

目前國際間常見的金融性議題僅止於金融危機或近期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金融包容性議題之能見度相對而言偏

低，儘管 G20 已帶頭呼籲金融包容性對穩定金融、促進經濟

成長大有助益，相信未來 APEC 與 G20 這兩個國際組織，可

以共同合作協助全球半數沒有銀行帳戶、無法取得適當金融服

務的弱勢族群，可以取得創業資金或保險服務，脫離貧窮與疾

病。相較於抗議企業貪婪、貧富不均而採激進手段的「佔領華

爾街」運動，「金融包容性」政策倡議雖不如「佔領華爾街」

野火燎原般之氣勢，惟其仍應為追求社會公義，消除貧窮，免

於剝削弱勢之柔性改革力量。 

四四四四、、、、臺灣版臺灣版臺灣版臺灣版「「「「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窮人銀行」，」，」，」，給魚不如教釣魚給魚不如教釣魚給魚不如教釣魚給魚不如教釣魚 

國內的慈善基金會已結合商業銀行、兒童暨家庭扶助

NGO 團體、中小企業協會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

稱信保基金）的力量，於 2011年 7月完成臺灣版「窮人銀行」

的首批核貸案件，另還有 12 個案件正在進行審核中，使具備

創業基本能力和企圖心、但缺乏資金的弱勢族群，可靠一己之

力謀生，長久脫貧。比起社會福利津貼的直接補助，FI應更能

發揮扶助弱勢族群自立更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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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中央與中央與中央與中央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合作共同合作共同合作深化深化深化深化 FI 政策效果政策效果政策效果政策效果 

加強落實政府推動照顧弱勢、縮短城鄉差距政策。我國目

前已透過信保基金放寬與縣市政府火金姑(相對保證)專案提撥

資金之搭配比率，鼓勵縣市政府共同參與，亦即與各地方政府

機關合作分攤金融機構授信風險，並結合地方政府及金融機構

之審查機制，提高金融機構承作誘因，協助小規模企業排除其

融資障礙，擴大照顧弱勢，提升就業機會、增進基層經濟能力。

信保基金 2010 年度協助企業取得金融機構融資金額達 8,638

億元，承保企業件數 31萬 2,593件，協助近 14萬家保證戶取

得銀行資金，約創造或維持 150萬個就業機會。此成功模式，

未來應仍持續推動及深化 FI政策效果。 

六六六六、、、、金融金融金融金融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投資投資投資投資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當人們追求更透明、踏實及可持續成長的經濟與更公平的

社會時，推廣金融知識及金融普及化更成為當前重要的課題。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統計，2010年一半以上的英

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負債高達 1萬 8千英鎊，約新臺幣 86萬元。

在台灣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人數，也在 2010年超過 40萬人，

因此 OECD 認為這一代的年輕人成年後，將面對比父母輩更

高的金融風險，尤其是在準備退休和健康保險方面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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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將大幅提高。參酌我國國情及國外經驗，我國亦已開始

推動「金融知識普及計畫」，讓消費者瞭解金融知識及金融權

益，以迎接投資理財新時代的來臨。金融知識不應是艱澀難懂

的學問，而應該是一種生活的能力和態度，而且金融教育應始

於學校，並從小紮根。 

金融知識普及是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工程之一，金融產業

要能健全發展，也必須重視投資人及社會大眾的金融教育與權

益保護。FI政策的推動，金融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建設，為持

續全面推動普及金融知識，我國金管會「金融知識普及計畫」，

以舉辦投資未來系列講座、製播理財節目、深入校園理財講

座、縣市政府「金融新勢力」講座、編印宣導手冊、贊助大專

院校研習營、及編印適合不同年齡學生層級之金融知識教材等

方式，提供學生及民眾相關講座，以將金融知識種子散播於大

眾，達到深入民眾之目的。 

七七七七、、、、後續活動後續活動後續活動後續活動可探討可探討可探討可探討議題之建議議題之建議議題之建議議題之建議 

本次會議討論重點為探討可促進金融包容性之策略、相關

法律架構及各國經驗等，以使各會員國代表對上開議題有更深

入之瞭解，惟因時間關係，就如何強化對金融包容性議題之認

知及推動部門如何協調分工等相關配套之資料與論述似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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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故若主辦單位持續辦理後續相關活動時，應可就此部分予

以補強，增進 FI議題之國際經驗分享與交流。 

八八八八、、、、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 

我國主動參與本次會議，並於會上與各國代表進行經驗交

換，獲益匪淺。爾後如在人力及出國經費許可下，可鼓勵同仁

多參與國際研討會，吸收新思維，當能有效提升相關人員參與

國際事務之經驗，加強與國際經濟及金融環境接軌，強化我國

競爭力並擴展國際空間，提高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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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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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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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出席名單出席名單出席名單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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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會議簡報資料會議簡報資料會議簡報資料會議簡報資料 

 

請參閱後附之相關簡報資料。 

（一）Financial Inclusion in Asia-Pacific: The Role of ADFIAP & its 

Member-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二）Financial Inclusio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三）Crafting Frameworks for Effective Financial Inclusion -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四）Peruvian Credit Information Registry（CIR）& Financial 

Inclusion 

（五）Registry for Movable Assets: Easing SME Access to Credit 

（六）Financial Inclusion and Microinsurance 

（七）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