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大陸地區報告 

（類別：考察） 

 

 

 

 

 

 

隨團赴大陸參加「第二十屆兩岸金融合作研
討會」考察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姓名職稱：姚科長盈華 

地    區：大陸地區北京 

期    間：104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4日 

報告日期：104年 11月 3日 
 



 1 

 

目  次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2 

貳、活動（會議）重點．．．．．．．．．．．．．．．．．．．2 

一、活動性質．．．．．．．．．．．．．．．．．．．．．．．2 

二、活動內容．．．．．．．．．．．．．．．．．．．．．．．3 

三、遭遇之問題：．．．．．．．．．．．．．．．．．．．．．7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7 

五、心得及建議．．．．．．．．．．．．．．．．．．．．．．7 



 2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第二十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104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4日 

三、主辦(合辦)單位：大陸中國金融學會(財團法人臺北金融研究發

展基金會、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 

（一）摘要 

1、由臺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與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

會及大陸中國金融學會輪流主(合)辦之「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自 1994

年起持續於兩岸輪流舉辦，期間隨著兩岸金融市場相互開放及業務往來

的增加，為配合兩岸金融合作不斷深化的新形勢，雙方同意自第十九屆

(103年)起將研討會正式更名為「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2、本(104)年 10 月 20 日至 24 日臺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組團前往大陸北

京參加「第二十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由銀行公會李理事長紀珠擔任

團長、總統府陳資政冲擔任最高顧問，成員包括金融相關業者及團體、

學者專家、臺灣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集保公司、中央銀行及本會

等總計 75人。 

3、本屆研討會主題延續去年，持續以「兩岸金融合作，共同提昇華人金融

圈國際競爭力」為主軸，並就雙方事前溝通之研究課題(兩岸信評(徵

信)、普惠金融、人民幣國際化、兩岸互聯網金融、巨災保險、資本市場、

票券(據)金融)，從兩岸金融業務合作的觀點進行深入研究與論述，並提

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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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1、藉由雙方的金融相關單位組團輪流赴對方參加研討會與參觀拜會，讓兩

岸金融同業與有關機關有機會透過研討、參觀的過程，面對面討論及交

換彼此的意見與經驗，並積極探討及評估各項兩岸金融業務合作的可行

性，為兩岸金融交流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以期在兩岸金融合作議題上，

先進行「勾勒願景、營造氛圍」，進一步推動兩岸金融交流務實合作。 

2、以研討會方式，由兩岸專家學者就雙方共同認同之研究議題展開研討及

交流，最後進行綜合研討，探討雙方金融合作契機，並提出具體建議。 

3、依業別(銀行、證券、保險)分組拜會大陸金融監理機關，並參訪當地主

要的金融機構，藉由實地考察大陸金融現況，有助瞭解兩岸金融業務推

動及落實。 

二、活動內容 

（一）行程說明 

本年10月20日啟程飛抵北京；10月21日至22日於北京友誼賓館(貴

賓樓)舉行「第二十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10 月 23 日依業別(銀行、

證券/保險)分組，拜會大陸金融監理機關與參訪當地主要金融機構；10

月 24日返回臺北。行程及會議議程安排如次： 

1、10月 20日(星期二)：由臺北飛抵北京。 

2、10月 21日(星期三)：研討會第一天，進行開幕式，並分別針對大陸在大

數據時代下徵信業務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臺灣在大數據時代下於信用評

分業務之運用與挑戰、兩岸普惠金融業務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人民幣國

際化的機遇和挑戰(從大陸及臺灣觀點)等 6項議題進行研討。 

3、10月 22日(星期四)：研討會第二天，分別針對兩岸互聯網金融業務合作

(從大陸及臺灣觀點)、兩岸巨災保險業務合作(從大陸及臺灣觀點)、兩

岸資本市場業務合作(從大陸及臺灣觀點)、兩岸票券(據)業務合作(以商

業本票為例)(從大陸及臺灣觀點)等 8項議題進行研討，以及就「一帶一

路」大戰略下兩岸金融合作展望進行綜合研討，並舉行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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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月 23 日(星期五)：依業別分組，隨同證券/保險組拜會大陸證券業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及參訪大陸銀河證券及國信證券。 

5、10月 24日(星期六)：自北京飛返臺北。 

（二）主要活動 

1、開幕及閉幕致詞 

（1）研討會開幕及閉幕係由大陸中國金融學會秘書長(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陸磊主持，依序安排大陸國臺辦副主任龔清概、臺灣銀行公會李理事

長紀珠、總統府陳資政冲、大陸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人民銀行副行長)

潘功勝出席開幕式並致詞，並由大陸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人民銀行副

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及臺北金融基金會周董事長吳添進行

閉幕致詞。 

（2）大陸國臺辦主任龔清概致詞表示，目前兩岸關係處於重要時點，希望

兩岸繼續共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政治基礎，攜手維護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接著說明，大陸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隨著

「新四化」、「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

等戰略，以及「十三五」規劃的實施，將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並以

「互聯網＋」和「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促進互聯網與相關產業融合，

以「中國製造 2025」支持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將進一步激發大陸經濟

發展，同時也將為兩岸經濟合作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最後表示，當前

臺資企業面臨創新升級、經營轉型和區域轉移的問題，大陸願進一步

推進兩岸金融合作，推廣對臺跨境人民幣貸款、昆山臺資企業人民幣

跨境雙向借貸業務的可複製經驗；支持兩岸資本市場多層次業務合

作，加強連接並逐步深化融合；推動兩岸金融業互設機構，提升兩岸

金融業整體競爭力。 

（3）臺灣銀行公會李理事長紀珠表示，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臺灣

並沒有完全把握住相關的機遇及商機，李理事長並引用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的說法，「大陸市場很大，可完全容得下來自臺灣的商品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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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兩岸金融服務業都有很大成長空間，建議兩岸可優先在普惠金融

業務積極合作。此外，亞太區域整合(如 RCEP、TPP)快速進行，將創造

新的金融供應模式。未來兩岸金融合作，包括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

臺灣除可以協助大陸人民幣發展外，並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市場。

接著，總統府陳資政沖指出，2009 年 3 月大陸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

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4 月兩岸簽署金融合作協議；11

月兩岸簽署 3 項金融合作備忘錄，說明了兩岸經貿關係及金融合作的

密切發展，此外，去年 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三經論壇」，在開幕

致詞時曾說，2015年是大陸匯改 10週年，人民幣是否能更大幅度放寬

浮動區間，甚至揚棄匯率中間價機制，是可以期待的。指出在此趨勢

下，兩岸雙方可以合作研究人民幣國際化議題，彼此交換經驗。 

（4）大陸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開幕致詞，除說明大陸經濟增長、資本市

場發展以及人民幣匯率改革等情形外，並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放

緩情勢下，大陸經濟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如何在維護金融穩定的同

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強調大陸堅定推動金融改革的決心。大

陸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閉幕致詞時，也簡要說明大陸經濟情勢，特別

是貨幣政策，指出目前人民幣匯率穩定，投機風氣消失，未來仍將持

續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5）最後，臺北金融基金會周董事長吳添表示，第十八屆兩岸金融研討會

時，雙方有共識以「兩岸金融合作，共同提昇華人金融圈國際競爭力」

為主軸，並於第十九屆兩岸金融研討會上簽訂「關於聯合開展兩岸金

融合作課題研究」備忘錄，今年舉行第二十屆兩岸金融研討會，期許

以「願景、平臺、機制」，做為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2、研討會議題主要內容 

（1）研討會上，兩岸專家學者就兩岸信評(徵信)業務、兩岸普惠金融業務、

人民幣國際化、兩岸互聯網金融業務、兩岸巨災保險業務、兩岸資本

市場、兩岸票據(券)業務等 14個議題進行報告，並就「一帶一路」大

戰略下兩岸金融合作展望進行綜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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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民幣國際化議題方面，大陸學者指出，在人民幣國際化下，兩岸

可藉由建構相關合作平臺，建立兩岸金融合作機制，並建議臺灣可再

鬆綁對於人民幣業務的管理。臺灣學者表示，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已經

形成，且可帶來龐大商機，但人民幣國際化仍將面臨重大挑戰，包括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透明化的要求，以及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

等問題。 

（3）在兩岸資本市場業務合作方面，學者指出，兩岸在資本市場有明顯差

異，大陸在資本、品牌、客戶資源以及網路等方面較具優勢；臺灣則

在市場經驗、專業人才培養及金融創新等方面具有優勢，形成兩岸金

融合作優勢互補的利基，雙方研究組並提出許多加強兩岸金融合作的

建議。 

（4）在兩岸互聯網金融業務合作方面，大陸學者表示，雙方可加強網路金

融基礎設施(雲端技術及服務)建設合作、加強大數據風險管理合作、

加強跨境網路金融服務合作，提昇華人金融圈競爭力。臺灣學者表示，

「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開放特性與傳統金融服務融合的產物，由於

互聯網公司的加入，金融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對於金融業者而言，

除思考與同業之間的合作外，也可以和互聯網企業進行異業合作，創

造金融創新業務。 

3、拜會監理機構及參訪當地證券公司 

（1）依業別分組，證券/保險組由臺灣集保公司丁董事長克華領隊，安排拜

會大陸證監會，就兩岸證券期貨市場發展情況交換意見，並參訪大陸

銀河證券及國信證券，瞭解業者投資及營運狀況，並探討雙方合作的

商機。 

（2）在拜會大陸證監會主任祁斌時，祁主任表示，兩岸可合作共同推動資

本市場的發展，希望聽聽我方的意見。臺灣集保公司丁董事長除說明

兩岸證券市場發展情形，以及雙方在證券市場的優劣勢外，並表示雙

方經濟規模懸殊，不應只強調「形式對等」，建議以「互惠互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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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服貿協議之外，另尋兩岸證券期貨業務合作商機。祁主任簡單

回應，大陸證券市場以散戶為主，市場流動性高、效率高，有時候市

場投機性比較強，導致過去半年市場波動比較大，兩岸資本市場合作

空間大，雙方可進一步研究探討。 

（3）首先參訪大陸銀河證券，銀河證券母公司銀河金融控股，是中國金融

公司和大陸財政部共同出資成立的第一家國有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

銀河證券成立於 2007年，是大陸最早設立的綜合性證券商之一，2013

年 5 月在香港上市，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承銷、交易及財富管理等業

務。接著，參訪大陸國信證券，國信證券是由深圳國投證券公司改制

成立，2014 年底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主要經營範圍包括經紀、諮

詢、財顧、承銷與保薦等業務。本次安排參訪的 2 大證券公司，都是

大陸國有企業，除介紹公司發展概況外，並與國內證期業者進行業務

交流，尤其是目前大陸正推動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未來兩岸業者有

許多可進一步合作及發展的空間。 

三、遭遇之問題：無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心得及建議 

（一）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已邁入第二十屆，是兩岸最具歷史與代表性之一的金

融研討會。20 年來，兩岸金融環境及金融發展也已產生重大變化，特別

是大陸在互聯網(網路)金融的發展，已出現「金融脫媒」的現象，也就是

利用互聯網金融取代傳統金融服務的功能。隨著大陸「金融脫媒」程度的

逐步加深，將是臺資金融業者在大陸發展消費金融業務所面臨的重要課

題。 

（二）為推動金融創新，金管會在 103年提出臺灣要發展數位金融服務，希透過

數位金融提升金融業者競爭力，並加強對客戶服務。反觀，目前大陸在支

付領域的發展，已可透過支付帳戶結合行動金融服務，滿足日常食衣住行

的金融需求，而臺灣在支付領域仍有漫長的路要走，特別是國內已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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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與大陸支付業者合作，一方面協助臺灣業者代收大陸電商平臺交易款

項，另一方面也讓臺灣民眾可以透過銀行帳戶在大陸電商平臺購物，建立

跨境交易平臺，惟目前臺灣支付業者仍無法進軍大陸市場，取得商機，相

關發展值得我主管機關密切注意。 

（三）為讓雙方在金融議題更聚焦討論，臺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大陸中國金

融協會於第 19 屆研討會上簽署兩岸金融合作課題研究備忘錄，共同尋找

雙方認同之研究課題。本次研討會提出的研究課題，我方參與研究主要為

學者，而大陸參加研究課題的成員除學者外，亦包括金融主管機關、相關

的學者及業者。由於兩岸金融業務合作仍須兼顧主管機關監理及業者發展

商機，建議後續研究課題，可邀請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和業者共同加入，讓

研究內容更全面探討，更符合我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