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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奉派於本（ 105）年 9 月 5 日至 8 日間前往香港，參

加 由 東 南 亞 中 央 銀 行 研 訓 中 心 (SEACEN)與 金 融 穩 定 學 院  

(FSI)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舉辦之「預期損失計提新架構

及修正後信用風險標準法會議」，計有來自 13 個 SEACEN 會員

國之中央銀行及監理機關代表 23 人及邀請國際清算銀行等

11 位專家學者，合計 34 人參與討論。  

本 次 會 議 討 論 內 容 包 括 :信 用 風 險 預 期 損 失 計 提 新 架 構 、

預期信用損失之信用風險及會計指導準則、審慎處理問題資

產諮詢文件及信用風險標準法第二次修訂諮詢文件，透過與

會代表及專家學者之充分溝通與介紹各國實務運作，所獲資

訊可作為我國實施相關業務之參考。  

謹就本次會議相關議題，提出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 、 銀 行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係 以 所 持 有 之 金 融 工 具 信 用 風 險 變 動

三 階 段 模 式 提 列 減 損 ， 包 括 原 始 認 列 後 信 用 風 險 未 顯 著

增 加 者 、 原 始 認 列 後 信 用 風 險 已 顯 著 增 加 者 及 原 始 認 列

後已產生信用減損者。  

二、 IFRS 9減損規定要求銀行自 107年 1月 1日起，改採預期信

用 損 失 模 式 以 為 因 應 ， 主 管 機 關 宜 儘 早 決 定 本 國 銀 行 適

用 IFRS9減損規定時程以利本國銀行有所遵循。  

三 、 本 國 銀 行 應 積 極 進 行 後 續 導 入 作 業 ， 包 括 建 立 減 損 方 法

論 及 建 置 整 合 相 關 系 統 工 作 ， 以 期 順 利 接 軌 IFRS 9之 減

損規定。  

四、為強化對信用風險損 失承擔能力及減緩採用 IFRS9新減損

規 定 之 衝 擊 ， 銀 行 宜 多 提 存 備 抵 損 失 金 額 ， 必 要 時 主 管

機關亦得要求銀行增加提存備抵損失金額。  

五、本國銀行應加強本身盡職審查義務，以確實反映交易對

手信用風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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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職 奉 派 至 香 港 參 加 由 東 南 亞 中 央 銀 行 研 訓 中 心

(SEACEN)與金融穩定學院  (FSI)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HKMA)

舉辦之「預期損失計提新架構及修正後信用風險標準法會

議」，開會討論期間共 1.5 天。  

本次會議參加人員計有來自孟加拉（ 2 人）、印度（ 2

人）、柬埔寨（ 2 人）、中國大陸（ 1 人）、香港（ 1 人）、印

尼（ 2 人）、馬來西亞（ 2 人）、尼泊爾（ 2 人）、菲律賓（ 2

人）、斯里蘭卡（ 2 人）、泰國（ 3 人）、越南（ 1 人）及我

國（ 1 人）等 13 個 S EAC EN 會員國之中央銀行或監理機關

代表 23 人及邀請國際清算銀行等 11 位專家學者，合計 34

人共同參與討論。  

本次會議討論內容包括：信用風險預期損失計提新架

構、預期信用損失之信用風險及會計指導準則、審慎處理

問題資產諮詢文件及信用風險標準法第二次修訂諮詢文件

等。對上述議題，本次會議均有深入探討並介紹各國實務

運 作 及 可 能 遭 遇 問 題 ， 與 會 代 表 及 專 家 學 者 均 覺 獲 益 良

多。  

以下謹就本次會議主題、主辦單位提供相關資料、會

議討論內容進行概述說明，並提出心得及建議，俾供未來

我國實施相關業務規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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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主題  

一、預期信用損失模式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 I AS B)  於 103 年 7 月發布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 ( I FRS  9 )「金融工具」最終版本，

其中規定銀行投資之債務工具、不可撤銷放款承諾及財

務保證合約等，應綜合考量前瞻性資訊，依「預期信用

損失模式」衡量減損，並以三階段模式評估，取代目前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 I AS39 )「金融工具 :認列與衡量」

所採用之「已發生損失模式」。  

(一 ) I AS39 減損問題及 IF RS 9 減損制訂過程  

目前 IAS  39 規定銀行在已發生債務人違約或財務

困難等重大負面事件時，始認列減損損失。惟自 97 年

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全球金融風暴中，投資人發現銀行

編製之財務報表，大多未確實反映其持有金融資產之可

能風險，存在提存備抵損失金額偏低、提存時間延遲及

高估利息收入等缺點。IAS 39 侷限於已發生減損之規定，

未能允當表達金融資產可能風險，致高估相關資產價值

及利息收入。  

IAS B 針對上述議題，陸續自 9 8 年底提出攤銷後成

本及減損草案 (Exposu re  Dra f t )、 100 年 1 月公布減損補

充草案 (Supp le men t  t o  Exposu re  Dr a f t )、 102 年 7 月再公

布減損草案 (Re - Exposu re  Dra f t )，至 103 年 7 月發布 IF RS  9

減損最終版本，歷經近 5 年討論，可見 IASB 對減損之

重視程度。  

資產減損對銀行財務狀況及營運績效影響重大，且

具高度不確定性，須依賴專業知識判斷。 IFR S 9 減損規

定要求銀行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改採預期信用損失模

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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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I FR S9 與 I AS3 9 減損規範主要差異  

IFR S9 採用預期信用損失減損模式與現行 IAS3 9 已

發生損失模式，主要差異如下 :  

表 1  IFRS9 與 IAS39 減損規範主要差異  

項目  IFRS9  IAS39  

減損範圍  債務工具  債務及權益工具  

減損模式  預期信用損失  已發生損失  

減損認定  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  客觀減損證據  

減損提列  即時且適足提列  延遲且不足提列  

資訊要求  前瞻資訊  逾期資訊  

評估順序  無評估適用順序  先 個 別 評 估 再 集 體

評估  

1 .減損範圍  

IFR S9 認列金 融資產 預期信用損失 之範圍包括 :非

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應收租賃款、

依 IF RS  15 定義 之合約資產、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 量 之 放 款 承 諾 及 非 屬 透 過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財

務保證。  

IAS39 則依據金融資產是否存在客觀減損證據，提

列相關減損。若上述證據存在，則分別依金融資產性質

提列減損金額。IAS39 減損範圍不包括放款承諾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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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合約。  

2 .減損模式  

( 1 ) I FR S9  

IFR S9 規定銀行預期信用損失係以所持有之金融

工 具 信 用 風 險 變 動 三 階 段 (Th r ee  S t ages )模 式 提 列 減

損 (圖 1) :  

Ⅰ .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著增加者 (階段 1)  

以未來 12 個月發生違約導致之損失來認列預期信

用損失金額， 利息收入係以 帳面價值 (未扣 除備抵

信用損失 )乘以有效利率計算。  

Ⅱ .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者 (階段 2)  

以 未 來 存 續 期 間 發 生 違 約 導 致 之 損 失 來 認 列 預 期

信用損失金額 ，利息收入係 以帳面價值 (未 扣除備

抵信用損失 )乘 以有效利率計 算。另自原始 認列後

信用風險雖顯著增加，但後續報導期間信用風險已

降低（即累計信用風險不再高於原始認列時之信用

風險）者，該金融工具則可恢復按 12  個月衡量預

期信用損失。  

Ⅲ .原始認列後已產生信用減損者 (階段 3)  

以 未 來 存 續 期 間 發 生 違 約 導 致 之 損 失 來 認 列 預 期

信用損失，利 息收入係以帳 面價值 (已扣除 備抵信

用損失 )乘以有效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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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預期信用損失三階段模式  

 

資 料 來 源 ： 會 議 簡 報  

(2 ) I AS39  

IAS39 規定已發生減損客觀證據時，依下列方式

決定減損金額：  

Ⅰ .按攤銷後成本列帳之金融資產  

以資產帳面金 額與估計未來 現金流量 (不包 括

尚未發生之未 來信用損失 )按 原始有效利率 折現值

間之差額，衡量減損金額。帳面金額係直接或經由

備抵帳戶調降。  

若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且該減少與認列減

損後發生之事項相關者，先前認列之減損可迴轉，

直接認列於損益。  

Ⅱ .按成本列帳之金融資產  

以 資 產 帳 面 金 額 與 估 計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按 類 似



 6 

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值間之差額，衡量

減損金額，此減損不得透過損益迴轉。  

Ⅲ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公允價值減少數，於認

列減損時，自權益重分類調整至損益，前述重分類

調整之累計損 失為取得成本 (減除任何已償 付之本

金及攤 銷數 )與 現時公允價值 間之差額，再 減除該

金融資產先前列入損益之減損。權益投資之減損則

不得透過損益迴轉。  

債務工具若於後續期間公允價值增加，且該增

加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相關者，先前認列之減

損可迴轉，迴轉金額則認列於損益。  

3 .減損認定  

IAS39 在認列損失前，其持有之 金融資產已有客觀

減損證據並存在減損事實，方可估計其可能減損金額。

實務上，在目前 IAS39 減損規定下，銀行持有之低風

險金融資產尚無須提列備抵損失。  

IFRS9 之減損係以持有之金融資產是否發生違約，

以衡量其預期信用損失。銀行在實施 IFRS9 減損規定

後，金融資產均須提列預期信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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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AS39 及 IFRS9 減損認列比較  

 

資 料 來 源 ：「 金 融 工 具 大 變 革 － 談 I F R S  9」 (江 美 艷 、 陳 欣 怡 )   

4 .減損提列  

相對 I AS39 減損規定，存在提存備抵損失延遲且

提列不足等缺點，I FR S9 規定銀行以所持有之金融 資產

信用風險變動三階段模式提列減損，較能即時且適足提

列備抵損失。  

勤業眾信公司 (De lo i t t e ) 105 年 5 月公布調查全球

91 家銀行報告，顯示銀行在實施 IFR S9 減損規定後，

整體提存備抵損失金額將增加 25％。  

5 .資訊要求  

IFR S9 減損規範，要求銀行應考量所有無需過度投

入，即可取得之合理且可佐證之前瞻性資訊，包括借款

人特定因素、一般經濟情況及未來預測估計等。  

IAS39 認列損失前提為金融資產存在減損事實，其

要求資訊為債務人是否已發生逾期或違約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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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順序  

IFR S9 預期信用損失有關個別及集體評估，係各自

依照適當基礎，預估可能發生之信用損失。惟個別評估

仍須考量集體基礎下之結果。在某些情況下，銀行可能

無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以供個別工具衡量其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在上述情況下，應考量以綜合信用風險

之集體基礎資訊，認列其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  

IAS  39 已發生損失模型，應先評估個別重大金融

資產是否個別存在客觀減損證據，以及非個別重大金融

資產是否個別或集體存在客觀減損證據。銀行若決定個

別評估之金融資產（無論重大與否）未存在客觀減損證

據，應將該資產再分類至類似信用風險特性之一組金融

資產中，並集體評估其減損。個別評估減損並已認列或

持續認列減損之金融資產，無須納入集體減損評估。  

(三 )衡量預期信用損失重要考量因素  

1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IFR S9 評估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係比較報告日

及原始確認日信用風險之相對增加程度。在判斷信用風

險是否出現顯著增加時，信用品質較佳之資產違約風險

將發生顯著變動，而信用品質較差之資產違約風險變化

程度則相對較小。實務 上是否使用單一標準，作為信用

風險顯著增加之合理近似參考時，應優先考量資產組合

在原始確認時，是否具信用風險評等之類似機制。  

評估信用風險顯著增加時，應綜合考量各項因素並

進行整體分析。銀行不能僅因定價方式或合約條款一致，

就將該金融資產原始認列於類似信用風險群組。  

2 .前瞻性資訊  

包括金融工具在財務報導日有關其過去事件、現在

情況及預估未來經濟情況之可取得合理及可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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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 S9 所稱前瞻性資訊，係指銀行無須以過度成本

或投資，即可取得之各項合理及可靠資訊。銀行應根據

各 項 金 融 資 產 或 組 合 之 實 際 狀 況 及 其 信 用 風 險 相 關 驅

動因素，採取差異化方式，將前瞻性資訊納入 評估其信

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以衡量相關預期信用損失。  

3 .加權平均機率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應 以 評 估 金 融 資 產 可 能 發 生 違 約 之

無偏見且按機率加權計算之結果衡量。  

銀行無須辨認或分析所有可能之損失情況，惟最低

限度應考量「有」或「無」發生信用損失之機率。銀行

在實施 IFRS9 減損規定後，金融資產均須提列預期信

用損失。  

4 .貨幣時間價值  

預期信用損失應折現至財務報導日，並使用原始認

列之有效利率折現。  

金融資產屬浮動利率性質者，應以現時有效利率折

現。當購入或原始金融資產已發生信用減損者，應以原

始認列之信用調整有效利率折現。  

5 .三階段之判斷標準  

( 1 )階段 1 -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著增加者  

於評估基準日屬低信用風險之金融資產，例如評

估為投資等級者，應歸類至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

著增加者。  

低信用風險係指借款人違約風險低，具履行合約

堅強實力。銀行應使用與國際標準定義一致之內部評

等或其他方法，以決定金融資產是否屬低信用風險。 

( 2 )階段 2 -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已顯著 增加者  

當 報 告 日 金 融 資 產 信 用 風 險 較 原 始 認 列 日 呈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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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時，應評估其未來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列

於階段 2 之金融資產其信用品質非屬低信用風險者 。 

評估階段 2 金融資產之判斷標準 :  

Ⅰ .外 (內 )部信用評等已顯著或預期會變差者。  

Ⅱ .重 訂 合 約 相 關 條 件 已 發 生 顯 著 不 利 改 變 者 ， 如 利

率增加或擔保金額需提高者。  

Ⅲ .預 期 或 已 發 生 有 關 法 規 、 產 業 或 經 濟 處 於 不 利 之

變動者。  

Ⅳ .債務人經營狀況明顯變差者。  

Ⅴ .債務人還款行為發生不利之改變者。  

Ⅵ .債務人應付款項超過 30 天者，惟可依據實際狀況

調整天數。  

( 3 )階段 3 -原始認列後已產生信用減損者  

當報告日金融資產已產生信用減損者，應以未來

存續期間發生違約所導致損失，認列相關預期信用損

失。  

評估階段 3 金融資產之判斷標準 :  

Ⅰ .債 務 人 已 發 生 違 約 ， 無 法 或 逾 期 清 償 本 金 或 支 付

利息。  

Ⅱ .債務人之財務狀況發生顯著困難。  

Ⅲ .債務人很有可能倒閉或進行重整。  

Ⅳ .發行人因財務困難無法進行相關交易。  

Ⅴ .以重大折價購入已產生信用減損之金融資產。  

Ⅵ .債務人應付款項超過 90 天者，惟可依據實際狀況

調整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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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信用損失之信用風險及會計指導準則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 BC BS )  於 104 年 12 月發布

「預期信用損失之信用風險及會計指導準則」，提供銀行

實 施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監 督 機 制 及 應 配 合 之 會 計 架 構 ， 共 有

11 項指導準則，摘述如下 :。  

(一 )準則 1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職責  

銀 行 董 事 會 及 高 階 管 理 部 門 應 負 責 建 立 適 當 信 用 風 險

制度，包括依據既定政策、作業程序、會計架構及相關

管理規章之有效內部控制系統，以提存相同標準且適足

之備抵呆帳。  

(二 )準則 2 -適當預期信用損失方 式  

銀行應採用、記錄及遵循適當方式以評估及衡量所有放

款暴險之相關信用風險政策、程序及控制制度。衡量備

抵呆帳應建立在上述健全方式基礎上，並依據可實施之

會計架構適當且即時地認列預期信用損失。  

(三 )準則 3  -信用風險評估等級及分組  

銀行應建立信用風險評估程序，依據共同信用風險特徵 ，

適當分類放款暴險至不同群組。  

(四 )準則 4–適當提存備抵呆帳  

銀行提存備抵呆帳總額，無論係以集體或個別基礎衡量，

均應適當且符合會計準則架構目標。  

(五 )準則 5–預期信用損失模型驗證  

銀 行 應 有 政 策 及 程 序 以 適 當 評 估 及 衡 量 信 用 風 險 之 模



 12 

型驗證。  

(六 )準則 6–具經驗之信用判斷  

銀 行 運 用 具 經 驗 之 信 用 判 斷 對 評 估 及 衡 量 預 期 信 用 損

失是必要的，尤其是合理且可靠之前瞻性資訊及總體經

濟變數。  

(七 )準則 7–共用資料  

銀 行 應 具 有 健 全 的 信 用 風 險 評 估 及 衡 量 程 序 並 對 其 共

用系統、工具及資料提供堅強基礎，以評估相關信用風

險及預期信用損失。  

(八 )準則 8–揭露  

銀行公開揭露應提供即時、攸關及具決策之資訊以提升

透明度及比較性。  

(九 )準則 9–信用風險管理評估  

銀 行 監 理 機 關 應 定 期 評 估 銀 行 信 用 風 險 作 業 之 有 效

性。  

(十 )準則 10–預期信用損失衡量評估  

銀 行 監 理 機 關 應 確 保 銀 行 已 採 用 適 當 方 式 提 列 備 抵 呆

帳 並 能 根 據 可 施 行 之 會 計 架 構 允 當 衡 量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十一 )準則 11–資本適足評估  

銀 行 監 理 機 關 應 考 量 銀 行 信 用 風 險 作 業 以 評 估 其 資 本

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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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慎處理問題資產諮詢文件  

(一 )發布目的  

由於各國對銀行逾期放款、呆帳轉銷、授信分類及

免列報寬容措施等規範存有明顯差異，甚至同一國家之

不同銀行實務運作亦有不一致情形，有礙備抵呆帳即時

認列、不利問題授信控管及產生監理套利機會。  

BCB S  參考現有文獻，彙總 28 國監理機關及 39 家

銀行調查資料，於 105 年  4 月發布「審慎處理問題資產

諮 詢 文 件 」， 提 供 有 關 銀 行 逾 期 暴 險 (non - pe r fo r ming  

exposu res )定義、轉銷呆帳 (wr i t e  o f f )、損失評估分類實

務 及 免 列 報 寬 容 部 位 ( fo rb ea r a nce )等 各 國 不 同 規 範 。 本

修訂文件尚須彙整各界評論意見，以發布最終版本。  

(二 )相關定義  

1 .逾期暴險  

逾期暴險係指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  

(1 )符合巴塞爾 架構之違約 (de f au l t ed )暴險部位 1。  

( 2 )符合可施行會計架構之 受損 ( i mpa i red )暴險部位 2。  

( 3 )未違約或受損之其他暴險 部位屬下列任一情況者 :  

Ⅰ .主要暴險部位超過 90 天仍未清償者。  

Ⅱ .在 不 考 慮 逾 期 天 數 情 況 下 ， 有 證 據 顯 示 非 拍 賣 其

抵押品無法全額清償本金及利息者。  

2 .寬容部位 ( fo rb ea r anc e )  

寬容部位須同時符合下列情況 :  

(1 )債務人履行財務承諾發生財務困難。  

                                           
1
違 約 係 指 債 務 人 無 法 償 還 銀 行 借 款 且 無 提 供 擔 保 者 及 逾 期 9 0 天 尚 未 清 償 者 。 

2
受 損 係 指 債 務 人 因 信 用 惡 化 導 致 其 債 務 評 估 價 值 下 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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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論係由銀行及 (或 )債務人 決定，銀行同意提供較優

惠之還款協商 ( c onces s ion )條件。還款協商係指原始合

約允許債務人因財務困難而更改條款（嵌入寬容條款）

並以債務人利益為主要考量。  

一般而言，寬容部位大致分為履約正常 (pe r fo r mi ng )

及逾期 (non -pe r f o r ming )等二種類型。轉銷呆帳（ wri t e  o f f）

係 屬 除 列 概 念 ， 可 適 用 於 所 有 資 產 分 類 (g ranu l a r  

ca t ego r i e s )， 其 中 「 損 失 」 類 最 為 明 確 。 由 於 各 國 對 提

列備抵呆帳 (p ro v i s ion ing )有不同之最低會計或監理標準，

BCB S 不強制全球應具一致標準。  

寬容部位、轉銷呆帳及提列備抵損失等相關名詞之

互動性如圖 3。  

圖 3 寬容部位等相關名詞之互動性  

 

 

 

 

 

 

 

 

 

 

 

 

 

 

資 料 來 源 ： 會 議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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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款協商（ co nces s ion）  

現行契約中，經貸款人授予或由交易對手行使之各

類型還款協商均可視為寬容措施。並非所有還款協商均

會導致放款淨值之減少。  

常見之還款協商型態為：  

( 1 )延長貸款期限。  

( 2 )重新安排支付本金或利息日期 。  

( 3 )給予全新或額外無須付款之期限（寬限期）。  

( 4 )降低利率，導致實際利率低於目前利率 。  

( 5 )拖欠資本化 ( cap i t a l i s i ng  a r r e a r s )。  

( 6 )同意減免或延遲本金、利息或相關費用。  

( 7 )本息攤還改為只繳利息。  

( 8 )無需抵押品或接受較低層級之抵押品。  

( 9 )允許將債務轉換為交易對手之股本。  

( 10 )延長欠款收回或還款 約定期間。  

(三 )信用風險分類  

 1 .實務運作  

信用風險分類 為金融監理 及銀行管理工具，用於

評估銀行信用 暴險之償付能力 及相關風險。信用風險

分 類 亦 有 助 於 確 認 信 用 風 險 相 關 業 務 管 理 或 監 理 行

動。  

依據本次會議資料顯示， S EAC EN15 個受調查國

家之銀行除採用 I AS3 9 規範外，有 1 3 國同時採用資產

信用分類制度，其中 9 國係採五種分類制度，包括正

常類 (No r ma l )、應予注意類 (Spe c i a l  Men t ion )、可望收

回類 (Sub - s t anda rd )、收回困難類 (Doub t fu l )及收回無望

類 (Loss )。  

依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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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資產分為五類，第 1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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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常者，第 2 類應予注意者，第 3 類可望收回者，

第 4 類收回困難者，第 5 類收回無望者；其他資產除

第 1 類正常者外，餘分為第 2、 4 及 5 類。上述五類資

產應按其債權餘額分別 提 列 1％、 2％、 10％、 5 0 ％

及 100％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2 .信用風險分類與 IF RS 9 減損部位對映關係  

在目前 IAS39 規範下，經觀察上述 13 個 SEACEN

會員國採用之銀行信用風險分類資料，初步可區分為未

受損部位 (Un i mpa i red )及已受損部位 ( I mp a i r ed )。其中未

受損部位包括所有正常類及應予注意類、少部分可望收

回類；已受損部位則包括大部分可望收回類、所有收回

困難類及收回無望類。  

上述五類信用風險分類資料，在適用 IF RS9 減損

規範下，初步評估階段 1 債權包括大部分正常類，階段

2 債權包括少部分正常類、所有可望收回類及少部分有

欠正常類，階段 3 債權則包括 大部分有欠正常類、所有

收回困難類及收回無望類。  

IAS39 規範下之信用風險分類資料，有關未受損部

位及已受損部位與 IF RS 9 減損部位之對映關係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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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信用風險分類與 IFRS9 減損部位對映關係  

 
資 料 來 源 ： 會 議 簡 報  

3 . I AS39 與 I FRS 9 提列備抵呆帳對映關係  

在 IAS 39 已發生損失模型下，銀行個別（ spec i f i c）

評估金融資產若無客觀減損證據，應將該資產納入具類

似信用風險特性之一組金融資產中，並集體（ ge nera l）

評估其減損。  

IFR S9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模 型 則 無 適 用 個 別 或 集 體 評

估之先後順序，而係依照適當基礎預估可能發生之信用

損失。  

IAS39 之 未 受 損 部 位 依 集 體 評 估 基 礎 所 提 列 之 備

抵呆帳餘額，在適用 IFRS9 減損規範下，相對等於階

段 1 及階段 2 合計提列之預期信用損失餘額；I AS39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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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部位依個別評估基礎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餘額，相對

等於 IF RS 9 階段 3 所提列之預期信用損失餘額。  

IAS39 規範下未受損及已受損部位與 IFR S9 提列

備抵呆帳之對映關係如圖 5。  

 

圖 5  IAS39 與 IFRS9 提列備抵呆帳對映關係  

 

資 料 來 源 ： 會 議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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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用風險標準法第二次修訂諮詢文件  

 (一 )發布目的  

BCB S 於 104 年 12 月發布「信用風險標準法第二

次修訂諮詢文件」（ CP2），使銀行依據標準法計提各項

債權信用風險法定資本時，能兼顧敏感性、簡單性及可

比較性。  

CP2 重 新 引 入 外 部 評 等 機 制 並 適 當 調 整 各 債 權 項

目之風險權數，以確保計提之法定資本不致大幅增加。  

CP2 要求銀行應加強盡職審查（ due  d i l i g enc e）義

務，以審慎反映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實況。本修訂諮詢文

件尚須彙整各界評論意見，以發布最終版本。  

(二 )原信用風險 標準法主要缺失  

巴 塞 爾 Ⅱ 規 範 銀 行 可 採 用 標 準 法 或 內 部 評 估 法 計

算其信用風險資本需求，其中標準法係指銀行按照監理

機關規定進行資產分類，並根據資產或債務人外部評等

決定風險權數。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部分銀行法定資本無法因應實

務運作，顯示巴塞爾Ⅱ原信用風險標準法存有下列主要

缺失：  

1 .過度依賴外部評等  

現行標準法規定之各類信用資產風險權數，係依據其外

部評等計提風險資本。實務運作結果已導致部分銀行忽

視盡職審查及風險管理，不利全球金融穩定。  

2 .適用過時風險標準  

目前信用風險權數適用標準過時且欠缺有效數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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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部分銀行發生重大損失，多數信用

資 產 之 實 際 損 失 率 與 巴 塞 爾 Ⅱ 設 定 之 信 用 風 險 權 數 差

距頗大，亟需進一步蒐集相關數據並制定新標準。  

3 .缺少風險敏感性  

現 行 標 準 法 對 部 分 信 用 風 險 資 產 適 用 單 一 風 險 權 數 或

僅設有限之風險分類，無法充分反映相關資產之風險特

性及差異。以不動產貸款為例，僅粗略依據抵押品性質，

區分為個人不動產抵押貸款（風險權數 35%）及商業不

動產抵押貸款（風險權數 100%）兩類，未考慮抵押品

價值、交易對手償債能力等因素。  

4 .各國缺乏一致性及可比較性  

目前信用風險標準法賦予各國監理機關，對部分信用資

產風險權數具自由裁量權，導致各國缺乏資本計提之一

致性及可比較性。此外，原標準法部分規定過於複雜 3，

需適當簡化。  

5 .與內部評等法提列金額差距較大  

現行信用風險標準法及內部評等法，二者在計提資本原

則及考量因素等均存有重大差異，導致銀行法定資本難

以互相比較。BCB S 提出應依據內部評等法有關風險損

失資料，重新建構標準法相關風險權數計算方式，並盡

可能減少雙方差距。  

 (三 )信用風險標準法修訂過程  

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巴塞爾Ⅱ標準法存在諸多缺失，

因此 BC B S 決定對信用風險標準法進行修訂，並於 103

                                           
3
例 如 在 風 險 抵 減 架 構 下 ， 允 許 銀 行 使 用 內 部 模 型 估 計 折 扣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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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CP1)及 104 年 12 月陸續發布相關諮詢文件並

徵求修改回饋意見。  

CP2 要 求 銀 行 依 據 信 用 風 險 標 準 法 計 提 各 項 債 權

法定資本時，能兼顧敏感性、簡單性及可比較性；另重

新 引 入 外 部 評 等 機 制 並 適 當 調 整 各 債 權 項 目 之 風 險 權

數，以確保計提之法定資本不致大幅增加。該修訂文件

亦強調銀行應加強盡職審查（ due  d i l i gen ce）義務，以

審慎反映其信用風險實況。  

(四 )新信用風險標準法修訂主要內容  

CP2 修 訂 銀 行 信 用 風 險 標 準 法 有 關 各 類 債 權 之 計 提 標

準及風險權數，主要內容如下：  

1 .銀行暴險 ( Exp osu res  t o  banks )  

(1 )外部信用風險評估法  

（ Ex t e r n a l  C r e d i t  R i s k  As s e s s m e n t  Ap p r o a c h， EC R A） 

該方法適用允許使用外部評等之國家 (地區 )，以

交易對手外部評等決定其風險權數，另應排除政府支

持因素，僅反映交易對手本身之風險概況。  

銀行必須進行盡職審查義務，以確保外部評等能

適當及穩健表達交易對手之信用狀況。  

EC R A 適用之風險權數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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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 CRA 適用之風險權數表  

 

信 用 評 等  A A A ~ A A -  A + ~ A -  B B B + ~ B B B -  B B + ~ B -  低 於 B -  

銀 行 債 權  2 0％  5 0％  5 0％  1 0 0％  1 5 0％  

短 期 暴 險 註
 2 0％  2 0％  2 0％  5 0％  1 5 0％  

註 :短 期 暴 險 係 指 3 個 月 以 內 之 銀 行 債 權 。  

(2 )標準信用風險評估法  

（ Standa rd i sed  Cred i t  R i sk  Asse s s men t  App roac h， SC RA） 

適用不允許使用外部評級之國家 (地區 )，以及沒

有外部評級之銀行債權，該方法根據交易對手風險評

估結果區分為 A、 B、 C 三等級，分別給予不同風險

權數：  

Ⅰ . A 等級  

指償還能力 適足，不受經濟循環及產業狀況 影響

之銀行 債權，該等級銀行 評估指標必須滿足 最低

監理及緩衝要求，其風險權數訂為 50％。  

Ⅱ . B 等級  

指償還能力受經濟循環及 產業狀況影響之銀行債

權，該等級銀行評估指標必須滿足最低監理要求，

其風險權數訂為 100％。  

Ⅲ . C 等級  

指在不利 之產業、金融及 經濟情況下將出現違約

之銀行 債權，該等級銀行評估指標 已無法 滿足最

低監理要求 或外部稽核 在最近 12 個月內曾出具

反對意見或對其持續經營表示 重大疑慮， 其風險

權數訂為 150％。  

SCR A 適用之風險權數如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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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CRA 適用之風險權數表  

 

信 用 評 等  A 等 級  Ｂ 等 級  Ｃ 等 級  

風 險 權 數  5 0％  1 0 0％  1 5 0％  

短 期 暴 險 註
 2 0％  5 0％  1 5％  

2 .公司暴險 ( Exp osu res  t o  co rpo r a t e s )  

(1 )一般公司暴險（ Gen era l  co r po ra t e  exposu res）  

Ⅰ .允許使用外部評等國家 (地區 )  

以交易對手外部評等決定其風險權數，其適用

之風險權數如表 4 :  

表 4  一般公司適用之風險權數表  

信 用 評 等  A A A ~ A A -  A + ~ A -  B B B + ~ B B B -  B B + ~ B B -  

風 險 權 數  2 0％  5 0％  1 0 0％  1 5 0％  

信 用 評 等  低 於 B B -  無 評 等  

風 險 權 數  1 5 0％  1 0 0％  

對 無外部評等 之中小企業 公 司 (合併銷售 收 入

小於 5 ,00 0 萬歐元 )適用 85 %風險權數。  

銀行必須進行盡職審查義務，以確保外部評等

能適當及穩健表達交易對手之信用狀況。  

Ⅱ .不允許使用外部評等國家 (地區 )  

(Ⅰ )一般公司適用 100%風險權 數。  

(Ⅱ )對償還能力充足、不受經濟循環及產業狀況影

響之公司可歸為「投資級」公司，適用 75%風

險權數。  

(Ⅲ )中小企業公司適用 85 %風險權數。  

( 2 )特殊借款暴險（ Spec i a l i s ed  l end ing  exposu 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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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借 款 包 括專 案 融 資 (p ro j e c t  f i nan ce )、 標 的 融 資

(ob j ec t  f i n ance ) 及 大 宗 商 品 融 資 ( co mmodi t i e s  

f i nanc e )，其適用之風險權數如下：  

Ⅰ .允許使用外部評等國家 (地區 )  

以融資本身之外部評等決定其風險權數，其適用標

準與一般公司暴險相同。  

Ⅱ .不允許使用外部評等國家 (地區 )  

標的融資及大宗商品融資適用 120%風險權數；營

運前之專案融資適用 150 %風險權數，營運後之專

案融資則適用 100%風險權數。  

3 .次順位債權、權益及其他資本工具  

(Subord in a t ed  d eb t ,  equity and other capital instruments）  

權益投資適用 250%風險權數；次順位債權及其他資本

工具適用 150%風險權數。  

4 .零售暴險 (R e t a i l  exposu r es）  

零售暴險係指對個人或合併銷售收入小於 5 ,000 萬歐元

之中小企 業 暴 險。其中 符合 一定標準 4之合 格零售 暴險

(Regu l a to r y  r e t a i l )適用 75 %風險權數；其餘零售暴險適

用 100%風險權 數。  

5 .不動產暴險 (R ea l  e s t a t e  c l a s s )  

(1 )住宅不動產抵押債權 (Res iden t i a l  r e a l  e s t a t e  ex posu res )  

住 宅 不 動 產 抵 押 債 權 係 指 以 具 有 住 宅 性 質 之 不

動產為擔保之債權並符合相關法律及規範，使住宅能

以居住為目的。  

                                           
4
對 單 一 交 易 對 手 暴 險 總 額 以 1 百 萬 歐 元 為 限 ， 且 不 得 超 過 合 格 零 售 資 産 組 合

債 權 總 額 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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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不 動 產 抵 押 債 權 係 以 其 貸 放 比 率 5

（ Loan - to - Va lue， LTV）及還款來源性質 適用下列風

險權數：  

Ⅰ .還款主要來源非依靠住宅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表 5  住宅不動產抵押債權風險權數表 ‒  

還款主要來源非依靠住宅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LT V 區 間  LTV ≤ 40% 40% < LTV ≤ 60%  60% < LTV ≤ 80%  

風 險 權 數  2 5％  3 0％  3 5％  

LT V 區 間  80% < LTV ≤ 90% 90% < LTV ≤ 100%  LT V  >  1 0 0 %  

風 險 權 數  4 5％  5 5％  交 易 對 手
註  

註 :貸 放 比 率 超 過 100％ 之 個 人 暴 險 適 用 75％ 風 險 權 數 ， 中 小

企 業 適 用 85％ 風 險 權 數 。   

Ⅱ .  還款主要來源依靠住宅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表 6  住宅不動產抵押債權風險權數表 ‒  

還款主要來源依靠住宅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LT V 區 間  LTV ≤ 60% 60% < LTV ≤ 80%  LTV > 80% 

風 險 權 數  7 0％  9 0％  1 2 0％  

 

 ( 2 )商業不動產抵押債權 (Commercial r e a l  e s t a t e  e xposu res )  

商 業 不 動 產 抵 押 債 權 係 指 以 非 住 宅 性 質 之 不 動

產為擔保之債權。  

商 業 不 動 產 抵 押 債 權 係 以 其 貸 放 比 率 及 還 款 來

源性質適用下列風險權數：  

Ⅰ .還款主要來源非依靠商業不動產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5
係 指 貸 放 餘 額 對 抵 押 不 動 產 貸 放 價 值 之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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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商業不動產抵押債權風險權數表 ‒  

還款主要來源非依靠商業不動產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LT V 區 間  LTV ≤ 60％  LTV > 60% 

風 險 權 數  取 60%及交易對手風險權數較低者  交易對手風險權數
註

 

註 :貸 放 比 率 超 過 100％ 之 個 人 暴 險 適 用 75％ 風 險 權 數 ， 中 小

企 業 適 用 85％ 風 險 權 數 。  

Ⅱ .還款主要來源依靠商業不動產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表 8 商業不動產抵押債權風險權數表 ‒  

還款主要來源依靠商業不動產產生之現金流量者  

LT V 區 間  LTV ≤ 60% 60% < LTV ≤ 80%  LTV > 80% 

風 險 權 數  8 0％  1 0 0％  1 3 0％  

6 .土地開發暴險  

(Land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xposures)  

土地開發債權適用 150%風險權數，包括提供公司或特

殊 目 的 公 司 貸 款 以 融 通 相 關 住 宅 或 商 業 不 動 產 之 土 地

取 得 ， 開 發 及 建 築 等 資 金 需 求 ， 其 償 還 來 源 係 來 自 未

來高度不確定之不動產銷售金額或現金流量。  

7 .貨幣不對稱特定暴險  

(Add -on  r i sk  we igh t  t o  c e r t a in  e xposu res  wi th  c u r ren c y  

mi s mat ch )  

對於公司、零售及不動產等未避險之債權，其計價貨幣

與借款人主要收入來源之使用貨幣不一致者，除適用各

自之風險權數外，另增提 50％風險權數，最高以 150％

為限。  

8 .表外項目 ( Off - ba l anc e  sh ee t  ex posu res )  

無條件可取消之零售承諾債權（如信用卡），適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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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 ％ 之 信 用 轉 換 係 數 (C r ed i t  Conv er s ion  Fa c to r,   

CCF ) 。 其 他 承 諾 債 權 、 票 券 發 行 融 通 (No te  i s suan ce  

f ac i l i t i e s ,  NI F s ) 及 循 環 包 銷 融 通 (Revo lv ing  

under wr i t i ng  f a c i l i t i e s ,  R UFs  )等其他表外債權， 適用

50％至 75％之信用轉換係數。  

9 .違約暴險  (  Defau l t ed  exposu r es )  

住 宅 不 動 產 抵 押 違 約 暴 險 其 還 款 主 要 來 源 非 依 靠 住 宅

產生之現金流量者，於扣除提列特定準備及轉銷呆帳金

額後，適用 100％風險權數。其他無擔保違約暴險適用

150％風險權數。違約暴險屬 擔保或保證且符合信用風

險抵減架構 ( c re d i t  r i sk  mi t i ga t i on  f r a me wo rk )之債權，

可適用較低風險權數。逾期放款已提存 15％準備，屬

全額擔保惟未符合信用風險抵減架構債權，可適用低於

100％之風險權數。  

10 .其他資產 ( Ot he r  a s s e t s )  

除下列資產外，其他資產均適用 100％風險權數 :  

(1 )庫存現金、運送中現金、庫存黃金、寄放其他銀行黃

金適用 0％風險權數。  

( 2 ) 募 集 過 程 中 之 現 金 ( cash  i t e ms  in  t he  p ro ces s  o f  

co l l ec t i on )適用 20％風險權數。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預期信用損失以三階段模式提列減損  

銀 行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係 以 所 持 有 之 金 融 工 具 信 用 風 險 變

動三階段模式提列減損，包括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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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者、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已顯 著增加者及原始認

列後已產生信用減損者。  

(二 )衡量預期信用損失須考量眾多因素  

銀行衡量預期信用損失須考量前瞻性資訊、加權平均機

率、貨幣時間價值及評估適用順序等眾多因素。  

(三 )銀行應建立預期信用損失之信用風險及會計監督機制  

BCBS 提出 11 項指導準則包括 :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職責、

適當預期信用損失方式、信用風險評估等級及分組、適

當提存備抵呆帳、預期信用損失模型驗證、具經驗之信

用判斷、共用資料、揭露、信用風險管理評估、預期信

用損失衡量評估、資本適足評估。  

(四 )實施預期信用損失將增加提存備抵損失及減少獲利  

1.HKMA 於 105 年 8 月對銀行進行調查評估，使用預期信

用損失模式評估減損後，整體銀行提存備抵損失金額增

加 60％，稅前淨利減少 11％，普通股權益第 1 類資本

下降 0.5％。  

2.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於 105 年 6 月對銀行進行差異及影

響分析，顯示銀行提存備抵損失將增加 25％ -50％，其

中約 80％發生在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未顯增加階段，

另企業貸款須提存較多備抵損失。  

3.Deloitte 於 105 年 5 月公布調查全球 91 家銀行報告，

顯示超過 5 成銀行在 IFRS9 減損規定實施日  (107 年 1

月 1 日 )前，缺乏足夠資源採用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並

估計實施後將降低銀行普通股權益第 1 類資本比率 0.5％，

提存備抵損失金額增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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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主管機關宜儘早決定本國銀行適用 IFRS9減損規定時程  

資產減損對銀行財務狀況及營運績效影響重大，且具

高度不確定性，須依賴專業知識判斷。目前我國適用

之 IAS39 減損規定為已發生損失模式，存在提存備抵

損失金額偏低、提存時間延遲及高估利息收入等缺點。

IFRS 9 減損規定要求銀行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改採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以為因應，主管機關宜儘早決定本

國銀行適用 IFRS9 減損規定時程以利本國銀行有所遵

循。  

(二 )本國銀行應積極進行 IFRS 9 減損實務導入作業  

目前本國銀行大多已進行 IFRS 9 減損之初期評估工作，

金管會亦已要求 本國銀行回覆相關減損衝擊 分析 試算

資料。建議本國銀行應積極進行後續導入作業，包括

建立減損方法論及建置整合相關系統工作，以期順利

接軌 IFRS 9 之減損規定。  

(三 )銀行宜多提存備抵損失以減緩採用新減損規定之衝擊  

調查顯示實施預期信用損失將大幅增加銀行提存備抵

損失金額。目前我國銀行對授信資產係按債權擔保情

形及逾期時間長短分為五類，並按固定比率提存備抵

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為強化對信用風險損失承擔能

力及減緩採用 IFRS9 新減損規定之衝擊，銀行宜多提

存備抵損失金額，必要時主管機關亦得要求銀行增加

提存備抵呆帳。  

(四 )銀行應加強盡職審查義務以反映信用風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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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S 第二次修訂信用風險標準法諮詢文件，要求銀行

依據外部評等計提各項債權信用風險法定資本時，應

加強銀行本身之盡職審查義務。當審查結果發現該項

債權之外部評等有低估其信用風險之虞時，銀行應增

加原提存之風險權數，但若外部評等可能高估其信用

風險時，則 應下調其適用之風險權數。近來，本國銀

行陸續發生重大授信延滯或違約案件，應加強銀行本

身之盡職審查義務以確實反映其信用風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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