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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貨發行為中央銀行的核心業務之一，發行前有關券幣之設

計、生產品質之控管、防偽功能與政策之宣導溝通等，至關日後

發行業務之良窳；而券幣目前仍為大眾普遍接受之交易媒介，通

貨發行後之調撥、回籠與整理，與民眾使用券幣便利與否息息相

關，也是央行重要的日常通貨管理業務。受惠於科技發展，近年

來通貨管理方面有長足進展，有助提升貨幣生產品質、通貨發行

效率、現金服務品質及延長通貨使用壽命，以提供大眾適合流通

的優質鈔券。 

印尼央行於 106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在印尼日惹（

Yogyakarta）舉辦「通貨管理制度研討會（Seminar on Currency 

Management System）」，參與學員包括 5 位外國央行代表、55

位印尼央行總行及分行代表，另有 25位學員來自印尼各大學、鈔

券印製廠、商業銀行現金據點及現金管理公司等單位。研討會內

容主要依通貨生命週期之設計、生產、發行以及宣導溝通等階段，

邀請各領域專家就相關議題分享其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另安排

半日參訪印尼央行位於日惹的鈔券整理中心。藉由本次研討會，

學員可於短暫會期內，瞭解通貨管理制度、改革及經驗，提升通

貨管理能力，作為未來管理之參考。 

    謹就本次會議相關議題，提出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券幣改版宜審慎規劃，避免倉促成行 。 

二、券幣改版之宣導溝通對象，宜納入保全業 。 

三、券幣改版過程可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以凝聚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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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通貨發行為中央銀行的核心業務之一，發行前有關券幣之設

計、生產品質之控管、防偽功能與政策之宣導溝通等，至關日後

發行業務之良窳；而券幣目前仍為大眾普遍接受之交易媒介，通

貨發行後之調撥、回籠與整理，與民眾使用券幣便利與否息息相

關，也是央行重要的日常通貨管理業務。受惠於科技發展，近年

來通貨管理方面有長足進展，有助提升貨幣生產品質、通貨發行

效率、現金服務品質及延長通貨使用壽命，以提供大眾適合流通

的優質鈔券。各國央行採行的諸多措施，包括改善生產面、定期

提供新鈔、改善通貨配發流通、加快處理污破損鈔券、擴大現金

處理設備自動化等。 

    為提升通貨管理能力，印尼央行於 106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在印尼日惹舉辦通貨管理制度研討會（ Seminar on 

Currency Management System），參加學員包括來自越南、柬埔

寨、土耳其及臺灣等 4 國共 5 位外國央行代表，以及 55 位印尼

央行總行及各地分行代表，另有 25 位學員為來自印尼的大學（

日惹為印尼重要的大學城）、鈔券印製廠、商業銀行現金據點及

現金管理公司等與貨幣相關的單位。 

    在為期 2天半的研討會中，主辦單位邀請澳洲、中國、泰國、

印尼央行官員，以及印尼的鈔券印製廠、商業銀行現金據點、現

金處理業協會等單位專家，分別就通貨生命週期之設計、生產、

發行以及宣導溝通等階段，作相關議題之簡短專題演講，由主講

者分享其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另安排半日參訪印尼央行位於日

惹的鈔券整理中心。藉由本次研討會，學員可於短暫會期內，瞭



 2 

解印尼等國通貨管理制度及經驗，提升通貨管理能力，讓學員獲

益良多。 

    本篇報告共分為七部分，除前言外，第二部分先概述印尼通

貨管理之改革；第三部分介紹券幣之改版設計；第四部分闡述印

尼鈔券改版之生產經驗；第五部分描述現金之配發流通與整理；

第六部分探討鈔券改版之準備工作與宣導溝通；最後為心得與建

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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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印尼通貨管理之改革概述 

一、 印尼通貨概況 

    印尼由 1萬 7千多個島嶼組成，由於地理因素，形成擁有數

百個不同民族，以及多元豐富的語言、宗教、文化及自然生態，

人口超過 2.6億人，散居於約 6千個島嶼中。由於人口眾多、現

金交易比重仍大，致該國現金使用量大，惟因國土幅員遼濶、交

通不便，現金服務網絡建置並不容易。 

    2016年印尼 GDP為 12,406.8兆盧比1（約合 9,230億美元），

通貨發行餘額為 612.5兆盧比，其中鈔券 170億張、硬幣約 200

億枚；該年度鈔券印製量為 85億張、硬幣鑄造量為 20億枚（詳

表 1）；現金配送網絡經 2014年提出「通貨管理改革計劃」後，

現金據點（Cash Point）由上年度的 78家增至 106家，包含 44

家央行分行及 62 家現金保管行（Cash Custody），覆蓋率也由

66%提升至 82%。 

表 1、印尼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一）通貨成長快速 

    印尼通貨在 2004年至 2015年期間，以平均年成長率 14.9

％速度增長，與鄰近國家香港、新加坡、韓國、泰國及菲律賓

                                                 
1
 資料來源：Aremos 資料庫之 IMF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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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其成長最快，且隨著經濟及人口的成長，預估 10 年後

的通貨量較現行增長約近 1倍。(詳表 2) 

表 2、通貨成長率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二）2016年新版券幣上市 

  印尼法定貨幣為盧比（Rupiah，Rp），由印尼央行（Bank 

Indonesia, BI）發行與管理，該貨幣價值目前大約是 1 美元兌

換 13,411 盧比（以 2017 年 12 月 5 日臺灣銀行現金牌告

匯率計算）。央行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發行新版券幣，包含

7 種面額鈔券（100,000、50,000、20,000、10,000、5,000、2,000

及 1,000 盧比）與 4 種面額硬幣（1,000、500、200 及 100 盧

比），是印尼央行通貨發行歷史上，首次於同一天同步改版所

有面額券幣，舊版券幣仍與新版同時流通，惟將逐漸汰換。 

（三）偽鈔率下降 

    與國際狀況相同，印尼偽鈔發生主要集中於高面額鈔券（

100,000及 50,000）及經濟高度發展都會區，其中大多數是由

商業銀行截留，其與警方查緝之占比分別為 75%及 2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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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偽鈔率為平均每百萬張流通鈔券中出現 13 張偽鈔，較上年

度下降 8張，2017年至上半年止更大幅降至 4張。（詳表 3） 

表 3、印尼偽鈔狀況 

 

   
   資料來源：2017 Asia Cash Cycle 研討會資料 

    印尼偽鈔率下降除受 2016年 12月發行新版鈔券影響外，

近年來印尼央行採行下述策略亦收成效： 

1. 精進鈔券品質。 

2. 增進民眾對防偽特徵的認識。 

3. 提高對偽造者的法律制裁，以收嚇阻效果。 

4. 強化偽鈔分析中心功能：對偽鈔進行記錄、分類與分析研究，

以供未來改版時防偽特徵的抉擇參考，並將偽鈔之查緝區域、

印製技術及各案件相關性等訊息提供警方分析參酌。 

二、 印尼通貨管理改革計劃 

    為提升通貨品質、發行效率及現金服務品質，並符合印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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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法對於鈔券主題圖案之規範，印尼央行於 2014 年公告了「通

貨管理改革計劃」，包括券幣的全面改版、改善生產技術與流程、

擴大現金配送網路、提高自動化現金處理設備效率等改革措施。 

（一）改革前之狀況與挑戰 

1. 鈔券主題圖案未符法規要求 

    印尼通貨法規定鈔券的主題圖案必須為國家英雄人物，且

票面上須有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之共同簽名，舊版鈔券並不符

此項規範。 

2. 鈔券主題無共同標準 

    改版前各面額鈔券有各自的主題、設計與排版，因不具一

致性，視覺效果顯得較為雜亂。新版鈔券主題則統一標準，各

面額的正面主題均為國家英雄人物，背面主題則為印尼各地具

地方特色的自然美景及傳統舞蹈代表。 

3. 視障者辨識標記及防偽特徵不足 

    券幣要考慮民眾之使用需求，特別是視障人士的使用便利

性，而為降低偽鈔率，更要提高防偽特徵之功能性。  

4. 現金服務品質不佳 

    由於交通不便，現金配送網絡及覆蓋率低，致使改革前偏

遠地區之流通券幣品質較差，同時，運鈔業者及鈔券整理業者

之作業流程未標準化、現金庫存空間不足、自動化整鈔設備效

率不佳等問題，亦有待改善。 

（二）改革目標  

    通貨管理改革計劃係依據通貨的生命週期，於設計、生

產、配發流通與整理等各階段分別訂定其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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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版設計 

    新版鈔券設計除須符合印尼通貨法對主題圖案之規範要

求，並加強了視障者辨識標記及安全防偽特徵，以保障大眾之

使用便利性及降低偽鈔率。 

2. 改善生產技術與流程 

    鼓勵印鈔廠提升生產力及技術、加強印鈔製程及品管之監

控、鼓勵安裝線上監控系統；央行則提高鈔券品質衡量標準及

增加新券抽檢頻率，以提升整體鈔券品質。 

3. 擴大現金配送網路架構 

    重新檢視現行的現金配送網路架構、改善現金運送路線、

增加發鈔據點及擴大委託銀行辦理通貨發行相關業務。 

4. 提高自動化現金處理設備效率 

    逐步更新央行各地分行現金處理中心之自動化整鈔設

備，以大幅提升整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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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券幣之改版設計 

法定貨幣為一國主權之表彰，除可在方寸間展現該國的文

化、特色及美學，同時也是最為大眾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在改

版設計中，如何兼顧美學與民眾使用之實際需求，考驗著貨幣發

行單位。 

一、 現代鈔券設計之走向 

    本次研討會邀請泰國央行講師 Montira Pattanakul 介紹鈔

券設計之現代化走向。 

（一）主題選定 

    一方面可先從歷史、文化、宗教等層面來發想靈感，並參

考現行國際間新趨勢，將公民參與之調查意見納入考量，提出

初步的主題構想，再邀請各領域專業、學者及設計師們參與圖

案設計，最後則由「鈔券專家委員會」作最終的主題選定。 

（二）內部革新 

    鈔券設計時，即應一併考量未來的生產可行性，且為提升

鈔券生產品質，應要求印鈔廠積極研發與革新，除內部自行研

發外，亦可與相關的研究機構、學界及供應商等進行合作。例

如，研究瞭解各類印鈔油墨之優劣、生產流程中擦拭溶液之選

擇與回收方式、各類檢測儀器及機器設備的校對調整等。 

（三）防偽特徵之抉擇 

    近年來，國際大廠推出多種先進防偽技術及綜效型防偽特

徵，惟其優劣各異，要採納那些防偽特徵亦應於設計時即一併

考量。採用之防偽特徵，除須考慮使用者需求外，尚應考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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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辨識、整理及刑事鑑定等功能。 

    可針對各項防偽特徵進行綜合評估，分別就美學、民眾是

否容易辨識、偽造難易程度、機器判讀功能、耐用性及成本效

益等 6個面向給予不同權重，再進行評分，以供改版時參酌。

（詳表 4) 

表 4、防偽特徵之綜合評估表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二、 券幣設計過程之思考面向 

券幣設計時要考量的面向眾多，包含主題圖像的文化意涵、

圖像表現的準確性、防偽特徵的功能性、基材與防偽特徵的可量

產性、自動化現金處理設備的相容性，以及視障人士的使用便利

性等。 

研討會邀請印尼央行分享其 2016 年版券幣改版的經驗，該

行在設計過程中，主要係從下列 4個面向來進行考量。 

（一）主題圖案：選擇不具公眾爭議性之主題，且全部面額均採用同

一主題，並注意圖案之肖像權，另為了國家融合，各類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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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選定，須特別注意維持國內地域性平衡。 

（二）防偽特徵：須選擇民眾易於辨識、耐用性佳、難以仿製、易於

採用可量產、具成本效益等特點之防偽設計，另須考量自動化

設備之機讀性。 

（三）券幣基材：近年來國際間陸續推出各類特殊基材，選用時要考

量基材之耐用性、安全性、成本效益，以及民眾使用現金的行

為模式等。 

（四）設計美學：鈔券之色調、尺寸規格大小、設計之排版布局等外

觀，除可展現一國美學素養外，更可進一步引導民眾，提升其

對券幣的辨識能力。  

三、 印尼鈔券改版之設計經驗 

（一）籌組設計團隊  

1. 印尼央行：由央行決定主題、防偽特徵及資料等之蒐集流程。 

2. 印尼印鈔廠（Peruri）：由該廠設計部門參與改版的設計、資

料應用、雕刻及攝影等作業，其他部門亦可就其生產經驗，在

設計過程中給予建議。 

3. 專家團隊：邀請文化專家、視障者協會、英雄人物後代及各設

計領域之學者專家參與，提供設計意見。 

（二）統一主題圖案 

1. 所有面額採用同一主題  

    鈔券正面為國家英雄人物代表，背面主題為印尼的代表性

文化遺產，包含自然美景、傳統舞蹈、花卉及動物。（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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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印尼 2016年版鈔券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2. 維持地域性平衡  

    印尼因地緣遼闊、種族眾多，新版鈔券主題之選定，特別

注意維持了國內地域性均衡。正面主題的國家英雄人物、背面

主題的美景及傳統舞蹈，均具地方代表性。（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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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印尼 2016年版鈔券主題維持地域性平衡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三）與各領域專家合作 

1. 與政府單位、歷史學家、學者和專家們合作，選出鈔券正面的

國家英雄人物代表。其選定準則為舊版券幣未曾採用者，各區

域均有代表人物，且為大眾所周知接受者。 

2. 印尼有數百個不同民族，各部族、地區的傳統舞蹈各具特色，

故與教育文化部、學者及專家們合作，選出鈔券背面能展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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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豐富文化的傳統舞蹈代表。 

3. 印尼因島嶼眾多，自然美景遍佈，故與觀光局及專家們合作，

選出鈔券背面能表彰印尼美景的景點代表。 

（四）納入高防偽特徵 

    隨著科技進步，偽造券幣愈來愈難以辨識，為有效防杜偽

造，須不斷提升防偽功能。印尼於 2016 年新版鈔券，除提高

原有防偽特徵之防偽性能，並增加了雷射雕刻凹版技術（

Computer To intaglio Plate，CTIP）、彩虹隱形螢光平版印

刷（rainbow invisible fluorescent）2 項防偽性較高的安

全防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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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印尼鈔券改版之生產經驗 

印尼 2016 年新版鈔券之規劃，由央行負責決定主題圖案、

面額種類、安全特徵、鈔券基材、發行政策、上市時程，以及舊

版鈔券回收等事宜，至於印製方面的材料取得、打樣、試印及量

產等事宜，則委由該國鈔券印製廠 Peruri 負責，該廠於研討會

中分享此次改版生產經驗。 

一、 因應改版之生產策略 

（一）機器產能損失最小化 

    印尼此次改版係採新、舊版同時生產，在此轉換過渡期

間，機器所需之調整與升級無法一次完成，須以漸進方式調

整，讓現有機器儘可能運轉，以生產市面所需(新、舊版)鈔券，

使產能損失降至最低。 

（二）提高生產品質 

    在最高面額新鈔的生產線上，配備檢核相機，以快速發現

生產缺失，以利及時因應改進。 

（三）維持原物料合理庫存量 

    在確保生產需求前提下，原物料應維持合理的庫存量，除

要避免超儲，以減少占用庫存空間、降低庫存資金外，亦須避

免缺貨，而影響生產作業。 

    可採用消耗標準估算法來計算材料的使用量，並與實際使

用平均值比較後，重新檢討合理庫存量，以避免庫存過多或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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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版的生產議題 

（一）由於改版時程限製，印尼印鈔廠無允裕時間進行相關的生產測

試。 

（二）此次改版因增加若干新元素，正式印製前，須經多項的試印及

調整，才能找到有效的生產方式，以進入量產階段。 

（三）所有面額新版鈔券均有採用平凸版印刷設計，生產時需考量印

刷油墨組成之效果，以及要如何減少油墨損耗量。 

（四）新版鈔券設計了較大的凹版印刷面積，致生產時增加擦拭溶液

之消耗量，考量成本效益及環保議題，需研擬是否調整該溶液

的化學成分及回收方式。 

三、 改版缺失與結果 

（一）倉促發行 

    為符法遵，印尼央行須於短期內完成券幣改版，因準備倉

促，導致生產階段無充裕時間進行測試及有效調整製程，加以

鈔券改版新增的 2項高效防偽特徵，也在印刷適性方面遇到諸

多困境，無法快速解決。 

（二）產能不足 

    印尼已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正式發行新版鈔券，惟因準

備倉促，生產過程遭遇諸多困難，未能達到高效的產能，致其

設定的 2016 年底止鈔券生產目標，新版鈔券僅為 5 億張，舊

版鈔券則為 56億張，新版鈔券僅占鈔券總生產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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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金之配發流通與整理 

一、 中國的現金配送網絡 

    會議期間請教講師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管理處處長 Han 

Liwei，有關該國現金配送實務面之相關訊息，並彙整如下： 

（一）發庫體系 

    為加強對境內人民幣現金的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建立 4層

級發庫體系，包括總行重點庫、分庫、中心支庫及縣支庫，每

個發庫負責管理其轄下較低級別的發庫，所有級別發庫均為人

民銀行的分支機構。總行重點庫是一級發行庫，共 15 家，由

人民銀行根據需要在部分地區設立（約 2省設立一家重點庫）；

分庫共 31 家，位於北京、上海、天津、重慶 4 個直轄市，以

及各省省會、首府城市；中心支庫位於各省之區域中心城市；

最基礎庫為縣支庫，位於部分縣城。未設人民銀行機構的縣，

則設立保管庫，委託專業銀行代理。 

    現金的運用權屬於總庫，各地分、支庫保管的現金是總庫

的一部分，下級庫只能憑上級庫的調撥命令辦理出庫，不能擅

自動用。 

（二）現金之調撥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隸屬於人民銀行，負責人民幣之製造

生產，新券幣係先解繳至廠區附近的重點庫儲存，重點庫再依

總行調撥命令，提供券幣予其他重點庫與臨近地區的分庫。 

1. 調撥採逐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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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級庫之間或同級庫之間的調撥，均依據上級庫的調撥

命令進行。人民銀行總行僅負責重點庫與分庫之間的調撥。 

2. 調撥採線上作業 

    所有現金調撥命令的發送與傳輸，以及相關的會計帳務工

作，均於該行的「貨幣發行和管理信息系統」線上進行操作。     

3. 總行調撥頻率 

    總行的現金調撥頻率，原則上每月 1次，重點庫需於每月

上旬前向總行提報調撥需求，經總行彙整完成評估後，於線上

系統發出調撥命令。 

4. 配發運送 

    現金調撥的交通工具，係依調入庫與調出庫間之距離來決

定，通常以鐵路進行長途運輸，以卡車進行短程載運，特殊情

況下亦由飛機協助運送。運輸途中之安全警衛工作，則交由當

地的武警負責。 

二、 印尼現金配送網絡之改革 

印尼央行於 2014 年提出的「通貨管理改革計劃」中，對通

貨發行配送階段，進行了擴大現金配送網路及提高自動化現金處

理設備效率等改革措施。 

（一）改革前之挑戰 

1. 流通現金品質不佳 

    印尼因地理因素，使得現金服務覆蓋率偏低，導致流通現

金品質不佳，尤其是偏遠地區的低面額券幣。印尼 201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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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據點共 78 家，包含 43 家央行分行及 35 家現金保管行，

覆蓋率僅為 66%。（詳表 5) 

2. 複雜的現金配送網絡與物流系統 

    現金配送的運輸方式，因地理環境因素，由陸運（鐵路與

公路）、海運及空運等綜合組成，形成了繁複的運輸網，亦提

高了運輸風險。群島的地理障礙、侷限的基礎設施、有限的港

口和路線，使運輸能力受到限制，導致昂貴的運輸成本及較高

的運輸事故率。 

3. 現金管理業急需監管 

    近年來印尼現金管理業的業務快速成長，惟缺乏具體管理

規範來強化該項產業，使其業務能符合國內和國際標準。 

（二）改革目標 

    主要改革目標為現金配送網絡及覆蓋率之擴增、流通現金

之品質強化，以及不適流通券幣之加速回收。 

（三）因應作法 

1.  優化現金配送路線 

    檢視與重新規劃現金儲存點之地理位置及現金配送路

線，並與海軍及警方合作，以提升現金運送安全性。 

2. 新增現金據點以擴大覆蓋率 

    印尼央行積極委託商業銀行於偏遠地區擔任現金保管

行，以增加現金據點，擴大服務網絡。改革後 2016 年覆蓋率

已達 82%，預計於 2018年再將現金據點擴增至 153個，包含印

尼央行 46 家所有分行及由商業銀行擔任現金保管行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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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使覆蓋率達到 100%。（詳表 5) 

  表 5、印尼現金據點數量及覆蓋率   

現金據點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1.央行分行 43 44 46 

  2.現金保管行 35 62 107 

合計家數  78 106 153 

覆蓋率 66% 82%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研討會相關資料 

3.  深化新網絡 

    積極與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現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單

位等合作，於全國偏遠地區增加現金服務網絡，以加速不適流

通券幣之回收及可用券幣之再流通作業效率。 

4.  加強對現金管理業之監管 

    由於印尼央行鼓勵銀行業者雇用第三方來管理其 ATM 業

務，使得現金管理業近年來業務成長快速。為對其加強管理，

印尼央行增訂管理規章，要求該行業之各項基礎設施均須符合

規定標準，才能獲得營業許可，並於 2016 年 8 月頒布現金管

理業之相關監管法規。 

（四）現金據點之角色 

    印尼的通貨發行據點，除由央行各地分行擔任外，為服務

更多偏遠地區，央行委託多家商業銀行擔任現金保管行，以協

助央行管理現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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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任務：負責可用券幣之配送、不適流通券幣之回收、現金

兌換之服務、現金之整理分類與包裝、分析現金供需狀況以確

保充足的安全存量，以應未來提領需求或央行之提回。 

2. 調撥方式：會員銀行於交易前一日，將存提需求送該地現金據

點，現金據點則視其本身庫存及庫房容量核可調撥；會員銀行

將現金存回據點前，須依央行所訂券幣整潔標準，先行整理出

可用券幣與不適流通券幣，並予以包裝。（詳圖 3） 

     圖 3、調撥流程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3. 現金據點優勢：委由商業銀行擔任現金據點，可協助印尼央行

管理偏遠地區之現金業務、滿足社會對券幣之需求、有助偏遠

地區經濟活動之發展，並維護印尼主權。 

（五）現金管理業之角色 

    本次研討會邀請 APJATIN協會講述印尼的現金管理業，該

會是由印尼現金管理公司（Cash Management Companies, CMC）

組成的唯一協會，現有 27 家會員公司，主要擔任會員公司與

銀行客戶、保險公司、央行、警方、人力部會、零售商和其他

利益關係人間的聯絡窗口，且訂定該行業的業務規範，要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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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遵守行為準則，並確保會員及時了解相關法規及業務上可能

面臨的挑戰或機會。 

1. CMC在現金流通的角色 

    為方便客戶提存款，銀行設置全年無休 24 小時運作的各

式自動提、存款等設備，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服務，但也衍生

了現金運送、現金整理與安全防護、資金調度、機器之券幣裝

填與維護等相關業務，而為避免機器運作停擺，並節省人力及

管理成本，銀行將上開業務委由專業的現金管理公司處理，在

印尼日漸普及。 

2. CMC業務成長快速 

    近年來印尼 CMC的業務快速成長，2016年 APJATIN的會員

公司共處理了高達等值 2,695 億美元的現金，年增率為

16.5%，服務位於 103個城市約 4萬台的自動提款機（ATM）、

存款機（Cash Deposit Machines,CDM）及存提款機（Cash 

Recycler Machines,CRM）。業務快速成長主要係因 ATM 裝置

數量快速成長、銀行開戶數增多、人民薪資水平上升及可支配

所得增加，加以印尼 99%交易仍採用現金方式支付。（詳表 6） 

     表 6、CMC業務成長快速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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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9 年亞洲金融危機結束以來，印尼國內 ATM 安裝數

量呈快速成長，年平均成長率為 24％。至 2015 年止，ATM 數

量為 10.3 萬台，平均每台服務 2,553 人或每 10 萬人擁有 39

台ATM，高於鄰近國家印度、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惟仍

低於全球水準。（詳表 7)  

   表 7、ATM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研討會簡報 

3. CMC未來機會可期 

    由於 ATM 網絡仍迅速增長、ATM 交易金額較 ATM 安裝台數

成長更為快速、該產業現行服務的 ATM台數占全國總台數不到

30％、央行鼓勵銀行業雇用第三方來管理其 ATM業務、印尼的

銀行滲透率仍低，均使得 CMC的未來業務持續看漲；而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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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DM及 CRM裝設數量日漸增多，也成為新的業務增長領域。 

4. CMC面臨的挑戰 

（1）為因應業務擴張，須新增資本及流動資金。 

（2）為維持服務水平，須培訓新員工及新增分支機構。 

（3）為獲得公司營業許可，須努力達成央行新訂之各項標準。 

5. CMC之規範 

（1）各項基礎設施須符合央行所訂標準：包括建物、車輛、標準

作業程序，券幣之包裝方式、整理機、點數機，以及人力資

源等。 

（2）定期向央行提交報告：業者須每月定期填報上開各項標準之

檢核結果，增加業務透明度，以防止舞弊或詐欺之可能性。 

（3）增訂罰則：由印尼央行對整鈔機之整理結果進行檢核，若業

者未剔出偽鈔，將嚴格處以罰款。 

（4）須制定並實施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 

（5）對鈔券之整理，須遵守央行訂定的允許流通之鈔券整潔衡量

標準。 

（6）業者若發現偽鈔，有義務通知央行。 

6. CMC的改革效益 

（1）CMC產業接受新標準的監管和營業許可，長期可強化體質。 

（2）該產業面對巨大的成長商機，需要更嚴謹的管控以提升專業

度。 

（3）金融機構把 ATM 及現金管理業務委由第三方處理，將更為安

心。 

（4）ATM 運作延伸了銀行服務時間，可持續提供印尼民眾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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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與便利。 

（5）印尼全國各地普設 ATM 供所有民眾使用，意味著許多尚無銀

行帳戶者將開立帳戶，並享受銀行業務之便利性。 

三、 臺灣 ATM的現金管理 

我國金管會於 95 年訂定之「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

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規範了金融機構將「現鈔運送作業及

自動櫃員機裝補鈔作業」之委外處理。國內 ATM 裝設台數眾多，

所衍生之現金管理相關業務亦值關注。 

（一）多委由保全業辦理 

   國內金融機構（尤其是民營銀行）為節省人力及降低管理

成本，多將 ATM現金管理相關作業委由專業的保全公司代為處

理。國內保全業得經營之安全防護業務眾多，中央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但其中得經營之「關於現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運送之安

全維護」業務，受金管會訂定之辦法規範。 

    保全業為因應承做 ATM現金管理業務，規劃運鈔、填補鈔

及整鈔作業流程，並成立專業的整鈔中心。針對客戶需求，可

提供不同服務，包括卸鈔後直送銀行點交之「直接回櫃服務」、

由保全公司整鈔後再送銀行點交之「整鈔回送服務」、及「餘

額代為庫存」等服務。 

（二）保全業利用交易連線，掌控 ATM狀況 

   保全公司設立管制中心與銀行連線，利用交易連線系統功

能，取得 ATM的故障訊息、鈔券短缺等情形之資料，以即時掌

控 ATM的安全與運作狀況，主動提供快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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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TM建置搶攻零售通路 

    銀行建置 ATM可省去租金、裝潢等費用，且 ATM功能愈來

愈多元，除有存提款、轉帳、繳費及查詢等功能，近年更推出

零錢存款、找零及 QR CODE 掃描繳費等創新服務，ATM 逐步取

代或延伸分行部分功能。為貼近民眾使用需求，今年以來，金

融業大舉擴張 ATM市場，尤以民營銀行最積極，搶攻各大零售

通路，包含通路綿密的便利商店、超商、速食店和捷運站等通

路，至 2017年 9月底，全台共裝設 2.8萬台 ATM。 

（四）臺灣實體金融服務高度便利性 

    根據金管會統計，我國至 2015 年底，全體金融機構總共

裝設 2.7萬台 ATM，平均每台服務 857人，每 10萬人擁有 117

台，優於全球平均水準的 2,161 人及 46 台（詳表 7 及表 8），

顯示國人獲得的金融服務便利性相對較高。 

    由於 ATM 功能日益增多，國人使用亦日益普遍，利用 ATM

交易之金額及次數呈遞增趨勢，2016年度交易金額高達近10.4

兆元，約等值 3,453億美元，交易次數共 8.4億次，當年度平

均每人交易新臺幣 44萬元及交易 36次，象徵臺灣實體金融服

務的高度便利性，以及保全業對我國現金配送與管理業務之貢

獻。(詳表 8)  

表 8、臺灣金融機構 ATM統計 

年度 人口 

ATM 

裝設 

台數 

ATM 

交易金額 

(百萬元) 

ATM 

交易次數 

(千次) 

每台 ATM 

服務 

人數 

每人 

交易金額 

(千元) 

每人 

交易 

次數 

2014年 23,403,635 27,107 9,849,866 794,076 863 420.87 34 

2015年 23,462,914 27,363 10,147,424 824,886 857 432.49 35 

2016年 23,515,945 27,240 10,358,361 844,877 863 440.48 36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金管會銀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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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鈔券改版之準備工作與宣導溝通 

一、 中國鈔券改版之準備工作 

    為因應人民幣 100元偽券的大量出現，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5

年 11 月推出新版 100 元券，在該版新鈔發行前，人民銀行進行

大量事前準備工作，分別從下列 5個面向預為準備： 

（一）訂定宣傳工作：事前訂定改版發行的宣導溝通方案，以決定宣

傳方式和消息發布管道。 

（二）維持產品質量：加強新版鈔券之生產檢查，維護鈔券品質，以

防止瑕疵鈔券流入市面。 

（三）鈔券處理設備之相容性：在新版鈔券發行前，人民銀行提供樣

券及場所，供點驗鈔機及各式鈔券處理設備廠商進行新版鈔券

之使用測試，俾校整、升級設備之軟硬體性能，務使新版鈔券

能順利發行，方便大眾日常提領需求。該測試共進行 2次，期

間相隔 1個月。 

（四）加強專業培訓：加強對銀行職員之培訓，以增強辨識新版鈔券

之能力。 

（五）訂定應變計劃：制定緊急預備方案，以確保充足的通貨安全存

量。 

二、 澳洲鈔券改版之宣導溝通 

    鈔券改版過程中，如何有效宣導溝通已成為重要的環節。在

訂定宣傳政策前，須先了解溝通對象，以使用者角度思考，針對

其特性採用不同的溝通策略、設計活動，並透過其熟悉的媒體來

傳遞訊息，以達有效的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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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溝通對象 

1. 主要鈔券持有者：包含一般社會大眾、媒體、執法部門、金融

機構、現金運送公司、賭場、零售商及教育機構。 

2. 高風險族群：包含年長者、區域性民眾、多元文化和語言者、

視障社區、原住民和海峽島民。 

（二）傳播媒體 

    除傳統的電視、廣播、新聞、報紙雜誌外，還可運用新式

的網路、行動裝置，以及一些知名社群媒體，如 YouTube、

facebook、flickr、instagram、Twitter等。 

（三）主要傳達的訊息 

    宣導溝通是要有效傳達及告知民眾一些主要訊息，包含鈔

券改版緣由、新版鈔券防偽特徵的辨識方式、舊版鈔券的法償

地位及回收政策、何處可獲取更多訊息等。 

（四）溝通活動 

    對大眾進行新版鈔券之宣導與教育，可透過多元方式，除

傳統的媒體發布、鈔券宣傳影片、產業培訓影片、電視及廣播

廣告、傳單、海報、印刷廣告（報紙）、官方網站等進行宣導

外；還可採用新式的數位廣告、數位博物館、手機 APP、社群

媒體專屬網頁等方式，以傳達訊息及舉辦相關活動。 

（五）溝通活動的學習心得 

1. 舉辦之各式溝通活動，須能獲取大眾及媒體之關注與支持。 

2. 欲傳達的關鍵訊息，須以強大的創意來包裝與傳達，事後並應

妥善因應相關的批評與期望，並根據使用者回饋來做修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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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進行廣告修正等，以達最佳的宣傳與溝通效益。 

3. 持續探索創新的溝通方法及溝通技術 

    由於溝通手法日新月異，方式也不斷精進，為適應不斷變

化的環境，運用特殊手法與獨特技術，讓訊息以更強烈有效的

方式傳達給大眾。例如，開發可供民眾與新版鈔券互動的網頁

或 App等，以吸引民眾點閱，使民眾對新版鈔券有更深刻的認

識與瞭解。 

4. 紙本宣傳品採用附著性與耐久性高的印刷材料 

    由於印刷品具有經濟、有效等特點，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

日，傳統紙本傳單及海報等，仍是最普遍的宣傳工具，使用較

佳的印刷材料，可延長宣傳品使用期限、減少回收，並降低對

環境的污染。 

（六）創造雙贏的公民參與實例 

1. 澳洲男孩善用新式溝通管道，獲得大眾及媒體之關注與支持 

    澳洲視障男孩 Connor Macleod於接獲父母所送的 11歲生

日禮金時，因無法辨識面額而需詢問，使其感到挫折與尷尬。    

此事促使他向澳洲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建議，

應在規劃的新版鈔券上添加觸覺標記，以協助視障者在不依賴

他人或鈔券測量器情況下，即可識別鈔券面額，但遭回覆不擬

添加。 

    12歲的他除向澳洲人權委員會發起歧視投訴，並和母親於

請願平台 Change.org登錄，自 2013年 12月 28日起由母親陸

續發文代為請願。男孩的鍥而不舍及持續於其他溝通管道發

聲，逐漸引發媒體及民眾關注，該提案經各式媒體廣泛報導及

轉載後，獲得超過 5.7萬份附議支持，並成功推動澳洲央行正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fcRwI&o=e0&sec=sec1&op=sti=%22%E9%8D%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fcRwI&o=e0&sec=sec1&op=sti=%22%E9%8D%A5%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fcRwI&o=e0&sec=sec1&op=sti=%22%E4%B8%8D%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fcRwI&o=e0&sec=sec1&op=sti=%22%E4%B8%8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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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該請願，進而改變新版鈔券之設計規劃。 

2. 澳洲央行妥善因應相關期望與批評，並調整政策 

    由於澳洲有提供視障者鈔券測量器，且舊版鈔券的面額辨

識功能，包含不同的鮮明色彩、粗體數字及尺寸大小，使澳洲

央行認為應可滿足視障者之使用需求。 

    但經檢視該次男孩請願理由，並諮詢視障團體、其他利害

關係人及他國央行相關資訊，於研究一段時日後，2015 年 2

月澳洲央行分別於官網及 change.org 平台上正式回應，表示

新版鈔券設計除保留原有面額辨識功能外，並將增加‟觸覺”功

能，以進一步協助視障者區分鈔券面額，但因新版鈔票相關測

試過程仍在進行，其設計尚未最後定案。 

3. 引導媒體報導焦點，成功納入公民參與小故事 

    澳洲央行於 2015 年 3 月季刊上，刊載長達 12 頁的‟幫助

視障者的澳洲鈔券”（Australian Banknotes: Assisting 

People with Vision Impairment,2015）一文，說明為協助視

障者辨識鈔票，該行所做之相關研究與努力。文中探討視障者

辨識鈔券之各項方法及澳洲採行狀況（詳表 9），並根據視障

者建議及研究結果，決定新增壓凸觸覺特徵於新版塑膠鈔券

上，以彰顯該行重視男孩之提案，並試圖扭轉原先回絶之印象。 

表 9、澳洲協助視障者辨識鈔券之方式 

辨識 

方式 

各面額 

尺寸不同 

各面額 

顏色不同 

各面額 

粗體數字 

凹版印刷 

浮凸觸覺特徵 

壓凸 

觸覺特徵 

辨識 

設備 

採行 有 有 有
無 

（適用於紙鈔） 
將新增 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澳洲央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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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新版 5 元鈔券於 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發行，但在社

交媒體上引發一連串負評，有人認為圖案設計（詳圖 4）太醜，

有人認為金合歡樹（Prickly Moses wattle）圖案像嘔吐物、

大腸桿菌或馬桶刷等。為扭轉形勢，澳洲央行引導國內外媒體

的報導焦點，將上述男孩提案連結成為新版 5元鈔券的背後温

馨小故事，並強調該鈔券增加觸覺特徵可為視障者提供更大自

主性及便利性等（詳表 10），成功型塑新版 5 元鈔券之發行。 

圖 4、澳洲新版 5元鈔券圖案 

正面圖案 

 
背面圖案 

 

資料來源：澳洲央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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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澳洲新版 5元鈔券的媒體報導 

澳洲 Armidale快報（The Armidale Express）報導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報導 

 

澳洲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報導 

 

資料來源：各媒體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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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與建議 

一、 券幣改版宜審慎規劃，避免倉促成行 

    券幣改版影響層面甚廣，從決議、規劃、設計、生產到發行

流通，每一過程均至為重要也需耗時甚久，故宜預先充分準備、

審慎規劃，再按部就班循序推動。印尼央行 2016 年版的鈔券改

版事宜，即因籌備期短，致其準備過於倉促，生產過程不順，而

無法達到高效的產能，至 2016 年底止所設定的鈔券生產目標，

新版鈔券僅占鈔券總生產量 8%，未能充分滿足市場對通貨之需

求，失去改版真義，應引以為鑑。 

二、 券幣改版之宣導溝通對象，宜納入保全業 

    至 2017 年 9 月底，國內共裝設 2.8 萬台 ATM，衍生龐大的

現鈔運送、裝補鈔及整鈔等現金管理作業，金融機構為降低人力

及管理成本，多將相關業務委外由保全公司代為處理。由於 ATM 

功能增多，國人使用日益普遍，利用 ATM 交易之金額及次數呈

遞增趨勢，2016 年度交易金額近 10.4 兆元，交易次數共 8.4 億

次。保全業肩負我國重要現金管理業務，日後通貨相關教育或宣

導溝通之對象，宜將保全業納入考量，以臻完善。 

三、 券幣改版過程可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以凝聚社會共識 

    我國現行流通券幣防偽功能良好，偽造比率甚低，目前尚無

改版之急迫性，惟近來社會各界對於券幣改版之主題圖案已提出

多項建議，未來若有改版需求，其主題圖案之選擇，可參考國際

間對改版圖案選用趨勢，納入公民參與機制，將民眾意見列入考

量之列，並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們，建立具公信力的評選機制，

以廣徵各方意見、凝聚社會共識，選出具代表性之主題，並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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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媒體與行銷創意，獲取大眾及媒體的關注與支持，甚而引導

媒體報導方向，以有效的宣導與溝通，成功達成原訂之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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