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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屆研討會探討金融科技、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票據市場、銀行支持科技

與文創企業、養老金融、私人銀行等，從兩岸金融業務合作的觀點進行深入研究

與論述，本報告依據會議討論主題，依次摘陳雙方代表報告之重點，並據以提出

心得建議如下： 

一、麥肯錫2017年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是全球AI發展的領導者，在圖像和語

音辨識等技術領域處於領先的地位，而這些技術在中國大陸金融業的應用包

括：交易與理財諮詢、風險控管模型建構、安全防護、身分辨識、智能客服、

金融監理科技、精準行銷等；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應用日趨成熟，兩岸

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皆致力推動金融創新應用項目，未來兩岸應持續強化交

流及合作、分享彼此成功經驗，共同加速金融科技創新應用。 

二、目前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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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

府所提「金融科技創新發展條例」已通過立法院初審，惟加快法規鬆綁仍是

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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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第二十二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106年12月6日至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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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  

 

貳、會議重點  

一、緣起 

「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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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4年起於兩

岸輪流持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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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106）年12月5日至9日臺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組團前往大陸北京參加

「第二十二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由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桂理事長先農擔任團

長，成員包括金融相關業者及團體、學者專家、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中央銀行、陸委會及本會等。 

本屆研討會探討金融科技、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票據市場、銀行支持科技與文

創企業、養老金融、私人銀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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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目的 

─藉由研討會與參觀拜會的過程，讓兩岸金融同業與有關機關有機會透過面對面

討論及交換彼此的意見與經驗，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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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動兩岸金融交

流務實合作。 

─透過研討會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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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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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雙方合作契機，並提出具體建議。 

─依業別（銀行、證券、保險）分組參訪當地主要的金融機構，藉由實地考察大

陸金融現況，面對面討論及交換意見有助瞭解兩岸金融業務發展情形。 

三、行程安排  

本年12月5日啟程飛抵北京；12月6日至7日於北京友誼賓館舉行「第二十二

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12月8日依業別（銀行、證券及保險）分組，參訪當

地主要金融機構；12月9日返回臺北。行程及會議議程安排如次： 

─12月5日（星期二）：由臺北飛抵北京。 

─12月6日（星期三）：研討會第一天，進行開幕式，並分別針對兩岸金融科技

發展及監管的經驗交流與合作、兩岸綠色金融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兩岸普

惠金融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等3項議題進行研討。 

─12月7日（星期四）：研討會第二天，分別針對兩岸票據市場發展及監管經驗

交流與合作、兩岸銀行業支持科技與文創企業的經驗交流與合作、兩岸養老金

融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兩岸私人銀行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等4項議題進

行研討，以及就大數據、人工智能對銀行、證劵、保險業的挑戰進行綜合研討，

並舉行閉幕式。  

─12月8日（星期五）：依業別分組，隨同銀行/保險組參訪大陸交通銀行、中國

銀行、中國人民保險、中國人壽等。 

─12月9日（星期六）：自北京飛返臺北。 

四、研討會議題主要內容 

（一）兩岸金融科技發展及監管 

─大陸學者指出，全球金融科技發展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金融IT階段，

透過IT技術實現辦公和業務電子化、自動化。第二階段是透過網際網路實

現金融服務在線上撮合、交易、付款。第三階段是金融科技3.0，透過人工

智慧、大數據、互聯網、分布式技術、安全技術等五項關鍵技術創造新的

金融模式。 

─國內學者認為，在金融科技（FinTech）風潮下，法遵成本與風險是業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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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面對的首要課題。對監管單位而言，如何有效監理與兼顧Fin Tech產業發

展成為設計法規與監理措施的難題。由於數位經濟講求速度，加上新創事

業資金不足，同時金融業為特許產業，受到各國政府高度監理，容錯率較

低，法遵成本高，不利於金融科技公司發展。為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

制，對於創新實驗之特定範圍與期間內，以法律排除適用相關管理規範，

賦予金融科技研發試作的安全環境，並兼顧金融市場秩序及消費者保護，

行政院於2017年5月通過「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

議。此外，日本針對具有創新能力獲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進行法規制度的鬆

綁，進行產業的「監理沙盒」以強化其競爭優勢，值得關注。 

（二）兩岸綠色金融發展 

─國內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指出，為因應氣受變遷，邁向永續發展，全球個

別產業可能面臨的資金缺口（如表1），也為金融業帶來融資商機。其中，

以電力及運輸面臨的資金缺口最大，潛存龐大的商機。另，國內業者指出，

臺灣金融機構在協助綠能產業取得融資方面，截至2017年9月底國內整體銀

行對綠能科技放款餘額為新台幣10,497億元，較上年同期成長7.6%。其中，

銀行主要承作綠能貸款項目為：購置節能能源設備、汙染防治設備、太陽

能光電設備等。此外，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綠能產業，放寬申請上市（櫃）

條件，編制臺灣綠色股票指數、綠色債劵指數及推動綠色保險等。 

─大陸業者指出，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信貸、綠色投資及碳金融市場等成效顯著。

截至2017年6月底，綠色信貸餘額8.22兆元人民幣（以下同），占全部信貸

比重9.14%。2017年前9個月大陸境內發行綠色債劵1,340億元，占全球發行

量約24%，居領先地位。由於中國大陸是全球煤炭、鋼鐵第一大消費國，石

油、電力第二大消費國，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占世界23%，預計綠色產業的年

投資需求在2兆元以上，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將超過

3%，顯示商機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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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邁向永續發展各產業的資金缺口與商機 

    單位：十億美元 

產業面向 現有投資規模 

2015-2030 

總資金需求 資金缺口 

電力 260 630~950 370~690 

運輸 300 350~770 50~470 

通訊 160 230~400 70~240 

水和衛生 150 410 260 

食物安全與農業 220 480 260 

氣候變遷減緩 170 550~850 380~680 

氣候變遷調適 20 80~120 60`100 

醫療 70 210 140 

教育 80 330 250 

 資料來源：第二十二屆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三）兩岸普惠金融發展 

─浙江農信存貸款突破3兆元，貸款客戶350萬戶，不良率僅1.81%，透過強化

風險管理與成本控制，創造浙江全省銀行業三分之一的利潤。其營運特色

如下：動員5萬名員工，花10年走訪農戶，詢問金融需求，建立1,507萬戶信

用檔案，同時建立信用評定小組，以評定信用（已評定878萬戶），並借助

金融科技力量，簡化授信流程，僅10分鐘即可完成授信。此外，亦將興建

農房審批作業、醫療服務、電信服務、物流服務、農業技術、旅遊資訊等

納入該行金融據點內，透過服務多元化，提升競爭力。另，大陸學者指出，

普惠金融將來是一個線上線下的融合，不管是Ｏ2Ｏ還是Ｏ＋Ｏ，都是線上

與線下的融合，是未來發展趨勢。 

─國內學者則以理財機器人在財富管理之實踐進行報告，重點如下：根據

Bloomberg估計，截至2016年底，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之資產管理規模

達三千億美元。展望未來，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預估，至2020年底，透過機

器人投資顧問所管理的資產規模將達2.2至3.7兆美元。為掌握此商機，金管



7 
 

會已於2017年6月同意投信投顧公會所提「證劵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動化工具

提供證劵投資顧問服務作業要點」，正式宣告臺灣進入機器人理財元年，

積極落實普惠金融的目標。 

（四）兩岸票據市場發展及監管經驗交流與合作 

─國內票據業者指出，台灣票券市場近年受惠市場資金充沛，企業籌資成本降

低，帶動整體融資性商業本票（CP2）發行餘額創新高，截至2017年9月底

市場CP2發行餘額維持高檔，達新台幣1兆7,148億元。另，2017年5月我國

已順利完成「票券金融管理法」第26條修正案等，使票券得以無實體（電

子）形式發行，可降低風險，並大幅提升商業本票發行效率與安全性。展

望未來，兩岸交流除持續聚焦票據法修訂、推動融資性票據、健力第三方

託管等議題外，大陸方面亦可參考台灣票券發展經驗，建立具公信力的企

業信用評估體系，完善資訊披露制度，進一步擴大大陸票據市場的發展。 

─大陸票據業者表示，隨著現代資訊科技的創新發展與物聯網金融的快速演進，

大幅提高了電子票據的交易效率，加上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

推進，需要大量的支付、結算、融資服務，近年大陸電子票據業務快速成

長，電子票據的簽發量及交易量在票據市場中的占比從2011年的3.63%及

1.55%，2016年已快速提高至47.40%及65.05%；2017上半年，電子票據累積

簽發量占比亦達60%。講者指出，中國大陸上海票據交易所已成立滿周年，

未來兩岸應進一步深化票據業務合作機制，並在適當時機透過兩岸票據交

易所，共同推動商業本票業務試點工作，以點帶面推廣兩岸票據業務的合

作。. 

（五）兩岸銀行業支持科技與文創企業的經驗交流與合作 

─大陸銀行業者指出，以該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為例，近年構建一體化專

業經營及科創特色產品體系，針對新創初期、中期及後期等提供不同的優

惠融資及客製化服務，以因應企業不同成長階段的需求，並以投資為主，

貸款為輔，配合政府政策鼓勵科技及文創企業發展，同時分享其中長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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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收益。展望未來，期待大陸政府能利用「中關村模式」1之成功經驗，持

續推展創新產業發展，兩岸亦可深度加大聯貸機制，充分整合雙方的優勢

資源，同時可聚焦科技、文化、各類創新金融服務產品等重點發展領域，

共設海外資產收購產業基金，或以投資債券的方式參與上市公司海外收購，

協助兩岸企業創新及發展。 

─國內學者指出，「產業是根，金融是葉」，政府仍應致力於促進實體經濟

發展，方為金融需求的來源，唯有產業興盛，金融業才能更加繁榮發展。

近年台灣支援新創產業發展的政策包括天使基金、創新創業基金，並鼓勵

金融機構提供新興與創新產業融資與金融服務，善用創櫃版及群眾募資平

台，同時輔以信保基金保證成數由8成提高至9成的配套措施，以協助中小、

新創企業取得資金。另，政府刻正研議透過公私協力（PPP）等相關機制，

有效運用金融業專業規劃與豐沛資金，參與政府公共建設投資。兩岸合作

部分，則建議雙向開放金融市場、適度鬆綁金融法規、合作開發新金融商

品、相互支援新興產業、同時盼中國大陸方面可促成台灣進入亞投行，共

同開發「一帶一路」商機。  

（六）兩岸養老金融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 

─國內保險業者指出，近年台灣生育率低迷，以往農村社會養兒防老之觀念

也逐漸式微。在人口結構逐漸老化的情況下，過去十年年金保險有效契約

件數成長近300%，惟大多數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主要目的係作銀行定

存的替代商品，獲取比定存更高的報酬，而不是以老年退休規畫為目的。

爰此，金管會刻正研議將年金保險費得單獨增列為個人綜合所得稅列舉扣

除額（僅限退休規劃為目的之長照保險等）。另，目前國內有12家銀行開

辦「以房養老」業務，至2017年9月底承做總件數2007件，貸放金額達108

億元。 

─大陸業者認為，養老金融係社會各種養老需求所進行的金融活動的總和，

                                                      
1
 2009年 3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批准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要求把中關村建

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至今，中關村已成為中國大陸最有競爭力的科技園區，

成為國家創新、科教興國及人才戰略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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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陸保險業已逐漸建立起以三大支柱（個人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險、

補充養老保險-企業、職業年金，以及社會養老保險-城鄉國民養老保險）

為主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尤其城鄉國民養老保險部分，已覆蓋中國大

陸8.75億民眾，為全世界最大的養老保障計畫。未來展望，將持續提升養

老金替代率，避免民眾因憂慮養老金不足以因應老年生活，而將大量收入

用於預防性儲蓄，不利於刻正轉以內需及消費為主的新經濟模式，同時強

化保險業投資部專業能力，增加投資報酬及效益，以因應龐大的養老金支

付壓力。 

（七）兩岸私人銀行發展的經驗交流與合作方面 

─國內學者指出，台北富邦銀行（以下簡稱北富銀）為台灣第一家提供私人

銀行服務2的本土銀行，充分運用母公司富邦金控的豐富集團資源，照顧

客戶及其家庭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資產增值與財富傳承需求。北富銀表示，

自2014年起，其新增私人銀行家庭會員服務，將服務範圍擴大到高資產客

戶的家庭成員，以家族的視角為客戶管理財富，更經常安排如音樂會、美

學講座、紅酒品鑑會及珠寶鑑賞會等一系列的文化與藝術專屬活動，以提

升高資產客戶滿意度。另，在全球高資產客戶市場愈來愈大的情況下，國

內及外資銀行皆開始搶進這塊大餅，惟並非每家銀行都有足夠能力兼顧

「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及「資產管理」這三大項業務，消費者仍應

慎選。 

─大陸業者指出，在2012之前，大陸地區民眾非金融資產配置占比60%以上，

尤其以房地產為主；而在2012年之後，金融資產的配置逐步上升，至今已

成為民眾主要的資產配置內容，2016年大陸前八大私人銀行在客戶人數及

管理資產規模年增率皆達二位數成長，銀行理財總規模已突破29兆元人民

幣。另，包括：公募基金、券商資產管理、信託投資、私募證券及股權投

資，以及家族財富管理，在2016年皆呈現正成長趨勢。展望未來，當前全

球經濟正經歷先進及新興市場同步復甦，將有利於中國大陸出口擴張，進

                                                      
2
 私人銀行服務是銀行服務的一種，專門為富豪們提供個人財產投資與管理的服務，一般需要擁

有至少 100萬美元以上的流動資產才可在較大型的國際金融公司或銀行中申請開設此類服務。 

http://bank.jrj.com.cn/bank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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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帶動國內財富成長，惟全球貨幣政策逐步收緊，亦可能引起新興市場

資本流出，金融業者必須審慎因應，同時期待兩岸能透過企業高層互訪，

共同拓展兩岸企業的合作領域，共同應對世界局勢的快速變化。 

（八）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在金融業的機遇與挑戰 

─機遇：隨著網路普及，全世界目前產生的數據量每年增加40%。IBM更預

測，2020年全球數據總量將達到35ZB，為2000年之前總和的50倍。Statista

預估2017年全球AI市場規模約12.5億美元，市場成長率高達93.83%，企業

應用市場至2025年以前將占市場規模的85%。金融業大量數據的累積是導

入人工智慧的最大優勢，目前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NLP)、語音辨識、

生物辨識及智能機器人等，已有不少應用，未來可望進一步發展。  

─挑戰：目前不論在法規或消費者接受度上尚有議題需克服，舉如：數據收

集與使用安全涉及個資的隱私性、當事故發生要舉證人為操作不當或係

AI的缺陷不易，以及部分客戶較偏愛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習慣性問題等。 

五、參訪當地銀行及保險公司 

依業別分組，參訪大陸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人民保險及中國人壽等瞭

解業者投資及營運狀況。 

（一）在拜訪銀行方面，由臺灣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桂董事長先農領隊，分別參訪

大陸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瞭解業者投資及營運狀況。 

─首先參訪交通銀行，該行建於1908年，是中國大陸早期四大銀行之一。1987

年4月，交通銀行正式對外營業，成為大陸第一家全國性的國有股份制商

業銀行，總行設在上海。業務範圍涵蓋商業銀行、證券、信託、金融租

賃、基金管理、保險、離岸金融服務等。截至2017年6月底，交通銀行境

內分行機構235家，3,280個營業網點；在1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20家分（子）

行及代表處。目前，交通銀行在《財富》（FORTUNE）世界500強，營

業收入排名第171位。 

─接著，參訪中國銀行，該行1912年2月成立。1994年，改為國有獨資商業

銀行。2004年8月，改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7月，在香港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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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主要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金

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並透過子公司推動投資銀行業

務、經營保險業務、經營直接投資和投資管理業務、經營基金管理業務

及經營飛機租賃業務。該行境內外機構共有11,633家。其中，大陸機構

10,989家，其他國家機構644家，聘僱員工31萬人。 

（二）在拜訪保險業方面，由新光金控公司暨新光人壽李副董事長紀珠領隊，分

別參訪大陸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及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瞭

解業者業務及營運狀況。 

─首先參訪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該公司係國家大型金融保險企業，

主要業務係向個人及團體提供人壽、年金、健康和意外傷害保險產品，

總部設在北京。公司的前身是成立於1949年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1996

年分設的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以及1999年成立的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2003年，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原中國人壽保

險公司進行重組，變更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集團公司下設中

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

（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中國

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國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保險職

業學院、成都保險學校等多家公司和機構。2017年該集團在《財富》

（FORTUNE）世界500強，依營業收入及利潤排名第51位。 

─接著，參訪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該公司係國有大型金融集團公司，中

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為單一股東，總部設在北京。該集團旗下擁有中國

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人民健

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保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人保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人民保險（香港）有限公

司等10多家專業子公司，業務涵蓋財產保險、人壽保險、健康保險、資

產管理、保險經紀以及信託、基金等領域。2017年該集團在《財富》

（FORTUNE）世界500強，依營業收入及利潤排名第114位。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4%BF%9D%E9%99%A9%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4%BF%9D%E9%99%A9%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B%86%E5%9B%A2%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5%9B%BD%E4%BA%BA%E5%AF%BF%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B4%A2%E6%94%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B4%A2%E6%94%BF%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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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麥肯錫 2017年 3月報告3指出，中國大陸和美國目前是全球 AI發展的領導

者。僅在 2015 年，兩國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 AI相關的論文接近萬篇，而英

國、印度、德國和日本加起來才約相當於兩國的半數。中國大陸 AI發展大

部分是由私營的高科技企業推動，且中國大陸的一些互聯網公司在圖像和語

音辨識等技術領域處於領先的地位，而這些技術在中國大陸金融業的應用包

括：交易與理財諮詢、風險控管模型建構、安全防護、身分辨識、智能客服、

金融監理科技、精準行銷等；在我國亦有部分業者已導入相關技術，舉如：

新光人壽與遠傳合作，導入 AI人工智慧結合大數據，成為首家推出智能機

器人客戶服務的壽險公司。另，由工業銀行轉型的王道銀行，率先推出機器

人理財服務，強調最低投資額 1,000元就可享受機器人理財的個人客製化服

務等。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應用日趨成熟，兩岸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皆

致力推動金融創新應用項目，未來兩岸應持續強化交流及合作、分享彼此成

功經驗，共同加速金融科技創新應用，以提升金融業效率及競爭力。 

二、中國大陸金融市場已走向金融 3.0時代，目前中國大陸的金融科技活動，主

要集中在五類機構及六大業態。其中，五類機構包括傳統金融業、網際網路

機構、新興網際網路金融、通信機構和基礎設施；六大業態包括網際網路支

付、網絡借貸、眾籌融資、網際網路基金銷售、網際網路保險，網際網路消

費金融等，呈現百家爭鳴，發展相當快速，而「缺乏監管」是中國大陸金融

科技快速發展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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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所提「金融科技創新發展條例」已通過立法院初審，

惟加快法規鬆綁仍是當務之急。 

                                                      
3
 麥肯錫 2017年 3月「中國人工智能的未來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