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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進步與發展，全球各類型電子支付工具不斷推陳出

新，民眾進行交易時，除可使用現金支付外，亦新增多種電子支付

可供選擇。在數位化潮流的衝擊下，現金是否會逐漸被淘汰，已成

為近年來券幣產業之熱門討論議題。依據各國資料顯示，雖然全球

電子支付交易比率逐年攀升，但大多數國家之現金需求未受其影

響，每年通貨發行額仍呈現增加趨勢，我國亦呈現相同情況。因此

推論，現金在短期內尚不至於完全被其他支付工具所取代，惟在各

種支付工具強烈競爭下，現金未來所面臨之挑戰，以及對央行現金

管理政策及相關現金產業帶來影響，受到各國央行及券幣相關產業

高度關注及討論。 

為討論現金產業所面臨之問題與挑戰，Currency Research 於本

(2019)年4月7日至11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Dubai)，舉辦第18

屆「國際通貨研討會」(Currency Conference)，邀請各國央行及相

關業者等，研討之主題包括：全球現金與支付最新概況、央行在現

金循環所扮演之角色、無現金社會之議題探討、大數據分析在通貨

業務之應用、國際間鈔券改版之經驗、央行數位通貨之發展等。 

 



 

 

目錄 

壹、 前言 ............................................................................................... 1 

貳、 全球支付發展概況 ....................................................................... 2 

一、非現金支付及密碼通貨發展快速 .............................................. 2 

二、現金仍為重要支付工具 .............................................................. 4 

三、無現金社會之議題 ...................................................................... 5 

參、 央行在現金循環扮演的角色 ...................................................... 7 

一、維護現金循環的效率 .................................................................. 7 

二、高現金使用率之國家：日本經驗 .............................................. 8 

三、低現金使用率之國家：英國經驗 ............................................ 13 

肆、 國際間鈔券改版發行經驗......................................................... 18 

一、泰國鈔券改版經驗 .................................................................... 18 

二、日本鈔券改版計畫 .................................................................... 21 

三、中國大陸鈔券改版計畫 ............................................................ 25 

伍、 央行數位通貨之發行議題......................................................... 30 

一、衡量發行央行數位通貨之動機 ................................................ 30 

二、央行及商業銀行之觀點 ............................................................ 32 

三、技術面與經濟面之議題 ............................................................ 34 

陸、 心得與建議 ................................................................................. 36 

參考資料 .................................................................................................. 39 



 

 

圖表目錄 

圖 1 2016年至 2021年全球非現金支付預估年複合成長率 ................. 3 

圖 2 通貨發行額占名目 GDP之比例 ...................................................... 9 

圖 3 日本通貨發行額之面額分析 .......................................................... 10 

圖 4日本通貨發行額之持有人分析 ....................................................... 10 

圖 5 影響現金需求的特定事件 .............................................................. 12 

圖 6 國際間現金支付比例之趨勢 .......................................................... 13 

圖 7 英國現金及金融卡交易筆數 .......................................................... 14 

圖 8 英國 LINK公司的 ATM提領次數 ................................................ 15 

表 1 泰國新版鈔券(第 17系列) ............................................................. 19 

表 2 新版泰銖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 20 

表 3 新舊版 1,000泰銖鈔券之比較 ....................................................... 21 

表 4 日本新版鈔券 .................................................................................. 23 

表 5 新版日本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 23 

表 6 新舊版 10,000日圓鈔券之比較 ..................................................... 24 

表 7 新版人民幣鈔券 .............................................................................. 26 

表 8 新版人民幣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 27 

表 9 新舊版 50元人民幣之比較 ............................................................ 28 

  



1 

 

壹、 前言 

職等二人奉派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 (Dubai)，參加

Currency Research 機構在今(2019)年4月7日至11日舉辦之第18屆

「國際通貨研討會」 (Currency Conference)；與會者包括74個國

家、162個機構(其中包括71家中央銀行)的426位代表。 

國際通貨研討會係由 Currency Research 主辦，定期於美國、

亞洲、歐洲、中東及非洲等地區之國際城市輪流舉行。由於通貨

發行係一項專門領域，因而可能面對某些獨特性的議題，為利各

國央行執行通貨發行與管理的任務，爰於1992年舉辦首屆國際通

貨研討會，係通貨發行領域的重要國際會議之一。 

會議主要目的，係集結來自各國央行(或貨幣管理機構)、商業

銀行、印製廠及現金產業供應商的代表，分享彼此業務經驗、業

內現金政策、提升效率性的方案及最佳化營運方式的創新技術

等，該會議除可作為擴展國際人脈的平台外，央行可借鏡他國經

驗，並瞭解現金產業運作的實際狀況，以擬定合於本國的通貨管

理政策。 

本報告內容安排如下：第貳章講述全球現金及支付之最新概

況；第參章說明央行在現金使用率高(低)之社會與現金循環所扮演

的角色；第肆章介紹國際間鈔券改版之經驗；第伍章分析央行數

位通貨之發行議題，包括動機及考量因素；最後係參加本次會議

之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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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全球支付發展概況 

在全球數位化之趨勢下，網路覆蓋率持續擴大，持有行動裝

置者愈來愈多，因而透過非現金支付工具進行交易的比例亦逐漸

增加。另一方面，各國現金支付之比例逐年減少，一些國家甚至

有快速下降情況。然而，即使電子支付逐漸普及，大多數國家通

貨發行額仍持續增加，顯示社會對現金仍有特定需求。本節說明

全球非現金支付發展及現金使用概況，以及無現金社會的相關議

題。 

一、非現金支付及密碼通貨發展快速 

(一) 全球非現金支付概況 

1、 根據顧問公司Capgemini及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於2018

年發布報告1的調查結果，2016年所有非現金支付工具中，金

融卡(debit card)交易筆數成長最快(增長14.7%)，其次是信用

卡10.9%、貸項移轉(credit transfer)7.2%；直接借記 (direct 

debit)及支票則交易筆數成長趨緩甚或衰退，前者於2015年及

2016年成長9.7%及2.8%，而後者連續2年均減少6.5%。 

2、 2016年至 2021年，全球非現金交易的複合年成長率為

12.7%，2016年至2017年成長率11.0%(如圖1)。其中，拉丁美

洲、CEMEA
2地區及新興亞洲地區等開發中經濟體的非現金

交易成長快速，預估複合年成長率將高達21.6%；成熟的亞

                                                 
1
 Capgemini & BNP Paribas (2018), “World Payments Report,” October. 

2
 CEMEA係指中歐(Central Europe)、中東(the Middle East)及非洲(Africa)，包括阿爾及利亞、保
加利亞、克羅埃西亞、肯亞、奈及利亞、埃及、以色列、摩洛哥及部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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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歐洲及北美等已開發經濟體成長較為緩慢，估計複

合成長率為6.7%。 

3、 全球非現金支付的每年人均交易量，美國及北歐國家持續處

於領先地位。2016年，瑞典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非現金

支付人均交易量的最大者，該年度平均每人約有461.5筆交

易，美國則為459.6筆交易。 

圖 1 2016年至 2021年全球非現金支付預估年複合成長率 

資料來源：Capgemini & BNP Paribas (2018) 

(二) 密碼通貨概況 

1、 雖然比特幣(Bitcoin)等密碼通貨(cryptocurrencies)市值成長快

速，惟尚未被用廣泛使用，就目前而言，雖可作為支付工具，

但因價值波動性過大，仍難以取代法定貨幣，真正將密碼通

貨用於交易目的者仍少。 

單位：10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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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央行調查3該國國民使用密碼通貨的情況，發現加拿大

人接受程度低(約僅4%)，而接受者背景多為年輕、男性、高

收入，或高教育程度者，持有目的多為投資(約58%)而非用於

交易。此外，調查亦發現，密碼通貨接受者所持有的現金(約

每人300美元)高於平均水準(約每人100美元)。 

二、現金仍為重要支付工具 

(一) 無論從年齡或所得區分，已開發國家(如加拿大)消費者使用現

金的比率大多呈現逐年下滑趨勢；每年從 ATM提出現金的數

量也下降，如英國2018年相較前一年的現金提出數減少5%，

顯示民眾對現金的依賴程度愈來愈低。 

(二) 雖然卡片支付(信用卡、金融卡)、行動支付等電子支付工具快

速發展，然而調查發現，多數國家通貨發行額仍持續增加，包

括加拿大、美國、歐元區、瑞士、日本等；僅瑞典係少數例外，

呈現下滑趨勢。以通貨發行額占 GDP 比例來看，2011年全球

平均約為8.1%，2016年上升為9.6%，顯示現金需求仍持續增

加。 

(三) 現金仍是多數國家主要的支付工具。2017年，瑞士全國總交易

筆數約有70%來自現金，英國約有33%(該國最高者為金融卡，

亦約為33%)，美國約有30%(現金為該國所有支付工具中最高

者)；此外，各國央行調查亦發現，現金大多用於小額支付。 

(四) 民眾持有現金原因除交易目的外，也包括非交易目的，例如預

防性動機、價值儲存、國外需求、地下經濟等。在非現金支付

                                                 
3
 Henry, Christopher, Kim Huynh, and Gradon Nicholls, “Bitcoin Awareness and Usage in Canada： 

An Update,” Staff Analytical Note 2018-23, Bank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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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下，民眾已逐漸減少使用現金交易，故通貨發行額增加

的背後原因，應來自非交易目的。至於現金究竟被社會用於何

處，已成為各國央行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三、無現金社會之議題 

(一) 無現金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1、 對消費者 

在數位化潮流下，商業銀行之分行及 ATM 據點可能逐漸縮

減，現金變得不易取得，無法接受或不熟悉數位支付方式的

人(如年長者或低所得者)甚至可能面臨無支付工具可使用的

窘境。 

2、 對商家 

特別中小型商家處理現金需耗費一定成本，而隨著銀行分行

及 ATM 據點減少，現金的處理成本將變得更加昂貴，且面

臨更高的運送風險。 

3、 對偏遠地區居民 

行動支付等數位支付工具必須倚賴寬頻網路及行動網路，而

偏遠地區因網路覆蓋率不足，該區居民可能無法使用數位支

付工具。 

(二) 無現金社會的反思 

1、 除德國、日本、奧地利等國家基於文化及其他因素，民眾仍

偏好使用現金外，瑞典、丹麥、芬蘭、荷蘭、加拿大、法國、

英國、美國等國家，其現金交易比例已低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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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現階段全球並無真正的無現金社會國家，即使以非現

金支付工具作為主要交易媒介的瑞典，在2018年該國仍有

13%人口使用現金；事實上，瑞典政府近年因考慮到普惠金

融的議題，已放慢無現金社會政策的腳步。 

3、 雖然數位支付能帶來許多益處，但未必社會上所有群體均能

從中受益，某些群體可能會被排除在金融體系之外，例如較

倚賴使用現金的年長者及低所得者。 

4、 一些國家藉由立法力量，規定商家必須接受現金。例如，美

國紐澤西州於今(2019)年3月簽署法案，禁止零售商店拒收現

金4，以保障沒有信用卡、金融卡的弱勢民眾。 

5、 如果現金真的消失，將對社會造成極大改變，一旦撤除現金

基礎設施，就不太可能重新再建置，事先若無審慎規劃而貿

然執行無現金政策，即等同於將社會弱勢群體棄之不顧。 

 

                                                 
4
 第一次違反者須繳納$2,500 美元罰金，第二次則提高到$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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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央行在現金循環扮演的角色 

各國通貨發行通常是央行的獨有權責，央行負責供給社會所

需的現金，並維護現金流通的品質。本節說明央行在現金循環之

過程中應負起的職責，以及央行在不同現金使用程度之國家所扮

演的角色。 

一、維護現金循環的效率 

(一) 現金循環的架構 

現金循環係指現金自其發行、流通至回籠的過程，包括現金的

設計及印製、配送、整理再流通，以及銷毀髒舊破損之不適流

通現金；其中的參與者包括央行、商業銀行、消費者與商家及

現金管理公司(或運鈔公司、保全業者)等。 

(二) 衡量現金循環的效率 

1、 永續性 

銀行、現金管理公司等市場參與者係現金循環的重要部分，

故現金循環架構應能提供足夠經濟利益，這樣市場參與者才

有誘因持續提升現金處理的效率。此外，央行除促使現金循

環能永續經營，尚應考慮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對環境友善。 

2、 成本 

對商家而言，相對於收受金融卡、直接轉帳、信用卡等非現

金支付工具，收受現金交易的成本應較為低廉。 

3、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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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外部協助的情況下，央行及市場參與者應有管理危機的

能力。例如危機發生時，市場參與者是否仍能供給社會必要

的現金，俾使現金循環不中斷。 

(三) 央行在現金循環所擔負的職責 

1、 法律賦予央行通貨發行權，並可能要求央行擔負促進支付系

統效率的責任。央行所設計的支付系統是否具效率，應考慮

現金的需求及供給二方面。 

(1) 需求面：將使用者納入考量，例如使用者是否有自由選擇

支付工具，是否有現金以外的其他支付工具可供使用者選

擇。使用者將會衡量現金與非現金支付工具的特性及成

本，並依照自身偏好及習慣作出選擇。 

(2) 供給面：提供現金的方式應盡量節約資源；央行須考量現

金循環中的參與者(如銀行、現金管理公司)，將供給現金

的不同任務賦予給其中的最適合者，並劃清權責的歸屬。

參與者可能因被賦予責任或出於商業考量，有誘因提出節

省成本的解決方案。 

2、 本次會議建議，央行應持續提供品質良好的現金，使現金成

為有吸引力的支付工具。此外，央行也應避免補貼銀行處理

現金的成本，並將不同任務委由適合的參與者來執行，如此

才能持續提高及維護現金循環的效率。 

二、高現金使用率之國家：日本經驗 

在數位支付方式百家爭鳴及無現金社會議題崛起的趨勢下，

全球仍有部分國家高度使用現金，例如經濟高度發展的日本。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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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日本鈔券發行量逐年攀升，2017年通貨發行額占名目 GDP

之比例達20.4%，且其成長速度高過該國 GDP，如圖2。 

以下以日本經驗為例，說明該國現金使用概況及央行在高度

使用現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圖 2 通貨發行額占名目 GDP之比例 

資料來源：會議簡報 

(一) 現金使用情形 

1、高面額鈔券發行量成長快速 

如圖3，以面額角度來分析，該國通貨發行量增加的原因，主

要來自高面額鈔券，包括10,000日圓、5,000日圓及1,000日圓，

而10日圓、5日圓及1日圓等低面額硬幣，其發行量則有下降

趨勢，這顯示通貨發行量成長之背後原因可能來自價值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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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通貨發行額之面額分析 

資料來源：會議簡報 

2、現金主要為民眾持有 

如圖4，以現金持有人角度分析，2017年底通貨發行餘額為110

兆日圓，其中家計單位持有約90兆、其他單位持有約20兆，

平均每人持有118張鈔券。這顯示，現金多為一般民眾所持有。 

圖 4日本通貨發行額之持有人分析 

資料來源：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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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度使用現金的原因 

1、 一般性因素 

(1) 社會結構：在日本高齡化社會下，年長者及其家屬可能因

預防性因素，傾向持有較多的現金。 

(2) 法規要求：隨著反洗錢及反詐欺法規要求日益嚴謹，提領

大額現金可能需要通過金融機構及稅捐單位的審查，不如

以往快速方便。 

(3) 金融體制：日本 ATM網路分布廣大，民眾可輕易獲得 ATM

服務；且整理後的鈔券品質良好，偽鈔比例也相對較低。 

(4) 經濟環境：日本銀行(BoJ)採取低利率政策，降低民眾持有

現金的機會成本。 

(5) 使用習慣：商家大多願意接受現金，現金收取速度快，且

鈔券整潔，日本民眾不會因現金使用而感到不便，因而降

低使用其他支付工具的誘因。 

2、 特定事件因素 

金融體制及經濟環境發生特定事件時，日本民眾可能基於價

值儲存動機，而傾向持有更多現金，例如(如圖5)： 

(1)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銀行緊縮信用 

(2) 2000年千禧蟲危機(Y2K)，引發銀行系統當機疑慮 

(3) 2002年日本政府將定存全額保險改為限額保險 

(4) 2011年日本發生規模 9.1的大地震 

(5) 2015年日本政府調高遺產稅 

(6) 2016 年 BoJ 實施負利率政策，促使商業銀行降低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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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並提高 ATM手續費 

圖 5 影響現金需求的特定事件 

資料來源：會議簡報 

(三) 央行扮演的角色 

1、在社會支付方式的選擇間保持中立 

BoJ 表示，其樂見社會使用方便又安全的結清算機制，並接

納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的任何創新金融服務。央行在支付工具

方面，持中立立場，讓民眾有權自由選擇，不會強迫社會採

用特定支付方式。 

2、持續供應社會所需的現金 

對零售端交易的清算方式而言，最重要的是安全性與穩定

性，因其與民眾日常生及經濟活動息息相關，這也是現金至

今仍被視為重要支付工具的原因。因此，只要社會對現金有

需求，央行就必須持續提供。 

3、維護現金循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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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應妥善利用資源，維護現金循環的效率及彈性。特別是

未來現金需求若大幅降低，在持續供應現金服務的前提下，

央行應有能力顧及成本效益，以最低成本促使現金循環持續

而不中斷。然而，為維持規模經濟，並避免民眾被迫接受無

現金社會，央行可能必須保留一定數量的現金。 

三、低現金使用率之國家：英國經驗 

國際間，許多已開發國家現金占各項支付比率有逐漸減少趨勢 

(如圖6)，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瑞典、挪威等

已開發經濟體，其中英國係近年來現金使用比率減少最多。 

圖 6 國際間現金支付比例之趨勢 

   資料來源：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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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英國經驗為例，說明該國現金使用概況及央行在少用現金

社會扮演的角色。 

(一) 現金使用情形 

1、現金交易筆數逐漸減少 

英國使用現金支付的筆數逐年下滑(如圖7)，在過去10年間，

現金支付比例由63%大幅降至34%，2017年現金交易筆數約為

130億筆；同年，金融卡交易筆數約為132億筆，在該國成年

人普遍(約99%)持有非現金支付工具、愈來愈多商家設有支付

終端機、消費者愈來愈熟悉電子支付的情況下，金融卡交易

筆數逐年增加。 

圖 7 英國現金及金融卡交易筆數 

   資料來源：Access to Cash Review (2019) 

2、ATM現金提領次數下滑 

英國民眾獲取現金的方式絕大數來自 ATM，而近年 ATM 的

現金提領次數下滑，顯示民眾對現金的依賴愈來愈低。根據

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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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大 ATM 網路服務公司 LINK 的統計，2018年 ATM 的

現金提領次數較上(2017)年減少5%，現金提領金額則下降

3.5%(如圖8)。 

圖 8 英國 LINK公司的 ATM提領次數  

資料來源：Access to Cash Review (2019) 

(二) 少用現金的原因 

1、以卡片進行支付的習慣逐漸被廣泛消費者接受。 

2、部分商家不再接受現金。 

3、線上消費的比率增加。 

4、大眾運輸工具接受卡片支付、行動支付。 

5、在現金使用減少的趨勢下，商家因處理現金的成本變得昂

貴，而可能不願意接受現金。 

6、行動網路覆蓋率增高。 

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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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業銀行分行及 ATM逐漸減少。 

8、創新服務使數位支付變得更加容易，例如生物辨識技術。 

然而，倘若電子支付系統當機或失敗、民眾對個人資料

隱私的意識提高，或發生重大金融危機時，可能驅使現金使

用增加。 

(三) 央行扮演的角色 

1、即使在高度數位化的社會，仍有特定人口偏愛使用現金。例

如，英國目前約有3.3%人口只使用現金、2%人口沒有銀行帳

戶、6.2%人口有財務困難。因此，現金對這些人而言，係唯

一能使用的支付工具，而非一種支付選項。 

2、本次會議提供央行及金融監管機構以下建議，以確保任何人

均能在數位化社會仍能享受到金融服務： 

(1) 確保消費者能夠取得現金；現金的取得未必只能透過

ATM，如有必要可擴大其他管道，為此，監管機構可能

需與業界及消費者團體協商溝通。 

(2) 確保現金仍能被廣泛商家所接受；如有必要，可考慮立

法確保現金可在特定商家或機構使用。 

(3) 持續推動電子支付，促進數位普及(digital inclusion)，確

保社會中的每個人均能使用數位支付工具，而非僅是「絕

大多數人」。 

(4) 訂定專屬、一致性的現金政策，包括監管現金基礎設施

以及制定相關法規，例如商家是否必須接受現金、ATM

或銀行分行的位置、容易取得現金的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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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央行應持續關注創新支付的發展 

創新支付方式要取代傳統所使用的現金，成為主要支付工具

並不容易，然而，一旦其使用超過某個臨界點，則現金使用

量將可能快速大幅下滑，而對現金循環造成影響。因此，央

行應謹慎監測社會使用創新支付工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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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際間鈔券改版經驗 

一、泰國鈔券改版經驗 

(一) 國家基本簡介 

泰國人口約6,899萬餘人5，其中泰族為主要民族，占人口總數

的75％，漢族占14%，其餘為馬來族、緬族、高棉族、苗族等，

人口數量世界排名第20國家；國土總面積約513,115平方公

里，土地面積世界排名第51的國家，國境大部份為低緩的山地

和高原。 

(二) 鈔券發行背景 

1、泰國的法定貨幣為泰銖 (baht)，係由泰國央行 (Bank of 

Thailand)發行。自1902年發行第一套鈔券迄今，共發行改版

過17套鈔券，現行流通鈔券係於2018年7月開始發行之第17

系列鈔券，計有1,000、500、100、50、20等5種面額，前版

第16系列鈔券仍可同時流通。 

2、新系列鈔券正面是以2016年10月13日新就任泰王「拉瑪10世」

瓦吉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之肖像作為主題圖像。各面

額鈔券皆有水印、安全線、隱藏字等防偽特徵，另較高面額

鈔券(100、500、1,000)則增加較為先進的防偽特徵，例如動

態光影變化箔膜等。 

(三) 現行流通鈔券介紹 

1、主題圖案 

(1) 正面：各面額鈔票主題圖案均是著泰國皇家空軍制服的

                                                 
5依據 countrymeters 網站 2019 年 6月 30日泰國之人口時鐘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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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任泰王拉瑪 10世肖像(如表 1)。 

(2) 背面：背面主題圖案為歷任泰王肖像，依序是 20泰銖的

泰王拉瑪 1世和 2世，50泰銖的泰王拉瑪 3世和 4世，

100泰銖的泰王拉瑪 5世和 6世，500泰銖的泰王拉瑪 7

世和 8世及 1,000泰銖的泰王拉瑪 9世和 10世(如表 1)。 

表 1 泰國新版鈔券(第 17系列) 

面額

(THB) 

主 題 圖 案 
主色調 

尺寸 

(mm) 
發行時間 

鈔 券 圖 案 

正  面 背  面 正  面 背  面 

1,000 

泰王拉瑪

10世穿著

泰國皇家

空軍制服

的肖像。 

泰王拉瑪 9世

和 10 世肖像 
咖啡色 72*162 

2018.07.28 

  

500 
泰王拉瑪 7世

和 8世肖像 
紫色 72*156 

  

100 
泰王拉瑪 5世

和 6世肖像 
紅橙色 72*150 

  

50 
泰王拉瑪 3世

和 4世肖像 
淡藍色 72*144 

  

20 
泰王拉瑪 1世

和 2世肖像 
綠色 72*138 

  

資料來源：整理自泰國央行網站 

2、主要防偽特徵 

各面額鈔券皆有之防偽特徵，如微小字、隱藏字水印、凹版

印刷、微小字、窗式安全線、正反套印、浮凸符碼及手感線

等；部分面額採用者，例如動態變化窗式安全線、變色油墨、

動態變色油墨等(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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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版泰銖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面額(THB) 
防偽 

1,000 500 100 50 20 

各面額均有採用者 微小字、隱藏字、手感線、浮凸符碼、

水印 

部分面

額採用

者 

折光變色窗式安全線

線 

 ˙ ˙ ˙ ˙ 

動態變化窗式安全線 ˙     

變色油墨   ˙ ˙ ˙ 

動態變色油墨 ˙ ˙    

資料來源：整理自泰國央行網站 

(四) 新舊版鈔券之比較 

各面額新舊版鈔券之尺寸及主顏色維持相同，茲以新舊版

1,000泰銖為例，比較第16系列及第17系列1,000泰銖如表3。新

版鈔券相較於舊版鈔之特點如下： 

1、加強防偽：新增動態變化窗式安全線、動態變色油墨等較為

先進之安全特徵。 

2、提升鑑別度：新增手感線及鈔券顏色稍微鮮亮化，以利視障

族群辨識鈔券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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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舊版 1,000泰銖鈔券之比較 

 
第 16系列(舊版) 第 17系列(新版) 

正

面 

  

背

面 

  

新版較舊版鈔券之主要變動 

1 正面主題圖案：由泰王拉瑪 9世改為拉瑪 10世肖像 

2 背面主題圖案：由拉瑪 5世更換為泰王拉瑪 9世和 10世肖像 

3 
鈔券正面中間偏左處新增動態變化窗式安全線、左側上下兩側凹印手

感線、動態變色油墨 

4 鈔券背面移除窗式變色安全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泰國央行網站 

二、日本鈔券改版計畫 

(一) 國家基本簡介 

日本人口約1.26億人 ，為世界上人口數量第11多的國家；國

土總面積約為37.8萬平方公里，是位於東亞的島嶼國家，由日

本列島、琉球群島等6,852座島嶼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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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鈔券發行背景 

日圓鈔券係由日本央行發行，目前流通使用鈔券係2004年發行

之 E 系列10,000圓券、5,000圓券、1,000圓券及 D 系列6
2,000

圓券。D系列除2,000圓券外，其他面額鈔券已回收停止流通。

因日圓已逾15年未改版，為提升鈔券安全防偽特徵，日本政府

原則上每20年會進行鈔券改版，日本財務省於2019年4月9日發

表全新設計10,000、5,000、1,000日圓紙鈔，將採用多項高難

度防偽技術，新版鈔券預計於2024年發行。 

(三) 新版鈔券介紹 

新版鈔券主題圖案承襲以往鈔券設計風格，選擇名人肖像，用

以表彰其對於日本現代化重大貢獻，說明如下： 

1、主題圖案 

(1) 正面：各面額鈔券維持以人物肖像為主題圖案，10,000

日圓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之肖像圖案；5,000日

圓是近代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有傑出貢獻者津田梅子肖

像；1,000日圓是以世界上首位培養出破傷風菌，確立破

傷風血清療法之北里柴三郎肖像(如表 4)。 

(2) 背面：10,000 日圓採用於 1914 年完工之東京車站為圖

案；5,000 日圓採用自古以來日本文化具有淵源的植物

「多花紫藤」為主題圖案；1,000日圓採用日本江戶時代

浮世繪大師葛飾北斎在富嶽 36景中「神奈川沖浪裏」為

主題圖案(如表 4)。 

 

                                                 
6
 D 系列鈔券係於 1984 年發行，於 2007 年 4月停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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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新版鈔券 

面額

(JPY) 

主 題 圖 案 
主色調 

預定發行 

時間 

鈔 券 圖 案 

正  面 背  面 正  面 背  面 

10,000 澀澤榮一 東京車站 淡咖啡 2024 

  

5,000 津田梅子 多花紫藤 淡紫色 2024 

  

1,000 北里柴三郎 
《富嶽三十六景》
神奈川沖浪裏 

淡藍色 2024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央行網站 

2、主要防偽特徵 

如表5，各面額鈔券皆有之防偽特徵，如水印、手感線、凹版

印刷、微小字及正反套印等；部分面額採用者，例如隱藏圖

案及動態光影變化箔膜等。 

表 5 新版日本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面額(JPY) 
防偽 

10,000 5,000 1,000 

各面額均有採用者 微小字、手感線、水印 

部分面額採用者 隱藏圖案 ˙ ˙  

動態光影變化箔膜 ˙ ˙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央行網站 

(四) 新舊版鈔券之比較 

茲以10,000日圓鈔券為例，其新舊版鈔券圖案及主要安全防偽

之比較如表6。新版鈔券相較於舊版鈔之特點如下： 

1、加強防偽：新增動態光影變化箔膜等較為先進之安全特徵。 

2、提升鑑別度：新增手感線取代浮凸符碼、面額數字放大及鈔

券顏色鮮亮化等，以利視障族群辨識鈔券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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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舊版 10,000日圓鈔券之比較 

 
2014年版(舊版) 2024年版(新版) 

正

面 

  

背

面 

  

新版鈔券之主要變動 

1 鈔券墨色由偏綠色系改為偏淡咖啡色系 

2 
正面主題圖案：由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變
更為實業家澀澤榮一 

3 背面主題圖案：由平等院的鳳凰雕像圖案更換為東京車站圖案 

4 
鈔券正面：放大面額數字、左右兩側新增凹印手感線、新增動態變化
金屬箔膜 

5 鈔券背面：右上角面額數字放大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央行網站 

(五) 鈔券改版之自動化處理設備調整成本預估 

日本即將在2024年度發行全新日圓鈔券以及500日圓硬幣，依

據日本自動販賣系統機械工業會 (Japan Vending System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JVMA)的試算結果顯示，紙鈔設計

變更，對 ATM及自動販賣機等設備調整及修改之費用約7,700

億日圓，但對日本鈔券產業而言，也將產生相同規模之收入。



25 

 

上次日本政府在2004年進行鈔券改版時，在3年期間共支出900

億日圓之自動化現金處理設備修改調整成本。 

三、中國大陸鈔券改版計畫 

(一) 國家基本簡介 

中國人口約14億多人，為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國土總

面積約964萬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世界排名第3大國家，人口眾

多，幅員遼闊。 

(二) 鈔券發行背景 

1、中國大陸鈔券人民幣係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印製。現行流通鈔券係於1999年發行之第5套人民幣，

計有100、50、20、10、5元及1元等6種面額，並曾分別於2004

年對1元鈔、2005年對100、50、20、10、5元券及2015年再對

100元券進行版面調整及防偽功能提升。 

2、中國人民銀行於本(2019)年4月29日宣布，為加強防偽技術與

提升鈔券品質，將針對2015年未改版之50元、20元、10元及1

元等4種面額進行防偽升級，並於本年8月30日發行。至於5

元鈔券因其流通量少，將另作提升防偽能力和流通壽命等其

他研究用途，未在本次改版計畫中。 

(三) 新版鈔券介紹 

本次新發行版本，將維持第5套人民幣2005年版50元、20元、

10元及1元鈔券之主題圖案、主墨色及尺寸等，另進一步提高

鈔券之色彩鮮亮度，以提升鈔券之整體防偽性能。 

1、主題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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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鈔券正背面主題圖案維持與前版相同，所有面額正面圖

案仍均採用毛澤東肖像；背面主題圖案由面額大至小依序為

人民大會堂、布達拉宮、桂林山水、長江三峽及杭州西湖。

各面額鈔券圖像說明見表7。 

表 7 新版人民幣鈔券 

面額 
主 題 圖 案 

主色調 
發行 

時間 

鈔 券 圖 案 

正  面 背  面 正  面 背  面 

100 

毛 

澤 

東 

肖 

像 

人民大會堂 紅色 2015 年 11月 

  

50 布達拉宮 淺綠色 

2019 年 8月 

  

20 桂林山水 咖啡色 
  

10 長江三峽 藍色 
  

1 杭州西湖 墨綠色 
  

註：人民幣 5元鈔券未列入中國人民銀行 2019 年改版計畫中，故未列於本表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2、主要防偽特徵 

各面額鈔券皆有之防偽特徵，如水印、凹版印刷、微小字、

正反套印及防彩色影印圖案等；部分面額採用者，例如動態

變色油墨面額數字、窗式光影變化安全線等，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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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新版人民幣鈔券之重要防偽特徵 

面額 
防偽 

100 50 20 10 1 

各面額均有採用者 微小字、水印、凹版印刷、防

彩影印圖案 

部分面額採用者 動態變色油墨面額數字 ˙ ˙ ˙ ˙  

窗式折光變色安全線   ˙ ˙  

窗式動態變化安全線 ˙ ˙    

   資料來源：整理自人民銀行網站 

(四) 新舊版鈔券之比較 

茲以人民幣50元鈔券為例，其新舊版鈔券圖案及主要安全防偽

之比較如表9所示。新版鈔券相較於舊版鈔之特點如下： 

1、加強防偽：新增動態變色油墨面額數字、窗式動態變化安全

線等較為先進之安全特徵。 

2、提升鑑別度：將鈔券整體顏色鮮亮化，前版鈔券原用之手感

線移除，保留浮凸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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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新舊版 50元人民幣之比較 

 
2005年版(舊版) 2019年版(新版) 

正

面 

  

背

面 

  

新版鈔券之主要變動 

1 鈔券墨色由綠色微調為亮綠色 

2 鈔券正面新增動態變色油墨、動態變化窗式安全線、直式號碼 

3 鈔券正面移除右側手感線、左下角變色油墨面額數字、埋入式安全線 

4 鈔券背面移除窗式安全線 

5 鈔券背面左側上下角之面額數字微幅放大 

6 移除正面右側手感線、保留右下角之浮凸符碼 

資料來源：整理自人民銀行網站 

(五) 鈔券改版後續作業 

1、人民幣本次之改版，除因於2015年11月發行之新版100元鈔

券，其防偽功能和印刷品質明顯提升，頗受民眾好評外，另

其他面額如50元、20元、10元、1元券，已發行流通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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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現金自動處理設備快速發展，及防偽技術推陳出

新，為維持人民幣鈔券信譽，及提升整體防偽功能，在保持

現行第5套人民幣主題圖案不變情況下，採用先進防偽技術，

使民眾和自動化設備更易於辨識鈔券。 

2、新版人民幣未將5元券納入，主要原因是該面額鈔券將進行新

技術的應用，該券因面額較低、流通量少，影響層較小，適

合用來試行先進的防偽技術。 

3、另為確保銀行現金處理設備能有效辨識新版人民幣，人民銀

行將啟動銀行現金處理設備升级，並進行檢查工作，對於無

法升級或升級未能達標準之機具，將全部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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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央行數位通貨之發行議題 

非現金支付工具發展快速，各國電子支付比例均呈現逐年增

加的趨勢。在支付方式數位化的潮流下，已引起各界討論現金是

否將繼續存在，以及央行是否需要將現金數位化，例如發行央行

數位通貨(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等議題。本次會議

亦對這些主題進行討論，茲說明如後。 

一、衡量發行央行數位通貨之動機 

(一) 許多國家央行已展開 CBDC研究 

隨著愈來愈多消費者採用電子支付工具，部分商家甚至不接受

現金，使得許多已開發經濟體的現金使用量呈現下降情況。為

因應現金使用量減少所可能引發的疑慮，一些央行開始研究發

行數位通貨的可能，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去(2018)年針對全

球63間央行所作的調查7，多數國家央行已展開 CBDC研究(約

70%之受訪央行)。 

(二) CBDC的可能效益 

以 CBDC作為未來現金的替代品，可能帶來的效益包括： 

 減少實體券幣的印鑄、鈔紙及油墨之購買等 

 無券幣品質維護、倉儲及運送等成本 

 提供使用者更多便利性 

 促進普惠金融，避免社會部分群體被排除在金融體系之外 

 促進市場競爭，降低私部門支付工具之使用費用 

                                                 
7
 Barontini, Christian and Henry Holden (2019), “Proceeding with Caution - A Survey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IS papers, No.101,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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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必能扮演目前現金的角色 

1、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現金需求都呈上升情況，即通貨發行額持

續增加，而其中原因，主要係社會對大面額鈔券的需求增加。

以美元為例，分析過去30年美元之發行面額，主要係以大面

額鈔券(50美元與100美元)為主，而低面額鈔券則有下降趨

勢。 

2、在現金與 CBDC 同時流通的情況下，CBDC 未必能扮演目前

現金的角色。社會持有大面額鈔券的原因，可能包括價值儲

存、隱私問題，以及地下經濟活動等，基於前述理由，民眾

不大可能選擇持有 CBDC取代現金。至於低面額鈔券，民眾

持有原因主要係出於交易目的，而 CBDC是否將比現金或其

他電子支付工具更具吸引力，目前尚無法確定。 

(四) 不同國家研究 CBDC的動機可能有所差異： 

1、開發中國家 

對於一些開發中經濟體(如烏干達、南非)而言，由於有許多國

民並無銀行帳戶，或因地域性因素而不易取得銀行服務，故

期望藉由發行 CBDC，幫助其國民獲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

惠金融，亦能減少實體貨幣之印鑄與調撥成本。此外，開發

中國家通常無意圖將 CBDC 打造為實施負利率政策的工具，

因為這些地區可能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 

2、已開發國家 

一些已開發經濟體(如瑞典)因國內私部門電子支付機制發

達，導致現金使用量減少，為確保國民能持續取得無風險的

央行貨幣，以及促進消費者保護與支付系統安全，從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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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CBDC 的可能性。另外，一些央行則研究應用於銀行間

支付清算使用的 CBDC，運用區塊鏈(blockchain)或分散式帳

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期望提升支付系統的安

全與效率。 

二、央行及商業銀行之觀點 

(一) 僅少數央行進入 CBDC開發階段 

雖然 CBDC 可能帶來一些益處，包括其成本比發行實體券幣

低廉，但就目前現況，多數央行並未發行 CBDC 或實際進入開發

階段。本次會議部分與會專家認為，原因是 CBDC 引起了一連串

困難的問題，至今尚未出現令人信服的解答，包括： 

1、社會是否存在需求 

現代金融體系已提供銀行存款，在許多先進經濟體，商業銀

行分行佈建廣大，且其收受的資金受到存款保險所保障，民

眾可輕易安心地取得存於銀行的資金。因此，實務上民眾並

不真正需要 CBDC，且目前也尚未出現必須使用 CBDC 的商

業場景。 

2、可能妨礙普惠金融 

任何人都可以持有實體現金，但未必均能持有數位化現金，

因為持有 CBDC 必須透過使用數位裝置，如手機。然而並非

所有人都擁有數位裝置，也非所有人都熟悉其使用。有鑒於

此，CBDC可能有礙普惠金融。 

3、可能增加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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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CBDC 可與實體現金同時流通，俾使社會上所有人均能

使用由國家擔保的支付工具，但如此一來，卻也可能使社會

成本增加，商家除了要接受及處理實體現金外，還要調整收

款方式及增設相關設備，才能收受 CBDC。 

4、是否具備法償效力 

雖然 CBDC 應係由央行或貨幣管理機構所發行，但法償效力

卻係由法律所賦予，而立法單位可能不願通過一條法律，使

得社會中原本脆弱的少數群體變得更加邊緣化。因此，除非

出現解決普惠金融議題的方法，否則 CBDC 將難以具有法償

效力。 

5、可能衝擊銀行體系 

CBDC 對銀行體系的可能衝擊，係央行不太願意推廣的原因

之一。在現代金融體系，商銀可以創造存款貨幣，但無法保

證這些貨幣將會留在自己的帳目上，例如民眾可能將商業銀

行貨幣轉成鈔券或電子貨幣。如果 CBDC 運作順利，商銀是

否會逐漸流失存款，而衝擊其營運？在金融危機發生時，

CBDC 是否將加速銀行存款的流失，從而加重衝擊其營運？

這些均是尚待解答的議題。 

(二) 商銀普遍尚未對 CBDC議題表示意見 

若 CBDC 僅取代實體通貨，則商銀應樂見其成，因為在現金

循環的過程中，商銀付出了許多成本及費用；但倘若 CBDC 進一

步取代存款貨幣，則將影響商銀的獲利能力。 

值得留意的是，商銀卻也可能因為央行發行 CBDC 而增加營

收。央行受限於技術及人力，央行本身可能很難獨自提供品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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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BDC，而有必要將部分研發及維護支付系統的工作委外出去，

商銀可能從而增加額外收益。 

三、技術面與經濟面之議題 

(一) 是否採區塊鏈技術 

理論上可透過區塊鏈及密碼學發行 CBDC，惟目前部分國家央

行的研究結果認為，區塊鏈尚未成熟到足以擔任重要市場基礎設施

的技術平台。倘若未來該技術成熟，則央行可採用可管控的封閉式

模式(認許制)，而非比特幣等密碼通貨的開放式模式(非認許制)。 

(二) 是否採帳戶基礎 

除區塊鏈技術，CBDC也存在其他技術的可能，例如透過商銀

在央行開立的帳戶，發展以帳戶為基礎的 CBDC。此外，商銀等中

介機構也可以為自己的客戶，持有記錄在央行帳戶的 CBDC。 

(三) 是否採匿名制 

只要是數位化的產物，就不大可能具備絕對的匿名性。如果設

計妥當，CBDC可具備相對匿名性，即在正常民眾使用情況下能保

有隱私，在特定必要情況下(如在執法機關的監控下)能追蹤交易。

部分專家認為，現金所具備的絕對匿名性，實際上為犯罪活動打開

了大門，包括走私毒品、資助恐怖主義、逃稅等，與防制洗錢作業

牴觸。 

(四) 是否為一種密碼通貨 

從技術層面來看，CBDC與比特幣等密碼通貨的關聯性低；從

經濟層面來看，CBDC係央行以其高品質資產為擔保的負債，而密

碼通貨則無發行人，根本上並非負債。一些研究報告曾用「中央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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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密碼通貨」(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ies)來指稱 CBDC，但因

CBDC與密碼通貨在經濟本質上完全不同，採該詞並不恰當易造成

民眾誤解。 

(五) 是否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 

現代貨幣政策係藉控制貨幣市場的利率水準，影響商業銀行的

信用政策及金融市場的預期心理，而 CBDC 的發行並不會改變這

點。此外，就貨幣總計數而言，目前貨幣供給係由實體通貨及短期

銀行存款組成，如果發行 CBDC，則其流通餘額將計入貨幣供給數

量，如此似對政府貨幣政策之執行造成影響。 

(六) 是否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 

發行 CBDC 或可擴大貨幣政策的選項，因為央行可在適當時

機制定負利率政策，突破現金的零利率下界(現金無附息)。然而，

此效果僅在廢除現金或現金完全消失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另一

方面，負利率政策本質上類似於財政措施，因而將可能模糊貨幣政

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界線，也引起央行是否有權施行此政策的爭

議，最終甚至可能影響央行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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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現金仍為社會支付工具的選項，本行仍應持續充份供應 

在數位化潮流下，一些國家非現金支付工具發展迅速，但社

會中仍有部分群體無法使用數化支付工具，包括不易取得現金的

偏遠地區居民、年長者及低所得者；即使最為積極推廣無現金社

會的瑞典，也有約一成之人口仍使用現金。 

許多專家認為，社會中任何人均應有支付工具選擇的自由，

倘若一味為追求數位化而廢除現金，強行走入無現金社會，此舉

無異於剝奪他人自由。是以，央行作為政府機構，肩負貨幣發行

政策及管理責任，只要社會大眾對實體貨幣仍有需求，即有義務

繼續供應，並確保現金的品質及信用。 

二、探索央行數位通貨，思考未來貨幣的新型態 

發行 CBDC 並不僅是以電子貨幣取代實體現金，事實上是一

個全新支付系統的創建，其考量的議題需更加全面且複雜。一些

國家央行(如澳洲準備銀行)認為，發行 CBDC 有影響金融穩定的

疑慮，可能造成商業銀行流失存款，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發生時。

此外，一些已開發國家支付系統的基礎設施多仰賴商業銀行，目

前已達近乎即時支付清算水準，是否尚需發行 CBDC 值得商榷。 

然而，國際間央行仍陸續探討發行 CBDC 的可能性。雖然目

前多數央行認為，在技術、法律、經濟等層面仍有許多問題待解

答，CBDC 可能甚難於短期內實現，但央行基於肩負支付系統監

管者及催化者的角色，仍應探索發行數位通貨的合理性、必要性

及可行性，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轉變，並有助提升支付系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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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率性。 

三、積極提升新臺幣鈔券無障礙設計 

各國為特定族群用鈔需要，都會在其鈔券上設計無障礙友善

特徵，以提供視障族群辨識使用，例如歐元鈔券之手感線、加拿

大鈔券之空壓浮凸點、多層次凹版印紋及各國鈔券加大面額數字

及提高色彩對比等方式，另許多國際鈔券產業大廠，設計許多兼

具觸感及視覺變化之安全特徵，例如不同形狀之透明視窗、幻彩

變化效果之金屬箔膜等，同時可提供一般民眾與視障族群辨識鈔

券使用。 

新臺幣鈔券之無障礙友善特徵設計尚符合國際潮流，惟目前

重要國家鈔券上之「手感線」、「面額數字放大」及「鈔券顏色鮮

亮化」等，屬近年較新之無障礙特徵設計理念，該等設計頗受視

障者好評，且證實能有效提升其辨識鈔券面額能力，惟該等設計

尚未應用於我國鈔券上。本行除應積極對視障者說明新臺幣現有

之各項無障礙友善特徵外，並蒐集各國最新友善辨識特徵設計，

以作為未來新臺幣鈔券改版時之參考。 

四、持續蒐集各國鈔券改版資料，作為我國未來鈔券改版之參考 

近來許多重要國家先後對其流通鈔券進行改版計畫，例如泰國

於2018年為應新泰皇拉瑪10世就任，發行以新泰皇肖像為主題圖案

之新版鈔券；日本政府為提升鈔券防偽技術宣布將進行日圓改版，

並預定於2024年發行新版鈔券，新鈔發行時間距前次改版時間2004

年，已逾20年時間，其改版特點為：主題圖案沿用人物肖像、鈔券

尺寸及材質不變、提升安全防偽功能、強化鈔券面額鑑別度等；中

國大陸為提升人民幣防偽技術，亦宣布將於本年8月份發行新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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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距前次改版時間2005年，已近15年時間，其改版特點為：鈔券

正背面主題圖案、尺寸、材質同前版，提升安全防偽功能及強化鈔

券面額鑑別度等。 

日本鈔券與中國人民幣之鈔券改版計劃，頗受國際注目，我國

宜積極蒐集其改版相關規劃事宜及後續發展，作為我國未來鈔券改

版作業規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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