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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BNP Paribas於法國巴黎所舉辦「Global Official Institutions Conference」

主係討論以下議題：(1) 中美貿易戰對經濟情勢之影響，(2) 全球景氣變化對央行

決策影響，(3) 債務議題與歐洲發展，(4) 女性賦權。 

        由本次研討會內容及各機構相關研究對上述主題之分析，吾人可一窺未來全

球總體經濟及社會、環境發展變化。中美兩強之爭將持續霸佔世界舞台，因世界

多數國家對該兩國科技及貿易依賴甚深，川習當局任何重大決定將使世界各國調

整甚或重新分配於全球扮演之供需角色。貿易戰亦為臺商資金回流創造契機，本

行可原則配合相關主管機關研擬配套措施。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影響力與已開發國家正逐步縮短差距，其內需市場將帶動

未來全球經濟成長。先進國家債務問題未解，恐影響近期投資新科技之進程；另

開發中國家債務亦快速攀升值得注意。隨著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企業開始重視

其業務與環境、社會互動情形，綠色債券募資現於歐美蔚為風尚，或可供未來我

國主管機關金融開放重點項目或法規修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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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職奉派參加BNP Paribas於法國巴黎所舉辦為期3天之Global Official Institutions 

Conference，參加者主要為BNP Paribas交易對手及客戶，多為各國官方機構及國際

組織，如韓國、斯洛伐克、南非、菲律賓、墨西哥、匈牙利等國央行及法國財政

部、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結算銀行等。 

本次會談重點議題包含中美貿易戰、全球景氣變化對央行決策影響、債務議

題與歐洲發展、女性賦權等。會議型式為邀請各國來賓於台上進行多場小組討論，

每場講者為2至5位，期間穿插對與會聽眾即時問卷調查及開放現場提問，以增進

雙方互動，並提供各國先進分享對不同討論主題看法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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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研討會重要主題 

一、中美貿易戰影響全球，亦為臺商資金回流創造契機 

(一) 中美貿易戰白熱化，華為成談判主角 

中美貿易戰於今(2019)年上半年因美國總統川普新措施而重新點燃戰火。川普

於美國時間今年5月15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為保國家安全，禁止該國企業使

用對國安造成影響公司生產之電信產品，該項行政命令未明文提及遭禁產品

清單，惟其後於美國商務部所發新聞稿中，直接明列華為產品將遭禁用。 

此禁令公布後，美系各大軟硬體廠商陸續暫停、中止與華為業務往來，5月20

日美方表示將有90天寬限期，意即禁令將在當日後90日正式生效。華為官方除

譴責美方行為外，另強調該公司技術無虞，無須美方提供90天寬限期預作相關

準備。 

惟向來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之歐盟國家此次卻未明確表態跟進，許多政府當

局尚在辯論是否應全面排除華為產品，或採其他公司所提供之5G網路解決方

案，惟可能造成該項服務延遲推出。最終，部分國家決定准許有限使用華為

設備，畢竟5G網路之基礎建設已然投入多時，華為、中興等大陸廠商於技術

及成本具有優勢，如臨時尋找替代方案，恐使5G服務延遲推出，且使成本大

幅增加。 

全球行動通信系統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發布行業分

析報告指出，若禁止向中國供應商購買通訊設備，將使歐洲5G網路額外成本

增加550億歐元。而歐洲電信業者多與政府持相同看法，英國最大電信業者英

國電信(BT Group) 及荷蘭皇家電信(KPN)皆表示，部分周邊設備仍會向華為採

購。 

近年來大陸所扮演之世界工廠角色漸趨高科技化，過往憑藉便宜勞力成本支

持該國出口現象正發生改變。華為於通訊設備技術現居全球領先地位，加以

該公司疑有官方黨政背景，故此次禁令被美方視為貿易戰重要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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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手機品牌廠角度觀察，原三星、蘋果兩強爭霸局面已悄然被華為打破。

去(2018)年第1季華為單季出貨市占率仍落後蘋果3.6%、三星10%，至今年第1

季華為市占率已領先蘋果3.8%，而僅落後三星3.5%。該公司旗艦機種價格已追

上三星，且續航力、拍照功能皆擠身世界一流品牌之列，過去靠壓低售價而

爭取市占率之情形不再。華為崛起可視為大陸經貿及科技實力成長縮影，過

去美國獨強情形漸不復存。 

 

 

 

 

 

 

 

今年7月，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公布報告指出，該公司全球研究院

之經濟依存度指數顯示，在貿易、科技與資本方面，目前大陸與世界經

濟聯繫正在改變，大陸對世界經濟依存度相對下降，而世界對大陸經濟

依存度相對上升。由於大陸坐擁逾13億人口之龐大市場，無論是勞動力抑

全球前 3 大智慧型手機品牌出貨量 

品牌 2019 Q1 單位 2019 Q1 市占% 2018 Q1 單位 2018 Q1 市占% 

三星 71,621.10 19.2 78,564.80 20.5 

華為 58,436.20 15.7 40,426.70 10.5 

蘋果 44,568.60 11.9 54,058.90 14.1 

全球合計 373,001.40 100 383,503.90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 G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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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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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費人口，顯為較成熟經濟體中少數能自給自足者。此情形反映出大

陸確如政府當局所宣示，轉以提升內需為主要手段帶動經濟成長。 

會談中部分講者認為因美方採取手段愈加激烈，如Google也終止與華為合作，

Google Play、Gmail、YouTube、Google Maps等全球上億人常用App都將無法使

用，預期影響未來華為國際銷售甚鉅；因該公司現可視為極具代表性及影響

力之大陸企業，此舉反有機會迫使中美雙方提前達成協議。 

(二) 大陸已著手評估以稀土作為談判籌碼之可能性 

陸方仍有手段得以反制美方，因其現主宰全球稀土市場，美國雖重啟開採稀

土礦作業，惟絕大多數礦產須送至大陸精煉，才能轉為商業使用稀土元素。

今年5月，習近平曾大動作考察大陸重要稀土業者江西金力永磁科技，同時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亦提出將稀土當作貿易戰武器之可能性。 

今年上半年，大陸稀土及製品出口量較去年同期衰退6.4％，為近5年來首見上

半年出口減少，輿論認為大陸官方已開始布局，意圖緩步減少國外業者庫存

量。 

 

 

 

 

 

 

 

 

資料來源：BBC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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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下旬，美國稀土龍頭MP公司執行長執行長歐華森訪臺表示，公司尚無

臺灣客戶，將積極尋找合作夥伴。臺灣企業除可能成為該公司稀土產品客戶

外，部分廠商則有精煉稀土技術，如MP公司未來無法與陸方合作，我國供應

鍊及消費市場或可適時提供協助。 

有關進出口關稅部分，今年5月，川普當局將2,000億美元之大陸輸美商品稅率

由10％提高至25％，陸方則宣布將美國進口稀土礦關稅拉高至25％。而今年9

月起，各類稀土金屬將被大陸再度加徵5％進口關稅。由MP公司策略布局及陸

方近期動作頻頻，或可一窺稀土躍升貿易戰主角之可能。 

(三) 中美貿易戰恐未能於短期落幕，反為我國海外資金回流創造契機 

講者於現場對與會聽眾進行調查，67%聽眾認為2020年底中美雙方達成妥協機

率低於50%，顯示隨貿易戰時間拉長，各國多不看好兩國能成功尋求雙方皆可

接受之解決方案。 

 

 

 

 

 

另部分講者則提出，地緣及生產技術與中美具取代性之國家將有機會獲轉

單利益，如越南、墨西哥等。而企業產線移出大陸情形則尚待觀察，因國

際大廠產線規模過大，不易於短期內另於他國建造生產基地。 

 

 

與會者調查：你認為中美雙方於2020年底達成貿易協議機率為？ 

低於25% 31% 

25%至50% 36% 

50%至75% 19% 

高於75% 14% 

資料來源：會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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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同時，我國於今年1月1日起推動「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另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亦於8月15日上路，期能引導資金

匯回臺灣，藉此補徵稅收並帶動產業發展，實際成效則尚待有關單位後續

評估。 

參考他國前例，美國於2004年實施本土投資法，以課徵5.25%之低稅率鼓

勵企業將海外所得匯回投資並創造就業。而最終匯回資金使美元升值，

2005年美元指數上升10%。另依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2009年研究，

回流資金未拉抬美國國內投資、就業或研發活動，而多透過庫藏股或發

放股利返還股東。該國國會2011年檢討報告亦指出，回流資金對創造美國

就業助益甚小。 

印尼於2016年實施租稅赦免法，鼓勵企業或個人申報並匯回海外資金，提

振基礎建設。雖海外資產申報總額達約3,660億美元，最終實際自海外匯

回印尼之資金僅110億美元，期間印尼盾對美元、日圓等貨幣大幅升值。 

相較於美印兩國前例，我國實施租稅特赦時機較佳。中美貿易戰戰火未

歇，近期「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已帶動許多大廠申請回臺投資。

同時全球陸續實施共同申報準則(CRS)，海外高資產人士及臺商均面臨查

稅壓力，資金匯回意願提高；於此時期施行租稅特赦可增強資金回流投

入實質投資意願，中長期帶動經濟發展效果應較美印兩國為強。 

 

 

 

 

 

 

第1支箭 提供稅務專屬服務

第2支箭 發布解釋令

第3支箭
制定境外資金匯回管
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資料來源：財政部課程 

財政部協助資金回臺投資3支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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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金融市場變化對各國央行決策影響 

 (一) 新興市場國家央行啟動降息 

今年全球市場景氣表現未如前兩年亮眼，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全球貿易

成長減緩影響了經濟前景，部分國家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央行已於上半年調

降基準利率。惟整體而言，BNP認為新興市場內需仍保持強勁，短期內經濟

成長表現仍佳，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5.9％，2020年則為5.8％。 

馬來西亞今年以來經濟成長較弱，股市表現不佳，該國央行於5月7日宣佈，

調降基準利率1碼至至3%，為2016年7月以來首次降息。馬國央行於決策聲明

表示：「雖國內貨幣及金融情勢仍足以支持經濟成長，惟已有跡象顯示金融

業正在緊縮，為保貨幣適度寬鬆，故調整隔夜政策利率；同時貨幣政策委員

會將持續關注市場，以平衡經濟成長及通膨展望相關風險。」 

馬來西亞今年2月及3月出口較去年同期相比均下滑，通膨率則於0%水準徘徊，

股市走向與全球主要國家相左，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已持續下滑6個月，於

亞洲各國間表現敬陪末座。而馬國向來仰賴國際貿易，現今既面臨中美貿易

戰不確定風險，歐盟並於近期宣佈禁止生質燃料使用棕櫚油，使馬國主要出

口商品面臨需求減少之壓力。 

去年因聯準會4度升息，東南亞各國為防國內資本外流及支持匯率，紛紛宣布

升息，馬來西亞自不例外。惟今年上半年短期前景不明下，印度央行今年已2

次降息，在馬國央行降息後，東南亞各國是否跟進尚需觀察。 

馬國於今年5月7日宣布降息1碼，當時馬幣兌美元匯率原本處於緩跌之勢，降

息後跌幅加大，走勢震盪後於3週內達到上半年最低點4.197馬幣兌1美元，短

期匯率走弱有助該國提振出口；惟馬幣6月很快重啟走升之勢，上半年最末交

易日已達4.142馬幣兌1美元，與今年初匯率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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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央行則於今年5月9日發表聲明指出，今年全球經濟成長減速，該國國

內流動性及信貸增長已露放緩跡象，同時因政府當局今年延遲批准政府預算，

影響短期經濟活動。另一方面，隨著供應狀況改善，食品價格下跌，緩解物

價上漲壓力，國內通貨膨脹預期已落於可控範圍內。故該國央行決議調降基

準利率1碼至4.5%，此為菲國自2012年10月以來首次降息。 

去年，菲國央行因通膨水準持續走高而多次升息，將基準利率一路升至4.75%。

該國統計署公佈資料顯示，今年第1季度經濟成長率5.6%，低於市場預期，為

2015年第1季度以來最低。故該國央行今年5月決議降息以降低融資成本，刺

激經濟增長。 

 

 

 

 

 

資料來源：整理自菲律賓央行網站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央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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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於今年5月9日宣布降息1碼，當時菲幣兌美元匯率原本已呈跌勢，降息後

跌幅持續擴大，5月21日跌至52.6480菲幣兌換1美元後，走勢即反轉向上；6月

26日匯率升抵51.3560菲幣兌換1美元，為上半年最高。 

(二) 美國亦於今年下半年重啟降息，期能進一步刺激經濟成長 

今年上半年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美國經濟成長表現未如去年亮眼，聯準會截

至6月會議結束仍未調整基準利率，市場開始討論下半年降息可能性。當時聯

準會主席重申，美國經濟成長動能強勁，失業率低、通膨率接近 2%，該會將

避免對短期波動做出過度反應。 

聯準會後於8月1日公布調降基準利率1碼，區間為2.00%至2.25%。發布決策前

公布之美國6月消費者支出與核心通膨指標雖都溫和上揚，市場仍解讀為「穩

中偏弱」。通膨持續疲軟、加上海外因素對美國經濟造成風險日增，或為主

因聯準會降息主因。該會亦公開表示，即日起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並暗示

未來可能繼續降息。 

然而，依過往案例，降息對經濟恐未有太大幫助。自 2005 年起，美國 GDP 

一直無法回復至 3%水準。歐巴馬任期時基準利率維持接近0%水準，經濟亦

未快速成長。近年川普當局貿易策略無常，恐為經濟疲軟主因。市場認為雖

大陸應為目前中美貿易戰較大受害者，惟川普當局築起貿易壁壘仍影響美國

出口表現。 

川普上任後向為降息主要支持者，他近期表示，期望聯準會大幅降息 1%，提

振美國經濟。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接受外媒專訪時，更直指美國經濟疲

軟主因為聯準會去年多次升息。相較於歐巴馬政府，川普當局常公開發言企

圖影響聯準會決策。各國央行本應保持中立立場維護金融穩定，聯準會應堅

守專業立場，若主動配合川普當局就中美貿易戰做出有利於該國談判之決策，

恐使市場失去對聯準會堅守行政中立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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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印度兩大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值得關注 

另大陸及印度動態近期值得注意。BNP預估2019年大陸經濟成長率為6.2％，

2020年則為6％，顯示已從2018年6.6％減速。政府當局政策重點已從去槓桿化

轉向著重經濟成長。今年1月人行實施降準後，5月再次實施定向降準，希望

能緩解大陸資金緊縮問題。未來中美貿易戰走向仍為最大關鍵，下半年是否

進一步降準甚或降息仍需密切觀察。 

 

 

 

 

 

 

印度央行則於今年6月6日降息1碼，該行指出國內投資活動大減及民間消費成

長持續放緩為降息主因；同時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至7%，低於4月預估

值7.2%。雖該行也上修今年4至9月通膨預估至3%-3.1%區間，高於4月預估值

2.9%-3%，惟仍低於該行4%通膨目標。鑒於該國近期通膨表現溫和，央行仍

有降息以刺激經濟發展空間，故BNP仍於估2019年印度經濟成長率為7.6％，

2020年則為7.8％。 

與會央行講者表示，為因應國際經貿情勢變化，近年來已相應調整外匯存底

各主要貨幣占比，美元獨大及購買美元計價債券為主情形將逐漸降低。如日

圓為近年菲律賓銀行主要持有貨幣之一，而匈牙利央行則自2015年起開始購

入人民幣債券。 

 

 經濟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 

年度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已開發國家 2.2 1.5 1.3 2.0 1.4 1.6 

美國 2.9 2.3 1.8 2.4 1.7 2.0 

日本 0.8 0.2 0.3 1.0 0.5 0.5 

歐元區 1.8 0.9 1.0 1.8 1.2 1.4 

英國 1.4 1.1 1.5 2.5 2 1.9 

新興市場 5.9 5.9 5.8 2.6 2.5 2.8 

中國 6.6 6.2 6.0 2.1 1.6 2.0 

印度 7.4 7.6 7.8 3.4 3.3 4.1 

資料來源：BNP Paribas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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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調查：目前對於投資大陸債市計畫為？ 

目前無投資 33% 

擬增持 24% 

擬減持 8% 

維持目前持有規模 35% 

 

講者於現場對與會聽眾進行調查，除維持現有規模及未持有人民幣債券者外，

擬增持人民幣債券者達24%，顯著高於欲減持者8%。顯示因大陸經濟崛起，

人民幣重要性提高，債市已受到國際高度關注；預估未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

影響力提高，將隨之帶動以當地貨幣發行之債券發展。 

三、債臺高築問題仍待解決，使歐洲發展平添變數 

 

 

 

 

 

 

資料來源：IMF 

2019年已開發國家政府負債占GDP比例達103%，開發中國家則達53%。由IMF

提供資料觀之，已開發國家政府負債占GDP比例於2012年達高峰後，比例趨

於穩定；同期開發中國家則呈明顯上升趨勢。 

DM國家 103% 

EM國家 53% 

資料來源：會場統計 

政府債務，% of GDP 



BNP Paribas「Global Official Institutions Conference」 

12 

 

 

 

 

 

 

 

 

截至2018年，已開發國家中負債占GDP比率前三名分別為日本237.1%、希臘

183.3%、義大利132.1%，緊跟其後之葡、新、美、比四國比率則介於100%至

120%間。已開發國家政府負債占GDP比率前七名中，歐洲國家即有四席。金

融海嘯至歐債危機期間，許多歐洲已開發國家債務明顯上升，歐豬五國甚至

需要國際協助；惟自2012年起債務比率即漸趨穩定。部分國家財政自律意識

已然提升。未來數年內依IMF預估，希臘、葡萄牙之負債占GDP比率將緩步下

降。 

 

 

 

 

資料來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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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截至2018年，開發中國家負債占GDP比率前三名分別為委內瑞拉175.6%、蘇

丹163.2%、黎巴嫩150.9%，另亦有多國比率高於100%。2012年起許多已開發

國家債務比率趨於穩定，惟部分開發中國家債務比率反於近幾年內快速上升，

預期未來債務危機問題恐將移轉至開發中國家區域。 

與會講者指出自金融海嘯後各國多執行寬鬆政策，以期刺激經濟發展；雖近

幾年經濟情勢好轉，惟由於地緣政治衝突頻頻，且各區域經濟復甦腳步不一，

多數國家未能輕易放棄寬鬆政策，致政府負債遲遲無法回復金融海嘯前水準。 

近年來歐洲致力於發展綠能、電動車、互聯網、5G等新科技，惟許多政府及

私人企業目前負債水準偏高，恐對未來投資能力造成影響。如何維持適度投

資水準，並如希、葡等國般緩步降低負債比率，當為歐洲主要國家首重議題。

部分講者則提出，未來如評估擬推行之貨幣或財政政策預期將帶來無法回復

後果時，或應另尋他法，否則恐再次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四、女性賦權議題蔚為風潮 

女性赋權思潮雖已興起多年，惟世界各國因經濟發展階段不一，對於男女平

權運動推廣程度落差仍大。部分與會成員來自非洲及中南美洲等地，於推動

女性赋權著重議題與歐美國家不同。 

以非洲女性農民為例，依據世界銀行聯合學術機構共同發表研究報告，非洲 

6 國（衣索比亞、馬拉威、尼日、奈及利亞、坦尚尼亞、烏干達）之女性農

業勞動人口雖占逾 60％，但實際真正投入作物生產勞動力僅有40％，且因社

會傳統體制束縛、政府漠視改革，使女性管理之土地生產力顯著低於男性。 

而北歐國家則於女性赋權議題上領先全球。女性赋權重要概念之一即為創造

男女工作同等友善環境，瑞典推動以育兒假取代育嬰假，父母可共享 480 天

育兒假，直至小孩8歲前都可請休。且其中390天有權獲得工資收入 80 %，其

餘 90 天政府每日補貼 180 瑞典克朗。由於男性也可請育兒假，現今瑞典平均

有25%育兒假由父親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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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所創造出有利於女性及育兒之職場環境，其效果已反應在該國近年生育

率上。依世界銀行2017年統計資料，瑞典生育率達1.85，於已開發國家中僅次

於法國。瑞典女性賦權相關政策除創造出女性友善職場，提升女性勞動參與

力，使該國職場性別組成更加平均外，由於目前全球已開發國家多已面臨社

會結構老化及人口紅利減少之問題，維持近2之生育率有助於減緩該國人口相

關問題，同時有助於貢獻未來人口消費力，進而挹注該國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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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世界銀行2018年女力經濟分數資料，臺灣於187國中位居35名，排名高於

我國者多為歐洲已開發國家。另檢視亞洲區資料，臺灣則位居第一，分數

91.25高於港、韓、新、日、中等亞洲主要國家，顯示於我國女性對經濟影響

力甚高。 

2016年我國首位女性總統誕生。蔡總統於今年4月出席女性經濟賦權高峰會致

詞表示，上任後政府持續努力打造女性工作友善環境。總統亦指出，依據世

界銀行報告，2018年我國女力經濟分數位居亞洲第1，證明女性也是經濟中流

砥柱與社會支柱，故應致力改善職場環境、鼓勵女性創業。 

 

 

 

 

 

 

講者於現場對與會聽眾進行調查，單位女性主管比例低於30%者達近80%；另

觀察現場與會者性別組成，多為來自歐洲地區之資深主管，少數來自亞、非、

美洲，其中逾80%為男性。縱使歐洲為女性赋權運動相對進步地區，金融業

高階主管仍多為男性。講者指出提高公司管理階層女性人數、男女同工同酬

皆是當前女性赋權運動努力目標。 

 

 

 

單位女性主管比例為？ 

低於30% 53% 

30%至50% 24% 

50%至70% 18% 

高於70% 5% 

資料來源：會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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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結論 

        BNP Paribas本次Global Official Institutions Conference與會講者及聽眾主要來自各

國官方機構及國際組織，由於各機構扮演角色不同且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相當多

元，故於會中及會後彼此交流之際，可獲得許多研討主題及金融經濟相關資訊。 

        大陸外匯管理局代表對中美貿易戰顯較他國自信，當時該局代表即指出，因

美國主要從該國進口稀土，稀土為生產高科技消費電子和軍工製品不可或缺原料，

如美國遲遲不願退讓，大陸仍有反擊能力。依近期中外媒體報導，大陸當局恐已

啟動相關布局，未來稀土產業勢成兩國角力關鍵。 

        惟該局代表亦表示，由此次貿易戰目前發展情形觀之，美國於多數科技上仍

領先大陸，短期內欲迎頭趕上實屬不易。如輿論對於華為若無法使用Google提供之

服務，該公司自行開發之「鴻蒙」作業系統是否適用，看法仍然分歧。另許多美

國企業仍與陸方高度合作，如美國品牌、大陸製造模式；如以加徵關稅方式進行

貿易戰，恐提高經濟學所稱之無謂損失，影響所及，兩國生產者、消費者皆無法

從中得益。 

        論及高房價議題，斯洛伐克央行代表說明雖該國房價成長迅速，惟目前該行

同仁仍能於首都地區自力買房，顯示斯國房價飆漲問題尚不如我國或其他發達國

家嚴重。相較於2014年我國房價高點，因主管機關持續實施豪宅管制、實價登錄

等措施，且由於供給價格過高，許多買家縮手觀望，目前北市房價約較當時下跌

10%至20%。另近年社會住宅多為選舉重要政見之一，維護居住正義可謂全民共識。

本行應持續與相關部會合作，協助導引投資客之炒房資金投入實質投資，以提升

產出及就業，進而提高經濟成長率。 

        有關女性賦權問題，雖我國相關議題之宣傳活動未如歐美國家般盛行，惟實

際執行成效尚較多數國家為佳。從政治而論，由里長而至總統，近年來女性參與

率已大幅提高。而職場環境亦有改善，除落實育嬰假、增設哺乳空間等友善職業

婦女措施外，多數企業已加強防制職場性騷擾之宣傳及增加通報管道，期望未來

可適度提振我國生育率，並全方位落實男女平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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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以金融業觀之，發達國家金融業通常興盛，故其從業人員及主管之性別比

例實具職場代表性。本行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等臺灣金融業指標性機構中，女性從

業人員數近年皆略高於男性，女性主管人數亦顯著提升，且未有性別同工不同酬

問題。 

        本次研討會講者及與會者多來自歐洲，現今環保及永續發展議題於歐洲蔚為

風潮，許多金融機構或企業皆發行綠色債券，所募資金用於節能減碳或其他環保

相關投資計畫。雖綠色債券非為本次研討會主題，惟多名與會者談及央行決策、

債務議題與歐洲發展等皆有論及，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對發行者而言，發行綠色債券可提高企業聲譽，有機會爭取較優惠發行條件，

並提高企業員工環保及永續發展意識，亦提供與較積極之長期投資人接觸管道，

吸引具有相關議題使命之新投資人。對投資者而言，投資綠色債券可滿足社會責

任投資需求，提升企業商譽；同時可免除對投資計畫相關之環境實地查核成本，

並兼顧較低風險與穩定收益率之投資目標。 

        與綠色債券相關之環保與經濟平衡發展問題亦廣泛為先進國家討論，早年經

濟掛帥思想已不復存。以近年世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大陸為例，有關當局表示

將抑制煤炭使用量。首都北京長年來空氣汙染問題為患，過往為維持高經濟成長

率，電力、鋼鐵和水泥等產業蓬勃發展，因大量使用燃煤而使空氣品質快速惡化。

近年來，由於經濟增長放緩，煤炭使用量趨於平穩或略有下降，對減緩溫室氣體

排放有所助益。同時，大陸官方鼓勵銀行放款予新興之高科技、低汙染產業，力

求科技轉型，不再以每年單一高經濟成長率為主要目標，而罔顧環境保護問題。 

        由本次研討會相關主題及討論程度可知，由於環保及社會永續發展意識提升，

近期歐洲綠色債券發行及投資狀況相當熱絡。我國雖已有部分綠色債券發行，惟

尚非市場主流。若能提升綠色債券於我國市場占比，應有助於提高我國債券市場

國際知名度；如有更多國內外機構投資人因此投入市場，或可提升債券發行後於

次級市場流動性較低問題。因此，我國主管機關未來如有其他促進外國發行人來

臺發行綠色債券之規劃，經檢視相關計畫尚屬完備後，本行可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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