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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紐約梅隆銀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為全球金融體系重要銀行，亦為本

行主要設帳行之一，該行於本(112)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特為本行舉辦「金融

機構風險控管實地見習計畫」，就其重點業務安排訓練課程，本行由矽谷代表人

辦事處及國際部派員參加，期能透過討論交流，了解國際金融市場最新發展，接

軌國際性銀行，並拓展本行國際合作網絡。 

本次討論重點主要涵蓋： 

一、匯款發展：支付業務為 BNY 重點業務之一，該行參與全球清算市場數逾百，

據該行統計，平均每日清算金額達 10 兆美元，BNY 目前致力提升匯款交易

透明度、效率性及資料完整性，朝全球跨境即時清算之目標發展。 

二、流動性及信用風險管理：近期美國區域性中型銀行倒閉案件，雖未造成金融

市場系統風險，卻也突顯流動性風險管理之重要性；銀行業屬高槓桿產業，

專注收益成長之外，就負債面之償債能力管控同等重要。除定期監控流動性

指標外，須檢視外部經濟因素及本身財務結構變化趨勢，適度調整資產配置，

以維持良好流動性。 

三、數位發展：BNY 持續利用雲端科技、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技術導

入金融服務，主要目的係為提供更安全及更具效率之專業金融服務，以符合

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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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目的 

紐約梅隆銀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源於亞歷山大·哈密頓(Alexander 

Hamilton)於 1784 年創立之紐約銀行，是全美歷史最悠久的銀行，紐約銀行 1792 

年即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亦為該交易所之第一家上市公司。2007 年紐約銀

行與梅隆金融公司合併，更名為紐約梅隆銀行，歷經多次業務整購及出售，脫離

傳統商業銀行業務，專注於資產託管、資產管理等業務。依據 The Banker 公布

2022 年全球一千大銀行排名，該行名列全美第 12 名，全球第 85 名，保管業務

為全球第一大，亦為美國政府公債指定保管銀行，於全球金融體系具重要地位。 

紐約梅隆銀行為本行主要設帳行之一，雙方具長久業務往來關係，因應全球化放

緩及新保護主義崛起，地緣政治主導經貿，國家與產業的信用風險不確定性上升

等市場環境變化，金融機構如何因應調整營運策略及強化風險控管成為重要議題，

該行本次特舉辦實地見習計畫，本行由矽谷代表人辦事處及國際部派員參加，期

能接軌國際性銀行，了解國際金融市場最新發展，並拓展本行國際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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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112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至紐約梅隆銀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下稱

BNY)實地見習，BNY 就其重點業務安排訓練課程如下表，雙方透過討論交流，

了解該行各項重點業務之發展現況。 

茲就訓練課程，歸納摘述如下： 

一、匯款發展 

BNY 專注於保管、資產管理及清算業務等，該行主要客戶為金融機構、企

業及高淨值個人客戶。BNY 自我定位為「銀行的銀行」(the bank of banks)，

提供金融機構相關專業服務，該行為全球前五大美元清算銀行，國際匯款

(global payment)為該行重點業務之一，目前並致力於發展跨境即時金融服務

(Cross-Border Payments Strategy)，重要歷程如下： 

(一) 國際匯款改革浪潮：因應全球交易量與複雜度增加，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近年推出多項革新機制，如：2017 年推出 SWIFT gpi，透過提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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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支付的速度、透明度和點對點追蹤，提升跨境支付效率，藉由點對點追蹤

功能，客戶可即時查詢受款人是否收到款項，隨時掌握交易進度，避免重複

匯款的狀況發生，同時，提供客戶即時終止及撤回匯款的服務，提高海外交

易安全性。2021 年推出 SWIFT Go，提供小型企業快速、低成本的小額跨境

支付服務；此外，2022 年推出支付預校驗(payment pre-validation)等新服務，

藉由分析 SWIFT 過往跨境電文傳送資料，識別已成功存入資金之賬戶，並

藉此找出收款人資料中可能出現之錯誤，讓金融機構在支付尚未送出前，即

可確認數據正確性。 

(二) ISO 20022 標準轉移：ISO 20022 最早於 2004 年公佈，此為一套開放的國

際標準，旨在界定開發金融訊息標準平台，ISO 20022 著重於金融機構、用

戶端以及金融交易作業流程相關市場基礎架構彼此之間的國際跨境通訊，究

其驅動因素包括：(1)日益嚴峻的監管壓力；(2)新興企業涉足金融領域的激

烈競爭；及(3)客戶對於包括到帳及時性、透明程度以及數據交換無縫對接之

支付需求。因傳統 MT 跨境支付電文標準已無法滿足當今支付需求，各國金

融機構均致力於導入 ISO 20022 標準轉移。ISO 20022 即「金融服務-金融界

通用電文方案」，該方案係 2004 年由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制定並發布的國際標準，採用可擴展標記語言(XML)技術

為基礎，提供一面向全球不同業務建立通用電文格式的解決方案，藉此達成

使用者之間通過單一標準與金融機構系統的「無縫」對接和跨產業協同運作

之目標。 

(三) 美國境內即時匯款：美國地區幅員廣大，傳統境內匯款透過 Fedwire或CHIPS

清算系統執行交易，可能受限時差因素未能及時到帳，故美國清算所 (The 

Clearing House) 於 2017 年推出即時支付系統(Real Time Payments, RTP)，使

美國金融機構得以提供效率、安全、快速的支付服務，參加單位可於聯邦銀

行資金移轉系統 Fedwire 營業時間內預撥資金至「共用」預撥基金餘額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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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unded Balance)作為 RTP 資金移轉的資金池，RTP 系統所設立的專用帳

戶依據參加單位條件而訂不同的擔保基金留存水位，作為 RTP 全天候資金

移轉來源，藉此 RTP 之每一筆交易可即時完成結算與清算，用戶可更精確

管理現金流。另，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亦規劃於 2023 年 7 月推出 FedNow 服

務，以解決機構間金融交易結算的延遲問題，提供全天候 24 小時/一年 365 

天服務，滿足企業和個人即時轉移資金的需求，進而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上述二項支付平台均有相關系統建置費用及使用年費要求，多數金融機構因

成本考量，擇一參加，BNY 為滿足各金融機構客戶使用需求，則投入大量

成本，申請成為該二平台之會員機構，據 BNY 表示，目前該行為全美唯一

同時參與上二平台之金融機構。 

註: BNY 建置即時清算系統歷程 (資料來源: BNY 會議簡報) 

 

 

二、流動性及信用風險管理 

2023 年 5 月 2 日，適逢美國監管機關宣布第一共和銀行(First Republic Bank)

因破產，將售予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本節課程爰就該個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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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美國因通膨壓力加劇，自 2022 年來強勢升息，衝擊金融市場穩定，2023 年

3 月，美國 Silvergate Bank、Silicon Valley Bank (SVB)及 Signature Bank 陸續

因擠兌導致流動性不足，接連宣布倒閉，其中 SVB 及 Signature Bank 由美

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Silvergate Bank 則依美國監管程序進行清

算。即使在美國政府支持下，宣布所有存戶存款可獲保障，惟市場擔憂並未

止息，第一共和銀行(First Republic Bank)隨之爆發擠兌危機，客戶在幾天內

提領大約 1,000 億美元的存款，最終，於 2023 年 5 月，第一共和銀行遭監

管機構接管，並售予摩根大通銀行，以避免引發美國銀行業另一波信心危機。

第一共和銀行資產總額約 2,330億美元，此為美國史上第二大的銀行倒閉案，

僅次於 2008 年聲請破產、同為摩根大通接手的華盛頓互惠銀行(Washington 

Mutual Bank)。 

相較於 SVB 之客戶多數為矽谷地區之新興科技公司，First Republic Bank 之

客戶以高資產客戶為主，該銀行透過高額利率吸收客戶存款，二家銀行相似

之處為銀行存款中未被存款保險涵蓋之範圍都非常大，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

司(FDIC)保險金額上限為美金 25 萬元，據媒體報導，First Republic Bank 有

三分之二之存款未受保險涵蓋，因此，雖 First Republic Bank 之資產投資帳

面損失遠低於 SVB(矽谷銀行的股東權益 160 億美元，帳面損失 150 億美元；

第一共和銀行股東權益 170 億美元，帳面損失 48 億美元)，繼矽谷銀行破產

後，存戶仍陷入恐慌，擔心相似業務之中小型區域銀行破產風險，以致引發

擠兌危機。 

金融機構資金來源主要由客戶存款及金融市場拆借所支應，屬高槓桿行業，

且客戶存款有可能隨時提領，產生大量現金流出風險，因此，良好的流動性

管理機制相當重要。以評估流動性指標之資金到期期限缺口(Maturity Gap)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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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討論過程中，BNY 即表示，如屬存款比重較高之銀行，考量客戶存

款可能延遲反映及後續連鎖效應，建議應至少管控 3 個月期的流動性缺口。 

另，即使資產品質可控，就負債面之結構變化仍應妥慎檢視。美國前因新冠

疫情影響，於 2020 年 3 月緊急降息至 0 利率(聯邦指標利率為 0-0.25%)，並

啟動 7,000 億美元的量化寬鬆計劃。在資金寬鬆政策下，市場投資人多餘現

金流入銀行存款之情形亦劇增。如下表所示，First Republic Bank 2019 年底

之總存款為 901 億美元，至 2021 年底，已增加至 1,563 億美元，增幅高達

73%，對於此種因特殊經濟因素造成之財務結構變化，應評估後續是否會因

該外在因素改變之影響性(如:進行存款大量流失之壓力測試)，以進一步管控

流動性風險。 

First Republic Bank2016-2021 財務資訊 

資料來源: First Republic Bank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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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First Republic Bank 2023 第 1 季資產負債表，即可發現其存款金額已由

2022 年底之 1,764 億美元，大幅降至 2023 年 3 月底之 1,045 億美元(且其中

300 億美元係由美國當地大型銀行為支持該行流動性所存入)。 

資料來源: First Republic Bank 官方網站 

 

另，BNY 以保管、資產管理、清算業務為其核心業務，其收益來源 80%為

手續費收入，信用額度僅提供給往來金融機構及大型企業，所承受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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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以 BNY 提供設帳往來銀行之信用額度為例，其信用風險管理方式，

除參考專業機構外部信用評等及世界排名資訊外，主要利用 CAMEL 機制進

行風險評估，即包括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

經營品質(Management)、獲利能力(Earnings)及流動性(Liquidity)等。此外，

BNY 並依與各銀行之交易實績，衡酌調整信用額度。 

 

三、數位發展  

BNY 長期以來持續投入金融科技發展，強化金融服務，其發展目標包括: (1)資訊

安全、(2)大數據運用、(3)數位轉型等。BNY 參與全球金融市場交易，為全球保

管及清算業務之龍頭銀行，其營運觸角遍及 35 個國家，可提供交易幣別達 37 種；

依該行統計數據，截至 2022 年底止，旗下保管資產規模達 443 兆美元，資產管

理規模達 1.8 兆美元、平均每日清算金額達 10 兆美元，透過長期以來所累積龐

大交易數據資訊，運用於多項層面，如：(1)利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建立 iFlow

系統，掌握全球金流脈動，提供客戶更有效率的投資決策依據、(2)預防詐騙

(Fraudulent Prevention) 服 務 ：

BNY 執行中間銀行轉匯業務時，

透過歸納分析龐大清算數據，利

用帳戶驗證(Account Validation)

及支付驗證(Payment Validation)

等方式，如發現可疑或不尋常交

易，將提供警示予匯款行，由匯

款行確認可放行後，才會執行後

續交易。                     註：本行出席人員與 BNY 講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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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區塊鏈(Blockchain)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運用為 BNY 近

年發展重點之一，該行於 2021 年成立企業數位資產部門，計劃將所有業務導入

人工智慧以及機器學習，BNY 2022 年 10 月並獲紐約金融監管機構批准，成為美

國首家在同一平台上託管加密資產和傳統投資商品的大型銀行。 

註: BNY 匯款業務之數位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 BNY 會議簡報) 

 

 

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透過至紐約梅隆銀行實地見習，了解 BNY 之業務發展趨勢及其經營理念，

以下幾點心得及淺見，供作參考： 

一、 專注核心業務：BNY 為全球百大銀行之一，為全球金融體系重要銀行，然

該行經營策略並非發展多元化金融業務，而是以保管、資產管理、清算業務

為主的專業性銀行，其收益來源達 80%為手續費收入，信用額度僅提供給

往來金融機構及大型企業，所承受信用風險有限，使 BNY 面對歷次金融危

機及經濟週期，均能維持穩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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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科技趨勢：BNY 於 2022 年獲紐約監管機構核准提供加密貨幣保

管業務，據該行於本次研習會議表示，目前持續研究區塊鏈技術，

評估應用於匯款業務，以創造更低成本兼具效率及安全性之支付

系統。BNY 經營策略穩健，惟其面對現代科技浪潮，不排斥各項科技應

用，其核心業務與現代科技結合，藉此深化其業務服務範疇，提供專業金融

服務解決方案。 

三、 企業韌性：BNY 介紹該行營運策略時，提及企業韌性(Resilience)為該行當

前首重之營運策略之一；面對當前金融急遽變化，該行確保營運資本充足

及相關金融服務平台穩定性等，以維持穩健營運。 

 

觀察 BNY 百年企業，與時俱進調整營運策略，運用新興科技結合業務，風險管

控並重，與本行穩健創新之經營價值相呼應，相信雙方持續金融業務交流合作，

對於本行國際化業務發展將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