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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RBNY)於本(2023)年 5 月 31 舉辦「支

付」(Payments) 課程，有 70 多位來自歐洲、亞洲、非洲各國央行之

行員參加；課程共計 3 日，主要內容包括美國支付系統簡介與美國聯

邦準備銀行(Fed)在快捷支付(fast payment)領域之進展等。講者均由

FRBNY 內部職員擔任，學員可隨時提問與講師交流。 

    本次課程除傳統的美國支付系統介紹外，尚針對近年快捷支付系

統(fast payment system, FPS)進行講解，內容包括 FPS 定義、各國發

展現況，以及大額支付系統延長營業時段以配合 FPS 流動性管理及

跨境清算等，另亦針對 Fed 本年 7 月上線之 FPS─FedNow 服務進行

專題介紹，該服務係 Fed 新建置之 24 小時全年無休即時零售支付系

統，透過參與該服務之支付服務提供者機構，提供美國境內家計單位

及企業全天候的即時支付服務。 

    本報告第壹章為前言，第貳章介紹美國支付系統；第參章說明

FPS 之定義與特徵；第肆章介紹美國 FedNow 發展過程及機制；第伍

章比較FedNow 與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之異同；最後為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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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美國支付系統 

一、支付系統主要架構 

 Fed 營運的支付系統1可分為零售支付系統及大額支付系統。 

 零售支付系統 

    Fed 營運之零售支付系統由支票交換結算系統、自動結算

系統(ACH)組成。 

1、 支票交換結算系統係提供存款機構支票交換、結算及清算

服務，據 2022 年統計2，其參加機構約 9,000 家，收受支票

筆數約 34 億筆，支票金額合計約 9 兆美元；近年來美國支

票使用率逐年下降，惟平均票面金額呈現微幅上升趨勢，

顯示小額交易已逐漸不使用支票支付(圖 1)。 

                                           
1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21)。  

2 Fed 官網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Fed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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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Fed 支票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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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edACH 負責處理美國將近 75%之 ACH 交易3，將存款機

構以電子化方式整批傳送代收代付交易電子檔案予 Fed，

就借記與貸記兩類交易，以付款方及收款方在 Fed 開立之

主帳戶(master account)進行清算。另美國國家自動結算所

協 會 (National Automated Clearinghouse Association, 

NACHA4)為促進支付系統之創新，近年持續研議 ACH 系

統提升計畫5，並逐年將原需待提示交換日次一營業日進行

清算之作業流程改為同日清算，有效提升 ACH 使用量。

據 2022 年統計，其參加機構約 8,000 家，交易量約 185 億

筆，交易金額約 39 兆美元，近年來系統營運量穩定成長

(圖 2)。 

                                           
3 其餘 25%ACH 業務則由民營機構電子支付網路公司(Electronic Payments Network)負責處理。 

4 NACHA 為電子支付協會，係 ACH 支付網路之主要管理機構，除了提供創新的支付系統與促

進系統間互通性外，亦負責制定相關規則及標準，並提供教育、認證及諮詢服務。 

5 游子萱(2023)。 

圖 2 Fed ACH 營運量 

資料來源：Fed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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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額支付系統6 

    大額支付系統由 Fedwire 資金服務系統及全國清算服務

(National Settlement Service, NSS)系統組成，主要用於處理大額

資金移轉交易，如大額商業貸款、與不動產及貨幣市場相關之

交易。 

1、 Fedwire 資金服務系統主要辦理美國國內美元清算業務，

提供參加單位進行付款指令之發送與接收、提交聯邦稅或

拆借聯邦基金等業務，以及清算商業及金融市場交易之款

項，交易以參加機構在 Fed 開立之主帳戶逐筆即時清算，

參加單位包含在聯邦準備銀行開立帳戶之存款機構、國外

央行及美國財政部等，據 2022 年統計，其參加機構約 7,000

家，交易量約 2 億筆，交易金額約 1,060 兆美元，近年來

系統營運量呈現成長趨勢(圖 3)。 

                                           
6 廖經倫(2022)。 

資料來源：Fed 官網 

圖 3 Fedwire 資金服務營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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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SS 為在聯邦準備銀行開立帳戶之存款機構，提供多邊清

算服務，存款機構與清算代理行7簽訂協議後，由清算代理

行傳送批次檔案予 Fed，當 Fed 一收到檔案，經檢核檔案

中應付金額之存款機構其主帳戶餘額足夠扣付，立即執行

清算，且該清算交易具備最終清算及不可撤銷效力。據

2022 年統計，處理筆數約 59 萬筆，清算金額約 26 兆美

元，近年來清算金額穩定成長(圖 4)。 

二、Fed 研究大額支付系統延長營運時間之需求與可行性 

由於美元係國際貨幣，隨著數位經濟的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

跨國企業經營模式轉變為 24 小時全年無休，美國各大企業為跨國業

務的資金調度需求，向 Fed 表達對於延長 Fedwire 資金服務及 NSS 的

                                           

7 目前 NSS 之清算代理行共有 12 家。 

資料來源：Fed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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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時間。 

(一) 美國近期正在研議8延長大額支付系統營運時間之需求與可行性。 

    目前 Fedwire 資金服務及 NSS 的營運時間分別為工作日前一

日 21 時至當日 19 時(22 小時)及工作日前一日 21 時至當日 18 時

30 分(21.5 小時)，據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就會員國

大額支付系統營運時間的調查顯示(圖 5)，美國大額支付系統營運

時間已接近全日，僅次於墨西哥、南非、印度及瑞士。 

(二) Fed 評估延長 Fedwire 資金服務及 NSS 營運時間之優點 

    Fedwire 資金服務使用者主要透過該服務進行跨行資金拆借、

                                           
8 Fed 最近一次延長大額支付系統營運時間係於 2021 年 3 月；本年 3 月支付風險委員會(Payment 

Risk Committee)批准重啟延長大額支付工作小組，將重新審視延長營運時間相關措施。 

資料來源：本次課程投影片 

圖 5 CPMI 會員國之大額支付系統營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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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融資交易、大額貸款撥付、償還以及不動產交易，另有少數

使用者利用該服務進行小額但需立即完成之轉帳、企業間匯款，以

及以美元計價之國際交易；NSS 主要就清算代理行結算各存款機

構的支付淨額，於其聯邦準備體系開立之主帳戶進行清算；因此，

延長 Fedwire 資金服務及 NSS 營運時間，可強化快捷支付系統流

動性管理，增加其彈性與穩定性；另一方面，大額支付清算系統若

可與多國金融市場營運時間配合，將可強化美元做為全球清算貨幣

的角色，並促進支付清算相關服務之創新與競爭。 

參、FPS 之定義與特徵 

一、FPS 之定義 

根據 CPMI 定義，FPS 係指系統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即時支

付指令傳輸，並使收款方可即時或近乎即時收到款項並予動用

9。 

二、FPS 之特徵 

CPMI 在調查並彙總 31 個會員國之 FPS10後，歸類出下列特徵： 

(一) FPS 均支援個人對個人(P2P)及個人對企業(P2B)交易 

    CPMI 所有會員國之 FPS 均支援 P2P 及 P2B 之交易型態，

部分國家 FPS 支援所有型態零售支付(如 B2B、P2G、G2P 等)，

由於 FPS 係以銀行帳戶為基礎，設計上均可與現行支付系統相

容，因此 FPS 支援之支付型態並非受到技術限制，而是由各國

主管機關就 FPS 與其他支付系統之間分工與成本考量等因素決

定支援之支付型態。 

  

                                           
9 CPMI(2016)。 

10 CPMI(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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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多數 FPS 均有設定交易限額 

   在 CPMI 的會員國中，除了澳洲、巴西、荷蘭及香港未在 FPS

系統中直接訂定交易金額上限，其他會員國之 FPS 均設定 400

美元至 300,000 美元不等之限額，惟金融機構在考量流動性風

險、詐騙及洗錢防制等因素，即便系統未設定限額，仍會就客

戶信用程度或其他考量，自行設定交易金額上限。 

    FPS 對於多數會員國來說仍是相對較新的系統，設定金額

上限有助其金融機構在非營業時間進行跨行清算時，降低流動

性風險，惟該限額將限制 FPS 中 B2B 大額交易。 

(三) FPS 大多開放由各種支付通路介接  

    多數 FPS 開放由各式不同通路(如網路銀行、行動支付等)

介接，供使用者進行支付，各通路的開發商與營運者為提高競

爭力，往往針對不同客群(如 P2P、P2B 或 B2B 使用者)提供差

異化服務，因此長遠來看可提高 FPS 服務廣度。 

(四) 訊息標準多採用 ISO20022 或研議轉換為該標準 

    多數會員國之 FPS 多採用 ISO20022 訊息標準，或研議轉

換為該訊息標準，主要係該標準所使用之 XML 技術，為現代主

流，訊息結構化具可擴充性，並可支援非拉丁語系文字(如中文、

阿拉伯文)，且可傳遞更豐富的資料內容，將有助於反洗錢與反

資恐之審查；該資訊格式標準化，可提升效率、降低作業成本，

並減少人工作業錯誤之風險。 

肆、FedNow 發展過程及機制 

    FedNow 之發展源自於 2018 年 Fed 於美國聯邦公報上調查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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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發展 FPS 之意向11，據調查結果顯示，從金融機構、企業到消費

者等，大多數都支持 Fed 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快捷支付服務；此

外，有鑑於未曾有民營機構可獨立營運全國性之支票、ACH 支付服

務，FPS 亦難以由民營機構獨立運行；反之，Fed 已與全國 10,000 多

家存款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12，並已建立全國性支付基礎設施，具

備發展 FPS 之基礎，Fed 爰於 2019 年宣布開發 FedNow 服務。 

一、發展 FPS 之評估 

Fed 分別以由 Fed 發展 FPS 的必要性、能否促進公共利益、營

運是否可達損益兩平等 3 項標準評估是否發展 FedNow 服務。 

(一)必要性：Fed 分別由營運範圍、公平性與效率等面向探討民營機

構發展全國性 FPS 之能力，經評估後認為民營經構難以勝任，

確認由 Fed 發展 FPS 的必要性 

1、 營運範圍與公平性 

    美國支付體系相當龐雜，擁有逾 10,000 家存款機構，且

規模、特性各異，若要整合如此龐大的體系，不但曠日廢時亦

將耗費極大成本，爰支付服務提供者(PSP)往往專注特定客群

提供服務。 

    儘管有民營機構提供即時總額清算服務(RTGS)，並透過

多家大型存款機構的參與，服務眾多使用者，但加入該服務

之機構不到美國銀行體系的 5%13。 

    另一方面，民營機構能否確保提供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

的服務亦為人詬病，即便該機構承諾公平訂價，仍有許多非

                                           
11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8) 

12 各存款機構分別依自身需求參加 Fed 提供之各項支付服務，因此各服務之參加機構數量未必

相同。 

13 該民營 RTGS 係指 The Clearing House 營運之 Real-Time Payments(RTP)，截至本年 8 月已有

357 家金融機構參與。 



 

10 

 

價格的措施可能影響市場上的利害關係人，例如民營機構發

展 FPS 時，若採用較先進的技術，導致僅有大型銀行有能力

參與時，其他小型銀行將受到排擠。 

2、 營運效率 

    由單一民營機構發展 FPS 雖可避免資源浪費在重複建置

與營運 RTGS，但可能因為沒有其他競爭者導致訂價過高、服

務創新不足，甚至有可能為避免損害其既有提供傳統支付服

務之既得利益，抑制支付服務的創新；此外，若                                                             

大型銀行參與該民營 FPS，小型銀行則可能因成本考量，不

參與快捷支付服務，或是即便參與民營 FPS，卻可能僅以延

遲清算模式14加入，導致快捷支付服務碎片化，無法完全發揮

FPS 帶來之效益。 

    綜上所述，Fed 認為由民營機構發展 FPS 不但難以發展成全

國性支付系統，亦可能僅有大型銀行能夠參與該服務，而無法達

到建立公平、效率 FPS 之目標。 

(二)能否促進公共利益：Fed 分別由服務可及性(accessibility)、安全

性及支付效率等面向評估 FedNow，確保發展 FedNow 具明確

公共利益，俾促進支付系統的完整性、提升支付效率、降低風險

等 

1、 可及性 

    相較於民營清算機構，Fed 不但保持與大型銀行業務往

來，亦積極與小型銀行保持聯繫，並投注大量資源介接小型

銀行與 Fed系統，累積豐富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因此 FedNow

將有足夠能力涵蓋美國所有規模之銀行。 

                                           
14 FPS 之延遲清算模式，僅即時執行結算程序，並預先入帳至收款者之帳戶，金融機構間再於指

定時點進行淨額清算，惟此模式可能產生清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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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性 

    穩健之支付系統對國家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至關重

要，發展 FedNow 將能增強美國整體支付系統穩定性，使

Fed 能從系統層級較全面的設計反詐騙、反洗錢及反資恐機

制；在金融危機期間，也能使 Fed 擁有除 Fedwire 服務體系

外之替代支付系統。 

3、 支付效率 

    由於 FedNow 將開放所有規模大小的銀行參與，將可讓

金融市場上更多銀行及其客戶獲得即時收付款項的管道，

進而產生網路效應15，另考量由 Fed 發展之 FPS 較易與其他

Fed 支付系統相容，促進各支付系統間之互操作性，因此能

提高支付效率；此外，FedNow 亦可以作為民營部門的平台，

發展更多衍生支付服務，促進市場競爭及創新。 

(三)營運是否可達損益兩平：Fed 預期 FedNow 達到損益兩平的時

間在 10 年以後，並將持續揭露成本回收情形；若未來確定

FedNow 無法達到損益兩平，將評估是否繼續提供服務 

    由於 FedNow 係全新開發的系統與業務，其建置成本高昂，

且初期營運所得將受參與者的使用狀況及市場變化而產生較大

波動，可能難以在 10 年內回收所有成本，以 Fed 先前開發的

ACH 服務為例，該服務在 20 年後才回收成本，但 Fed 仍認為

FedNow 最終可達到損益兩平，惟在達成前將定期揭露成本回收

狀況，若未來確定 FedNow 無法達到損益兩平，將評估是否繼

續提供服務。 

 

                                           
15 網路效應係指一產品、服務的價值，隨其使用人數增加而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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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edNow 設計機制 

(一) 清算機制： 

    採取 RTGS 機制，清算完成之交易即不可撤銷，並具最終

清算效力。 

(二) 清算帳戶： 

    以參加單位在聯邦準備銀行之主帳戶(與 Fedwire共用)進行

清算，未另設 FedNow 專屬清算帳戶，因此參加單位不需預先

撥存資金至清算帳戶，而是直接由主帳戶餘額進行清算。 

(三) 參加資格 

    參加單位須擁有聯邦準備銀行之帳戶，並限定由美國存款

機構直接參與，其他金融機構則可透過直接參加機構間接參與。 

(四) 訊息標準 

    為保留未來可能與其他系統或服務串接的互通性，爰支付

訊息採用 ISO20022 之訊息標準。 

(五) 支援之支付型態與通路 

    FedNow 支援所有型態零售支付(如 P2P、C2B、B2B、P2G、

G2C 等如圖 6)，並開放由各式不同通路(如網路銀行、行動支付

等)介接，供使用者進行支付，各通路的開發商與營運者可針對

不同客群發展差異化服務，促進支付服務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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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易限額 

    FedNow 服務每筆金額上限預設為 10 萬美元，參加機構可

自行調整至每筆上限 50 萬美元。 

(七) 流動性管理措施 

    參加機構透過主帳戶提供之透支及融通機制包含日間透支

(有擔保不需支付利息，無擔保利率則為 0.5%)、隔夜透支(Fed 不

鼓勵參加機構使用隔夜透支，其利率為主要融通利率加 4%之懲

罰息)及貼現窗口。 

    參加機構另可由其他參加機構透過 FedNow 匯款，取得流

動性，惟此交易性質與一般匯款不同，為「流動性管理匯款交

易」(Liquidity Management Transfer, LMT)，其每筆交易限額最

高為 250 萬美元，單一機構單日上限為 1,000 萬美元，並限於平

資料來源：本次課程投影片 

圖 6 FedNow 支援之交易型態 



 

14 

 

日 19~7 時(共 12 小時)及假日 24 小時執行。 

(八) 防詐騙措施 

1、 交易金額上限控管：轉出行可在每筆轉帳交易上限內調整

客戶轉出金額上限。 

2、 轉出行黑名單：轉出行可拒絕將款項轉出至黑名單帳戶。 

3、 收款行黑名單：收款行可拒絕接受黑名單帳戶之款項。 

4、 詐騙資訊共享：金融機構間詐騙資訊互相通報、交流，以減

少詐騙案件發生。 

三、FedNow 支付流程  

     FedNow 支付流程可分成 10 步驟(圖 7)，該流程說明如下：  

(一) 付款人發起支付後，支付指令經檢查傳輸至 FedNow 

付款方使用者(如消費者與企業)透過其配合銀行建立之使

資料來源：本次課程投影片 

圖 7 FedNow 支付流程圖 

在數秒中完成 整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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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介面，傳輸付款指令予該銀行(步驟 1)後，該銀行須先依內

部流程及相關規定檢查，確認支付指令有效性；確認有效後將

指令傳輸至 FedNow(步驟 2)，進行指令之訊息格式規範、安控

措施驗證等檢查。 

(二) FedNow 檢查指令訊息格式後，將其傳輸至收款方銀行進行確認 

FedNow 檢查完支付指令之訊息格式及安控措施(步驟 3)

後，將支付指令傳送至收款方銀行(步驟 4)，確認該筆支付之收

款方資訊，收款方銀行可決定是否接收此款項(例如若付款方帳

戶被列為警示帳戶黑名單，收款方銀行則可拒絕該筆匯款)。 

(三) 交易經確認無誤後，由 FedNow 進行清算，收款方即可動用該

筆資金 

收款方回覆接受該筆支付(步驟 5)後，FedNow 即開始進行

清算(步驟 6)16；FedNow 在清算完成後將結果通知付款方與收

款方銀行，雙方銀行應即通知付款人與收款人，該筆交易已完

成(步驟 7) 。 

依據 FedNow 訂定之參加規範，收款銀行於步驟 7 完成

後，應確保收款人可動用該筆款項(步驟 8)；收款方銀行可決

定是否透過 FedNow 發送款項已入帳之訊息與付款方銀行(步

驟 9)，若付款方銀行收到收款方銀行通知該筆款項已入帳之訊

息，應立即通知付款人(步驟 10)，所有支付流程至此全部完成。 

伍、FedNow 與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之比較 

我國 FPS 係由財金公司營運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該系統自民

國 76 年上線，並與本行同資系統連結進行清算作業，由準備金甲戶

                                           
16 步驟 2 至步驟 6 的流程將在 20 秒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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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撥資金至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下稱結算擔保專戶)以辦理清算，

並透過結算擔保專戶達到即時逐筆結(清)算。跨行金融資訊系統與

FedNow 系統之差異詳附表。 

一、 FedNow 與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相同點 

(一) 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與 FedNow 均屬全天候 FPS 

    參加機構可透過系統提供民眾及企業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

跨行轉帳服務。 

(二) 均採即時逐筆(結)清算機制 

    每筆支付指令於進入系統後即執行清算，清算完成的交易

即不可撤銷，亦即具有最終清算效力，有效降低清算風險 

(三) 均設有交易限額及流動性管制措施 

    均設有交易限額，並提供日間透支、隔夜透支及貼現窗口

等流動性管制措施，惟本行結算擔保專戶不提供透支或融通機

制，須於同資系統營業時段自準備金甲戶增撥資金，另非同資

系統營業時段，參加機構可依本行之緊急通報及處理程序，以

準備金甲戶支(本)票指示增撥結算擔保專戶資金。 

二、 FedNow 與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之主要差異 

(一) 營運者 

FedNow 係由 Fed 直接營運，我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則是

由財金公司營運。 

(二) 清算帳戶 

在清算帳戶部分，Fed 直接由其主帳戶囊括準備金、

Fedwire 及 FedNow 各項業務，我國則是於央行設立結算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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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專供金融機構撥存跨行清算資金，且須預先由各參加機構

準備金甲戶預撥資金至結算擔保專戶。 

(三) 訊息格式 

我國傳遞交易訊息使用之格式係財金公司與金融機構參

考 ISO 8583 自訂之格式，FedNow 採用 ISO20022。 

陸、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美國為促進支付系統之創新、提升支付效率， 持續進行支付基

礎設施之改造計畫 

  美國為促進 ACH 相關業務持續成長，透過開展同日清算業

務，縮短收受行取得款項之時間，提升支付效率，有效提高受

款戶之資金運用效益，以因應市場上創新且多元之支付工具，

並完善美國支付系統。 

(二) FedNow 係經 Fed 內部審慎評估，並與外部充分溝通後施行，

以確保滿足各方需求 

    Fed 在研議發展 FedNow 時，除經內部審慎評估外，亦持續

與外界溝通、調查大眾需求，並徵求對於建置 FPS 之公眾評論，

在彙整各界意見後，提出研析意見回應民眾疑慮與需求，才決

定進行開發 FedNow，顯見 Fed 對於推行 FedNow 之謹慎程度，

以確保新推出之支付服務可以兼顧不同面向。 

(三) 我國 FPS 係由財金公司獨立營運，可避免資源浪費，也較能及

時反應市場需求，促進支付服務創新 

    我國支付體系之規模與金融機構家數均較美國支付體系為

小，因此可由民營機構獨立營運 FPS，提供全國性支付服務，

其優點在於無須浪費資源建置多個 FPS 以確保服務範圍可涵蓋

全國，金融機構也不需花費額外成本連接多個系統，又可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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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營機構之靈活性與快速應變能力，即時反應市場需求，促

進支付服務創新；此外，透過本行與金管會之監管，亦可確保

其服務品質與定價之公平性。 

二、 建議 

(一) 為確保我國支付系統運作順暢，並促進國內支付系統平台發展，

本行應持續督促財金公司持續完善零售支付設施與發展新興

科技相關應用 

    美國因支付體系龐雜，且規模、特性各異，為建立兼具公

平性與效率之全國性即時支付基礎設施，僅能直接由 Fed 發

展 FedNow 以滿足大眾需求；我國因支付體系相較美國單純，

可指定由財金公司建立跨行金融資訊系統，提供大眾便利之即

時支付服務，似尚無由本行另行建置 FPS 之必要性，惟為確

保支付系統順暢運作，並促進國內支付系統平台的多元化發

展，本行應持續督促財金公司完善零售支付基礎建設，並發展

支付服務相關新興科技之運用。 

(二) 考量未來可能與國際間跨境支付系統互聯，本行未來新設計之

系統似可考慮採國際廣泛使用之 ISO20022 或相關標準規格 

    ISO20022 為國際標準，CPMI 多數會員國之 FPS 亦採用

該標準，考量未來與國際接軌，不論是在跨境 FPS 或是其他

形式之跨境支付，若均採用相同之訊息標準將有助於降低連接

成本；另考量 ISO20022 標準為結構化訊息，不但具擴充性並

可支援中文，且可傳遞更豐富的內容，將有助於反洗錢與反資

恐之審查，爰本行似可在未來新設計系統採用該訊息標準或相

關標準規格。



 

19 

 

附表 FedNow 與我國財金公司跨行金融資訊系統比較表 

     系統 

項目 
FedNow 

我國財金公司 

跨行金融資訊系統 

系統性質 零售快捷支付系統 

系統上線

時間 
本年7月20日上線 

76年上線連結同資系統進行

清算 

營運者 Fed 財金公司 

清算帳戶 
於其聯邦準備銀行主帳戶直接清

算；該帳戶亦供Fedwire17清算交易 

由準備金甲戶預撥資金至結

算擔保專戶以辦理清算 

清算機制 
透過Fed帳戶 

即時逐筆清算 

透過本行結算擔保專戶 

即時逐筆結(清)算 

參加機構 存款機構及支付服務提供者PSP等 

金管會核准設立之銀行總分

支機構及基層金融機構資訊

共用中心 

營運時間 全年無休 全年無休18 

訊息格式 ISO 20022 參考ISO 8583自訂格式 

交易限額 
每筆預設限額為10萬美元，參加機

構可自行調整至最高50萬美元 

1、 ATM、網路銀行及行動銀

行等跨行轉帳服務，經約

定者單筆限額為新臺幣

200萬元 

2、 ATM跨行提款單筆限額為

新臺幣2萬元 

                                           
17 Fedwire 營運時間為營業日前一日 21 時至當日 19 時，例如週一之營運時間，即自前一日 21

時開始至週一 19 時止。 

18 通匯服務營運時間為營業日之 9 時~16 時 50 分，其他如 ATM 提款轉帳、企業資金調撥等均

為 24 小時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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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 

項目 
FedNow 

我國財金公司 

跨行金融資訊系統 

3、 跨行通匯、FXML及FEDI

等服務，每筆最高限額為

新臺幣5,000萬元 

流動性 

管理措施 

1. 參加機構透過FedNow使用主帳

戶清算款項；主帳戶提供之透支

及融通機制如次： 

(1)  日間透支： 

i. 無擔保：利率為0.5% 

ii. 有擔保：無息貸款 

(2)  隔夜透支：Fed不鼓勵參加

機構使用，其利率為主要融

通 利 率 (Primary Credit 

Rate，目前為5.5%)，加4%

之懲罰息 

(3)  可申請使用Fed貼現窗口融

通 

2. 另參加機構可由其他參加機構

透過FedNow系統匯款，取得流

動性  

1. 參加機構使用結算擔保專

戶進行款項結(清)算；該專

戶並無透支或融通機制，須

於同資系統營業時段(營業

日9時~17時40分)自準備金

甲戶增撥資金19 

2. 非同資系統營業時段，參加

機構可依本行「金融機構非

營業時間跨行擔保基金不

足緊急通報及處理程序」，

以準備金甲戶支(本)票指

示增撥結算擔保專戶資金 

 

 

                                           
19 另參加機構可透過準備金甲戶向本行取得透支及融通如次： 

(1)  日間透支：參加機構得以中央政府公債、國庫券及中央銀行定期存單等合格擔保品設

質，向本行申請取得清算用途的流動性，按本行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目前為2.25%)計息，

並以分鐘計收。 

(2)  隔夜透支：本行不鼓勵參加機構使用，按利率較高之本行短期融通利率(目前為 4.125%)

計息。 

(3)  可申請使用本行貼現窗口融通。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內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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