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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第 8屆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 SFF)於 11月

14日至 17日在新加坡博覽中心拉開序幕，匯聚來自世界各地金融、科技及公共政策領

域之領導者與專家，吸引超過 500家新創及金融科技業者參展。SFF 2023 中心主題為

「人工智慧造福人類」，並促進有關重新架構金融體系、為未來技術及氣候風險做好準

備，以及為企業家與未來科技勞動力提供支援等方面的對話。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帶領國內金融科技業者參加本屆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於展場

中設立「TAIWAN主題館」，以借鏡新加坡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之經驗。同時微軟亞太營運

中心於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前夕舉辦第 6 屆亞太金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邀請本

會及其他國家監理機關代表與會，討論生成式 AI於協助金融服務業客戶在發展中的法

規環境中達成其合規需求等議題。 

     本會為持續了解金融科技領域最新發展與趨勢，及與其他金融主管機構交流，

爰本會派員於 11月 13日至 17日以實體方式參加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及微軟亞太金

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 

    本次出國除與會場各國監理機關進行交流，亦藉由觀摩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提

出我國台北金融科技展可茲參考之處，並透過微軟圓桌會議、與臺灣主題館金融科技

業者之交流，綜合提出以下幾項建議：監理機關為新興金融科技(AI)研議治理框架、

增進監理人員新興金融科技(AI)知能、擴大金融科技人才培訓管道及持續參與國際策

展活動促進金融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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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背景說明與目的 

    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辦的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簡稱 SFF)，2023年為第8屆年會，本屆年會於2023年11月15日至17日期

間在新加坡博覽中心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人工智慧造福人類」，以人工智慧 AI

技術的應用作為活動主軸，重點關注 AI在金融服務上的發展及應用潛力。另外大

會也將探討 AI、Web3.0及數位公共服務技術等議題，如何在金融產業發展低碳過

渡期提供助力、優化金融系統架構提升金融普及性，以及如何保護數位經濟免於

氣候、技術及資安風險的影響。邀集世界各地金融、科技及公共政策領域領袖及專

家舉辦百場金融科技議題討論，並吸引超過500家金融機構、新創及金融科技業者

參展。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也帶領國內11家金融科技新創團隊參加本屆年會，並設立

「TAIWAN主題館」，展現臺灣金融科技創新技術與應用。因應全球金融科技企業及

人才聚集於此，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在年會期間設計臺灣館舞台，辦理「Taiwan 

Insights」系列分享活動，提供臺灣業者對接當地生態系及建立海外發展人脈，並

推廣臺灣市場以吸引國際團隊來台發展之機會。透過參與年會期間跨國產業分享

與創新應用，有效激盪臺灣金融科技產業發展數位金融之應用可能，進而加速推

動國內整體金融科技產業發展，以及接軌世界發展趨勢。 

    微軟亞太營運中心於2023年11月14日在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期間，舉辦第6屆

「亞太金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本次會議主題為「金融服務中的人工智慧」，

並邀請本會及其他亞太國家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紐西蘭等國監理機

關代表與會，以實體及視訊會議方式舉行，微軟於圓桌會議中除介紹該公司在 AI

金融服務領域之運用與發展外，並就金融服務人工智慧應具備原則議題進行討論。 

    本會前於2019年至2021年分別因經費與 COVID-19疫情等因素，未派員參加當

年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及微軟圓桌會議，直至2022年 COVID-19疫情趨緩後，本會

才又以實體方式參加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及微軟圓桌會議，2023年持續派員參加，

以持續了解金融科技領域最新發展與趨勢，及與其他金融主管機構交流，提高國

際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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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內容 

日期 行程 

11月13日(一) 搭機前往新加坡 

11月14日(二) 參加微軟圓桌會議 

11月15日(三) 觀展新加坡 SFF年會，並與會場金融主管機關會談 

11月16日(四) 
觀展新加坡 SFF 年會，並參訪臺灣主題館金融科技業

者 

11月17日(五) 搭機返抵臺灣 

 

三、 報告編排 

    本報告共分為六章節，第一章前言說明背景及行程，第二章介紹新加坡金融

科技年會，第三章摘錄本會與會場監理機關之會談重點，第四章摘錄參訪臺灣主

題館金融科技業者之重點，第五章摘錄微軟亞太金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重點，

第六章為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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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 

 

2023年第 8屆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 SFF)於 11月

14日至 17日在新加坡博覽中心拉開序幕，匯聚來自世界各地金融、科技及公共政策領

域之領導者與專家，吸引超過 500家新創及金融科技業者參展。SFF 2023 中心主題為

「人工智慧造福人類」，並促進有關重新架構金融體系、為未來技術及氣候風險做好準

備，以及為企業家與未來科技勞動力提供支援等方面的對話。 

本會人員於 112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前往 SFF 會場(新加坡博覽中心 Singapore 

EXPO)，除觀摩其辦理方式外，並了解新加坡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之政策目標、實驗專案

與未來方向。 

 

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

格奧爾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致詞：數位貨幣與金融航程-公共部門

參與案例 

(一) 數位金融征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多個組織已深入研究央行數位貨幣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的使用，以及制定指導法規，世界

約 60%國家正在探索採用 CBDC可行性，以解決經濟體中昂貴的現金分配，及

增強金融彈性與包容性等挑戰。CBDC的發展軌跡取決於政策制定者及私部門

領導人之間的合作努力，對於將數位貨幣融入更廣泛的金融體系至關重要。

人工智慧(AI)與 CBDC 相結合之潛在作用，透過 AI 快速、準確的信用評分來

增強金融包容性，並提供個人化金融服務，使用 AI應注意保護個人隱私及資

料安全重要性，同時減少可能導致不平等之隱藏性偏見。 

(二) 跨境支付新視野：跨境支付目前缺點是昂貴、緩慢且有限，隨著 CBDC發展，

其目標是創建新的平台，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各種經濟參與者可以在其中無

縫跨境進行交易，高效率跨國支付可實現資本快速轉移，為小型企業在全球

獲取資金打開了大門，並提議由銀行及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開發新的跨國平台，

促進 CBDC 交換並與傳統貨幣對接，同時管理支付風險。 

(三) 公部門催化作用：儘管公私部門積極參與推進 CBDC使用及加強跨境支付，但

公部門參與仍有加強空間，建議公部門可提供額外指導，作為催化劑，以確



4 

 

保安全、效率並防止碎片化。從政策角度強調跨境平台開放性，以允許各國

監理資本流動及保留對其貨幣供應控制，並防止洗錢及恐怖主義融資等金融

犯罪；AI 與金融科技整合，提供監理科技解決方案也可用於降低合規成本。 

 

 

 

 

 

 

 

 

 

圖 1. IMF總裁致詞照片 

 

二、 新加坡總統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爐邊談話：人工智慧趨勢的興起

及挑戰 

(一) 科技對金融服務快速影響性：採用生成式 AI及數位資產等快速發展技術，可

能會對金融服務比其他行業有更大影響，Twitter及 Facebook 等公司花了 50

至 60 個月的時間才獲得 1億用戶，而 ChatGPT及 TikTok 等較新的平台，則

能夠在 2 至 10個月內達到相同的里程碑，意味著新技術快速普及特性。 

(二) AI 技術革命對勞動力產生更深遠的影響：未來的工作可能會因為 AI 而發生

根本性的改變，儘管這些變化在未來 4年內可能不會那麼劇烈，但在未來 10

至 15 年內可能會對社會勞動力產生更深遠的影響，80%美國勞動力至少有 

10%的工作任務受到生成式 AI 影響。然而，並不是人們將失去工作，但當前

技術革命將比以前的任何技術革命更快地取代人類任務，同時也為人類提供

支持。 

(三) 思考 AI重新分配後果：早期以工廠及物流自動化形式出現的技術浪潮不同，

這些技術基本上取代了常規及重複性工作，當前 AI 技術及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浪潮正在接管受過更好教育及收入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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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認知型任務工作。因此，目前由 AI引起的技術革命與先前的技術革命

有著截然不同的分配後果。 

(四) 重視情緒智商(EQ)及團隊合作：對於智商(IQ)而非情緒智商(EQ)的重視方式

可能會改變，因為透過使用 AI 及 LLM 技術可以很快地取代及更有效地完成

IQ型工作，並重新思考定義集體創作及關懷類型工作，以及如何重視需要團

隊合作及情緒智商的工作。 

(五) 對 AI 安全性監管議題：AI 除了推動巨大影響力外，也可能導致意想不到風

險，包括失業及隱私喪失等，2023 年 11 月雖有 28 國簽署「布萊奇利宣言」

(Bletchley Declaration)，確保 AI以安全及負責任的方式開發與部署，但

對於 AI監管尚在起步階段，以醫療保健產業為例，對於生命攸關事務，仍需

要人類判斷及決策，以及制訂監管方式，但不應該限制 AI 發展，而必須符合

道德利益。 

(六) AI對高科技影響：AI另一發展可能性為取代程式設計工作，包括大部分業務

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及客戶服務業務，對於以

業務流程外包、程式設計業務及資通訊服務之發展中國家來說，也將帶來挑

戰，因為相關工作將被 AI取代，並建議利用科技來提高相關勞動者生產力，

透過公私部門與工會協調提供工作轉換，或學習以 AI技術提高生產力。 

(七) 鼓勵不斷學習：關於科技的發展可使人們終生不斷學習新知識及貢獻，特別

是情緒智商(EQ)是隨著時間推移及生活經驗而累積的，使得高齡者可成為情

緒智商工作類型之重要貢獻者。 

 

圖 2.新加坡總統尚達曼爐邊談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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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展重點 

(一) 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促進商機媒合之目標明確：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以媒合

科技業者與金融機構間之商機(B2B)為目的，並規劃專屬 APP可直接邀約參

展企業會面，於展場設置參展者面談區等配套措施，使科技業者與金融機構

均能在會場有效媒合。我國台北金融科技展則兼具提升民眾數位金融體驗

(B2C)及媒合業者商機(B2B)之雙重目的，未來似可參考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

作法，進一步促進業者間交流。 

(二) 促進新創與投資的結合，新設創辦人專區(Founders Zone)：2023新加坡金

融科技年會首次設立創辦人專區，提供「投資者辦公時間」平台，將投資者

與新創公司創辦人進行配對，投資者提供時間參加一對一會議及旁聽會議，

並舉辦社交聚會，邀請新創企業與有影響力的市場參與者會面、交流及合

作。台北金融科技展亦可衡酌參考此作法，設立新創金融科技主題館以作為

重點政策展覽專區，為新創金融科技業者拓展商機。 

(三) 高等教育機構異業合作進行認證計畫：2023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設立人才

專區(Talent Zone)，於活動期間舉辦 240多場輔導課程，並與四所高等教

育機構合作進行認證計畫，以培養金融科技人才，促進教育學術界與金融科

技人才於技術創新、應用及培訓等方面的交流。建議台北金融科技展亦可衡

酌參考此作法，結合金融研訓院師資及金融認證機制，為金融科技人才庫擴

大效益。 

 

 

 

 

 

 

 

 

圖 3. SFF展場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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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FF展場中照片 

(四) 展場便利性及整體性規劃：2023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在新加坡博覽中心舉

行，博覽中心其廣大展覽區域內除設置午餐場地，供參展企業及民眾在門票

外加價購買，省去需自行準備餐飲的不便外，會場內亦設置多處的輕食飲料

區，為洽商廠商與觀展民眾提供輕鬆會談與休憩空間。最特別的空間設計則

是會場內的人才面談室，為廠商與專業人才間架構職涯發展的橋樑，凸顯新

加坡政府為國內業者引進專業人士的積極態度與貼心服務。 

 

 

 

 

 

 

 

 

 

 

圖 5. SFF展場中照片(新加坡總統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參觀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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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SFF展場中照片(王副處長明德參觀新加坡館展區) 

(五) 建議未來積極參與國際展覽及會議：本屆 SFF年會涵蓋綠色金融科技、資訊

安全、身份辨識、虛擬通貨(含交易所)與 Web 3.0等主題，監理機關基於科

技中立原則，提供金融機構與科技業者透過市場機制來選擇適合之創新技術

與營運模式。本屆年會亦有包含我國在內之許多國家展館(日本、韓國、以

色列、杜拜、愛爾蘭、瑞士及澳洲等)，展示各國最新金融科技應用。科技

沒有國界，數位沒有距離，金融科技的發展具有全球化的特性，爰建議善用

我國科技優勢，繼續規劃以實體方式積極參與國際展覽及會議，俾利了解全

球金融科技產業最新發展與趨勢，並為新創金融科技業者拓展商機。 

 

 

 

 

 

 

 

 

圖 7. SFF展場中之台灣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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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會與會場監理機關會談 

 

一、 會談緣起 

    本會代表於展覽期間，除觀摩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舉辦方式及參展金融、科

技業者展示金融科技發展趨勢外，亦利用年會期間拜訪日本、新加坡、澳洲、愛

爾蘭等國家主題館，並與策展日本金融廳官員就日本近期推動金融 AI科技之作

為等主題進行交流會談；另與澳洲策展之新南威爾斯州投資局官員進行會談，亦

向本會代表表示，如本會有意願與新南威爾斯州投資局就金融科技進行相關交

流，其可協助本會安排相關拜會事宜。 

 

二、 日本金融廳(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FSA)會談摘要 

(一) 會談時間： 11月 15日(三)下午 2時 30分 

(二) 會談地點：新加坡博覽中心(Singapore EXPO) Hall 5之 Regulation Zone 

(三) 會談主題：日本金融廳近期推動金融 AI科技之作為 

(四) 出席人員： 

⚫ 日本金融廳：總合政策局金融科技及創新辦公室副主任清水秋帆 

⚫ 本會：資訊服務處王副處長明德、法律事務處林科長秉信 

(五) 會談摘要： 

1. FSA定位與組織：前身為金融監督廳(1998年成立)至 2000 年更名改組為「金

融廳」，為日本內閣府外局，主要負責監督與管理日本的金融事務、制定金融

政策，以維持日本金融穩定，保護存款人、保險投保人、證券投資人等權益，

並促進金融服務的進行。 

2. 交流與分享：清水副主任介紹日本將於 2024年舉辦 Japan Fintech Week 2024

及 FIN/SUM2024，首屆日本金融科技週預計 2024年 3 月 4 日至 8 日於東

京都舉行，以「共建美好未來：金融科技，快樂成長」(Building a Bright 

Future: FinTech for Happy Growth)為主題，邀請來自學術界、科技界、企

業、金融當局及中央銀行的專家討論廣泛議題，包括 Web3、人工智慧和金融

領域的區域發展，並與東京都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大使館、日本金融科技

協會等金融科技相關組織合作，舉辦小組討論，以及在東京各地舉辦圓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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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攤位展覽，邀請本會屆時共襄盛舉，參加本屆金融科技週活動。 

圖 1. 本會與日本金融廳 FSA代表合影 

 

 

 

 

 

 

 

 

 

 

 

(由左至右：林科長秉信、清水副主任秋帆、王副處長明德。) 

 

三、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投資局會談摘要 

(一) 會談時間：11月 15日(三)下午 3時 30分 

(二) 會談地點：新加坡博覽中心(Singapore EXPO) Hall 5之 Regulation 

Zone 

(三) 會談主題：澳洲金融科技發展現況 

(四) 出席人員： 

⚫ 澳洲新南威爾斯投資局：貿易及投資單位主任 Cassy Xie 

⚫ 本會：資訊服務處王副處長明德、法律事務處林科長秉信 

(五) 會談摘要： 

1. 監理機關定位與組織：新南威爾斯州投資局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州政府企

業、投資和貿易部下的一個單位，透過促進研究和開發、培育新創企業和

創新、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資等措施，發展新南威爾斯州的經濟，使新南威

爾斯州成為繁榮的全球商業、創新、人才中心。 

2. 交流與分享：新南威爾斯州的首府雪梨是澳洲的金融之都，也是澳洲金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D%97%E5%A8%81%E7%88%BE%E5%A3%A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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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的所在地、主要金融市場。澳洲 80%的外國銀行、澳洲最大的 8家

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大多數金融服務監管機構都位於此。另外，大多數的金

融科技公司亦都在雪梨，具有豐富的人才庫和充滿活力的科技社群，成為

創新中心和加速器。貿易及投資主任 Cassy Xie表示，希望與台灣就進行

金融科技發展議題交流，如有需要，可代為安排本會拜會新南威爾斯投資

局事宜。 

3. 金融科技之未來發展：新南威爾斯州得益於澳洲雪梨豐沛的金融科技生態

體系，Athena Home Loans、Afterpay、ZipCo 和 Brighte 等金融科技公

司已在雪梨誕生並發展，新南威爾斯政府並著力於支援金融科技發展的環

境包括增強的監管沙盒，使企業更容易測試市場，以及參與亞太市場擴張

計畫的機會。 

 

圖 2. 本會與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投資局代表合影 

 

 

 

 

 

 

 

 

 

 

 

 

(由左至右：林科長秉信、Cassy Xie主任、王副處長明德。) 

 

  



12 

 

第四章 參訪臺灣主題館金融科技業者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也帶領國內 11家金融科技新創團隊參加本屆年會，並設立

「TAIWAN主題館」，展示台灣的金融科技新創技術。 

 

一、 現場金融科技業者展示 

(一)阿爾發金融科技(智能理財)：阿爾發金融科技是一家臺灣金融科技公司，致力於

幫助投資者增強對其財務的管控。 

 

 

 

 

 

 

 

 

阿爾發 

「我們透過 SFF見識到各國的金融科技

業者，期待阿爾發成為國際級的企業」 

 

(二)Authme數位身分(法遵科技)：Authme是數位身分驗證領導品牌，致力於運用 Al 

與機器學習開發證件查驗、專利 NFC 晶片證件讀取、生物特徵辨識等驗證技術，

為企業提供安全便利的 ekYC身分驗證解決方案。 

 

數位身分 

「SFF讓我們看見國際金融科技產業的

發展、全球跨境身分驗證的需求也相應

提升。展間接觸許多東南亞廠商雙向合

作意願、看見印度市場積極推展跨國合

作，並感受到來訪企業的開放與積極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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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森科技(智能理財)：黑森科技的 SoFinX 提供多樣化的市場以及資產品項，為

複雜金融市場中的客戶降低投資風險以及最大化提升理財收益。 

 

 

 

 

 

 

 

 

黑森科技 

「透過本次參展，成功了解到各國金融

商品、各國監管的差異，獲取不少 VC

資源等」 

 

(四)國泰金控 Smart Agent Go Team(保險科技)：國泰金控 Smart Agent Go 是一個

雲端數位保險工具，讓保險銷售員透過行動裝置（Android 和 iOS）隨時隨地在

幾分鐘内完成投保。 

 

 

 

國泰金控 Smart Agent Go 

「透過展攤讓國際市場認識到產品，有

助於開啟多元異業合作的可能，全面拓

展業務」 

 

(五)網威智慧(法遵科技)：網威智慧 Veri-id 提供即時風險偵測，使機構主動辨識來

訪使用者的設備與風險層級，應對不斷變化的線上威脅。 

 

 

 

 

 

 

 

網威智慧 

「Veri-id的技術吸引眾多國際企業，

尤其是在登入頁面的應用，有助於企業

防範撞庫攻擊，並可廣泛應用於數位銀

行、保險科技、大型電商、加密貨幣平

台等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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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光濟科技(企業解決方案)：光濟科技提供超低延遲交易 FPGA 晶片、高頻運算伺

服器、金融人工智慧應用等解決方案。 

 

 

 

 

 

 

 

光濟科技 

「展間唯一一家運用臺灣半導體技術助

攻加速金融交易，成功產品贏得新加坡

當地銀行親睞，展會中獲得極大商機拓

展效益」 

 

(七)莉迪亞(保險科技)：Lydia AI致力於應用 AI及健康大數據提供創新的金融保險

服務。健康風險評估引擎善用外部數據提供快速又精準的健康評估，並以符合精

算標準的「AI 健康分」解決方案，創造更具個人化及社會包容性的商品及服務。 

 

 

 

 

 

 

 

 

LYDIA.ai 

「感受到 SFF展會的國際性，展攤也締

造不少人流，讓我們與新、泰、馬的保

險業者與決策者建立聯繫，助力未來國

際業務推展」 

 

(八)OneDegree Global(保險科技)：OneDegree Global 是一家具備 ISO27001和 

ISO27017認證的科技公司，旨在透過 IXT和 Cymetrics 推動保險創新。 

 

 

 

OneDegree Global 

「透過本次參展，了解到各國金融保險

商品多元性，以及各國監管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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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雲想科技(法遵科技)：雲想科技提出了一種創新解決方案滿足醫療同意書電子簽

名最不可否認的要求。這款革命性的自拍影片簽名(SVS）解決方案也滿足了金融

科技對線上行動交易安全的迫切需求，解決方案有助於防範金融詐欺。 

 

 

 

雲想科技 

「本次活動與超過 100間的國際廠商接

觸、成功介紹推展了產品 SelfieSign

至國際市場」 

 

(十)喬睿科技(支付)：喬睿科技是臺灣的金融科技 Saas 公司，專注於提供安全可靠

的支付解決方案。作為業界領先者，為超過20,000家商家提供服務。自2017年成

為臺灣首家 Apple Pay 合作夥伴。 

 

(十一) 凸版蓋特(法遵科技)：凸版蓋特提供一站式數位身分管理解決方案包括

iDenFace具有活體偵測功能的 AI人臉辨識（NIST FRVT專案中排名第12），以及

iDenkey（經過 FIDO認證的行動裝置 MFA驗證解決方案）。 

 

凸版蓋特 

「最大感觸是透過與當地業者的接觸，獲

取各國金融法規最即時的市場資訊，也深

刻洞察到東南亞數位銀行與目標市場的需

求，有助於業務的推展」 

 

二、 TAIWAN主題館 

(一)今年為本會輔導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第五度赴新加坡，在新創輔導、金融產業共

創及國際合作方面皆具備足夠量能下，期將成果帶向國際、展現我國金融體系和

卓越的數位競爭力的同時，也協助臺灣金融科技新創團隊拓展海外市場。透過整

體「臺灣主題館」的能量匯集與形象塑造，提升臺灣金融科技於國際市場之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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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iwan Insights 臺灣市場發表舞台 

    為促進臺灣金融科技業者與國際市場的交流，首次於臺灣館中設計 in-house

發表舞台「Taiwan Insights」。舞台於11月15日、16日舉辦共12場活動，由園區、

亞洲矽谷及10家臺灣金融科技業者輪番上陣，從臺灣市場與保險科技、法遵科技、

智能理財、防詐支付與人才等四大主題，展示臺灣金融科技的卓越技術和創新能

力。 

 

園區發表實錄 

 

Lydia AI發表實錄 
 

國泰金控發表實錄 

 
雲想科技發表實錄 

 
凸版蓋特發表實錄 

 

數位身分發表實錄 

 
黑森科技發表實錄 

 

阿爾發發表實錄 
 

光濟科技發表實錄 

 

網威智慧發表實錄 
 

TapPay發表實錄 

 

亞洲矽谷發表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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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aiwan Insights 議程 

 

(三)於 SFF舉行期間，共促逾700場的合作商機洽談 

    本次參展共助11家臺灣金融科技團隊參展、促成逾700場的合作商機洽談，

創造歷年最多的紀錄，成功協助團隊對接東南亞市場、瞭解目標客戶需求，同時

也顯示各國業者對臺灣市場發展的強烈需求。 

    整體而言，金融服務合作和潛在客戶是兩大主要洽談類型，反映金融科技業

者積極拓展金融市場和企業市場的意願。商務合作或創投資金洽談也較為普遍，

反映了金融科技業者希望透過合作或融資，拓展業務範圍，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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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微軟亞洲金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 

 

    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於 2023年 11月 15日至 17日在新加坡博覽中心舉辦，微軟

亞太營運中心考量多國金融主管機關將派員參與該年會，於同年 11 月 14日辦理第 6

屆微軟亞洲金融服務主管機關圓桌會議(Asia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 

Roundtable，簡稱圓桌會議) ，現場以實體會議方式於微軟新加坡辦公室進行外，亦

透過 Microsoft Teams 提供視訊連結，以供各國代表線上與會。 

    本次圓桌會議除由嫻熟金融產業、人工智慧技術及法遵議題的微軟專家進行說明

外，更致力於促進與會主管機關、該公司亞太區及總部之議題專家等互相交流之機

會，出席的國家計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香港、紐西蘭及本

會代表等。本次會議主題為「金融服務中的人工智慧」。重點摘陳如下； 

 

一、 AI金融服務領域之運用與發展 

    微軟在其商務應用工具陸續導入生成式 AI 功能，透過生成式 AI 技術來獲得

創新想法及內容草稿，並取得及整理業務資訊。微軟生成式 AI 技術使用大型語言

模型（LLM），針對業務流程、業務資料以及安全和隱私要求都進行優化，及業務需

求進行調整，微軟之生成式 AI技術有以下優點： 

(一)AI生成的回應來自機關業務資料，並與使用者辦理業務相關 

(二)微軟生成式 AI使用 LLM技術及機關業務資料，以產生更準確、更有相關性及

個人化的結果 

(三)微軟生成式 AI於設計時，即考量機關安全性、合規性及隱私性的基礎 

    微軟不會使用客戶的資料來訓練 LLM，客戶的資料為客戶所擁有，與微軟的資

料隱私政策保持一致，AI 驅動的 LLM 是在一個龐大但有限的資訊語料庫中進行訓

練。此外，基礎模型也不會透過使用者的使用來改善，使用者的資料只能被使用者

的組織內，且經過授權的使用者存取，並由使用者來控制存取或使用權限。 

    微軟生成式 AI 產生的回應，並不能保證100%的事實性，並持續繼續改善提

供基於事實的詢問及回應，使用者審查輸出結果時，透過使用者的判斷力來讓最

終結果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微軟團隊正在努力解決諸如錯誤/虛假資訊、內容攔

截、資料安全，以及依據微軟的人工智慧原則，防止推播有害或歧視性的內容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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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同時，微軟還在用戶體驗中提供指導，以加強對 AI生成的內容及行動進行負

責任的使用。 

 

 

 

 

 

 

 

 

 

 

 

圖片來源：微軟 

 

二、 負責任之金融服務人工智慧原則 

    人工智慧(AI)具正在革新人類學習、創作和提高生產力的方式，AI 在人類的

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用負責任的方式建置、部署及使用科技，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微軟致力於建立以人為中心且以研究為導向的 AI 系統，

為所有人帶來好處。 

    微軟相信當建立可以改變世界的技術時，也必須確保該技術的使用是負責任

的，並致力於透過設計建立負責任的 AI。微軟的 AI技術發展是由六項核心原則所

引導，而微軟正將這些原則付諸於內部實作，以開發及部署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 

AI。微軟透過尖端的研究、最佳設計工程系統，以及優異的原則與控管，採用跨公

司的研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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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微軟 

(一)金融服務人工智慧(AI)原則 

◼ 有效性：說明 AI運用應合乎預期目的，AI技術應在部署前持續審查，以確

保其有效性且適合預期目的。 

◼ 公平：強調 AI運用不應導致歧視或偏見，AI技術不應導致消費者歧視、偏

見或意外結果。 

◼ 隱私與安全：應保護消費者隱私與資料安全，AI 技術必須強而有力的控制

支持保護消費者隱私與資料安全。 

◼ 透明度：AI 技術應該可審查的，相關模型及演算法應該為監管機關所知及

審查。 

◼ 可解釋性：建立演算法及其系統應更透明，亦即打開黑盒子。 

◼ 培訓與治理：員工應具備操作及審查 AI技術所需專業知能，AI部署應接受

機關內的治理及監督。 

◼ 合乎道德：AI技術應符合機關行為準則及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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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微軟 

(二)人工智慧(AI)共享責任模型 

當機關(構)考慮及評估進行 AI的整合時，應了解共享責任模型以及 AI平台或

應用程式提供者處理哪些任務，以及機關(構)處理哪些任務至關重要。工作負

載職責取決於 AI 整合是基於軟體即服務(SaaS)、平台即服務(PaaS)或基礎設

施即服務(IaaS)。 

與雲端服務一樣，當機關(構)實施 AI 功能時有多種選擇，並依據選擇採取使

用人工智慧所需的必要操作及策略的不同部分。如下圖依部署類型說明了機關

(構)及微軟之間的責任範圍。 

 

 

 

 

 

 

 

 

 

 

圖片來源：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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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享本會金融業運用 AI之6項核心原則 

本會代表於會中分享本會業於2023年10月份發布之「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AI)

之核心原則及政策」，說明金融業運用 AI 之6項核心原則重點，以協助金融機

構充分發揮人工智慧技術優勢，有效管理風險、確保公平、保護消費者權益、

維護系統安全、實現永續發展。微軟所強調的原則也含擴在本會6項核心原則

中，本會6項核心原則如下： 

◼ 建立治理及問責機制：強調金融機構在使用 AI 系統時應對內部治理與對消

費者的權益保護負責，並建立全面且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及確保其人員對

AI有足夠之知識與能力。 

◼ 重視公平性及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強調金融機構在運用 AI 系統時，應儘可

能避免演算法之偏見所造成的不公平，並符合以人為本及人類可控的原則。 

◼ 保護隱私及客戶權益：強調金融機構於管理及運用客戶資料時，必須充分尊

重及保護客戶的隱私權，並應尊重客戶選擇是否使用 AI 服務的權利，提醒

客戶是否有替代方案。 

◼ 確保系統穩健性與安全性：強調金融機構應致力維護 AI 系統之穩健性及安

全性，並對第三方業者進行適當之風險管理及監督。 

◼ 落實透明性與可解釋性：強調金融機構在運用 AI 系統時，應確保其運作之

透明性及可解釋性，並於使用 AI與消費者直接互動時，應適當揭露。 

◼ 促進永續發展：強調金融機構在運用 AI 系統時，應確保其發展策略及執行

符合永續發展相關原則，並盡力維護員工工作權益。 

三、 非正式會談交換意見 

    本會代表在非正式會談中就 AI 運用所涉及個人資料取得與保護，以及 AI 金

融服務如衍生消費或投資爭議相關法律責任歸屬等議題交換意見。 

(一)就 AI運用所涉及個人資料取得與保護 

◼ 個資最小化原則：金融機構宜以資料最小化原則蒐集與處理必要個人資料，

並避免蒐集過多或不必要之敏感資訊。 

◼ 機構宜建立保護個資機制：金融機構宜有機制保護個人資料免受未經授權之

存取、損壞或洩漏，並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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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監控及建立通報處理機制：金融機構宜定期監控 AI 系統及供應商於部

署後持續遵守相關規範及安全標準，AI 系統如有資料外洩或違反個資法疑

慮時，應循現行機制通報及處理。 

(二)AI金融服務相關法律責任歸屬 

◼ 現行監理規範要求：金融機構應符合現行規範要求處理相關爭議法律責任。 

◼ 評估另行制訂新規範：監理機關亦可評估另行制訂新規範，以因應 AI 金融

服務。 

 

圖 1. 本會與實體出席之各國監理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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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會與微軟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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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心得與建議 

 

一、 監理機關為新興金融科技(AI)研議治理框架 

   隨著新興金融科技（AI）的快速發展，監理機關面臨著新的挑戰，AI具有高

度自動化及數據驅動的特性，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及機會，監理機關需要研議新的

治理框架，以確保 AI 在金融業的安全、公平和效率，並應考慮風險識別與管

理、透明度與問責制、消費者保護等原則。目前，全球各國監理機關正在積極研

議 AI治理框架，本會亦應關注新興金融科技（AI）的發展趨勢及風險，適時研

議制定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金融 AI治理框架。 

 

二、 增進監理人員新興金融科技(AI)知能 

    新興金融科技（AI）的快速發展，為監理人員帶來了新的挑戰，監理人員需

要具備 AI相關的知識及技能，才能有效監管 AI在金融業的發展，並可以從提供

專業培訓課程、建立交流平台、鼓勵研究創新等方向推動，增進監理人員 AI知

能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監理機關應持續提供監理人員金融科技（AI）專業培訓，

以具備監管 AI 在金融發展的專業知能。 

 

三、 擴大金融科技人才培訓管道 

    金融科技人才需要具備金融、科技、數據分析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才能有

效地應用金融科技解決金融問題，擴大金融科技人才培訓管道，是應對金融科技

發展挑戰的重要措施。本屆新加坡金融科技年會與教育學術界異業合作，於活動

期間與高等教育機構合作進行認證計畫，以培養金融科技人才，擴大金融科技人

才培訓管道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透過公私部門通力合作，共同培養金融科技人

才，為金融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 持續參與國際策展活動促進金融科技交流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全球金融業的創新變革，產官學界都積極參與

國際策展活動，展示各自的金融科技成果，促進金融科技的交流合作。新加坡金

融科技年會每年邀請相關金融科技業者與國際金融機構參展，並吸引對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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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有興趣之企業前來洽商與觀展，我國亦應持續辦理台北金融科技展，通過參

與國際策展活動，可以向全球展示台灣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成果，提升台灣在

國際上的金融科技地位，並與全球金融科技企業、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共同開發

金融科技產品和服務，也可引進新技術，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持續參與國際策展

活動，是台灣金融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公部門、企業及學術界應繼續加強合作，

共同提升台灣在國際金融科技領域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