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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在臺灣地區管理及清算辦法
中央銀行 99 年 7 月 13 日以台央外柒字第 0990036161 號、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法字第

09910003940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以下稱人民幣），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簽訂雙邊貨幣清算協定或建立雙邊貨幣清算機制前，其在臺

灣地區之管理及清算，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人民幣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者，其持有人得向銀行、信用合

作社、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農

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以下合稱金融機構）或外幣收兌處（以

下簡稱收兌處）進行買賣、兌換或其他交易。

前項金融機構或收兌處，以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者為限。

第一項得進行之買賣、兌換或其他交易，以前項金融機構或

收兌處經許可得辦理之業務範圍為限。

非經許可，不得辦理任何與人民幣有關之業務。

第四條 金融機構應經許可，始得辦理下列業務:

一、人民幣與新臺幣現鈔間之買賣業務（以下簡稱人民幣買

賣業務）。

二、與臺灣地區以外之其他地區金融機構及與臺灣地區其他

金融機構間人民幣現鈔之供應、回收與其他附隨業務

（以下簡稱人民幣拋補業務）。

收兌處應經許可，始得辦理人民幣現鈔買入業務（以下簡稱

人民幣買入業務）。

第五條 收兌處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之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必要

時之業務查核等管理事項，由中央銀行（以下簡稱本行）委託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辦理。

臺灣銀行為辦理前項受託業務，應訂定相關管理規定，報請

本行備查。

收兌處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臺灣銀行得予廢止或撤銷許可：

一、違反本辦法、臺灣銀行依前項所訂之管理規定或其他有

關規定且情節重大，或經臺灣銀行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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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續兩季無人民幣買入業務或連續四季人民幣現鈔買入

總額未達三萬元。

三、經臺灣銀行許可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後，發現原申請事

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

四、有停業、解散或破產情事。

收兌處申請許可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時，所送各項文件不完

備或應記載事項不完整，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臺灣

銀行得退回其申請。

本行於必要時，得自行或會同臺灣銀行辦理收兌處買入人民

幣業務之查核。

第六條 金融機構及收兌處對於有關人民幣買賣、兌換、拋補業務或

其他交易之資料，除其他法律或相關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

保守秘密。

第二章 業務之申辦

第七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金融機構，其首次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應經

本行按其權責歸屬分別會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同意後，由

本行許可：

一、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之所屬人員有買賣人民幣現鈔業務

經驗或曾參加人民幣偽鈔辨識講習會者。

二、具有人民幣現鈔之拋補能力者。

前項經許可之金融機構，其所屬分支機構如具備前項第一款

條件，且最近三個月辦理外匯業務未有違規情事者，得逕予辦理

人民幣買賣業務，並應於開辦二週前報本行及金管會或農委會備

查。其所屬分支機構如停辦該項業務者，亦應於停辦後二週內報

本行及金管會或農委會備查。

收兌處具備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條件者，得向臺灣銀行申請許

可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

符合下列條件之金融機構，經本行會商金管會同意後，由本

行許可辦理人民幣拋補業務：

一、須為外匯指定銀行。

二、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資產規模達新臺

幣二兆元以上。

三、最近一期取得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級 A3 級以上及標準普爾公司（ 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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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s Corp.）評級 A-級以上之長期信用評等。

四、辦理人民幣業務最近一年之買賣合計月平均量達人民幣

一億元以上。

五、最近一季自有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達百分之十以

上。

六、最近一季逾放比率在百分之一點五以下。

第八條 銀行、信用合作社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前條第一項

許可，應由其總機構檢具下列文件向本行及金管會提出：

一、營業計畫書。

二、辦理分支機構之名稱及經辦人員、複核人員辦理人民幣

買賣業務經驗或曾參加人民幣偽鈔辨識講習會之資歷

文件。

三、人民幣現鈔拋補能力證明文件。

四、具備辨識人民幣現鈔真偽能力及風險管理說明書。

五、其他經指定之文件。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農業金庫）、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申請前條第一項許可，應由農業金庫檢具前項

各款文件向本行及農委會提出。

金融機構申請前條第四項許可，應由其總機構檢具下列文件

向本行及金管會提出:

一、申請書。

二、營業計畫書。

三、董事會議事錄。

四、符合前條第四項所定條件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指定之文件。

金融機構申請許可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或人民幣拋補業務

時，所送各項文件不完備或應記載事項不完整，經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本行得退回其申請。

第九條 金融機構申請許可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或人民幣拋補業

務，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行得駁回其申請：

一、資格條件不符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

二、最近一年曾經本行、金管會或農委會廢止或撤銷業務許

可，或最近一年有違反本辦法或其他外匯、人民幣現鈔

交易相關規定，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

三、其他事實足認為有礙業務健全經營或未能符合金融政策

要求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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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行得

按其情節廢止或撤銷許可：

一、經許可後六個月內未開辦。但有正當理由申請延期，經

本行核准，得延長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二、違反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或違反本辦法其他規定，情節

重大或經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

三、經本行許可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後，發覺原申請事項有

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

四、有停業、解散或破產之情事。

五、其他事實足認為有礙業務健全經營或未能符合金融政策

要求之虞。

經許可辦理人民幣拋補業務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拋補

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行得按其情節廢止或撤銷其拋補業

務之許可：

一、發給許可函後三個月內未向臺灣地區以外之其他地區金

融機構拋補人民幣現鈔。但有正當理由申請延期，經本

行核准，得延長之。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供應或回收臺灣地區其他金融機構之人

民幣現鈔，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

三、發給許可函後，經發覺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或其後

已不符合第七條第四項所定之許可條件。

四、有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情形。

第三章 業務之經營

第十一條 金融機構買賣人民幣現鈔，應依結匯人之身分查驗下列證

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人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許

可證（以下簡稱入出境許可證）或居留證。

二、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國家或地區人民：護照、入出境許可證或居留證。

四、非前三款所定之結匯人:本行許可函。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於經許可辦理人民幣買入業

務之收兌處準用之。

第十二條 金融機構每次買賣或收兌處每次買入人民幣現鈔之金額，

不得超過金管會所訂攜帶人民幣入出國之限額。

第十三條 結匯人得委託旅行社或領隊代辦人民幣現鈔買賣事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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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應確認下列事項無誤後始得辦理；交易總金額達新臺幣

五十萬元者，受託人應比照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規定，填

寫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並註明其代理身分：

一、交易清單：包括結匯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交

易金額及日期。

二、結匯人之入出境許可證、居留證、護照或身分證明文

件。

三、結匯人委託旅行社或領隊代辦人民幣現鈔買賣之共同

委託書。

四、結匯人放棄要求掣發個別買、賣匯水單之共同聲明。

受託人依前項代辦交易之金額，不計入其當年累積結匯金

額。

第十四條 金融機構得自行決定人民幣現鈔買賣之匯率，並於營業場

所揭示之。

收兌處買入人民幣現鈔之匯率，應參照金融機構之匯率辦

理，並將其匯率揭示於營業場所。

第十五條 拋補行辦理人民幣拋補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與臺灣地區以外之其他地區金融機構簽訂人民幣拋補

協議，應經本行會商金管會同意始得生效。

二、對臺灣地區其他金融機構應充分供應及妥善回收人民

幣，並依牌告或議定拋補之幣別、匯率；其收費應合

理。

三、應依本行規定按月提供辦理拋補業務相關資料。其應臺灣

地區以外其他地區機關或金融機構要求提供有關資料

者，應經本行同意。

金融機構應向拋補行辦理人民幣現鈔之拋補。但於拋補行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簽訂拋補協議並取得辦理人民幣拋補

業務之貨源前，仍得自由拋補。

收兌處買入之人民幣現鈔，應按旬結售予臺灣銀行。

第十六條 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應備有帳簿、會計報表及

水單等，除本行另有規定外，並應將下列交易相關資料逐筆建

檔保存於資料庫，俾利查核：

一、承作案件編號。

二、結匯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買賣金額及日期。

前項帳簿及會計報表應至少保存十年，相關之買、賣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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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應至少保存五年。

前二項規定，於收兌處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時，亦準用之。

第十七條 金融機構於營業時間辦理人民幣買賣業務，應由總機構或

農業金庫彙總造具業務日報表（格式如附表一、二），於次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電傳本行外匯局；營業時間結束後及非營業日

之交易，應併入次營業日之交易量計算。

第十八條 金融機構經收顧客持兌之人民幣現鈔發現有偽（變）造時，

除當面向持兌人說明係偽（變）造現鈔外，應加蓋「偽（變）

造作廢」章，並經持兌人同意後，將原件截留，掣給收據。

金融機構發現持兌之偽（變）造人民幣現鈔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立刻記明持兌人之真實姓名、國籍、職業及住址，並

報請警察機關偵辦：

一、持兌之偽（變）造人民幣現鈔總值在人民幣壹千元以

上。

二、持兌之偽（變）造人民幣現鈔總值未達人民幣壹千元，

且持兌人情形可疑或不同意依前項規定截留致無法

處理。

金融機構截留之偽（變）造人民幣現鈔，除於必要時，得

轉送法務部調查局或國際刑警組織鑑查外，應建檔妥慎保管；

其保管期限逾五年者，得會同會計部門辦理銷燬，並列冊存查。

前三項規定，於收兌處辦理人民幣買入業務時，準用之。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九條 違反第三條第四項規定而為人民幣買賣、兌換或其他交易

之業務行為者，其人民幣及價金依本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沒入之。

金融機構及收兌處違反第三條第四項、第四條、第六條或

第三章之規定者，得依本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處以罰

鍰。

第二十條 本行為執行前條規定時，得依本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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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一般金融機構使用

臺灣地區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日報表

年 月 日

金融機構名稱： 單位：人民幣千元

買 入 賣 出 合 計買賣別

交易對象別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臺灣地區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

其他國家或地區人民

合計

製表人： 聯絡電話： 複核人： 聯絡電話：

註：本表由總金融機構彙總後，於次營業日中午十時電傳中央銀行外匯局（02）23571265，惟營業時間結

束後之交易，應併入次營業日之交易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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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灣銀行使用

臺灣銀行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日報表

年 月 日

單位：人民幣千元

買 入 賣 出 合 計買賣別

交易對象別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臺灣地區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

其他國家或地區人民

本

行

辦

理 小計

大陸地區人民

其他國家或地區人民

收
兌
處
辦
理 小計

合 計

製表人： 聯絡電話： 複核人： 聯絡電話：

註：本表由臺灣銀行總行彙總後，於次營業日中午十時電傳中央銀行外匯局（02）23571265，惟營業時間

結束後之交易，應併入次營業日之交易量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