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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Domestic	Systemically	�mportant	Banks,	D-S�Bs)具有金融市場

重要地位，其經營之穩健攸關金融體系健全發展，為強化金融穩定並與國際接軌，10�年1�

月金管會依據篩選結果指定國內5家銀行為我國D-S�Bs並採取強化監理措施，以提高其損失

吸收能力。鑑於我國D-S�Bs資本多數未達強化監理要求標準，未來恐面臨增資壓力，為其

經營帶來相當挑戰，值得關注。

一、我國指定D-SIBs之現況

為解決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問題(Too	big	 to	 fail)，�01�年10月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CBS)發布「處理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架構」1，該文件提出原則性方法，建議由各國自訂

衡量D-S�Bs篩選指標及權重，且主管機關可依系統性重要程度，提高其損失吸收能力�。

金管會參酌BCBS前揭架構及主要國家

具體作法，依規模、相互關聯性、可替代性

及複雜程度等�大指標建立我國D-S�Bs篩選

架構(表A�-1)，並於10�年1�月修正「銀行

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及指定中

國信託、國泰世華、台北富邦、兆豐及合

作金庫等5家銀行為我國D-S�Bs，要求該等

銀行須額外提列緩衝資本�%及內部管理資

本�%、申報經營危機應變措施及每年辦理

並通過�年期之壓力測試等強化監理措施(表

A�-�)，以提高其風險承擔能力，降低其發

生經營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之衝擊。

其中額外緩衝資本要求�%已納入前揭

管理辦法中，D-S�Bs如未符合該項資本最

低要求，將適用銀行法有關資本不足之相

關監理措施；另內部管理資本要求�%，為

該會對D-S�Bs內部資本管理之期許，非屬

法規要求項目，未訂於前揭管理辦法中，

亦不適用於D-S�Bs合併資本適足比率之計

算範圍及�年期壓力測試之合格標準，嗣後

如因景氣變化或銀行業務調整，致資本波

專欄6：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之認定及其未來資本規畫

表 A6-1  我國D-SIBs篩選架構

資料來源：金管會。

表 A6-2  我國D-SIBs強化監理措施

資料來源：金管會，本行金檢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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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未達期待值時，亦可由銀行說明資本回

復規畫，給予彈性。

二、我國D-SIBs多未達調整期後最低標

準，應積極進行資本規畫調整

因增提之緩衝資本及內部管理資本

均須以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支應，故

D-S�Bs之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

比率及資本適足率最低標準將分別提高至

11.0%、1�.5%及1�.5%，遠高於國內一般銀

行�。為利於資本規畫，金管會允許D-S�Bs

自指定後之次年起，將�%額外緩衝資本要

求分�年(109年至11�年)平均於各年年底前

提列完成，內部管理資本要求則延後一年

實施(即自110年至11�年分�年提列完成)，

D-S�Bs調整期間各項資本比率之最低標準

如表A�-�。依據10�年底資料分析，我國5

家D-S�Bs各項資本水準多未達調整期後最

低標準(表A�-�)，未來5年應積極進行資本

規畫調整以符合監理要求。

三、結語

由於我國銀行規模差異性不大，強化D-S�Bs監理措施將墊高其營運成本，中長期雖可

透過採取審慎業務成長策略，調整內部風險性資產結構，或在兼顧資本累積與盈餘分配下

調整股利政策，以為因應，惟未來獲利若未能進一步提升，恐影響經營績效表現，為其經

營帶來相當挑戰。

此外，主管機關未來可考量定期檢討各項篩選指標之內涵及權重，並依試算結果適時

調整或酌予修正，以臻完善。

註：1.	BCBS	(�01�),	“A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Domestic	Systemically	�mportant	Banks,”	October.
�.	有關系統性重要銀行之國際監理規範內容，請參考本行第1�期「金融穩定報告」專欄�。

�.	國內一般銀行適用之資本比率最低標準，分別為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5%及資本適足率10.5%。

表 A6-3  D-SIBs調整期各項資本比率最低標準

資料來源：金管會，本行金檢處整理。

表 A6-4  我國D-SIBs各項資本比率

註：1.	銀行各項資本比率為10�年底資料，其資本最低要求係

第5年調整期(亦即11�年底)之標準。

	 �.	國泰世華銀行10�年底資本適足率達15.09%，主要係

母公司國泰金控對其現金增資100億元所致。

	 �.	藍色字體代表未達額外資本要求之最低標準。

資料來源：本行金檢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