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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清稿 

本年 4 月坊間出版一本書，該書對本行換匯交易列帳及外部審計等事項諸多不實指陳，特澄清如下: 

(一)該書第 115 頁及 116 頁指陳：「隱藏的巨額外匯存底」 

1. 該書第 115 頁：「2020 年 3 月中，央行在對立法院進行的業務報告中，首度揭露臺灣央行截至 2020 年 2 月底，總

共擁有 6,259 億美元的外幣資產(其中的 50 億美元是黃金資產)，也就是說，扣掉官方公告的 4,800 億美元外匯存

底之外，還有約 1,400 億美元的資產，是過往沒有計入外匯存底內的…」。 

2. 該書第 116 頁：「根據臺灣央行的書面報告，這沒有計入外匯存底的 1,400 億美元中，數額最大的是 991 億美元的

『換匯交易之外幣部位』，其次是 328 億美元的『存放國內銀行業之外幣』，還有 61 億美元的『對本國銀行外幣

拆款』」。 

澄清說明： 

1. 該書將本行揭露「外幣流動性」統計金額，誤認為「外幣資產」 

(1)2020 年 3 月 12 日，本行對立法院財委會業務報告第 32 頁所揭露當年 2 月底之外幣流動性為 6,259 億美元，係依

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之「國際準備與外幣流動性資料範本」(Data Template o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簡稱 IRFCL 範本)所統計之本行外幣流動性，並非該書所謂之「外幣資產」。 

(2)依據 IRFCL 範本，「外幣流動性」主要係反映央行未來一年內可動用的外幣資金，涵蓋的項目包括:(1)外匯存底、

(2)黃金、(3)其他外幣資產、及(4)一年內到期的外幣現金淨流量。惟計入外幣流動性統計之項目，未必全部符合會

計準則之外幣資產定義，如：換匯交易之待交割「應收遠匯款」並不符合會計準則「資產」之定義 (會計處理詳



32 

 

見第 34 頁)，但屬外幣流動性項目。 

2. 外匯存底係統計本行對「非居住民」之外幣債權金額，該書所提 1,400 億美元，主要係屬本行對居住民之外幣債

權，爰不計入外匯存底統計，但列入本行外幣流動性統計資料，本行並無隱藏的巨額外匯存底 

(1)依據 IMF 定義，外匯存底是統計一國央行對「非居住民」之外幣債權，可用來表彰一國國際支付能力，對「居住

民」之外幣債權非屬外匯存底統計之範疇。 

(2)2020 年 2 月底，本行 991 億美元的「換匯交易之外幣部位」、328 億美元的「存放國內銀行業之外幣」， 以及 61

億美元的「對本國銀行外幣拆款」，均屬對「居住民」之外幣債權，不符合外匯存底定義，爰不計入外匯存底統

計，但列入本行外幣流動性統計之「一年內到期的外幣淨現金流量」或「其他外幣資產」項目，本行並無隱藏的

巨額外匯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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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書第 116 頁指陳：「價值近 3 兆臺幣的換匯交易」 

「弔詭的是，根據央行財務報表，2020 年 2 月底，央行的資產總額是 16.5 兆新臺幣，但 6,200 億美元的外幣資

產，換算成新臺幣的金額約是 18.6 兆，也就是說，央行所擁有的部分外幣資產，根本沒記錄在財務報表上，而是活

生生地消失在眾人的眼前。我們推測，這些消失的外幣資產，主要應該來自央行業務報告中所公布的 991 億美元『換

匯交易』」。 

澄清說明： 

1. 本行對外公開資產負債表，揭露本行財務狀況，依規定以新臺幣為表達貨幣，各資產項目均係將所有外幣部分折

算成新臺幣後，併計新臺幣部分之總額。 

2. 本行換匯交易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會計科目及會計制度辦理，如實列帳並允當表達於財務報表內，絕無

消失之情事 

(1)本行財務報表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IFRS 各業適用會計科(項)目名稱、定義及編號核定表」及其核定之中

央銀行會計制度辦理。 

(2)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會計科目及會計制度，本行換匯交易會計處理如下: 

Ⅰ.即期外匯端 

訂約日以「其他應收款」及「其他應付款」二科目列帳，T+2 日完成款項交割，轉列「銀行業存款」及「存放

銀行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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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遠期外匯端 

ⅰ. 訂約日：以「應收遠匯款」及「應付遠匯款」二科

目列帳，記錄合約未來到期之應交割款項。 

ⅱ. 遠匯合約係屬交易雙方互負義務並互享權利之雙

務契約，符合會計上定義之待履行合約(executory 

contract)，其應收款所具收取現金之權利及應付款

所具支付現金之義務，是相互依存且無法分離，

非屬無條件的獨立存在，爰出具財務報表時，該

等「應收遠匯款」及「應付遠匯款」無法各自認

列為資產或負債。 

ⅲ. 依主計總處核定之會計處理規定，「應收遠匯款」

及「應付遠匯款」應以總額分別列示，互為抵減

後餘額表達在本行決算書之資產負債表(表 1)，若

應收遠匯款大於應付遠匯款則抵減表達於資產

項，若應付遠匯款大於應收遠匯款則抵減表達於

負債項。 

  

 

表 1 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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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行依相關規定或定義，編製資產負債表(財務報表)、統計外匯存底或外幣流動性；此三項所涵蓋範圍各不相同，

惟新臺幣換匯交易均依規定表達或歸類，絕無消失之情事 

(1)如前所述，本行新臺幣換匯交易遠期外匯端之「應收遠匯款」，不符會計準則「資產」項目定義，爰出具資產負債

表時，依規定應與「應付遠匯款」互為抵減表達 (表 1)。 

(2)本行依據 IMF 定義統計外匯存底，其中對國內銀行新臺幣換匯交易之外幣「應收遠匯款」屬對居住民之外幣債

權，不符合外匯存底定義，爰不計入外匯存底統計。 

(3)本行依據 IRFCL 範本統計外幣流動性，其中對國內銀行新臺幣換匯交易之外幣「應收遠匯款」，屬未來一年內可

動用的外幣資金，應歸類於外幣流動性統計之「一年內到期的外幣淨現金流量」項目，且本行於年報及對立法院

財委會業務報告中均揭露該等外幣流動性資訊，絕無隱藏消失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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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該書第 118 頁指陳：「臺灣央行的內外帳」 

「臺灣中小企業界長久以來有個習俗，公司的帳本分為『外帳』與『內帳』，外帳通常是提供國稅局查帳、徵稅

用，內帳則是記錄公司真實的金流狀況。…也就是說，外帳只能表露部分現實，卻沒有忠實記載一家公司的財務狀

況。臺灣央行所採用的，也是類似的手法。公布給外界的財務報表，沒有記錄央行實際上擁有的 991 億美元換匯交

易資產…」。 

澄清說明： 

央行只有一套「財務」報表，絕無「內外帳」 

1. 本行資產負債表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會計處理規定編製，屬「財務」報表。本行換匯交易均依規定入帳，

其中「應收遠匯款」及「應付遠匯款」係以總額分別列示，互為抵減後餘額表達在本行決算書之資產負債表(表 1)，

絕無消失之情事。 

2. 本行基於風險管理需求，自行編製外匯風險「管理」報表，或依國際定義所編製之各項「統計表」，均非另一套內

部『財務』報表。所以本行只有一套『財務』報表，絕無「內外帳」之情事。 

3. 本行為管理外匯風險所編之報表，與依國際定義所編製之各項統計表，均非財務報表(如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不能逕予比較，類比為中小企業「內外帳」，實屬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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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該書第 118 頁指陳：「臺灣央行的內外帳」(續) 

「臺灣央行所採用的，也是類似的手法。公布給外界財務報表，沒有記錄央行實際上擁有的 991億美元換匯交

易資產，為的便是隱匿外匯存底的真實金額，進而隱藏央行干預外匯的規模」。 

澄清說明： 

1. 本行參與新臺幣換匯市場，旨在調節銀行體系新臺幣、外幣資金流動性，促進外匯市場發展，係央行貨幣政策工

具之一，絕非用以隱匿外匯存底的真實金額，進而隱藏央行干預外匯的規模 

(1)新臺幣換匯交易為央行貨幣政策工具之一，可用來調節銀行體系新臺幣、外幣資金流動性，有助維持新臺幣流動

性於適當水準 

1997 年初，本行為調節資金供需，增加公開市場操作靈活性，首次參與銀行間換匯交易市場，提供銀行體系

新臺幣資金流動性，特別是對外商銀行(新臺幣資金少但外幣多)，以減緩春節期間新臺幣資金緊俏情況，降低新臺

幣拆款市場利率異常波動。 

2004 年 3 月起，壽險業和廠商因對外投資產生美元資金需求大增，考量國內市場外幣資金緊俏，流動性不足，

外幣資金取得成本高，本行爰透過國內銀行間換匯交易，充分供應銀行體系外幣資金流動性，以降低國內市場外

幣資金成本，並促進外匯市場發展。 

新臺幣換匯交易無法用以干預匯市，但可用來調節銀行體系新臺幣、外幣資金流動性，與本行公開市場操作

(如發行定期存單，吸收新臺幣資金)相輔相成，有利於維持新臺幣流動性於適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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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4 年以來，本行參與國內換匯市場，充分提供外幣流動性，支應壽險公司或廠商營運、海外投資及匯率避險之

需求，有助於國內產業發展 

新臺幣換匯交易係廠商或壽險公司調度外幣資金及匯率避險常用之工具。2004 年以來，本行參與銀行間換匯

市場，主要為供應銀行體系外幣資金，再由銀行提供廠商或壽險公司，可降低渠等外幣資金成本，並得規避匯率

風險，有助於國內產業發展。 

2. 為釐清外界對本行利用新臺幣換匯交易隱藏干預外匯之疑慮，自上(2020)年起，本行按月對外揭露新臺幣換匯交

易及外幣拆款之金額，並於本行年報及對立法院財委會業務報告中，揭露本行外幣流動性資訊及干預市場之淨買

(賣)匯金額，故資訊公開透明，絕無隱匿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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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該書第 118 頁指陳：「臺灣央行的內外帳」(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 2013 年起，對於各國央行的外幣資產該怎麼認列，有訂立明確的會計準則，央行需要如

實呈現所有的外幣資產，包含外匯存底以及這類由央行購買、與金融機構進行換匯交易的外幣數量。由於臺灣並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它的會計準則對臺灣央行沒有約束力，因此近幾年央行為了隱藏干預外匯的行為，可

以方便地將部分外匯『藏』在財務報表之中，甚至隱而不表，而不用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計規定。」 

澄清說明： 

1. 該書將 2013 年 IMF 修訂的 IRFCL 範本統計指南(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 : Guidelines 

for a Data Template)，誤認為外幣資產認列的會計準則 

2013 年 IMF 並非對外幣資產認列訂定明確的會計準則，而係修訂 IRFCL 範本的統計指南，該指南係編製準備

資產與外幣流動性統計的準則，並非外幣資產認列的財務會計準則。 

2. 臺灣非 IMF 會員國，雖無須依 IRFCL 範本提供資料給 IMF，但目前本行除定期依 IMF 定義公布外匯存底金額

外，亦於年報及對立法院財委會業務報告中，揭露本行的外幣流動性資訊，並無將部分外匯藏在財務報表之中，

甚至隱而不表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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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該書第 125 頁指陳：「央行財報缺乏外部審計」 

「臺灣央行的財務報表僅由審計部進行審核，並無接受其他獨立的第三方查核，…相較之下，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的報告，世界上有超過一半國家的央行，都會將財務報表交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核。以美國紐約聯邦

準備銀行為例，它除了要接受聯準會底下的獨立審計部門(Official Inspector General)監督外，還委託國際上具信譽的

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財務報表…」。 

澄清說明： 

1. 各國央行財務報表之外部查核機制，因國情不同，有由外部政府機構查核(如：本行及日本、新加坡、澳洲、瑞典

及香港等央行)，或委由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如：美國聯準會及英、德、瑞士等國之央行)，均屬接受外部獨立的第

三方查核。 

2. 本行年度財務報表，均經內部獨立單位(本行監事會)及外部獨立單位(主計總處及審計部)審核，與美國聯邦準備

銀行財報經由內、外部單位之兩階段查核過程相同。 

3. 本行財務報表須依決算法及審計法等規定，接受外部政府機構查核，包括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計部，且依

我國審計法第 10 條，審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不受干涉，屬接受外部獨立第三方查核，作法與日本、

澳洲及新加坡等央行相同，無須再委由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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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  台灣央行  

內部獨立 

查核單位 

聯準會內部審計部門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1. 央行內部稽核單位－會計處(處長及副處長，均由主計長核派)。 

2. 央行內部獨立查核單位－監事會(5～7 名監事組成，由總統核

派，主計長為當然監事)，央行財務報表提經理事會議決，監事

會審核。 

外部獨立 

查核單位 
會計師事務所 

1. 外部獨立查核單位有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計部。 

2. 審計部每年派員至央行辦理實地查核，期間長達 2 個月之久。 

3. 審計部於每年 7 月底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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