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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進金融穩定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措施

一、本行及金管會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一)	本行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110年本行續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以協助受疫情影響之企業，並因

應輸入性通膨壓力及美國等部分經濟體啟動升息，於111年3月調升政策利率各0.25

個百分點。另為防範銀行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貸款，自109年12月以來，本行

四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並持續採行彈性匯率政策，以維持新臺幣動態穩

定，確保我國金融穩健發展及經濟永續成長。

1. 本行調升政策利率

考量近期俄烏衝突導致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輸入性通膨壓

力大，國內物價漲幅持續居高，加以受疫情影響之內需服務業景氣逐步回溫，

勞動市場情勢亦持續改善，且美國等部分經濟體已啟動升息，111年3月18日

本行調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0.25個百分點分別為

1.375%、1.75%及3.625%，以抑制國內通膨預期心理，維持物價穩定，並協助整

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

2. 續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鑑於國內外疫情反覆，為持續協助減輕企業資金成本負擔，支持受創產業復

甦，本行自109年4月開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以來，陸續滾動檢討調整方案內

容、適用優惠利率期限、專案融通額度，以及受理申貸期限等128(表4-1)。本專案

總融通額度4,000億元，中小企業申辦貸款期限至110年底，企業適用優惠利率之

融通期限則至111年6月底。截至111年4月29日，金融機構129受理總戶數達312,687

戶、受理申貸金額5,153億元，本行基於維持物價穩定之法定職責，採取緊縮性

128 本專案貸款受理期限(110年12月31日)前申貸案件，若經銀行受理、錄案及信保基金核准保證，仍可適用本專案融

通作業規定。
129 包括本國銀行、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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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立場，復考量當前國內受疫情影響之產業持續復甦，勞動市場情勢持續

改善，本專案於111年6月底屆期將不再續辦，金融機構改以自有資金辦理。

表 4-1  本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之歷次修正重點

修正重點 生效日期

109.4.1至109.8.9銀行向本行申請核撥案件之融通期限及其適用優惠利率期限，得由110.3.27展延

至110.12.31。
110.3.19

1. 調整專案融通額度由3,000億元提高為4,000億元。

2. 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申辦貸款期限由110.6.30延長至110.12.31。

3. 調整銀行融通期限及企業適用優惠利率到期日至111.6.30。

4. 放寬貸款申請條件：借款人得在原貸款方案之最高額度內，再次申請本專案貸款。

110.6.4

調整專案貸款每戶最高額度，C方案由50萬元提高至100萬元。 110.6.24

專案融通額度為4,000億元，但銀行於申辦期限110.12.31前受理之案件，仍得向本行申請融通。 110.10.29

109.4.1至110.7.4銀行向本行申請核撥案件之融通期限及其適用優惠利率期限，修正展延至

111.6.30。
110.12.16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3. 實施公開市場操作，調節銀行體系資金

為調節銀行體系資金，本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透過發行央行定期存單，

維持準備貨幣於適當水準。110年底本行存單餘額為9兆4,827億元，全年準備

貨幣平均年增率為12.18%。此外，本行引導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於適當水準，

110年全年及111年3月18日本行升息前，金融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持穩於

0.080%左右微幅波動；本行升息後則持穩於0.180%左右微幅波動。

4. 四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以引導銀行信用資源有效配置

為促進金融穩定及強化銀行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落實政府「健全房地產

市場方案」之要求130，並避免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市場，本行自109年12月

以來四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包括調降自然人購置高價住宅貸款、第3戶

(含)以上購屋貸款、購地貸款、餘屋貸款及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最高貸款成

數等(表4-2)，實施迄今，已有助銀行降低授信風險。

130 行政院、國發會陸續於109年10月召開健全房市會議，本行亦參與討論；109年12月3日政府推出「健全房地產市

場方案」，本行分工項目為「信用資源有效配置及合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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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行109年12月以來四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之重點

貸款項目
貸款條件

109.12.7修正版1 110.3.18修正版1 110.9.23修正版1 110.12.16修正版1

公司法人

第1戶購置住宅貸款 6成，無寬限期

4成，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第2戶以上購置住宅

貸款
5成，無寬限期

自然人

已有2戶以下房貸之

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6成，無寬限期

5.5成，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4成，無寬限期

已有3戶以上房貸之

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4成，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特定地區2第2戶購

屋貸款
(未規範) (未規範) 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第3戶購屋貸款 6成，無寬限期
5.5成，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4成，無寬限期

第4戶以上購屋貸款 5成，無寬限期 維持不變

購地貸款

 6.5成，保留1成

動工款 
 檢 附 具 體 興 建

計畫

維持不變

 6成，保留1成動

工款 
 檢附具體興建計畫

 5成，保留1成動工款 
 檢附具體興建計畫，

並切結一定期間3內動

工興建

餘屋貸款 5成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4成

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 銀行自律規範 5.5成4 5成4 4成4

註：1. 109年12月7日修正版於同年12月8日生效；110年3月18日修正版於同年3月19日生效；9月23日修正版於同年9月24日生效；

12月16日修正版於同年12月17日生效。

 2. 特定地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及新竹市。

 3. 有關購地貸款「一定期間」之認定，金融機構應審慎覈實評估借款人預計動工實際所需時間，最長以18個月為原則。

 4. 若抵押土地已動工興建開發，或借款人檢附抵押土地具體興建開發計畫，並切結於一定期間內(110年9月23日修正為1年)興
建開發者，則不適用。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此外，本行持續派員對銀行進行不動產貸款專案檢查，且邀請銀行座談及

召開會議，以瞭解銀行不動產貸款辦理情形，促請其應確實落實法規遵循及授

信風險定價原則，勿削價競爭，並促請銀行訂定內規，落實借款人依限動工興

建等。金管會亦參採本行建議，陸續採行強化銀行及票券公司控管不動產保證

業務風險措施131。

未來本行將視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之執行成效、銀行信用資源流向不動產市場

情形，以及國內房地產景氣情勢等因素，滾動調整管制措施，以維持金融穩定。

5. 採行彈性匯率政策，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

臺灣貿易依存度高且經濟規模小，匯率波動程度不宜過大，本行採行管理浮

動匯率制度(managed floating regime)。新臺幣匯率原則上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

如遇不規則因素(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及季節因素，導致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

131 包括明定票券公司辦理不動產業保證業務之限額比率，以及要求銀行辦理不動產保證業務應比照本行規範措施列

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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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有不利於經濟與金融穩定之虞時，本行將本於職責維持外匯市場秩序。

近年國際短期資本大量且頻繁移動，已取代國際貿易或經濟基本面，成為短

期左右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為避免國際短期資本大量移動對我國外匯市場的干

擾，本行在必要時採取逆風操作維持外匯市場秩序，以緩和匯率的波動幅度，並

增進外匯市場效率。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有助國內經濟長期穩健發展。

此外，為維持外匯市場秩序及促進外匯市場健全發展，本行持續採行適當

管理措施，主要包括：(1)藉由大額交易即時通報制度，掌握最新外匯市場交易

資訊；(2)加強遠匯實需原則查核，遏止外匯投機行為；(3)督促外匯指定銀行加

強匯率風險管理，降低個別銀行暴險及整體市場系統性風險；(4)加強外匯業務

專案檢查，維護外匯市場紀律。

(二)	金管會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110年以來，金管會除持續推動綠色金融、強化金融機構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及

財務揭露外，亦逐步推動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並採行強化銀行及票券公

司對不動產授信風險之控管措施132，以協助金融產業穩健發展。此外，為因應疫

情對國內金融體系之影響，金管會適時採取彈性措施及評估金融機構承受風險能

力，並強化金融機構洗錢防制作業及資訊安全，以及部份基金商品之風險資訊揭

露，以維持金融穩定。

1. 因應疫情影響，適時採取彈性措施

(1) 為因應國內疫情升溫，金管會自110年5月起陸續發布疫情暫行措施，包括銀

行業得採彈性方式提供金融商品與服務及調整每日營業時間，以及減免網路

(行動)銀行及實體ATM跨行轉帳手續費133，並得於符合內部控制原則下，經

內部授權後採行其他替代性方式提供金融服務。

(2) 考量疫情持續影響個人債務償還能力，金管會自109年2月起陸續協調銀行

展延信用卡及其他個人貸款(包括房貸、車貸及消費性貸款等)之債務協處機

132 有關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及財務揭露、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及強化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措施等措施內容，詳

見第參章第三節。
133 110年7月配合國內疫情警戒調降，手續費優惠措施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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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34期限，並於111年5月再度展延期限至112年6月底，展延期間個人信用紀

錄不受影響。此外，金管會持續推動暫行措施，以利保險業對受疫情影響之

不動產承租戶提供降租或其他協助措施135。

(3) 延後「巴塞爾資本協定三(Basel III)危機後改革定案文件」至113年起實施，

並允許系統性重要銀行之2%內部管理資本要求得延後1年適用，自111年起分

4年逐步提列。

2. 要求本國銀行及保險業進行壓力測試，以評估風險承受能力

為瞭解低利率環境及疫情衝擊對金融機構韌性之影響，金管會辦理110年度

本國銀行及保險業壓力測試，其中本國銀行測試情境包含信用及市場風險，並

首次納入作業風險，保險業測試情境則包含保險、市場及氣候變遷等風險。金

管會110年6月公布前述測試結果，整體金融機構資本適足率在壓力情境下仍高

於法定最低標準136，顯示本國銀行及保險業尚具穩健之風險承擔能力。

鑑於近期國內疫情升溫，引發部分保險公司防疫保單理賠金額遽增，金管

會要求銷售防疫保單之產壽險公司須進行壓力測試，估算防疫保單理賠狀況、

損失金額及對公司財務可能影響，且須將測試結果和後續因應措施提報董事會

討論，並將董事會紀錄報送金管會。

3. 強化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

(1) 為落實洗錢防制法規定及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國際規範，110年6月金

管會發布「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137，首

次將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納入洗錢防制規範對象，並先以輔導方式

協助該事業逐步落實執行相關作業。

134 協處措施：(1)信用卡款項：信用卡帳單之應付帳款得申請緩繳3至6個月，緩繳期間免收違約金及循環利息；(2)
其他個人貸款：本金或利息得申請展延3至6個月，展延期間免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135 依據金管會資料，截至111年5月12日止，有20家保險公司提供相關協助措施，共計835件。
136 在嚴重情境下，本國銀行之平均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資本適足率及槓桿比率分別為9.68%、

10.64%、12.33%及5.60%，均高於法定最低標準。此外，壽險業及產險業之保險風險及市場風險測試結果，以及

產險業之氣候變遷風險測試結果，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均高於法定標準。
137 該辦法之規範重點，包括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通

貨交易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以及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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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年12月修正「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及相關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將外籍移工匯兌公司納入洗錢防制規範對象，並增訂電子支付機構及

外籍移工匯兌公司辦理通匯往來銀行業務及匯款業務時應遵循事項。

4. 持續加強資訊安全及公司治理

(1) 為提升金融機構對資訊安全議題之決策功能，金管會於110年9月分別修正各

業別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相關規範，規定銀行及一定條件以上之票券商、

證券商、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保險公司應指派

副總經理以上或職權相當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統籌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

源調度工作，並將資訊安全執行情形列為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聲明事項。

(2) 為強化保險業對防範利益衝突或不當交易之控管，金管會於110年12月發布

保險業國內股權投資人員利益衝突防範機制之令釋，並備查保險業資產管理

自律規範，明定保險業應訂定國內股權投資人員相關管理機制，以督促業者

強化內控機制。

5. 強化基金之資訊揭露與適合度評估

(1) 為強化投資人保護及提升投資人對投資風險之認知，金管會針對高收益債券基

金採取強化監理措施，包括修改「高收益債券基金」名稱為「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要求闡明風險報酬等級分類之計算方式、理由及可能限制，以及要求

風險預告書增列匯率風險之說明，並強化銷售機構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

且將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及不當銷售行為等納入業務人員之薪酬考核。

(2) 為強化ESG相關主題基金在ESG投資方針揭露事項之完整性，並維持境內外

基金監理之一致性，110年7月金管會發布投信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

則，111年1月並擴大適用於境外基金，規範重點包括：(A)要求公開說明書

或投資人須知應載明事項138，且應定期揭露ESG相關資訊；(B)已核准基金名

稱以ESG為主題者139，須於發布後6個月內補正並報經金管會核准；以及(C)

138 包括ESG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投資策略與方法、投資比例配置、參考績效指標、排除政策、風險警語及盡職治

理參與等。
139 金管會要求已核准之境外基金名稱非以ESG為主題，但擬申請為ESG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總代理人應依審查監

理原則於投資人須知揭露相關內容，向該會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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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審查監理原則之境外基金，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不得以促進永續發展

或ESG相關主題作為基金行銷訴求等。

二、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措施之成效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經濟民生之衝擊，立法院數度提高「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之特別預算上限至8,400億元140，並視疫情影響情形延

長適用期限141，以帶動消費及提振內需市場，降低疫情對民眾與企業之影響，並維持

國內經濟成長動能。

截至111年4月底，該特別預算已執行7,121億元，約占全部特別預算數8,400億元之

85%，剩餘預算將用以因應未來疫情變化所需。此外，本國銀行配合各部會(包括本行)

紓困貸款案及自辦貸款案件，截至111年4月27日已核准607,429件，核准金額計5.22兆

元，其中本行推出之中小企業專案貸款融通機制，截至111年4月29日銀行已核准中小

企業專案貸款戶數達306,888戶，金額5,035億元(表4-3)，有助於中小企業取得資金渡過

疫情困境。

表 4-3  本行辦理銀行承作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之實施成效

單位：戶；新臺幣億元

截至111.4.29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合計

受理情形
戶數 76,053 59,823 176,811 312,687

金額 1,517.9 2,729.1 906.0 5,153.0

核准情形
戶數 74,796 59,187 172,905 306,888

金額 1,480.7 2,677.0 877.6 5,035.3

註：1. A方案貸款對象係中小企業，且信用保證9成以上者，貸款額度最高400萬元，貸款利率最高1%，申請期限自109年4月1日至

110年12月31日止。

 2. B方案貸款對象係中小企業，且徵提其他擔保品(含信用保證8成)者，貸款額度最高1,600萬元，貸款利率最高1.5%，申請期

限自109年4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 。
 3. C方案貸款對象係小規模營業人，且信用保證10成者，貸款額度最高100萬元，貸款利率最高1%，申請期限自109年4月20日

至110年12月31日止。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110年在政府紓困措施發揮成效下，我國經濟成長率達6.57%，創11年來新高，且

優於歐美及亞洲主要經濟體；失業率由110年6月高峰4.8%逐步回降至年底之3.64%，

140 行政院於109年2月提出600億元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其後4月及7月各追

加預算1,500億元及2,100億元，110年6月及9月再分別追加2,600億元及1,600億元，合計特別預算達8,400億元。
141 110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延長特別條例及特別預算上限至111年6月底，111年4月行政院鑑於國內疫情升溫，再度

提請立法院同意延長至112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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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實際人數亦由8月底高峰之58,731人，大幅縮減至111年4月之

12,198人。企業部門受惠於全球景氣穩定復甦推升電子產品及傳統產業商品需求，110

年上市櫃公司獲利創近10年新高，帶動股市屢創新高。

此外，110年我國雖仍面臨疫情挑戰，但金融機構持續獲利，其中壽險公司及票券

公司獲利續創新高；逾放比率維持在低點，授信品質仍佳；資本水準亦維持適足，且

遠高於法定最低標準。前述表現顯示我國金融機構經營體質健全，有能力因應疫情帶

來之不利衝擊。

三、本行將持續於必要時採行措施以促進金融穩定

110年在疫情持續發展但對全球經濟活動衝擊漸緩下，我國金融市場及金融基礎設

施維持正常運作及穩健發展，金融機構維持良好獲利，資產品質尚佳，且資本水準適

足。整體而言，我國金融體系維持穩定。本行將持續採取妥適之貨幣、信用及外匯政

策，以因應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促進金融穩定，金管會亦增修金融法規及強化

金融監理措施，以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及維護金融穩定。

111年初以來，全球景氣持續復甦，惟新冠肺炎變種病毒Omicron疫情再起，供應

鏈瓶頸仍存，加上近期俄烏戰事爆發，主要國家相繼對俄羅斯進行經濟金融制裁，造

成大宗商品供應受阻而價格高漲，進一步推升全球通膨壓力。此外，美國等主要經濟

體寬鬆貨幣政策逐漸退場，預期全球經濟成長轉趨溫和。展望未來，地緣政治局勢緊

張、國際原物料價格飆漲、變種病毒引發疫情反覆，均可能使全球高通膨現象更加持

久，加以主要經濟體加速緊縮貨幣政策，均將擴大金融市場波動，增添全球經濟下行

風險。

在經濟前景面臨高度不確定性下，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相關後續發展對我國經濟

金融之可能影響，並適時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促進國內金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