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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之問答集 
 
 

  8 月 31 日 

壹、「合作備忘錄」之內容及特色 

一、 問：為何要簽署「合作備忘錄」？ 

答： 

(一) 新臺幣與人民幣目前均非國際流通之準備貨幣，

為開放在大陸地區辦理新台幣業務及在臺灣地區

辦理人民幣業務，爰需根據兩岸關係條例第 38 條

之規定，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包括成立清算

行及其監管等。 

(二) 在建立該機制之前，需由兩岸貨幣管理機構協商

有關貨幣清算事宜，達成共識後簽署「合作備忘

錄」。 

(三) 「合作備忘錄」自簽署日起 60 日內，雙方完成相

關準備工作後生效，屆時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即正

式建立。 

二、 問：「合作備忘錄」主要內容為何？ 

答： 

「合作備忘錄」主要內容摘列如下： 

（一） 雙方各自同意一家銀行，在對方辦理己方貨幣之

結算及清算服務。 

（二） 兩岸貨幣可用於雙方經貿活動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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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貨幣清算行之規範，包括訊息交換、業務檢查

及危機處理等事宜。 

（四） 兩岸貨幣管理機構之後續合作及聯繫事宜。 

三、問：雙方各由何人簽署「合作備忘錄」？如何完成？ 

答：  

分別以臺灣方面及大陸方面貨幣管理機構代表之名義

簽署。 

四、問：本次簽署之「合作備忘錄」，形式上有何特色？ 

答： 

(一) 雙方研擬「合作備忘錄」時，本於友善、務實及去

異求同之原則，對雙方原本不同之用語，在保持

立意不變之前提下，達成一致之共識。 

(二) 相較於過去兩岸簽署之相關文書，「合作備忘錄」

正體版、簡體版之內容完全一致，殊具意義。 

五、問：臺灣地區之人民幣清算行及大陸地區之新臺幣清算

行各有幾家？如何產生? 

答： 

(一) 雙方將各自同意一家清算行，為對方提供服務。 

(二) 臺灣地區之人民幣清算行，將由大陸貨幣管理機構

指定。至於大陸地區之新台幣清算行，將由本行訂

定規定，並本於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就在大

陸地區設有分行之台資銀行，遴選一家適當之銀行

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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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成立人民幣清算行之功能為何？ 

答： 

清算行將提供人民幣兌換、流動性及回流等人民幣之結

算及清算服務。 

貳、業務開辦 

七、問：臺灣地區開放辦理人民幣業務之規劃為何？ 

    答： 

（一） 依據兩岸關係條例第 38 條第 3 項，俟兩岸貨幣清

算機制建立，人民幣在臺灣地區之管理，準用管理

外匯條例有關規定。 

（二） 臺灣地區辦理人民幣業務，本行持開放態度。除有

關涉及大陸之個人人民幣匯款，會受大陸方面之限

制外，一般之人民幣存款、匯款及進出口等業務均

得依規定辦理。 

八、問: 臺灣地區之人民幣現鈔是否仍經由中銀(香港) 提

供? 

答:  

臺灣地區的人民幣現鈔將由中銀(香港)改由在臺灣地區

之人民幣清算行調運。 

九、問：簽署「合作備忘錄」後，銀行是否可立即開辦人民

幣存款、匯款業務？ 

    答： 

(一) 臺灣地區辦理人民幣存、匯款業務，俟修訂相關法

規及人民幣清算行安排就緒後，始可開辦。 



第 4 頁 

(二) 本行已積極協調相關事宜，希望能在我方可掌控  

的範圍內，以最短的期限完成上述工作。 

十、問：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後，對臺灣地區銀行間人

民幣拆款業務有何影響？ 

      答： 

(一) 在該機制建立前，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與海

外金融機構已有人民幣拆款業務，且可透過外匯

經紀公司居間撮合；惟受「臺灣地區銀行辦理人

民幣業務規定」之限制，OBU 間不得相互拆借。 

(二) 在該機制建立後，金管會將廢止前述規定，屆時

OBU 即可相互拆借。又因外匯指定銀行(DBU)

亦得辦理人民幣存放款業務，故 DBU 將可與其

他 DBU、OBU 或海外金融機構拆借人民幣。 

(三) 為擴大臺灣地區人民幣拆款業務之規模，外匯經

紀公司辦理銀行間人民幣拆款居間業務的撮合

對象亦將包括 DBU。 

十一、問：臺灣地區是否可能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答： 

(一)臺灣地區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有下列利基: 

1. 兩岸貨幣管理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人民

幣清算行，建立人民幣兌換與回流機制，為人民幣

離岸市場之拓展奠定重要基礎。 

2. 兩岸經貿活動及人民往來關係密切，如兩岸貿易額

每年高達一千億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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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允許海外金融機構參與人民幣之清算。 

(二) 人民幣離岸市場之拓展，尚有賴業者長期的努力:

如積極推動人民幣存放款及其衍生之業務、發展

人民幣之資本市場，以及設計理財商品等，以擴

大市場規模，臺灣地區人民幣離岸市場方能蓬勃

發展。 

十二、問：民眾對臺灣地區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業務，應

有何認知？ 

      答： 

（一）目前人民幣非完全可兌換及國際流通之準備貨

幣，有關現鈔兌換、兩岸匯款及人民幣回流事

項，因涉及大陸貨幣管理機構之規定，將有所

限制。 

     （二）人民幣理財商品如債券、基金等，需俟人民幣

存款達一定規模及人民幣回流機制建立後，方

能逐步發展。 

十三、問：大陸地區辦理新臺幣業務之規劃為何？ 

      答： 

（一） 本行對大陸地區辦理新臺幣業務，持審慎態

度。為免影響對新臺幣管理造成衝擊，將採逐

步、漸進方式。 

（二） 基於民眾往來兩岸之實際需要，初期先採定

點、限額及總額控管方式，開辦新臺幣現鈔兌

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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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危機處置及聯繫機制 

  十四、問:「合作備忘錄」中有關「危機處置」之主要內容

為何? 

答:  

(一) 清算行發生流動性或清償性危機時，由其總行及

總行所在地的貨幣管理機構共同協助處置，總行

負責提供流動性並承擔其全部清償性責任。 

(二) 清算行所在地的貨幣管理機構為維護當地貨幣

市場穩定，可協助其解決問題。 

十五、問：雙方如何進一步聯繫合作？ 

      答： 

(一) 雙方對貨幣清算機制已於「合作備忘錄」中建立

聯絡窗口，作為溝通與聯繫工作之管道。 

(二) 雙方為增進合作，將根據實際需要舉行會談，討

論貨幣管理的一般性與市場發展等問題，以及有

關兩岸貨幣清算機制運作的相關事項，並鼓勵雙

方人員進行各種形式的持續交流。 

(三) 另有關建立「兩岸貨幣互換機制」，將根據已有

之共識，持續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