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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支付系統發展之 14 項準則

（摘自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清算系統委員會「一國支付系統發展之一般準則」報告書）

準則標題 內 容 說 明

準則 1.

維持中央

銀行居於

核心地位

由於中央銀行負責

維 護 通 貨 之 健 全

性，因此，在發展貨

幣作為有效支付工

具方面，中央銀行居

於核心地位。

在支付系統領域中，由中央銀行直接執行的特定任務，隨國

情不同而有所差異。然而，支付系統運作健全與否攸關一國

通貨品質，因而被視為是中央銀行必要關切的事項，自然使

中央銀行在支付系統的發展上居於核心地位，並兼具多種可

能角色，包括：營運者、催化者、監管者及使用者。支付系

統功能應列為中央銀行決策單位之重要議題，由如副總裁層

級之高層官員負責督導，並給予必要且權責明確的資源。

準則 2.

提昇健全

銀行體系

之角色

銀行與其他類似業

務之金融機構提供

最終使用者可以運

用的支付帳戶、工具

及服務，彼此間固然

會有競爭，但也經常

基於整體考量而相

互合作。

支付系統之發展意味著存款占貨幣總存量之比重增加，因而

擴大銀行與其他合格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的角色。為充分

配合一國支付系統的改革計畫，這些機構必須發展其本身與

支付服務有關的內部設施。此外，在提供客戶支付服務方面

這些機構也應相互競爭及相互合作，以妥為開發相關之支付

運作機制。中央銀行在關注系統性風險及系統效率之同時，

應鼓勵及促進上述發展。

準則 3.

體認支付

發展之複

雜性

擬訂發展計畫應基

於對一國支付系統

所有的核心要素與

影響其發展之重要

因素均有全面性的

瞭解。

對一國支付系統之全面瞭解不應僅止於其技術層面。一國支

付系統應被視為確保貨幣流通的整套機制，包括支付工具、

網路、規則、作業程序及機構。中央銀行與銀行業應以較寬

廣的視野檢視有關安全、有效率的支付系統之構成要素及影

響其發展之因素。核心要素是指支付的基礎設施及重要的制

度性安排，前者係用以處理支付工具與債務之交易、結算及

清算的主要機制，後者則包括法規架構、市場協定及管理制

度。而影響支付工具與服務供需變化之各項因素，如環境、

經濟、財務及公共政策等層面，對於全面瞭解一國支付系統

亦至關重要。

準則 4.

重視使用

者需求

辨識一國支付系統

使用者的需求，並以

這些需求與經濟潛

在產能做為發展指

引。

一個有效率且永續的支付系統發展程序，應該是建立在消費

者、政府機關、金融與非金融產業等使用者目前與可預見未

來之需求上。這些需求應權衡經濟體當前經濟與技術的潛在

產能，俾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必要的支付工具與服

務。據此，開發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能之人力資源，與發展通

信及運輸等實體基礎設施同等重要。此外，釐清系統中重要

利害關係人之角色與利益亦甚為重要。

準則 5.

制訂明確

之優先順

序

策略性計劃並制訂

一國支付系統發展

的優先順序。

所謂策略性計畫，係基於使用者需求與經濟體潛在產能，界

定一國支付系統發展所期望達成之最終狀態或願景，並制訂

明確的優先發展順序。策略性計畫亦應包含重要參與者角色

的描述及系統中相關要素的概念設計。雖然策略性計畫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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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來系統之特性，但要在同一時間進行每件計畫是不可能

的，應將現行系統之構成要素中何者可接續未來的發展納入

考量。支付系統發展通常是現行支付與金融系統再造的演進

過程。

準則 6.

關鍵在於

執行

確保策略性計畫的

有效執行。

支付系統改革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策略性計畫的有效執

行，尤其執行程序應被視為計畫的重要部分。有效的執行包

含利害關係人的承諾、合適的專案治理、明確的階段性目標

與預定進度、務實的資源管理與財務策略，以及周延的推展

策略。若中央銀行、銀行體系及其他相關機構的高層主管未

能關注與積極推動，將無法有效地執行計畫。

準則 7.

促進市場

發展

擴展與強化支付服

務的市場協定係一

國支付系統演進的

重要層面。

由於支付服務涉及服務提供者、使用者與成本等層面，因此

一國支付系統的發展也涵蓋市場協定之建構。競爭性的市場

協定，有助於新興暨現有的支付工具及服務有效率與可靠地

製作、交付及計費，以提供用戶使用。然而，市場協定的發

展也需要市場參與者就相關標準的定義、支付網路的組織、

作業程序與風險控管等領域，達成某種程度的合作。更確切

地說，需要看競爭與合作的情況，方能彰顯支付工具與服務

特定市場協定的特色。

準則 8.

利害關係

人之參與

鼓勵一國支付系統

的利害關係人進行

有效的諮商。

諮商對於促進利害關係人間有效合作非常重要，並有助於瞭

解系統內各參與者的需求、潛在產能及利益。利害關係人參

與分享資訊、諮商與合作，有利於中央銀行與其他主要參與

者在新興支付系統的改革及政策上進行協調。這類參與對於

諸如制訂技術與作業標準等之合作計畫，特別有其必要性。

制度化的諮商可建立互信及承諾，此對支付系統之發展非常

重要，且是執行計畫與建構有效的市場協定所不可或缺。

準則 9.

合作以促

進有效監

管

中央銀行對支付系

統的有效監管，通常

必須與其他主管機

關合作。

中央銀行為有效監管支付系統，與其他主管機關及會影響一

國支付系統發展的管理機構進行合作，甚為重要。本於監管

與政策性的功能，中央銀行就一國支付系統的主要發展對系

統安全與效率之影響，進行監視與評估。然而，其他公共部

門，例如銀行監理、證券管理、公平競爭與消費者保護等主

管機關，對於系統的發展可能亦具有政策與管理上的利害關

係及影響力。中央銀行與該等主管機關就相關議題建立意見

交換與合作之機制，必要時，並就相關政策進行協商，有助

於確保系統發展的安全與效率。

準則 10.

加強法律

之確定性

為一國支付系統建

立透明、周延及健全

的法規架構。

市場與支付協定、監管及管理制度等要發揮功效，需要一套

具法律確定性並降低風險的健全法規架構。一國支付系統周

延的法規架構係由許多法律與程序，以及對該等法律與程序

有解釋權與執行權之機構所構成。該架構包含私有財產權與

移轉財產權之法律、公會法及商業行為法，以及與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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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參與網路有關之契約法，亦包括賦予中央銀行在支付

系統扮演不同角色的法律。

準則 11.

擴大零售

支付服務

之可用性

藉由擴充與改善零

售支付基礎設施，使

消費者、企業及政府

機關等得以擴大使

用與選擇安全且有

效率的非現金支付

工具與服務。

隨著一國經濟發展，通常會增加對更多樣化非現金零售支付

工具及服務的需求。因此，重點應著眼於提高使用支付工具

與服務之人口比例，以及以符合成本效益之方式擴大各種零

售支付工具與服務的可用性。唯有在零售支付之交易、結算

及清算均經由具安全與效率的基礎設施處理時，上述目標方

能達成。

準則 12.

以商業需

要引導大

額支付系

統之發展

發展大額支付系統

主要係基於金融市

場之需求，以及具時

效性跨行支付的成

長。

最佳的大額支付系統，應是最能滿足大額及具時效性之商

業、金融及執行貨幣政策等交易相關跨行支付需求的系統，

其未必要具備最複雜的技術。當大額與具時效性之支付量增

加時，由於這類型的支付需要特殊的基礎設施服務以控管交

易者（主要是金融機構）承受的系統性風險，故大額支付系

統有必要以中央銀行貨幣提供日間最終清算。大額支付系統

有多種類型可供選擇，但所有設計須完全遵循支付暨清算系

統委員會公布的「重要支付系統之核心準則」。

準則 13.

統合發展

支付與證

券系統

基於金融體系之安

全與效率，協調證券

與大額支付系統的

發展。

證券系統與大額支付系統是相互依存的。為達成款券同步交

割，證券清算系統處理券項交割的條件是款項先完成清算，

此款項清算通常是在大額支付系統進行。相對地，大額支付

系統之信用融通須徵提擔保品，而該擔保品通常透過證券清

算系統來提存。因此，這些基礎設施彼此間之運作必須節省

成本並兼具可靠性及安全性。此外，證券清算系統的最終清

算時點應與大額支付系統的最終清算時點一致。因此，兩者

之基礎設施不能各自發展，且證券清算系統之發展應完全遵

循支付暨清算系統委員會與國際證券管理組織聯合公布的

「證券清算系統建議準則」，又若採行集中交易對手機制，並

應遵循「集中交易對手建議準則」。

準則 14.

協調零售

支付、大

額支付及

證券系統

間之清算

所有核心系統的清

算 作 業 應 相 互 協

調，以有效率地管理

彼此間互為關聯的

流動性需求與清算

風險。

隨著零售支付、證券清算及大額支付系統等基礎設施之發

展，一國主要金融機構通常會成為這些系統的參與者。因此，

某一系統的清算作業會影響其他系統清算作業之安全與效

率。金融機構通常將核心基礎設施內的清算作業予以連結與

協調，俾妥善管理其流動性及清算風險，從而增加系統間之

相互依存關係。雖然協調這些系統的清算作業，可節省跨行

資金移轉的整體成本，並以中央銀行貨幣達成最終清算，但

更多的協調與相互連結可能衍生的跨系統風險，包括：法規、

作業、財務及系統性等風險，亦須予以監視及妥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