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跨境支付未來趨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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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WIFT運作現況及地緣政治的議題

2

今(2024)年前3季SWIFT處理全球跨境支付交易之主要
幣別占比(總金額為2,713.7兆美元，美元仍為主要清算貨幣)

資料來源：SWIFT

美元, 47.5%

歐元, 22.6%

英鎊, 6.9%

日圓, 3.9%
人民幣, 4.4%

加幣, 2.5%

瑞士法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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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幣, 1.7%

其他, 7.9%

(一) SWIFT扮演全球跨境支付之關鍵角色

註：1.「網路效應」是指一個產品或服務，愈多參與者使用，就愈能提供更高的價值。
2. 包括38家本國銀行、31家外商銀行及中華郵政公司。

全球跨境支付現行以SWIFT為主要骨幹，各國主要金融
及相關支付網路均與SWIFT串聯運作，透過標準化訊息
傳輸協定，建構全球性之金融交易訊息轉接支付網路

1.SWIFT運作現況

約有1.1萬家
金融機構參與

(我國共有70家銀行
業註2參與其中)

遍及200多個國家

SWIFT

網路效應註1

受G10國家之央
行及歐洲央行等

共同監管
董事會成員來
自世界各國或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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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WIFT運作現況及地緣政治的議題(續)

2.現行跨境支付仍有改善空間

付款人 收款人付款行 收款行

代理銀行註

金流

資訊流

現行跨境支付，資訊流與金流分開

(一) SWIFT扮演全球跨境支付之關鍵角色

跨境支付的時間、成本及透明度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間

銀行為客戶以SWIFT系統傳輸金融訊息後，仍須透過代理銀行處理
跨境的資金移轉與清算，代理銀行數量愈多，交易成本愈高

阿聯企業

泰國企業 香港企業

中國企業

泰國商業銀行

阿聯商業銀行 中國商業銀行

香港商業銀行

阿聯央行 中國央行

香港
金管局泰國央行

mBridge於2021年由BIS香港創新中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中
國人民銀行、泰國央行、阿聯央行合作

以分散式帳本技術(DLT)支援參與國家CBDC跨境支付，希望能
將資訊流與金流整合同步處理

mBridge專案中的技術委員會由中國大陸主導

國際間開始試驗以DLT改善跨境支付之可行性，
mBridge專案即為具代表性案例

註：代理銀行是指為另一家金融機構(通常位於另一個國家)提供資金服務的金融機構。例如台灣一筆要付款
至美國的美元交易，就需透過美國代理銀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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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烏戰爭爆發後，SWIFT成為西方國家金融制裁手段之一

一、 SWIFT運作現況及地緣政治的議題(續)

2014年俄羅斯發動克里米亞戰爭

俄羅斯 歐美等西方國家

實施經濟金融制裁手段

著手「去美元化」措施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

歐美等西方國家

實施經濟金融制裁手段，以美元
武器化(如禁用SWIFT)對付

採行多項反制措施，包括聯合
BRICS集團倡議新的支付系統
BRICS Bridge，繞過SWIFT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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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WIFT運作現況及地緣政治的議題(續)

(三)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國組成之金磚國家集團(BRICS)，試圖建立新支
付體系以因應西方國家的金融制裁

BRICS Bridge可能借
鑑BIS香港創新中心的
mBridge理念與技術 引發政治疑慮

mBridge專案的參與者可能將相關
知識及經驗移轉至BRICS Bridge，
形成新的支付通道

BRICS欲建立新的支付系統已成為地
緣政治議題，若mBridge有助於實
現此意圖，則西方國家便不會參與
其中

現階段仍難以想像BRICS Bridge能
夠被全球廣泛使用，但未來如運作，
有助於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隱
藏較為敏感之交易，避免遭受西方
國家監控

mBridge技術委員
會由中國大陸主導

今年10月相關
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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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WIFT運作現況及地緣政治的議題(續)

Agorá Platform

智能合約可同步完成相關流程

銀行 央行 代理銀行 代理銀行 央行 銀行

BIS創新中心於今
年4月啟動Agorá
專案

(四)BIS今年4月啟動Agorá專案後，於10月退出mBridge專案

1. Agorá專案規劃將交易訊息及資金移轉同步處理、維持由央行與商業銀行的雙
層運作架構，以及保留現行跨境支付的代理銀行業務

2. 透過代幣化測試，在可程式化平台上實施代理銀行模式，探索將商業銀行存款
代幣與批發型CBDC整合運作，並利用智能合約以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6資料來源：BIS(2024)

Agor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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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達到跨境支付改善目標

7

二、國際組織規劃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標與作為

各國快捷支付系
統(FPS)互連以
改善跨境支付

研究以批發型
CBDC支援代幣
化平台發展
(如Agorá)

FPS互連係利用既
有支付系統的計
畫，可能會被列
為優先行動方案

解決現行跨境支付處理速度慢、收費
高及資訊不透明等問題

G20 「增強跨境支付路徑圖」之雙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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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組織規劃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標與作為(續)

8

(一) G20跨境支付改善目標

四大目標 2027年 目前

1.提升效率 全球75%交易於1小時內完成 大額及零售支付交易約有55%及46%在

1小時內完成

2.提高覆蓋率 全球各國或地區均至少有1家金融

機構可完成跨境大額支付交易

全球各國或地區至少有1家金融機構可

完成跨境大額支付交易之覆蓋率約為

90%

3.提升資訊

透明度

訂立統一資訊揭露項目，確保透明

度

資訊透明度指標分析，係取自世界銀行

全球匯款價格資料庫，依該指標顯示資

訊透明度仍未有明顯改善

4.降低成本 2027年平均零售交易成本降為1%

(另於2030年匯款交易成本降為3%)

全球支付平均交易成本約為交易金額之
1.6%至2.6% (尚未有國家將交易成本降至1%，

部分區域如撒哈拉以南之非洲交易成本甚至高達4%，

並有約24%區域的交易成本仍在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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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組織規劃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標與作為(續)

9

(二)BIS CPMI 為達到跨境支付改善目標，將以雙軌方式推動

因應全球推動數位貨幣趨勢，BIS提出應注意的4項原則

1.研究以批發型CBDC改善跨境支付(如Agorá)

以使用
者為中
心

公私
協力

避免技
術炒作

創新應聚焦於長期有效的

功能需求，而非追隨短期

技術潮流

將私部門提供的創新引入，

增強解決方案的多樣性

支 持 金
融 普 惠
與 永 續
發展

實現技術共享，讓小型經濟體

無須從頭開發金融基礎設施

確保基礎設施能滿足終端用戶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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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組織規劃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標與作為(續)

10

2.將各國快捷支付系統(FPS)互連列為跨境支付優先行動方案

未來FPS互連之跨境支付概念

FPS (A)

Country A

FPS (B)

Country B

FPS (C)

Country C

FPS (D)

Country D

未來各國FPS互連示意圖

付款方 支付服務機構
(如金融機
構、電支機

構)

FPS
支付服務機構

(如金融機
構、電支機

構)

收款方FPS
付款國
訊息閘道

收款國
訊息閘道

清算機構 清算機構外匯提供者

(二) BIS CPMI為達到跨境支付改善目標，將以雙軌方式推動(續)

資料來源：本行繪製 資料來源：參考BIS(2023)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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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個國家、幣別及
機構，恐加劇現有風險，
包括法律風險、操作風
險及詐騙疑慮等

FPS互連安
排的治理與
監管

邀請各國公部門(如央行)及私部門(主
要為營運FPS或支援FPS的技術公司)
參與討論與交流

透過公私協力，確保有效溝通、資訊
分享並落實專案工作之執行

BIS CPMI舉辦國際會議討論與交流，以共同促進跨境支付之改善

2027年達到G20跨境支付的四大目標

(二) BIS CPMI為達到跨境支付改善目標，將以雙軌方式推動(續)

為發揮FPS互連綜效，CPMI希望各國
採用一致的技術標準，例如採行
ISO20022訊息規格及應用程式界面
(API)標準，以增進互通性，提高跨境
支付效率

二、國際組織規劃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標與作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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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

12

(一)台灣現行支付系統基礎設施健全完善

央行同資系統中央登錄債券系統

中央銀行同資系統

財金公司金融資訊系統

金融機構(A) 金融機構(B) 金融機構(C)…

集保結算所
票券結算系統

櫃買中心
債券成交結算系統

證交所
證券劃撥結算系統

票據交換所
票據交換結算系統

聯合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結算系統

證券結算交割系統

中央銀行

提供清算資金

串聯所有金融機構(包括銀行
之總行與分行、全體信合社與
基層金融機構)

提供大眾即時、24小時、全年的ATM提款
轉帳、企業資金調撥及民眾繳費、繳稅與
消費扣款等各項服務

央行同資系統為RTGS系統，2023年營運金
額約新臺幣547兆元，為當年度GDP的23倍

個人 企業 政府機關 其他用戶

票券 債券 股票

建
構
全
國
性
支
付
網
路

快捷支付系統(FPS)架構

重要支付系統

2023年財金公司系
統營運金額約新臺幣
202兆元

金融
資訊
系統

外幣
結算
平台

財金公司

2004年至2008年，央行以RTGS系統為樞紐，
陸續連結債、票券、股票等結算交割系統及財
金公司等支付系統，建構完整的支付清算體系

1.早已建構完整支付清算體系

資料來源：本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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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3

財金公司金融資訊系統即我國FPS，於1991年就開始提供ATM24小時的支付服務，發展至今，已提供國人
轉帳、繳稅、繳費及購物等多元、即時、24小時、全年的金流服務

早已建構完整支付清算體系(續)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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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4

2013年建置外幣結算平台，讓台灣境內的外幣支付，直接在國內銀行完成收付，無須再繞到境外清算
中心處理，縮短處理時間與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方面，平均每年為大眾節省匯費在新臺幣10億元以上。

註：1.外幣結算平台2023年處理之匯款筆數約167萬筆，匯款金額折合美元約2.07兆美元。

2.外幣結算平台除處理境內之外幣支付外，亦與央行同資系統連結，提供本行與金融機構間的新臺幣與外幣

間交易之PvP交割服務；外幣結算平台連結集保結算所，再由該所與國際保管機構 Euroclear及

Clearstream相連，提供外幣債票券之DvP交割服務；外幣代收平台方便大眾透過授權事業單位自其外幣帳

戶扣款，繳納各項外幣費用(如購買外幣基金或保險等)。

3.國內A要付給國內B美元交易，直接經由國內銀行處理即可；但若國內A要付給國外C美元交易，就需繞到

美國的銀行清算。

外幣結算平台架構

10.1

10.9

11.3
11.5

2020 2021 2022 2023

外幣結算平台節省之費用

新臺幣億元

早已建構完整支付清算體系(續)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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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5

在跨境貿易等所有支付交易，均經由SWIFT處理

SWIFT金融資訊傳輸系統

我國銀行業70家參加SWIFT系統

早已建構完整支付清算體系(續)

資料來源：SWIFT

今年前3季台灣透過SWIFT處理的支付交易之主要幣
別占比(總金額為25.1兆美元，美元仍為主要清算貨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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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6

財金公司推動TWQR共通支付標準，讓金融機構

及電子支付機構均能參與國內TWQR的生態體系，

有助提升行動支付使用率

財金公司
電子支付跨機構

共用平台

TWQR 交易量與交易金額呈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一)台灣現行支付系統基礎設施健全完善

財金公司於2021年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
平台，進一步擴大快捷支付服務的範圍

2.近年持續精進國內支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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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7

(二)未來跨境支付發展路徑

穩步推進CBDC研究試驗

督導財金公司優化現行FPS
推動跨境FPS互連專案

參與BIS、SWIFT等國際組織
之會議討論與交流

將會議結果作為推動我國跨境
支付的依據

與全球同步
雙軌併行



18

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8

為驗證零售型CBDC雛型平台未來落地的可行性，以及提升政府各項發放專案所涉金流作
業的安全與效率，運用零售型CBDC雛型平台架構，建置「數位公共建設金流平台」；與
數發部「政府發放共用基礎平台」合作介接，未來可支援各機關發放數位券之金流作業

(二)未來跨境支付發展路徑–雙軌併行(與國際接軌)

介接

數發部 中央銀行發行部會

兌償銀行

金融機構

數位公共建設
金流平台

大眾

店家
網頁登記

APP登記

BANK

政府發放共用
基礎平台

數位公共建設金流平台與政府發放共用基礎平台之合作介接圖示

1.穩步推進CBDC研究試驗-零售型CBDC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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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19

1. 穩步推進CBDC研究試驗-批發型CBDC

特殊目的代幣(SPDM)

款券同步交割(DVP)

存款代幣(Deposit Token)

代幣化雛型平台

未來如要參與國際案例

如前述之Agorá，或與

他國央行共同試驗，我

國相關技術與經驗均可

提供參考，協力合作

(二)未來跨境支付發展路徑–雙軌併行(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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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跨境支付的發展路徑(續)

20

2.升級國內現行FPS，參與國際推動之FPS跨境支付計畫

共同推動跨境FPS互連專案

成立技術研發小組

優化現行FPS

本行督導財金公司

技術改採ISO 20022訊息格式及協調API標準

財金公司與金融機構合作

(二)未來跨境支付發展路徑–雙軌併行(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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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21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境支付愈顯重要。

當前的跨境支付，仍有改善空間；G20將其列為優先解決的
議題。

跨境支付系統不僅涉及技術，尚與地緣政治密切相關。

為避免受西方國家金融制裁，並被禁止使用 SWIFT，俄羅斯
於BRICS提出另建BRICS Bridge之倡議；外界認為其可能借
鑑BIS的「mBridge」理念及技術；由於地緣政治議題，BIS
今年4月與歐美等國合作進行Agorá專案後，於10月退出
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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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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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元仍深具市場流動性、法治及避險地位
等關鍵優勢，亦是全球支付體系之主要貨幣，且SWIFT仍
會維持其全球性系統的重要角色。

我國銀行業均參與SWIFT，所有跨境支付交易均可透過
SWIFT處理，台灣跨境支付並不會因地緣政治而被邊緣化。

目前台灣支付系統基礎設施健全完善，另為持續精進我國跨
境支付，本行推動路徑與全球同步。

1.穩步進行CBDC研究試驗。

2.推動FPS跨境互連方案之雙軌方式進行。

持續參與國際組織相關會議，為國際接軌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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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公司、金融機構及相關公部門仍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未來仍需透過公私協力，共同完成我國跨境支付路徑目標

中央銀行
財金公司
金融機構
相關公部門

四、結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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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