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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及數位經濟的發展，支付數位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卡

式支付是過去數位支付的主流，現在則是行動支付；未來的數位支付

仍會以行動裝置為載體，但可能有更多元的創新，包括內嵌式金融支

付、跨境支付改善、虛擬資產穩定幣及央行數位貨幣應用等。 

數位支付的加速演進，除促使銀行業持續精進支付服務外，非銀

行的科技業者亦積極參與支付市場，與銀行業形成競合關係，可能改

變金融生態體系的結構；同時，也凸顯出數位金融持續進化的過程中，

金融業與非金融業的界線，將日益模糊的趨勢。 

有鑑於科技業者，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未來可能在數位支付體系

及相關金融業務扮演重要的角色，相關金融監理機關持續關注國際監

管方向，以期建構負責任創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及公平競爭的環

境，讓銀行(包括大型國際金融機構)與非銀行機構(包括大型科技公

司)均能在公平基礎上競爭與創新。 

本報告將分章闡述上述內容，除說明數位支付過去、現在及未來

的樣貌，以及與 Bank2.0~Bank4 相關的發展脈絡外，並分析未來數位

支付的國際監管趨勢，以供國內支付產業及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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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個人或企業等經濟個體不論從事商業活動或金融交易，均會涉及款

項支付。BANK1.0 的銀行提供支付服務係以現鈔及票據為主，其後隨

著科技發展帶動數位經濟的崛起，也迎來了 BANK2.0~ BANK4.0數位

金融的進化時代，同時加速數位支付(Digital Payments)的需求與演進。 

數位支付係指透過網路以電子支付工具進行貨幣價值的移轉1。電

子支付工具在 BANK2.0～BANK4.0時代有不同的樣貌，從初期推出的

信用卡、金融卡(或稱轉帳卡)、儲值卡，到近年持續發展的網路銀行帳

戶、電支網路(儲值)帳戶、各種 App的行動支付，以及最新廣受關注的

數位貨幣，均顯示數位支付持續演進中對效率與創新的要求。 

尤其 2019 年末爆發 COVID-19 疫情，更加催促新興數位支付的發

展；另一方面，非銀行科技業者亦大舉進入數位支付領域，形塑銀行與

非銀行業共同參與市場的生態體系。爰本文除從 BANK2.0～BANK4.0

的角度說明數位支付過去、現在、未來的型態及國際與國內的發展概況

外，並闡述 BANK4.0等理念如何引領未來數位支付的發展，以及銀行

業和非銀行業的競合生態與國際監管趨勢，最後總結。 

                                           

1 數位支付依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等國際組織的定義，係指利用科
技以數位方式進行轉移資金、結算或清算；所謂利用科技係指透過網路(例如網際網路或其他電信
網路)進入支付系統發動支付指令，而發動支付的設備可以是電腦、行動電話、POS 設備或任何其
他設備；使用的支付工具可以是支付卡產品、電子貨幣產品(指儲值卡或電支網路帳戶)、帳戶貸
項撥轉/直接扣款(credit/debit transfer)或其他創新的支付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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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數位支付的過去與現在 

現代銀行體系提供支付服務始自 15世紀。1472年，被稱為最古老

的銀行—義大利的西雅那(banco MPS)創立時，迎來了 BANK1.0時代。

那時是透過實體銀行提供臨櫃服務，所以需大量人工操作，受理的支付

工具則以現鈔及票據為主。BANK1.0 約延續了近 500 年光景；其後在

科技的帶動下，開展了 BANK2.0 及 BANK3.0 時期，也開創了數位支

付的時代 

 卡式支付是過去發展主流 

(一) BANK2.0開啟卡式支付工具的年代 

1950 年代，銀行開始將電子計算機技術應用於商業場景，1967 年

第一台 ATM於倫敦誕生，開啟了 BANK2.0，銀行隨後透過 ATM及網

路銀行延伸了實體分行的服務。此時，金融服務也隨著科技的發展，陸

續推出各類卡式支付工具，例如首張信用卡是在 1958 年由美國銀行成

功推出2，其後再推出金融卡；2000年，支付市場出現了儲值卡 (stored-

value card)，屬電子貨幣3(E-Money)的一種，主要由非銀行業推出，但須

與銀行合作，透過銀行存款帳戶提供儲值服務。 

信用卡是 Pay After，金融卡是 Pay Now，儲值卡是 Pay Before，至

此，三種不同 Pay功能的支付工具發展完備。 

                                           

2 1958 年首先由美國銀行成功推出針對美國中產階級消費者及和中小型商戶的第一個信用卡計
畫，此即 VISA的前身。 

3 電子貨幣包括儲值卡及電支網路帳戶：儲值卡係用戶將款項預先儲值在卡片上，以便支付；其後
再發展出電支網路帳戶，係將款項儲值在網路帳戶上，又稱為網路現金(Cyber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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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商務帶動卡式支付工具蓬勃發展 

1970年代末，電子商務崛起，將資訊分析技術帶入傳統商務模式，

並透過網路支援各類商業促銷活動；當時信用卡、金融卡正在起步，剛

好迎合電子商務金流服務需求，而成為電子商務主要支付方式4；之後，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圖 1)，卡式支付工具日漸普羅大眾使用。 

 

依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主要國家5卡式支付工具之交易金額，

仍以信用卡及金融卡為大宗(圖 2)；因儲值卡是在信用卡及金融卡之後

推出，且推出之初，原是用於交通支付，後方擴大用途於小額消費；一

般較大額的消費，仍都使用信用卡及金融卡，交易金額相較於儲值卡大

的多。 

                                           

4 部分電子商務雖可透過貨到付款的方式以現金支付，惟預估該類型支付的比率將持續減少。據
WorldPay估計此類付款方式，將從 2018 年的 4.8%降至 2022年的 3.2%。 

5 主要國家包括美、加、英、日、德、法、韓、星等 24 個國家。 

圖 1、全球零售電子商務金額 

 
資料來源：eMarket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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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卡式支付工具發展概況 

國內支付工具多元，信用卡、金融卡及儲值卡提供大眾便利的支付

服務；其中金融卡也因金融機構家數眾多，且全國 ATM 密度6世界第

一，方便大眾進行提款與轉帳交易(表 1)。 

        表 1、2021年我國金融支付服務概況 

項目 總數 平均數 

金融機構分支機構 6,182 家 
每家分行服務 3,781 人 

每平方公里設置 0.17家 

ATM
7
台數 32,150台 

每台 ATM服務 727人 

每平方公里設置 0.89台 

金融卡流通卡數 11,131 萬卡 每人約有 4.76張金融卡 

信用卡流通卡數 5,263 萬卡 每人約有 2.25張信用卡 

儲值卡流通卡數 14,743 萬卡 每人約有 6.31張電子票證 

 資料來源：金管會、內政部(統計至 2021 年 12月資料) 

卡式支付工具中仍以信用卡、金融卡之消費金額居多，主要是因我

                                           

6 ATM 密度是以每台 ATM 可服務的人數計算之。 
7  ATM 提供提款、轉帳、繳費、繳稅、餘額查詢、預借現金及存款等多種功能，廣布在銀行、便利
商店、捷運、車站、機場等據點。 

圖 2、主要國家信用卡、金融卡及儲值卡交易金額 

 
資料來源：整理自 BIS資料庫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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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信用卡、金融卡等支付工具早就蓬勃發展，致使以交通票證起家的儲

值卡(如悠遊卡)用於消費金額之比率偏低，此與前述之全球發展情形相

同。 

三種卡式支付 2021年消費總額達新台幣 4兆 6千 251億元8，信用

卡占 67%、金融卡約 31%、儲值卡僅佔 2%9(圖 3)；儲值卡仍以非銀行

業電支機構提供的服務為主，包括悠遊卡、愛金卡、一卡通及遠鑫卡，

其中悠遊卡消費金額占 7成以上(圖 4)。 

 

 行動支付是現在推動重點 

(一) 智能手機開啟行動時代，全球銀行業進入 BANK3.0，行動支付因

應而生 

2013年後，隨著智能手機技術的成熟及使用率的普及，加上雲端、

大數據等科技發展，全球銀行迎來了 BANK3.0時代。愈來愈多的人以

智能手機作為獲取金融服務的入口，希望隨時隨地取得理財、投資、貸

                                           

8 信用卡新台幣 3兆 1千 77億元、金融卡 1 兆 4千 481億元及儲值卡 693億元 
9 電子貨幣中另有一類的電支網路(儲值)帳戶，2021年交易金額約新台幣 1 千 232億元，不列入卡
式支付的統計數字。 

圖 3、2021年我國各類卡式支付

工具消費金額比率 

 
資料來源：金管會、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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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21年我國各類儲值卡消

費金額比率 

 
資料來源：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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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消費扣款等相關服務。 

據 GSMA報告顯示，2025年全球手機用戶數將從 2021年的 53億

人成長到 57億人，手機滲透率也將從 2021年 67%增加到 70%(圖 5)。

在手機滲透率逐年提升的情況下，以手機等行動裝置為載具的行動支付

自然因應而生，並發展出結合卡式支付工具、網路銀行帳戶及電支網路

帳戶等多元支付的數位錢包10，成為百家爭鳴的支付方式。 

 

(二) 行動商務及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發生，加速行動支付發展 

近年來，電子商務隨著行動科技發展而轉型為行動商務，不僅線上

場景使用行動支付，線下場景也因 2019 年末爆發 COVID-19 疫情，帶

動非接觸式支付的推廣與使用熱潮，加速行動支付的發展。 

卡式支付自 1960年代推出，持續了 50多年的榮景，目前雖仍被大

眾使用，然受到 BANK3.0、行動商務及疫情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行動

支付將逐漸取代卡式支付。據 Worldpay 資料顯示，在購物消費方面，

                                           

10 數位錢包係指以行動(或數位)形式使消費者能夠安全地儲存支付款項憑證(credentials)，以便在線
上、手機應用程式或實體店內支付購買費用，此類錢包得以現金或銀行轉帳等方式儲值，或透過
綁定支付卡或銀行帳戶進行支付。支付寶、Apple Pay、Google Pay、PayPal 和微信支付等均屬之。 

圖 5、全球人口及手機用戶數 

 
資料來源：GSM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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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全球行動支付(數位錢包)及卡式支付顯著消長的轉折點，至

2025 年，行動支付不僅在網路購物，甚至連實體店面消費亦大幅領先

卡式支付之使用比率(圖 6及圖 7)。 

 

(三) 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有助於行動支付的推廣 

近年，QR Code隨行動支付發展而興起，惟業者各自開發的 QR Code

規格，彼此不能相容互通，不便商家及消費者使用。亞洲國家為推廣行動

支付，自 2016 年起紛紛推動 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表 2)，整合國內各

業者不一的規格，讓

商家只需張貼一張統

一規格的 QR Code，

即可供消費者使用各

種品牌的行動支付。 

我國始於 2017

年 9 月推動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早於

圖 6、全球網路購物使用之支付

工具占比 

 
*2025 年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WorldPa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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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全球實體店面購物使用之

支付工具占比 

 

*2025 年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WorldPa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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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相關國家/地區推出 QR Code共通支付 

標準時程 

國家(地區) 標準名稱 推出時程 

印度 BharatQR 2016年 9 月 

臺灣 TWQR 2017年 9 月 

新加坡 SGQR 2018年 9 月 

香港 HKQR 2018年 9 月 

印尼 QRIS 2019年 5 月 

澳洲 NPP QR Code Standard 2019年 6 月 

馬來西亞 DuitNow QR 2019年 7 月 

日本 JPQR 2019年 8 月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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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印尼、澳洲、馬來西亞及日本等其他亞洲國家。 

(四) 我國行動支付發展情形 

國內超過 9 成的成年人有銀行帳戶，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圖 8)；此

外，平均每人擁有超過 1 組手機門號，且有 81%的民眾使用行動上網

(圖 9)，顯示國內具備發展行動支付的良好基礎。由於深具發展潛力，

行政院於 2017 年將行動支付發展列為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國發會並於

2018年啟動跨部會推動機制。 

 

國發會推動方向，係以完備基礎環境、擴大應用場域、加強體驗行

銷為 3大推動主軸，從民眾生活及公共服務等場域優先導入，建立民眾

使用行動支付的習慣，並藉由市場需求驅動業者共同投入，帶動產業發

展。 

依據資策會(MIC)公布 2021年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11資料顯示，消

費者對行動支付常用度12逐年提高，由 2019 年的 52.8%提高至 2021 年

                                           

11 調查期間為 2021年 8~9 月，採網路調查，有效樣本數為 5000份，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
±1.39%。 

12 資策會表示，常用度是調查消費者對支付工具之青睞程度。 

圖 8、我國成年人擁有帳戶 

之比率 

 
資料來源：Demirgüç-Kunt et 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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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我國人均手機門號數及 

      行動寬頻上網普及率 

 
資料來源：NCC、TW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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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9.1%，將近 7 成；而實體卡則逐年下降，從 2019 年的 79.2%降至

74.0%；此反映出國內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青睞度仍有持續成長潛力。 

為協助國內行動支付發展，央行於 2017 年督促財金公司13偕同金

融機構建置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並予推廣14。2022本年 1至 11月

交易金額及筆數分別為 2,556 億元及 6,629 萬筆，較上年同期分別成長

58%及 53%(圖 10及圖 11)。 

 

此外，為使我國電支機構15間及電支機構與金融機構間之資訊流與

金流能夠互聯互通，以便於提供跨機構行動支付服務，央行督促財金公

司建置跨機構共用平台，已於 2021年 10月上線，首先提供轉帳功能；

2022 年 4 月再推出繳稅功能，未來將陸續新增繳費及購物等其他行動

支付服務。 

                                           

13 財金公司全名為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財政部於 1984 年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金融資訊
規劃設計小組，旨為促進金融業之資源共享、資訊互通，並提昇金融體系全面自動化；1988年改
由作業基金成立資金中心，後因應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發展情勢，於 1998 年將金資中心
改制為公司組織。 

14 目前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參加機構共 38 家，合作特約商店數逾 23 萬家，導入費稅帳單數逾
7,500 項 

15 全名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圖 10、我國 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

交易金額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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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我國 QR Code共通支付標準

交易筆數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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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數位支付的未來趨勢 

當 BANK3.0發展還在全球方興未艾之際，BANK4.0已悄然受到金

融市場的關注。其實 BANK3.0 及 BANK4.0 所應用的科技大都是行動

裝置、雲端、大數據、AI、或區塊鏈技術等，差異不大，但經營理念則

大不相同。未來的數位支付仍是以行動裝置為載體，但產品設計與服務

場景將有很大的不同。 

 驅動未來數位支付的理念 

(一) BANK4.0及長尾(Long Tail)理論的思維 

BANK4.0經營理念是影響未來數位支付的關鍵。BANK4.0強調的

是，未來客戶需要即時且主動的金融服務(Banking)，而不是銀行(Bank)。

這並非意味銀行要消失16，而是銀行要面臨數位轉型的挑戰，包括能隨

時隨地提供嵌入客戶日常生活、靈活互動的金融服務17，以及根據客戶

的行為與情境18，主動給予客戶更好的消費或理財建議19等貼心服務。 

此外，因應 BANK4.0的發展，還有一項新思維，就是開拓長尾(Long 

Tail)市場，打破 80/20 法則(圖 12)。根據 80/20 法則，以往金融業的獲

利主要來自 20%有高額貢獻的客戶，另 80%的小額、微眾(長尾)市場則

被忽略或摒棄，但如能開拓那 80%無法取得傳統金融服務的(長尾)市

                                           

16 有些民眾仍需要銀行的服務，實體銀行可能不會消失。 
17 為內嵌式金融服務(Embedded Banking)，Brett King在《Bank 4.0》說，Bank 4.0的 AI 理財顧問，
能根據使用者行為，將日常銀行服務關係提升為黏著度更高的服務，這是實體分行理財顧問比不
上的地方。例如，現今銀行不斷鼓勵客戶消費、賺紅利回饋，但 Bank 4.0 可能的場景是，客戶想
透過智慧(AI)顧問 Alexa 購買某一物品作為聖誕禮物時，Alexa 卻建議不要買，因為該月支出已
超過預算，如果購買，將無法負擔計畫中的度假行程。 

18 過去，銀行帳戶的價值在於能夠安全保管錢，到了 21 世紀，銀行帳戶的價值變成了要提供符合
當下情境所需的功能。銀行帳戶不再只是支付工具，而是轉型為智慧理財和預算工具，嵌入人們
生活，並透過 AI 技術加持，隨時回應需求。 

19 或稱情感式金融服務(Emotional Banking)。例如當客戶在一家甜點店前猶豫時，AI 顧問可透過手
機推播，提醒使用者不買甜點，當下就能省下 10美元支出，後續可以選擇更好的小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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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也會有積沙成塔的成果，成為獲利的新興市場，並能深化金融普惠。 

圖 12、長尾市場 

 

(二) 攸關未來數位支付的議題 

未來支付服務將是結合 BANK4.0及長尾市場的思維與創新，重塑

金融樣貌與生態；創新的營運模式可能有內嵌式金融 (Embedded 

Finance，EmFi)支付、跨境支付(Cross-border Payment)的改進、結合

web3.020去中心化概念所推出的虛擬資產(Virtual Asset)，以及央行數位

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應用等，這些議題均在驅動

數位支付的未來發展。 

 內嵌式金融支付 

(一) 應用模式 

內嵌式金融(EmFi)支付係非銀行業者將金融服務嵌入大眾日常使

                                           

20 科技人士認為，網際網路從 1980年興起至今超過 30年，將迎來第三代網際網路 Web3 的時代，
Web3 的概念被提出已經超過 10 年，但直到 2021 年才走進大眾視野。事實上，現今發展的是仍
為 Web2.0，為「資訊發布」的民主化時代，如 Google、Facebook、YouTube、TikTok、Instagram

等科技業者崛起，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些社群媒體平台書寫與留言，並雙向互動，惟網路世界被這
些少數公司所主宰，使用者個資、隱私安全備受疑慮。因此，未來趨勢是 Web3.0，特點是網路自
治，避免個資、網路資源被少數大公司所掌控，並使用區塊鏈技術，讓個人資訊內容擁有自主權，
建構虛擬網路生態體系元宇宙，達到去中心化的理想。例如構想在元宇宙中，讓買賣方、借貸人、
募資方或投資方，都能直接進行點對點的去中心金融(Defi)交易；惟此構想能否實現，恐需經長
期的實驗過程。 

頭部 長尾 

產品/服務對象 

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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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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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非金融服務或產品中，例如將支付服務嵌入外送服務 App 中，讓

消費者在用 App點餐時即可同時支付費用，無須交付款項予外送員。 

最近廣受矚目的商業模式則是先買後付 (Buy Now Pay Later，

BNPL)，結合先消費、後支付的應用。當消費者網路購物支付時，可向

BNPL業者辦理小額貸款，以極低或零利率分期付款方式進行消費。 

BNPL業者收入來源是向商家收取服務費，其將信貸服務嵌入零售

服務內，與信用卡分期付款的差異在於，BNPL並不對消費者進行信用

審查21，且消費者逾期未償貸款之滯納金亦較信用卡循環利息還低。 

目前 EmFi 市場服務金融項目除支付外，還包括小額的保險、財富

管理及消費貸款等，據私募基金 Lightyear Capital的預估，2020年 EmFi

的市場規模約 225 億美元，2025 年預計將成長 10 倍達到 2,300 億美

元；其中使用 EmFi 提供的支付服務成長最多，超過 60%(圖 13)，至今，

包括 PayPal、Walmart、Amazon皆已提供該項服務。 

 

                                           

21 以 AfterPay為例，使用者僅須年滿 18歲，並擁有手機門號及銀行帳戶，即可於網路購物的同時，
申辦小額貸款。 

圖 13、EmFi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Lightyear Capit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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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mFi 支付的潛在效益與風險 

EmFi 支付將金融與非金融服務整合於單一介面，設計簡單流暢的

操作流程，提供用戶無摩擦的使用體驗，並透過 BNPL模式，提供低利

信貸，降低客戶在消費時之經濟負擔，有助於提升結帳速度及增加消費

者購物比率22；此外，更可運用大數據，根據用戶使用行為，推出更符

合客戶需求的產品，提升市場競爭力。  

相對於上述潛在效益，EmFi 潛在風險在於，EmFi 業者是提供支付

與信貸的機構，惟受監管程度較傳統金融機構為低，甚至大部分國家均

未納管；未來規模若成長至足以影響整體金融市場時23，可能危及金融

穩定；此外，用戶數據可能有被濫用的疑慮，並可能造成變相鼓勵消費

者無感(過度)消費，加重貸款24，導致資不抵債；且在先行者網路效應

的推波助瀾下，可能演變成少數業者壟斷市場的局面，反而不利於市場

健全發展。未來如何確保 BNPL 經營模式及消費市場的健全性，將是

EmFi 需面對的挑戰25。 

在國內發展方面，目前有經營電商平台的科技業者提供 BNPL 服

務，對於 BNPL 涉及消費者信貸的風險，金融監理機關表示 BNPL 雖

不是特許業務26，但將從風險控管上予以管理，針對電商平台等非金融

監理的對象，將跨部會建議管理方式，未雨綢繆27。 

                                           

22 以加拿大電子商務公司 Shopify為例，其在提供 BNPL服務後，結帳時間提升 4 倍，且消費者放
棄購物的比率降低 28%。 

23 傳統金融機構組織規模龐大且資訊系統相對老舊，在面臨金融科技業者快速崛起時，若未快速進
行數位轉型，即可能被敏捷的對手 EmFi 所取代。 

24 消費者逾期還款時將會面臨什麼問題，大都無所知。 
25 以美國為例，2021 年底，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擔心 BNPL 過熱，已針對多家 BNPL 進行調
查。 

26 授信不是銀行法規定的專屬業務，不只有銀行能做授信業務，其他行業亦可辦理。 
27 彭禎伶與魏喬怡(2022)，「先買後付恐釀風暴 金管會：已示警」，工商時報，12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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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跨境支付 

(一) 現行跨境支付的問題 

目前銀行體系跨境支付除要遵循越來越嚴格的國際反洗錢與反資

恐要求外，也要符合當地的法令規範及資本管制等要求；再者，歐亞美

洲國家彼此支付系統的營運時間不重疊、訊息傳遞也缺乏統一的標準，

支付過程往往需中介機構的處理。尤其匯款至金融基礎設施較不發達的

國家或區域，更需透過多家中轉行處理，程序多、費用高28。 

對於民眾而言，跨境支付可能代表著費用昂貴、處理速度慢，以及

資訊不透明，例如付款人可能無法明確得知何時款項方到對方帳上，收

款人也不知道到匯的款項會被中轉行扣除多少費用。當前跨境支付的痛

點，正是科技業者創新的契機。 

(二) 新跨境支付模式 

圖 14、新跨境支付流程 

 

              資料來源：參考 TransferWise(已更名為 Wise) 

                                           

28 據世界銀行統計，2022 年第 2季全球平均匯費為匯款金額(折算美元)的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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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商業模式之一，係由網路平台業者提供 App，讓用戶操作 App

直接進行點對點(P2P)的跨境支付。其作法是由該平台業者在相關國家

的大型銀行或主要提供支付服務的非銀行機構開戶，提供全球性網路支

付服務。 

當匯款人將款項存入平台業者指定的境內銀行帳戶時，平台業者會

透過其跨境結算網路，通知其國外帳戶將款項撥付給境外的收款人，並

通知收款人領取。為避免國外帳戶餘額不足而發生無法支付的情形，平

台業者會不定期的透過 SWIFT29在其相關國家帳戶間進行資金調撥(圖

14)。 

這種支付模式僅是資訊流的跨境傳遞，匯款人所付的資金及收款人

收取的款項30，實際上則在各自國家的境內處理，所以匯款時間縮短，

快則數十分鐘，慢者次日即可到匯；在費用方面，網路平台業者並提供

優惠的參考匯率31，其所收取一定比例或定額的手續費均較傳統銀行便

宜；此外，還提供交易處理進度的查詢，例如顯示「處理中」或「已到

匯」等友善的通知。此與傳統銀行匯款機制相較，費用便宜、處理速度

快且資訊透明，頗具競爭力，尤其切合外籍移工及一般民眾匯款所需。 

特別要提的是，有些科技業者並不滿足僅在自家的 App 上提供跨

境匯兌的服務，而是想以此金流服務為基礎，拓展其他產品服務。其認

為用戶需要的不僅僅是匯款，還包括國際間消費及投資等，此意味著該

                                           

29 SWIFT 中文全名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提供金融機構發送跨境匯款訊息系統，總部位於比
利時，參加單位有全球 200多國數以千計的金融機構。 

30 收到的款項就是匯款的金額，不似傳統匯款會被中轉行扣除服務手續費。 
31 例如中間匯率(買入匯率與賣出匯率相加除以二)。 



 

16 

 

產業將有跨入金融業務，多元成長的機會32，也凸顯出數位金融持續進

化的過程中，金融業與非金融業的界線，將日益模糊的趨勢。 

有關我國發展情形，2021 年 7 月實施之新修正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開放非銀行業者及非電支機構33得經營外籍移工跨境小額匯兌業

務。至今，金管會已許可兩家兌業者上路34，主要提供東南亞國家間的

跨境匯款，所受理的外籍移工只能匯出不能匯入，並有匯款金額限制35。 

 虛擬資產 

(一) 比特幣原創擬作為支付用途，現已演變成風險性資產 

銀行原是人們依賴的金融中介，是經濟體系強而有力的貨幣支付系

統；惟 2008 年美國華爾街引爆金融海嘯後，有些科技人士對提供中介

信任的大型金融業者有所質疑，其中自稱「中本聰」者企圖擺脫傳統金

融中介體制的束縛，於 2009年推出了「去中心化」架構的比特幣系統；

其試圖創造類似貨幣(money-like)特徵的虛擬資產36，結合加密與分散式

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37)，建構去中心化點對點

(P2P38)支付的作業模式。 

雖然比特幣的設計初衷，係期望發展成一種新型態的電子現金或數

                                           

32 例如國際上辦理跨境匯兌的 TransferWise，已更名為 Wise，2019年 Wise 與提供企業定期付款服
務的新創 GoCardless合作，透過串接 API 的方式運用 Wise 的基礎架構進行跨境匯兌，並讓用戶
適用 Wise 的優惠匯率；Wise 接著與 GoCardless的合作，將服務對象擴張至英國純網銀 Monzo、
德國純網銀 N26、愛沙尼亞銀行 LHV 和法國第二大銀行 BPCEGroupe。2020年 Wise 更拿到英國
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證照，允許平台販售投資產品，讓用戶的款項得到更多的運用。 

33 例如辦理外籍勞工仲介業者。 
34 統振及東聯互動兩家公司。 
35 單筆新台幣 3萬、月累計 5 萬、年累計 40 萬。 
36 或稱加密資產或數位資產。 
37 DLT 不同於傳統以單個中心節點紀錄交易資料，而是採用多個節點共同記錄交易資料，並採用共
識機制將資料同步更新到各節點，確保各帳本資訊一致。DLT 提供點對點(P2P)直接交易方式，
不必透過中心或中介機構處理，因此又稱為去中心化或去中介化的技術。 

38 直接點對點交易，無須銀行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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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貨幣，惟迄今比特幣並沒有展現出取代現金或國家貨幣39的跡象，主

要是因價格波動劇烈，其像雲霄飛車(The Bitcoin Rollercoaster)般的價格

走勢(圖 15)，使比特幣更像是投機炒作的風險性資產，鮮少被一般社會

大眾用於支付(圖 16)。 

 

自比特幣 2009年問世以來，跟隨發

展類似的虛擬資產已有 2萬種40，總市值

仍以比特幣居首占 42%，其餘資產價格

變動多隨比特幣亦步亦趨(圖 17)。近期

因美國聯邦準備體系及其他主要國的貨

幣政策逐步回歸正常化，在全球資金緊

縮下，比特幣價格從 2021 年 11 月新高

點 6 萬 8 千多美元41，快速跌破至 2 萬

                                           

39 係指由央行發行的法定貨幣。 
40 目前有些虛擬資產平台是以中心化架構營運，且非運用加密技術，是以，日本「資金決算法」係
「以電子數位技術為紀錄與移轉」作為該類資產的共同要件，將中心化、去中心化、加密技術或
其他技術等均納入該定義範圍。 

41 近兩年因 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經濟，美國等主要國家央行與財政部持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與
財政政策，受到市場資金充沛及投機炒作的帶動下，比特幣等虛擬資產價格順勢大幅上揚，其中
比特幣價格在 2021 年 11月曾創新高至 6萬 8千多美元，當時數位資產總市值曾達 3 兆美元。 

圖 15、比特幣價格走勢 

 

 
資料來源：CoinMarketCap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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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osse and Mattei(2022) 

0

15

30

45

60

75

大量

使用

較多大

眾使用

特定族

群使用

極少/沒

有使用

不知道

2018 2019 2020 2021

占受訪央行比率(%)

圖 17、主要虛擬資產價格走勢 

 

 

 
資料來源：CoinMarketCap 網站 

0

40,000

80,000

美元 比特幣

0

3,000

6,000 以太幣

0

400

800

2020 2021 2022

幣安幣



 

18 

 

美元以下42；目前虛擬資產總市值已跌破 1兆元43(圖 18)。 

 

依據彭博(Bloomberg)2022 年 5 月統計數據分析，比特幣與標準普

爾 500指數的相關係數，達到創紀錄的 0.8244；近期比特幣如風險性資

產遭到拋售，正顯現其性質由幣變股45的結果。惟股票與比特幣最大不

同之處在於股票價格代表公司價值，而公司價值主要在評價其能否提供

對實質經濟有貢獻的產品或服務；因此，比特幣須證明本身亦具有實質

價值，未來才能在投資市場46占一席之地，至於要回頭走支付路線，恐

不可行47。 

                                           

42 2022年 11月價格跌至 17,000 多美元。 
43 特別是近期接連出現美元穩定幣 TerraUSD(UST)崩盤、美國虛擬資產借貸平台 Celsius Network 無
預警凍結客戶資金及以虛擬資產為主的對沖基金三箭資本(Three Arrow Capital)及 FTX 平台破產
等事件，致比特幣等虛擬資產價格大幅滑落。 

44 相關性為 1，意味著兩種資產完美同步移動；負 1 表示它們朝完全相反方向移動。 
45 源自 2022 年 5 月紐約時報對加密資產價格暴跌的評價。比特幣走勢越來越像股票，原因之一是
大型投資機構在比特幣交易裡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另一大玩家是對沖基金。這些大型玩家的介
入，讓比特幣的交易性質已產生變化，當這些大型投資者對未來經濟樂觀時，就會買入比特幣，
在他們恐慌時賣出，操作邏輯和股票一致。 

46 投資市場是由眾多投資人根據自身的決策所展現的結果，而該決策其實不只是理性的判斷，更多
的是人性以及貪婪情緒間的交戰。 

47 比特幣不適合作為支付工具除因價格波動劇烈外，亦因其工作量證明耗費巨大能源，多年來受到
重視環境的人士、團體不少批評，加上交易的延遲很長，使用上非常不便利。《富比士》指出，
倘若比特幣系統是一個國家的話，運轉這個網路耗費的能源足以在全球排上第 30 名。比特幣一
次交易所花的能源，相當於 Visa 的 50 萬倍以上，且每筆交易需要等上 10 分鐘，而 Visa 只要一
秒就能夠完成交易。 

圖 18、虛擬資產市值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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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穩定幣有作為支付工具的潛力，惟關鍵在獲取信任 

1. 法定資產擔保的穩定幣，可能有未來發展性 

由於比特幣等虛擬資產的價格波動劇烈，已演變成高投資風險的資

產，不適合用於支付，科技業者爰朝降低價格波動的方向努力，推出另

類虛擬資產—穩定幣(Stablecoin)，以自行設計的機制發行，試圖讓價格

釘住美元或其他國家主權貨幣以維持 1:1的兌換關係，期望在虛擬世界

交易中替代貨幣使用48，並企圖在未來跨入實體經濟提供支付服務。目

前穩定幣占所有虛擬資產價值的 18%，其中前三大分別 USDT、USD 

Coin (USDC)及 Binance USD (BUSD)49(圖 19)。 

 

穩定幣主要有三種類型：1.以法幣(目前主要為美元)擔保者50；2.以

其他虛擬資產擔保者51；3.無資產擔保以演算法為基礎者。其中第 3 類

                                           

48 穩定幣最初推出的背景，係因當時直接用美元購買加密資產並不方便，須透過銀行體系將美元匯
款至交易平台(包括境外平台)，過程耗時、手續費不便宜，且須受反洗錢/反資恐(AML/CFT)等規
範。如果改用穩定幣買賣加密資產，便可繞過銀行體系，直接在交易平台上完成，此會衍生洗錢
/資恐等風險。 

49 USDT、USDC及 BUSD 分別為 Tether公司、Circle 公司及幣安交易平台(與 Paxos 公司合作)所發
行的美元穩定幣；均採法幣擔保的機制。 

50 有的除法幣外，可能還有合格金融商品擔保，如國庫券、公債等。 
51 以比特幣或以太幣等虛擬資產為擔保。 

圖 19、穩定幣市值比較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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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產擔保，純由發行商自行設計的演算法調控供給，試圖維持與法幣

1:1 掛勾，惟該設計很難證明有效性，常遭人質疑其價格能否維持穩定

52，因此部分司法管轄區(如新加坡)認定其僅為一種加密資產而非穩定

幣53；至第 2類雖有比特幣、以太幣等擔保，但因該等資產本身價格亦

浮動不已，即使宣稱有超額擔保，但如果價格浮動過於劇烈，也很難維

持穩定；未來穩定幣發展可能以第 1類法幣擔保者為主。 

上述市占率前三大的 USDT、USDC及 BUSD均是以美元擔保的穩

定幣，目前除 USDC尚能持續維持 1:1的穩定兌換外，USDT及 BUSD

其他兩種價格仍有波動性(圖 20)。  

 

USDC 之所以能維持 1:1 的穩定兌換關係，是因其管理公司54保證

發行人帳戶確有足額的美元儲備以支應隨時兌換(圖 21、圖 22)。惟該

管理公司本身尚未受到妥適的監理，後續能否照現行方式持續自律管

                                           

52 2022年 5月 12日最大演算法穩定幣 TerraUSD(UST )因其月亮幣(Luna)崩盤，衝擊其他虛擬資產
下市壓力及比特幣價格大幅滑落等，讓人對虛擬資產涉及的市場波動性及風險感到擔憂。 

53 MAS(2022)。 
54 USDC 由 Centre 公司管理，Centre 公司為 Coinbase 與 Circle 的合資公司，負責穩定幣發行架構
的治理；該架構允許多個發行人，且可發行多種幣別的穩定幣；目前 Circle為美元穩定幣 USDC

唯一的發行人，且亦為歐元穩定幣 EuroCoin (EUROC)的發行人。 

圖 20、USDT與 BUSD的價格走勢 

 
資料來源：CoinMarketCap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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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確保足額的美元儲備，尚待觀察。 

圖 21、美元兌換成 USDC的作業流程 

 
 

圖 22、USDC兌換成美元的作業流程 

 
 

2. 符合監理要求的穩定幣，方能取得大眾的信賴 

美國經濟學家 Hyman Minsky說過「每個人都可以創造貨幣，但問

題在於別人是否接受」。事實上，接受的關鍵在於信任，而穩定幣要獲

得信任，在於其是否受到妥適的監理，讓用戶感到獲得與其他貨幣形式

(如商業銀行貨幣或電子貨幣)同等的保護，尤其須確保穩定幣在承平時

期或危機時期，都能平穩地按面額 1:1兌現，以及及賦予穩定幣使用者

明確的兌現權利等；此外，還須避免外溢風險，因穩定幣的擔保資產也

有可能是傳統金融商品，例如商業本票、公司債等，如規模擴大，一旦

發生擠兌，可能導致這些擔保資產被迫在市場上變現，而波及到傳統金

融市場，進而影響實體經濟。 

用戶 USDC 

發行人 

銀行帳戶 銀行帳戶 

錢包 USDC智能合約 

○1 用戶將美元存入 USDC發行人的

銀行帳戶 

○2 發行人使用 USDC智能合約創建

等值(1:1)的 USDC 

○3 新發行的 USDC交付用戶，發行

人銀行帳戶中的美元則留作儲備

金 

○1  

○2  
○3  

用戶 USDC 

發行人 

銀行帳戶 銀行帳戶 

錢包 USDC智能合約 

○1 用戶向 USDC 發行人發送兌回訊

息，要求將等值 USDC 兌換成美

元 

○2 發行人使用 USDC 智能合約銷毀

等值(1:1)的 USDC 

○3 發行人從其美元儲備金中將等值
美元發送回用戶的銀行帳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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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穩定幣發行人的資產負債表結構來看，其向不特定大眾吸收的款

項，如以活期存款(可隨時提領的現金)或購買短期債券(可隨時變現)為

擔保，則是記載在資產(借方)，負債(貸方)則是流通在外的穩定幣，這

樣結構類似一家電子貨幣發行機構55，例如 USDC主要是以存放在銀行

的美元存款為擔保資產56。如果發行人還廣泛投資其他資產，甚至辦理

放款業務，則類似經營一家銀行(圖 23)，例如 USDT除現金、銀行存款

及國庫券外，還投資商業本票、基金、虛擬資產及辦理擔保放款57。 

 

針對穩定幣作為支付工具58，目前主要國家均參考金融穩定委員會

(FSB)及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等國際組織59

                                           

55 類似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的電支機構。 
56 CENTRE Consortium(2021)與 Grant Thornton(2021)。 
57 Tether(2022)。 
58 穩定幣是向不特定大眾吸收法幣，並承諾持有人可按面額 1:1兌現成法幣，試圖讓價格維持穩定，
有作為支付工具的潛力；其運作方式類似電子貨幣機構(或電支機構)發行的儲值工具或銀行存
款。 

59  CPMI and IOSCO (2022),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to 

Stablecoin Arrangements,” Jul. 13; FSB (2022), "Review of the FSB High-leve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gulation, Supervision and Oversight of Global Stablecoin Arrangements," Oct. 11.; G7 (2021),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Statement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s) and Digital Payments,” Oct. 14。 

圖 23、USDT的資產負債組成 
(2022年 6月 30日) 

資產 負債 

美國國庫券 43% USDT 100% 

商業本票與定存 13%   

貨幣市場基金 10%   

現金與銀行存款 8%   

擔保放款 7%   

公司債、基金及貴金屬 5%   

其他投資(含虛擬資產) 14%   

資料來源：Teth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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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範」原則研議監理措施；例如，

歐盟擬套用現行電子貨幣的法律架構、美國擬要求支付型穩定幣發行人

須為存款機構、英國則擬要求具系統重要性穩定幣須符合與商業銀行貨

幣同等的監管標準等 。 

相對地，未來穩定幣能否穩健發展的關鍵，亦在於業者是否建立符

合監管要求的治理機制，並發揮創新優勢，進而取得大眾的信任。否則，

其將如現狀，僅能在虛擬世界中作為炒作虛擬商品或資產的交易媒介，

很難跨入實體經濟充當支付工具60。 

 央行數位貨幣 

(一) 大多數國家已著手研究央行數位貨幣(CBDC) 

面對不可逆的數位支付發展趨勢及私人發行穩定幣對傳統貨幣的

挑戰，各國央行也紛紛著手進行 CBDC的研究與試驗，如經試驗可行，

可望成為未來數位時代的國家貨幣。 

依據 BIS 於 2022 年發布的調查報告61指出，過去 5 年間全球研究

CBDC 的央行家數比率逐年增加，本次調查已達到 90%；其中有 62%

央行正進行實驗或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POC)，而 26%央行進展

到開發或試點(pilot)，幾乎為 2020年的兩倍。此外，同時研究批發型及

零售型62CBDC的比率也大為增加(圖 24) 

                                           

60 目前虛擬世界中 DeFi，係透過智能合約提供比特幣等虛擬資產的金融服務(包括借貸及其他金融
交易等)，這些 DeFi 交易大都仰賴穩定幣作為支付工具。惟該等交易純粹是虛擬資產(各種虛擬
代幣)間之交易，主要在為虛擬資產價格造市，不同於傳統金融市場是以實體經濟交易為基礎。 

61 Kosse and Mattei(2022)。 
62 支付系統依所處理的交易性質，可分為批發型支付系統與零售型支付系統；CBDC 亦分為銀行間
支付用的批發型 CBDC，以及供社會大眾用於各種支付的零售型 CBDC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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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BDC的效益 

1. 普惠金融 

由於新興國家的支付基礎設施通常較為缺乏或不發達，CBDC可作

為促進普惠金融的一種手段。另外，少數國家現金使用顯著減少，CBDC

可替代現金使用。 

2. 促進支付系統穩健、互通運作 

部分國家支付市場被少數民間業者壟斷，CBDC可讓民眾在支付的

選擇上更有彈性。此外，可以促進支付體系互通，使整體支付系統的運

作更為穩健便利。 

3. 防範非法活動 

CBDC能追蹤資金流向，有助於分析整體市場的經濟活動，且可讓

洗錢、資恐、逃稅等非法活動的相關交易無所遁形。 

圖 24、BIS調查全球央行 CBDC的進展情形 

  
資料來源：Kosse and Mattei(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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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助政策執行 

例如政府為刺激消費發放補助金及社會福利等，若採用 CBDC 作

為支付工具，可廣納所有民眾使用，包括無銀行帳戶族群，讓相關政策

的執行更有效率。 

(三) CBDC的挑戰 

1. 避免去金融中介化 

如果民眾大量將銀行存款轉換成 CBDC，會有去金融中介化的疑

慮。因此，央行在 CBDC的設計上係採雙層式架構，由央行發行 CBDC

給銀行，再由銀行負責流通給民眾，並規劃：(1)對用戶的 CBDC 交易

量及持有總量之上限，加以管制，以防止銀行存款大量流失；(2)以無息

方式發行，視同數位現金63。透過這些設計，讓 CBDC的發行不致影響

金融穩定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2. 與其他支付工具共存 

CBDC並非用來取代銀行存款帳戶及其他電子支付工具，而是與這

些支付工具共存。不過，CBDC在某些面向可能更具優勢，例如 CBDC

的進入門檻低64，對比開立銀行帳戶的 KYC 流程，CBDC 在限額以下

可採不記名方式處理，民眾只需要有一組行動電話號碼就能開立基本款

的 CBDC錢包65，並使用相關金融服務。 

3. 效率與創新 

相較於銀行存款及其他由民間提供的電子支付工具，均以商業利益

                                           

63 CBDC可以有計息設計，惟實施初期以不計息發行，避免影響金融穩定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64 只要想持有 CBDC者皆可向銀行申請開立 CBDC錢包，依限額大小可分為記名及不記名錢包。 
65 雖然為符合反洗錢規範，這類錢包有額度限制，但很適合給現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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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央行發行的 CBDC 則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央行發行 CBDC

除可普惠金融外，亦可對提供 CBDC 服務的民間業者，營造公平競爭

的環境，以公私協力方式建立高效率與創新的支付生態體系；可程式化

貨幣66 (Programmable Money)也是 CBDC在未來發展上的重點；此外，

國際間也正在探討 CBDC 如何用於改善跨境支付，惟須先擬定 CBDC

的國際應用標準、解決系統間互通性及司法管轄權所涉及法律規範等問

題，方能進一步研議具體方案。 

(四) 目前主要國家均無正式發行 CBDC的時間表 

CBDC的推動，不只是現金數位化，還需要滿足未來支付服務的需

求(包括改進跨境支付)，此將涉及零售與大額支付系統的革新、金融穩

定及貨幣政策的執行，所以主要經濟體研究 CBDC 並非基於競賽搶先

發行，而是要確保 CBDC的發行符合政策期望及大眾需求。 

目前主要經濟體央行均尚在研究或試驗階段，即使積極進行試驗的

瑞典及已在進行試點的中國大陸，迄今也沒有宣布正式發行的時間表。 

(五) 我國推動 CBDC研究進程與國際腳步一致 

我國央行早在 2019 年就規劃批發型及零售型兩種研究計畫，2020

年 6 月完成第 1 階段技術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分析批發型 CBDC 應用

去中心化技術(DLT)的潛力與局限性67。同年 9 月進行第 2 階段通用型

CBDC試驗計畫，為符合運作效能需求，技術架構是採中心化作業，部

分功能結合 DLT的設計，並於封閉環境68中模擬 CBDC零售支付場景；

                                           

66 例如可用在發行數位券，以程式設定使用範圍及使用期限等。 
67 研究結果顯示，DLT 運作效能尚無法滿足支付交易高頻、大量且需即時清算的要求。 
68 係指尚未開放與銀行正式營運系統連線作業，而是另於一獨立封閉的環境與銀行的測試系統進行
各種情境的模擬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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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階段已於 2022年 6月完成，且於 6月 29日財金公司「111年度金

融資訊系統年會」中展示試驗成果69，展示內容已剪輯成影片公布於央

行官網70，以供大眾點閱。 

央行後續將以第 2階段試驗結果為基礎，進行意見調查，並規劃三

項工程(圖 25)：(1)廣泛溝通，以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2)精進平台設

計，採用更穩健成熟的技術；(3)研議堅實的法律架構，訂定法制規範；

以週延推動 CBDC研究計畫。 

 

                                           

69 展示的情境或場景包括：開立 CBDC錢包、CBDC與存款帳戶之兌換、CBDC與新台幣現鈔之兌
換、CBDC 與外幣現鈔之兌換、CBDC 個人間(P2P)轉帳、CBDC 移工跨境小額匯款及 CBDC 及
數位券之消費支付等支付場景。其中 CBDC 移工跨境小額匯款是由金融機構提供友善的介面，
如外國語文的 APP，讓外籍移工在取得 CBDC後，可線上向銀行辦理跨境小額匯款且匯費較低。 

70「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試驗展示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wzawLq0UOA。 

圖 25、CBDC研究計畫下一階段三項工程的規劃 

1. 發展 CBDC需政府機構、使用者、

產業界(金融機構與電支機構等)及

學術界等的參與及支持。 

2. 在系統建置部分，除符合交易量能

需求外，還需在系統完整性 1、作

業健全性 2及強韌性 3方面，進行

大量的技術開發與評估工作。 

3. 在完成意見調查與系統建置評估

過程中，須研議法律架構，賦予

CBDC法償貨幣的明確法源，並制

定反洗錢、反資恐、隱私保護、資

安防護及爭議責任歸屬等規範，以

增強市場對 CBDC的信任。 

01(已完成) 
技術研究 

1. 
廣泛溝通，

以獲得社會

大眾的支持 

02(已完成) 
 試驗計畫 

廣納意見 

2. 
精進平台設

計，採用更

穩健成熟的

技術 
3. 

研議堅實的法

律架構，訂定

法制規範 

註：1. 完整性(integrity)：CBDC 須有強大的資安保護機制，以確保系統正確運行，不會發生未經授權的

操控。 
2.健全性(robustness)：CBDC 要能維持營運不中斷，能 7x24 持續運作，隨時都能正常提供服務。 
3.強韌性(resilience)：CBDC 要有能力去抵抗、承受各種不利的情況(如斷電、網路斷線)，並能從中

復原。 

資料來源：央行 CBDC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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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數位支付發展加速銀行業與非銀行業的競合 

科技加速支付數位化的演進，除銀行持續精進支付服務外，非銀行

的科技業者亦積極參與支付及其他金融業務，與傳統銀行形成競合關

係；未來的監理方向須建立負責任創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及公平

競爭的環境，讓銀行與非銀行業者能在公平基礎上競爭與創新。 

 銀行精進支付服務以滿足大眾即時收付需求 

自15世紀以來，銀行一直是支付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諸如設立ATM

供民眾領現、轉帳，以及發行信用卡、金融卡等方便大眾日常支付，皆

是以銀行帳戶為基礎提供的支付服務。由於民眾對使用者體驗的要求日

漸提升，銀行業紛紛進行數位轉型，例如開發行動銀行 APP、提供手機

門號轉帳及導入具生物辨識功能的支付等，希望藉由創新、便捷的服務，

增加自家銀行客戶的黏著度。 

另外，在跨行支付方面，有些國家

因缺乏整合性的共用平台，境內不同地

區間跨行轉帳無法直接即時處理71，致

款項可能需數天方能到帳。為精進銀行

支付服務，近年各國相繼發展快捷支付

系統(Fast Payment System, FPS)，提供

24小時、即時的跨行服務。根據 BIS於 

2021年統計，全球已有超過60個的國家/地區建置快捷支付系統(圖26)，

例如澳洲、香港與歐洲等自 2017年起陸續推出，美國則預計於 2023年

                                           

71 歐美等國家幅員廣大，且未有單一結清算中心(如我國財金公司)，致不同區域的跨行轉帳還需透
過轉出行及轉入行以外的第三方中介代理，故款項無法即時收付。 

圖 26、各國相繼建置快捷支付系統 

 
資料來源：BI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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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表 3)。 

          表 3、主要國家/地區快捷支付系統上線時程 

年份 國家(地區) 系統(服務) 

2001 南韓 
Electronic Banking System(2001)、 

CD/ATM System(2007) 

2006 馬來西亞 Instant Transfer 

2008 英國 Faster Payments Service (FPS) 

2010 中國大陸 Internet Banking Payment System (IBPS) 

2014 新加坡 Fast And Secure Transfer (FAST) 

2015 瑞士 Twint 

2017 澳洲 New Payments Platform (NPP) 

2018 香港 轉數快(Faster Payment System) 

2018 歐元區 TARGET Instant Payment Settlement (TIPS) 

(預定)2023 美國 FedNow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我國財金公司 1987 年發展

的 ATM跨行轉帳系統及 2003年

推出的企業跨行匯撥(FXML)系

統即屬快捷支付系統，早於其他

主要先進國家；該公司後續建置

的跨行金融資訊相關系統，例如

繳費稅平台及跨機構共用平台72

等，亦基於快捷支付的基礎而發

展。2022 年 1 至 11 月財金公司

整體系統處理支付交易金額高達

新台幣 179 兆元，較上年同期增

                                           

72 跨機構共用平台請參閱本文第 9頁。 

圖 27、財金公司整體系統交易金額 

 
資料來源：本行、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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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8兆元(圖 27)。 

 非銀行科技業者帶動支付生態體系改變 

(一) 與銀行業者形成競合關係 

過去十年來，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與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陸續

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這些科技業者在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有的直接與

銀行競爭，有的則選擇與銀行合作，形成競合關係。 

一般而言，Fintech 受限於資本規模，大都專注於提供特定支付服

務，常見的服務模式係由 FinTech擔任買、賣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居

中確保買賣雙方交易順利進行，並透過連結銀行帳戶、信用卡、儲值卡

或電支網路帳戶等方式，提供用戶便利的支付服務73；近年隨著智慧型

手機及行動網路的普及，FinTech 亦藉由行動技術的發展，提供行動支

付相關服務。此外，有些 FinTech專注在提升用戶跨境支付的效率，提

供有別於傳統跨境支付須經銀行體系層層中介處理的服務74。 

至於 Bigtech，因具備數據分析 (Data Analytics)、網路外部性

75(Network Externalities)、多樣業務活動(Activities)的特性，使其擁有不

容忽視的 DNA競爭力。其意圖透過自己營運的支付平台發行穩定幣76，

作為進入支付市場的立足點，之後再拓展至融資、理財等金融服務領域

(表 4)，與銀行的競業關係愈趨明顯。 

 

                                           

73 美國 PayPal 公司曾擔任 eBay拍賣網站的第三方支付業者。 
74 如本文參、三、(二)所介紹的新跨境支付模式。 
75 又稱網路效應，意指一個產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總使用人數。換句話說，越多人用這個產品，它的
價值就越高。大型科技業者擁有廣大用戶基礎，透過其網路的傳播，容易發揮網路效應。 

76 穩定幣之介紹如本文參、四、(二)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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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國際間主要大型科技公司涉及之金融服務領域 

核心業務 代表公司 支付 融資 
活存帳
戶管理 

資產 
管理 

保險 

電子商務 
Amazon V V V  V 

阿里巴巴 V V V V V 

社群媒體 
臉書 V V    

騰訊 V V V V V 

搜尋引擎 
Google V V   V 

百度 V V V  V 

手機通訊 
Apple V     

Vodafone V V V   

     資料來源：BIS(2019) 

(二) Bigtech具有壟斷或主導支付市場的能力 

Bigtech除具 DNA優勢外，其市值規模亦大於金融機構(圖 28)，使

其提供支付服務的機會深具潛力；如藉由點對點匯款設計，繞開金融機

構轉匯過程，讓消費者享受到更快速、便宜的支付服務，特別在跨境支

付方面，其全球性網絡更可能被金融不普及的國家或區域廣泛使用77。 

 

                                           

77 現行金融體系的跨境支付除由匯款行及受匯行處理外，中間移動過程很高的比率是透過轉匯行進
行；惟自 2011年~2018年間，全球所有區域皆面臨轉匯行減少的趨勢 ，估算減少家數約有 20%。
由於轉匯行在全球各地的撤退，造成跨境支付成本的提高，甚至影響某些金融不普及的國家或區
域民眾無法取得金融服務，導致未受監管的大型科技公司支付網絡可能被廣泛的使用。 

圖 28、大型科技公司及金融機構之市值規模 

 
資料來源：Yahoo! Finance 網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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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igtech 所掌握客戶的金流及交易資訊，比金融機構只能掌

握客戶金流相較，更能完整分析個別消費者的習性，進而可能洞悉市場

全貌，大幅提高競爭優勢，使市場發生結構性改變，進而可能壟斷或主

導市場。 

(三) Bigtech 因涉及風險層面廣泛而受到各國關注，未來監理方向旨在

建立負責任創新及公平競爭的環境 

Bigtech 憑藉以往資訊技術成功的經驗，投身支付等金融服務並非

難事；然而，資訊服務與金融服務的本質不盡相同，一旦處理不當，規

模龐大的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對消費者隱私與權益的保障、金融穩定、市

場公平競爭及洗錢防制等帶來重大風險，因而引起各國主管機關的關

注。 

從目前國際監管趨勢來看，將會針對科技帶來的金融創新業務，提

出負責任創新的要求，監管架構將以業務活動為基礎並聚焦於風險管理

(activity-based 及 risk-focused)，所以任何機構(不論是金融機構或科技

業者)，只要是相同業務、相同風險，均適用相同規範，讓銀行(包括大

型國際金融機構)與非銀行機構(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均能在公平基礎上

競爭與創新。 

基於公平競爭，有些區域的金融監理機關允許科技業者持有銀行執

照，經營金融業務。相對地，也有些業者希望取得銀行執照以獲得優勢，

這些優勢包括 1.取得低成本資金及更廣泛的金融安全網(例如取得最後

融通的資格)2.降低與銀行合作的需求 3.取得銀行執照所賦予的信譽與

信賴感 4.透過公司市值的提高，獲取潛在的財務報酬等。 

目前持有銀行執照的科技業者大部分集中在亞洲，中國大陸為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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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要是有關當局對於科技業者開始提供支付相關服務時，是持開放

態度，不予管理，至其擴至借貸等其他金融領域，危及傳統銀行體系穩

健營運時，始制定嚴格的監管要求，包括須取得銀行執照以納管等78。  

因應 BANK3.0，有些傳統銀行已積極進行數位轉型的改革，未來

科技業者，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如降低與傳統銀行合作的需求，並獲得

金融監理機關允許進入銀行體系79，以其技術與創新的優勢可能影響當

前支付生態體系，進而帶動其他金融業務的改變，使傳統銀行面臨嚴峻

的挑戰。而 BANK4.0的到來，正是呼應未來銀行優勢不再，布局創新、

主動、友善、安全及普惠的數位服務才是王道，屆時可能重塑金融支付

服務的樣貌及體系。 

                                           

78 最典型的案例是要求阿里巴巴集團中提供小微金融服務的單位須成立網銀(中國銀監會在2014年
9 月 29日在官網發布通知，批准阿里巴巴下提供小微金融服務的公司成立浙江網銀)。 

79 例如取得銀行執照或特殊目的機構的執照而進入銀行體系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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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總結 

一、科技加速支付創新的進程 

經濟個體從事任何交易活動，均涉及金流，所使用的支付工具型態

隨著 BANK1.0~BANK4.0的發展，從實體走向數位；同時，創新的進程

也因科技帶動而加速發展。 

15世紀開始 BANK1.0時代，主要是由實體銀行提供臨櫃服務，並

受理現鈔及票據等實體支付工具，BANK1.0 約延續了近 500 年；其後

在數位科技的帶動下，陸續開展了 BANK2.0 至 BANK4.0 的數位支付

的時代；然而，從 BANK2.0 走向目前的 BANK3.0 不過是 50 多年光

景，至於未來從 BANK3.0 完全走向 BANK4.0，可能僅需 5 年至 10 年

的時間。 

二、卡式支付是過去數位支付的主流，行動支付則是現在推動的重點 

20 世紀中期第一台 ATM 於倫敦誕生，開啟了 BANK2.0，銀行也

透過 ATM及網路銀行延伸了實體分行的服務。同期，金融服務也隨著

科技的發展，陸續推出各類卡式支付工具；信用卡是 Pay After，金融卡

是 Pay Now，儲值卡是 Pay Before，三種不同 Pay功能的支付工具發展

完備。至 21 世紀初，隨著智能手機技術的成熟及使用率的普及，加上

雲端、大數據等科技發展，全球進入 BANK3.0，行動支付因應而生。 

雖然卡式支付目前仍普羅大眾使用，然受到行動商務及疫情等因素

的影響，行動支付將逐漸取代卡式支付，至 2025 年，行動支付不僅在

網路購物，甚至連實體店面消費亦將大幅領先卡式支付之使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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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ANK4.0帶來未來數位支付的多元創新 

卡式支付是 BANK2.0 的支付主流，行動支付則是 BANK3.0 的推

動重點。值得注意的是，當 BANK3.0 發展還在全球方興未艾之際，

BANK4.0 已逐漸受到市場的關注。BANK3.0 及 BANK4.0 所應用的科

技大都是行動裝置、雲端、大數據、AI或區塊鏈技術等，差異不大，但

經營理念及方式則大不相同；未來的數位支付仍是以行動裝置為載體，

但產品設計與服務場景將有很大的不同。 

未來數位支付創新的營運模式可能有內嵌式金融支付、跨境支付的

革新、虛擬資產穩定幣及央行數位貨幣等。其中央行數位貨幣因涉及國

家主權貨幣數位化的議題，影響層面廣泛，所以主要經濟體均審慎研議

推動。我國央行也已完成批發型及零售型兩種研究計畫，後續將進行意

見調查，並規劃：1.廣泛溝通，以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2.精進平台設

計，採用更穩健成熟的技術；3.研議堅實的法律架構，訂定法制規範等

工程，以週延推動 CBDC研究計畫。 

四、未來數位支付發展可能加速銀行與非銀行科技業者的競合，金融監

理機關應持續關注國際監管發展方向，以期建構負責任創新及公平

競爭的環境 

科技加速支付數位化的演進，除銀行業持續精進支付服務外，非銀

行的科技業者亦積極參與支付及其他金融業務，彼此形成競合關係，可

能改變金融生態體系的結構。同時，也凸顯出數位金融持續進化的過程

中，金融業與非金融業的界線，將日益模糊的趨勢。 

科技創新開啟了科技業者發展數位支付的機會，但同時也為消費者

及金融體系帶來了的風險。事實上，數位支付的發展並沒有改變金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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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者的核心使命，其主要目標仍為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健。若忽視金融

穩定與整體風險，可能對維繫金融體系的信任造成損害，如此，數位支

付創新的潛在效益便無法彰顯。 

迄今為止，科技發展尚未導致金融監管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然而，

主管機關正在尋求一種平衡，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也希望開創負責任創

新的監管機制，將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降至最低。尤其近年民間大型科

技公司企圖發展全球性的支付系統80，衍生的風險更是涉及不同司法管

轄的國家或區域，因此，跨國協調一致的監管趨勢，對於全球性風險的

控管至關重要。此外，目前主要國家之金融監理機關在評估不同機構進

行相同業務活動可能產生的風險，通常會考慮相關監管要求是否對市場

既存者與新進入者形成不合理的落差，因而產生監管套利，形成不公平

競爭；基此，如何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亦是未來監管重點。 

我國目前對卡式支付及行動支付均有適用的法規，供銀行業及非銀

行業電支機構等遵循，至於針對數位支付未來發展，如內嵌式金融支付、

新型跨境支付及虛擬資產穩定幣等均尚未研議相關規範，爰金融監理機

關應持續蒐集國際組織等建議的監管方向或原則，適時訂定符合國情之

監管措施，俾建構負責任創新及公平競爭的監理環境，讓未來支付的創

新能降低交易成本、增進金融普惠，同時符合防制洗錢、客戶權益保障、

隱私保護及資安防護等要求。 

                                           

80 例如之前臉書規劃發行 Libra，其目的是想成為全球性的通貨或支付系統，後因無法符合相關國
家監管要求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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