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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工具與投資標的設計，尤其是財務槓桿

風險極高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斷推陳出新，外加各種資本的容易集中與跨國流

通的電子化，讓現代經濟的短期交易，從熱絡交易到崩盤可以迅速變化，轉眼間

便引發經濟危機，讓政府無法適時反應，這是自由經濟制度下無法避免的現象。

為了促進金融穩定，確保貨幣政策有效運作之基礎，平時即應持續監控金融體系

及總體經濟金融環境之發展，可即時瞭解可能影響金融體系穩定之潛在弱點與風

險，提供金融主管機關及市場參與者及早採取因應措施，避免金融不穩定情形之

發生。 

在現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之際，強化大數據整合分析系統協助金融監管體制

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與核心內容，運用科技構建新的

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是當前推進金融穩定十分重要的出發點。因此，借助大數據

共用資訊平台協助新的金融監管體制，絕對有利於強化大數據整合分析系統，提

升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促進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針對大

數據在金融穩定的應用方面，本研究建議工作項目有四： 

1. 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平台。 

2. 發展大數據監測模型。 

3. 政府資料開放應用和安全管理的機制。 

4. 推動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創新思維。 

 

傳統上，各監管機構分散管理，藉由定期指標觀察與統計，分責處理風險問

題，但在現今科技發展當下，整合各指標與資料，已不再是技術問題，各資料權

責單位應拋開本位主義，藉由金融共用平台整合資訊，透過大數據的監測分析，

不僅可以評估風險，更可預測未來，將大數據運用至金融體系，便可將利益與風

險控制在平衡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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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導論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工具與投資標的設計，尤其是財務槓桿

風險極高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斷推陳出新，外加各種資本的容易集中與跨國流

通的電子化，讓現代經濟的短期交易，從熱絡交易到崩盤可以迅速變化，轉眼間

便引發經濟危機，讓政府無法適時反應，這是自由經濟制度下無法避免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大蕭條(1929~1933)，美國紐約的證券

交易崩盤開始，到最近霸凌(Barings)1992-1995 高風險槓桿炒作與掩蓋，雷曼兄

弟(Lehman Brothers)2008 年次貸危機的倒閉，房地美(Freddie Mac)及房利美

(Fannie Mae)2008 年危機不僅波及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連累到亞洲四小龍，

其連鎖效應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投下一顆震撼彈，經濟學家開始質疑當今的

金融體系與操作是否為人類帶來危機，新的經濟思想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各種學

派挑戰資本主義。 

近觀二、三十年來，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各種金融與經濟危機也對經濟發

展造成許多衝擊。除了美國於 2007~2008 年間的次貸風暴，影響擴及歐盟、日本

等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場，引發流動性危機，導致許多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政府

所接管，造成全球經濟大衰退；在此之前，日本於 1990 年代的泡沫經濟，其衝

擊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停滯，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其餘波效應到現在還影

響著整個日本的經濟；泰國於 1997 年大量「熱錢」流入形成的泡沫經濟，打破

了「亞洲經濟奇蹟」的假象，連帶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南韓、俄羅斯甚至拉丁美

洲的經濟，隨後政府倒台造成民主倒退；在此之後，2010 年於歐元區引發的歐

債危機造成歐洲各國經濟的信心危機等等。上述經濟金融危機，都有著連帶關係，

所引發的後續連鎖效應也相當驚人。因此，如何讓金融與經濟維持穩定，是政府

與金融機構需要謹慎執行的政策目標。 

在 2008 年全球爆發機的局面下，2009 年 4 月初倫敦會決議設立一個全球的

金融監管體系，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在此背景下應運

而生，專家稱其為“全球央行”。2009 年 6 月 27 日，這個根據 G20 峰會決議設立

的“全球央行”正式開始運作，倫敦金融峰會決定新建金融穩定委員會取代金融穩

定論壇。新機構下設機構擴大，職能更為廣泛，將承擔全球金融監管體系改造這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501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94681/199468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94681/1994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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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任。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具體職能包括：評估全球金融系統脆弱性，監督各國

改進行動；促進各國監管機構合作和資訊交換，對各國監管政策和監管標準提供

建議；協調國際標準制訂機構的工作；為跨國界風險管理制訂應變計畫等。為履

行好這些職能，金融穩定委員會設立全體會議和指導委員會，同時成立三個常設

委員會—脆弱性評估委員會、監管和管理合作委員會以及標準執行委員會。另外，

金融穩定委員會成立一個工作組以推動跨境風險管理的落實。在金融穩定委員會

開始運作後對新聞界表示，有必要對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行監管。各國自倫敦

金融峰會舉行以來在對沖基金、評級機構、激勵機制和會計準則等監管方面都有

了良好的進展，金融穩定委員會將繼續加強對未來進程的監控。 

當前，金融市場主體數量快速增長，市場活躍度不斷提升，社會資訊量爆炸

式增長，數量龐大、來源分散、格式多樣的巨量資料對政府服務和監管能力提出

了新的挑戰，也帶來了新的機遇。既要高度重視資訊公開和資訊流動帶來的安全

問題，也要充分認識推廣資訊公開、整合資訊資源、加強資料運用對維護國家金

融穩定、提高經濟社會運行效率的重大意義。如能充分運用大數據的先進理念、

技術和資源，應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戰略選擇，更是提高政府服務和監管能力的

必然要求，有利於政府充分獲取和運用資訊，更加準確地瞭解金融市場主體需求，

提高服務和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 

本研究基於上述理念，首先在第貳章介紹大數據的含義、特徵及產生背景闡

述，之後說明金融穩定在利用大數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參章則介紹世界主要

國家及我國在管理金融資料的制度，及應用大數據於金融穩定做一概要介紹。第

肆章探討應如何利用各金融單位業已收集的各類大數據，研發事前所發生的各類

金融崩盤跡象的風險預測模型，結合大數據的技術優勢提出構建穩定金融市場的

框架，同時提供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的架構建議。第伍章為綜合整理之結論。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53958/45395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3669/16366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08174/150817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0734/6073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47845/74784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47845/747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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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大數據概論 

 

一、 大數據的背景 

在資訊業界每隔二到三年會出現轟動一時，但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的流行術語，

而繼「雲端」之後能夠超越流行術語的境界並深植人心的，應該就是「大數據

Big Data(又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阿巴里巴巴集團執行長馬雲曾說：「互聯

網(Internet)還沒搞清楚的時候，移動互聯網(Mobile Internet)就來了，移動互聯網

還沒搞清楚的時候，大數據就來了」。 

一如過去的眾多流行術語，「大數據」也是來自於歐美的熱門關鍵字，不過

這個名詞的起源真相卻不明。在歐美以「大數據」為題材的簡報中經常被常拿來

參考的，是 2010 年 2 月《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的特別報導─資訊大洪水

(The Data Deluge)。「Deluge」是個令人陌生的單字，查一下字典可了解其意義為

「氾濫、大洪水、大量的」。因此直譯「The Data Deluge」，便是「資料的大洪水、

大量的資料」的意思。雖然這篇報導中與目前有關的大數據的議題大同小異，但

在讀遍文章後卻不見有 Big Data 這個名詞的蹤影。然而，從這篇報導問世後，大

數據成為話題的機會急遽增加的事實看來，說它是造成目前世人對巨量資料議論

紛紛的一大契機也不為過。 

事實上早在 2010 年 8 月，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就出過類似主題的季報─Clouds, big data, and smart assets: Ten 

tech-enabled business trends to watch，如圖 2-1 左圖。以大數據為題材的報導中，

最經常引用為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2011年5月所發表的—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譯:大數據—創造革新、競爭優

勢、提高生產力的下一個新領域)的研究內容，如圖 2-1 右圖，其內容分析了數

值數據及文字資料快速增加的狀態，闡述了處理這些數據能夠得到潛在的資料價

值，討論分析了大數據相關的經濟活動和各產業鏈的價值，使得這份報告在商業

界引起極大的關注，為大數據從技術領域中進入商業領域吹起號角。從科學研究

的視角，2008 年 9 月 4 日刊出的《自然》(Nature)以 Big Data 作為專題封面進行

了廣泛的研討，如圖 2-2 右圖。2011 年 2 月 11 日，《科學》(Science)攜其子刊《科

學 -信號傳導》 (Science Signaling)、《科學 -轉譯醫學》 (Science Trans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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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科學-職業》(Science Careers)專門就日益增長的研究資料展開了一場

大討論，如圖 2-2 左圖是根據這次專題討論的詞頻(以大小表示)製作的，資料(Data)

自然是提到最多的詞，其次是資訊(Information)、研究(Research)、知識(Knowledge)、

分析(Analytics)、視覺化(Visualization)。 

 

 

 

圖 2- 1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表的兩篇報告 

 

 

 

 

 

 

 

 

圖 2- 2《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專題討論 

 

在政府的運作上，2012 年 3 月 29 日歐巴馬政府以 Big Data is a Big Deal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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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布新聞，宣布投資兩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如圖 2-3 所示。

一共涉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美國國防部等六個聯邦政府部門，大力推動和改善

與大數據相關的收集、組織和分析工具及技術，以推動從大量的、複雜的數據中

獲取知識和洞察的能力。 

 

 

 

 

 

圖 2- 3 歐巴馬政府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 

2012 年 5 月，聯合國也發布了一份大數據白皮書，總結了各國政府如何利

用大數據來服務公民，指出大數據對於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機

遇，聯合國還探討了如何利用社交網絡在內的大數據資源來造福人類。 

2012 年 12 月世界經濟論壇更發布「大數據，大影響」的報告，闡述大數據

為國際發展出來新的商業機會，建議各國與工業界、學術界、非營利性機構與管

理者一起應用大數據所創造的機會。 

由上述種種可見，大數據越來越受注視，如今成為最熱門的議題之一。 

 

二、 大數據的定義 

「大數據」的定義與「雲端」這個熱門關鍵詞在 2006 年逐漸受到媒體報導

時如出一轍，都沒有明確的定義。但目前大多數說法為「超過典型資料庫工具的

硬體與軟體環境所能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資料」。換句話說，「所謂的

大數據，就是用現有的一般技術難以管理的大量資料」。「用現有的一般技術難以

管理」，指的是目前企業資料庫主流的關聯資料庫已無法管理結構複雜的資料，

或是因為量的增加，導致查詢資料的反應時間超過容許範圍等等的龐大資料。 

從字面上來看，「大數據」這個詞給人的印象可能只是「大量的資料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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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但是量僅是大數據中的一部分。因為資料量的增加，並不是導致「用現有的

一般技術難以管理」的唯一主因。 

一般而言，大數據資料分析包含以下四大特性(如圖 2-4)，簡稱 4V： 

 

 

 

 

 

 

 

 

 

 

 

 

 

 

  

圖 2- 4大數據資料的 4V面向 

(一)巨量性(Volume) — 存放數據量超過 PB 

人類數據儲存量呈爆炸性成長，根據 IDC(國際數據資訊公司)的分析，數據

一直都在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長。也就是，所有資料正以每兩年就增加一倍的速

度驚人成長。數據儲存量是以 PB～ZB 為儲存單位，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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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資料的儲存單位 

 

(二)即時性(Velocity) — 數據擷取時間不到一秒 

即時變動的流動資料(In-motion Data)，表示這些數據產出快、變化也快，譬

如在數據串流的環境下，數據不斷快速流入，而且還不斷更新變動，數據能夠被

擷取而且被進一步應用的時間，甚至連一秒都不到，其反應時間僅短短幾秒至百

萬分之一秒。 

(三)多樣性(Variety) — 數據庫管理人員只處理了 20%的結構化數據 

一直以來，數據庫管理人員，將大多數時間花在處理僅 20%格式整齊的結構

化數據資料。然而，現今的資料種類繁雜，除了以前結構化資料外，其餘 80%

以上的數據是存在於社交網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屬於非結構、純文字、

多媒體資料，如圖 2-5。 

(四)不確定性(Veracity) — 全球有 80%數據不可靠 

過去，企業是最主要的數據來源，企業通常會仔細查核內部的數據，故數據

可靠度較高。惟自 2010 年以來，在網路通訊、社群網站和感測器技術蓬勃發展

下，破碎的、不完整的、不可靠的數據越來越多 ，分析師已查覺到近年來全球

搜集的所有資訊中，有超過八成屬於不確定可靠與否的資訊，如圖 2-6 所示。 

數據可靠性若不高，採集到的數據價值也會受到影響，例如，消費廠商想從

儲存單位 說明 

Byte 檔案儲存容量的最小單位元 

Kilobyte (KB) 1,024 Bytes 

Megabyte (MB) 1,024 KB 

Gigabyte (GB) 1,024 MB 

Terabyte (TB) 1,024 GB 

Petabyte (PB) 1,024 TB 

Exabyte (EB) 1,024 PB 

Zettabyte (ZB) 1,024 EB 

Yottabyte (YB) 1,024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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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站中找出消費者對其產品的喜好，但社群網站上充滿了使用假身分、發表

假言論，以及任意轉貼網路謠言或過時資訊的使用者，若缺乏篩選和判斷的機制，

就難以挖掘出真正有價值的資訊。真偽存疑、不確定的資料，因資料不完整、不

一致、時間差、意義不明、蓄意欺騙而導致。 

 

 

 

 

 

 

 

 

圖 2- 5結構化、半結構化、非結構化資料 

 

圖 2- 6不確定性的資料量爆增 

之後，隨著資訊科技不斷地往前推進，資料量的複雜程度愈來愈高，4V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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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足以形容新時代的大數據，包括科技大廠 IBM、國際調查機構 Gartner、IDC

等紛紛對大數據提出新的論述，大家紛紛地將 4V 增加成為 5V、6V 的看法，即

在原本的 4V 上又增加價值(Value)與視覺化(Visualization)。但巨量資料不等同於

巨大價值(如圖 2-7)，巨量資料如同冰山，絕大部分埋藏在水面下，冰山一角是

目前有限的分析價值，埋藏在水面下的才是真正有待發掘而又能創造無限商機的

巨大價值，因此企業需要妥善應用大數據，將可以從大數據資料中獲得極大的商

業價值。根據 MIT 在 2011 年對使用者對於分析的需求研究顯示，資料視覺化在

未來將從現在的第三位攀升至第一位，顯示視覺化在分析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

色(如圖 2-8)。 

 

圖 2- 7 Big Data 不等於 Bi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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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分析需求的改變 

 

三、 大數據的技術 

從大數據分析平台上跑的是大數據資料，由於大數據資料相較於以前傳統的

資料更大量、型態更複雜、變動也更快速。所以和傳統非大數據的分析平台相比，

大數據分析平台所需應用的技術也不一樣。對巨量的半結構及非結構化資料，要

如何處理、儲存、分析、應用這些數據呢?因此，本節將分為四大部分為：大數

據儲存和處理技術、大數據查詢和分析技術、大數據執行和應用技術及大數據呈

現之視覺化技術，詳細介紹因應大數據的產生，而不可或缺大數據的技術。 

(一)大數據儲存和處理技術 

巨量的數據積累對數據存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一個著名的摩爾定律：18

個月集成電路的複雜性就增加一倍。所以，存儲器的成本大約每 18-24 個月就下

降一半。成本的不斷下降使巨量數據的存儲成為可能。 

在分析大數據的平台上，主要面臨的挑戰與變遷是資料的多樣性(Variety)。

大數據的資料型態更加的多元，其包含結構化、半結構化、非結構化的三大資料

型態，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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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數據資料的多樣性，在儲存和處理這些大數據資料時，我們必須認識

兩個重要的技術，其分別為：資料倉儲技術及 Hadoop。當資料為結構化資料，

來自於傳統的資料源，採用「資料倉儲技術 Data Warehouse」來儲存和處理這些

資料；然而當資料為非結構化資料，「Hadoop」則是最適合的技術，如圖 2-10

所示。 

 
圖 2- 9 資料的多樣性 

 

 
圖 2- 10 結構與非結構化的大數據儲存和處理技術 

結構化資料，包括企業的 ERP、CRM、SCM 和人資管理等應用系統，以及

支援日常業務營業用的核心系統等。這些系統產出的結構化資料保留在關聯式資

料庫內，按照事先設定的格式或結構所組成。但一個企業可能同時擁有好幾個資

料庫，若這些資料庫接各自獨立，資料就等同於被拆散在不同的資料庫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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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很難拼湊出營運的全貌。此時，資料倉儲就變演了重要的角色。 

資料倉儲對於企業的貢獻在於「效果」，能適時地提供高階主管最需要的決

策支援資訊。簡單地說，就是運用資訊科技將寶貴的營運資料，建立成為協助主

管作出各種管理決策的一個整合性「智庫」，利用這個「智庫」，企業可以靈活地

分析所有細緻深入的資料，以建立企業的優勢。 

從事雲端運算工作，或是曾經研究過雲端運算的人，對於「Hadoop」這個

名詞應不陌生。Hadoop 這個名字不代表任何英文字或縮寫代碼，它是一個無中

生有創造出來的的名字。根據 Hadoop 的創辦人 Doug Cutting 解釋:「當時我的命

名標準就是簡短，容易發音與拼寫，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純粹只是好記而已，且

不會被用於別處。於是神來一筆借用兒子黃色的填充大象玩具的名字，而後來黃

色大象也變成 Hadoop 的官方吉祥物」。 

簡單地說，Hadoop 是由 Apache 軟體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所

開發出來的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分散式運算技術，是以 Java 語言開發，專

門針對大量且結構複雜的大數據資料分析所設計，其目的不是為了瞬間反應、擷

取和分析資料，而是透過分散式的資料處理模式，大量掃描資料檔已產生結果。

其在效能與成本上均具優勢，再加上可透過橫向擴充(Scale Out)，易於因應容量

增加的優點，因而備受矚目。 

Hadoop 的組成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最著名的分散式檔案系統(HDFS)、

MapReduce 框架、儲存系統(HBase)等元件，如圖 2-11 所示。 

 

圖 2- 11 Hadoop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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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Hadoop 藉由把資料切割、分散存放和處理的方式，讓叢集內每

台電腦只需處理小部分的任務，大大提高資料分析的效率，再加上可以同時處理

結構和非結構的資料格式、相對便宜的建置成本及容錯的特點，成為大數據資料

分析中很重要的技術。Hadoop 最大的優點，在於能夠處理過去在成本與時間上

讓人不得不放棄的數量龐大的非結構化資料。也就是說，Hadoop 叢集可擴充至

PB 甚至是 EB 的容量，過去只能仰賴抽樣資料進行分析的企業資料分析師及行

銷人員，現在能將所有相關的資料納入一起分析，再加上處理時間的高速化與日

俱進，可藉由反覆進行分析或測試各種不同的查詢條件，進而獲得過去無法取得

更有價值的洞見與資訊。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HDFS 架構主要由幾個重要元件所組成，分別是 Name Node、Secondary 

NameNode、Backup Name Node 及 Data Node 組成。其中 Name Node(NN)為 HDFS

的核心元件，管理整個HDFS(檔案讀取寫入...等操作)，整個叢集中只有一個NN，

故有單點錯誤發生(Single Point of Failure)的可能，也就是說 NN 本身沒有

HA(High Availability)，所以當 Name Node 掛掉後，整個 HDFS 會當機，但所幸

有 BN 可以取代。而 Secondary NameNode(SN)其實是為了減少 NN 在 Metadata

更動的負擔，其與 NN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並非備份用途。Backup Name Node(BN)

的功能就和 NN 完全一樣了，另外也進行 SN 的工作，一來可以替 NN 建立還原

點，二來當 NN 掛掉的時候 BN 可以馬上起來接替 NN 進行動作，角色轉為 NN，

而原來的 NN 重新啟動後就會轉成 BN。Data Node (DN)主要就是資料儲存的節

點，儲存方式以區塊(Block)為單位，一個檔案在 HDFS 上進行儲存時，會被按

照固定大小(預設為 64MB)分割成許多個區塊，而這些區塊分別儲存在不同 DN

的硬碟上，所以雖然使用者在介面上看到只有一個檔案，但這個檔案的資料其實

是分布在整個叢集中。 

MapReduce 

一般程式設計時會有 Map(映射)和 Reduce(歸納)的作法，也就是將問題分解

成很多個小問題之後再做總和。MapReduce 也就是以 Map 及 Reduce 為觀念的應

用程式。因此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時，Hadoop 是採用分散式計算的技術處理各節

點上的資料，Mapping 主要工作是將各個節點上處理資料片段分散處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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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是把各節點運算的結果直接回傳並歸納整合，當同時透過多台機器進行

平行處理巨量資料，將可以大大節省資料處理的時間。 

 

圖 2- 12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架構 

 

HBase 

在巨量資料的環境下，傳統檔案系統與關聯式資料庫是無法承載快速膨脹的

資料量，既使採用硬體升級方式，最後也將面臨效能不彰的問題。Hadoop HDFS

檔案系統內的資料雖是以檔案型式分散儲存，但並不支援隨機存取功能；為了更

方便資料存取，HBase 技術便應運而生，提供一個類似資料庫的儲存環境。不過

其架構與關聯式資料庫上有極大的不同，這類型的資料庫通常稱之為 NoSQL 資

料庫，也就是非關聯式資料庫。 

(二)大數據查詢和分析技術 

由於目前大數據儲存都不屬於關聯資料庫，所以透過傳統的 SQL 語言來操

作數據的方式無法直接使用。如：對於 Hadoop 儲存的數據是無法直接透過 SQL

來查詢的。為了讓 SQL 專業分析人員能通過 SQL 語言來操作和分析大數據，SQL 

on Hadoop 技術發展了起來。 

SQL on Hadoop 是直接建立 Hadoop 上的 SQL 查詢，既保證 Hadoop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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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利用 SQL 的靈活性。SQL on Hadoop 正處於起步階段，Hadoop 解決方案對於

SQL 語言支持的深度與廣度各不相同，技術實踐方式也很多樣。最基本的工作

是把傳統的 SQL 語言進行中間轉換後進行操作，如：Hadoop 中的 Hive，就是把

SQL(Hive QL，Hive 中的 SQL 語句)編譯成 MapReduce，從而讀取和操作 Hadoop

上的數據。這是很多 SQL on Hadoop 技術的基礎，它提供了一種能力，讓企業把

訊息管理能力從結構化的數據延伸到非結構化的數據。 

Spark 

Apache Spark 是開放原始碼的叢集運算框架，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AMPLab 開發。Spark 是一個彈性的運算框架，適合做 Spark Streaming 資料流處

理、Spark SQL 互動分析、ML Lib 機器學習等應用，因此 Spark 可成為一個用途

廣泛的大數據運算平台。Spark 允許用戶將資料載入至 cluster 叢集記憶體內儲存，

並多次重覆運算，非常適合用於機器學習演算法。Hadoop mapreduce 在執行運算

時，需要將中間產生的數據，儲存在硬碟中。然而磁碟 I/O 往往是效能的瓶頸，

因此會有讀寫資料延遲的問題，如圖 2-12 所示。Spark 是基於記憶體內的計算框

架。Spark 在運算時，將中間產生的資料暫存在記憶體中，因此可以加快執行速

度。尤其需要反覆操作的次數越多，所需讀取的資料量越大，則越能看出 Spark

的效能。Spark 在記憶體內執行程式，運算速度能比 Hadoop MapReduce 的運算

速度快上 100 倍，即便是執行程式於硬碟時 Spark 也能快上 10 倍速度，如圖 2-13

所示。 

 

圖 2- 13 Hadoop MapReduce的計算框架 

 

 
圖 2- 14 Spark in-memory的計算框架 

(三)大數據執行與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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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從大數據資料中有效地萃取出有用的意義資訊時，更重要的是資料採礦

(Data Mining)等的執行與應用方面的技術。支撐大數據的技術如圖 2-14 所示，紅

框部份為大數據執行與應用技術。 

由於目前資訊科技的發達，故有許多的交易資料大量地被收集到資料庫中，

但這些資料如果不使用的話，那搜集這些資料又顯得相當沒有意義。就目前而言，

資料的搜集方法已相當地成熟了，而資料採礦的技術正可幫助分析這些資料。 

綜合各學者的說法資料採礦的定義，可歸納為「資料採礦是指在龐大的資料

庫當中，利用各種技術與統計方法，將大量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歸納與整合等

工作，找出有興趣之特徵且具有意義的資料」。資料採礦不屬於一個單一領域，

而是許多學科綜合而成，其包括統計學、機器學習、資料庫、領域知識及模式識

別等領域，如圖 2-15 所示。 

 

圖 2- 15支撐大數據的技術 

對於資料採礦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就是它不是一個無所不能的魔法。

它不是在那邊監視資料的狀況，然後告訴你說資料庫裡發生了某種特別的現象；

也不是說有了資料採礦，就連不瞭解業務、不瞭解資料所代表的意義、或是不瞭

解統計原理的人，也可以做資料採礦。其所挖掘出來的資訊，也不是你可以不經

確認，就可以照單全收應用到業務上。資料採礦是找尋隱藏在資料中的訊息，如

趨勢(Trend)、特徵(Pattern)及相關性(Relationship)的過程。其用來幫助業務分析

策畫人員從資料中發掘出各種假設(Hypothesis)，但是它並不幫你查證(Verify)這

些假設，也不幫你判斷這些假設對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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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資料採礦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 

現代的企業體經常蒐集了大量資料，包括市場、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以

及未來趨勢等重要資訊，如果能透過資料發掘技術，從巨量的資料庫中，發掘出

不同的資訊與知識出來，作為決策支援之用，必能產生企業的競爭優勢。 

(四)大數據呈現之視覺化技術 

資料視覺化是在大數據分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經過前面一連串的資料儲存、

處理、查詢、分析、執行到應用這些繁雜的過程後，我們如何將這一筆筆冷僻又

繁雜的數字與名目資料結果圖表化，讓一般企業、大眾及決策者都看的懂。 

對於一般企業、大眾及決策者來說，他們要看的事實上不是數據本身經過分

析之後得數值是多少，而是這些龐大的數據經由分析之後結果如何，是否有任何

的趨勢或是現象，對於這點我們可以使最終分析之後的數據，利用一些視覺化效

果，將數據轉換成一些直觀的表示方式來呈現，這樣一來可以比較容易被接受，

也就是將「看圖說故事」與「數字會說話」兩者的相互結合。 

(五)大數據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在數位匯流的衝擊下，大數據已成為顯學，然而要讓大數據能充分發揮，必

須先能取得資料，在今日累積多樣多量的時代下，如何將人口統計、氣象資料、

道路資訊等開放查詢，除可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提升施政效能，並可整合民間

無限創意，建立多元服務。開放資料的定義為：可取得的公開資料，讓人們、公

司，以及組織可用以創立新事業、分析型態與趨勢、做出資料導向決策，以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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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複雜問題(Joel, 2014)。依據行政院第 3322次院會決議指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滿足產業界需求，對於各級

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可見其重要性，各部會應自民眾的應用面

發想，思考使用端之需求，在規劃時也要考慮到機器讀取介面的必要性。 

金融產業大數據的資料來源可分為銀行內部資料、公開資料及其他同業或異

業資料。銀行內部資料為其所掌握的客戶資訊，包括客戶基本資料、交易資料、

風險評分及傾向、與銀行過去的電子郵件、電話等聯繫及互動紀錄，另外包括客

戶行為資料，包括訪問網頁的瀏覽紀錄、搜尋紀錄、往來紀錄及其他等相關資訊，

這些都可運用在提升客戶價值。公開資料主要來自政府的公開數據。金管會積極

推動金融資料開放，已於 2015 年 2 月 2 日邀集 16 家周邊機構研商並宣布啟動金

融資料開放應用計畫，並持續開放中。另有其他同業或異業資料，銀行可透過與

同業交換資料或與異業合作來進行，同時可運用技術存取社群資料，進一步分析

更多元的資料 (黃博怡、陳世訓，2016)。 

截至 2016 年 8 月，中央機關已收錄 16,029 個資料集、地方政府收錄 2,236

個資料集、法人機構收錄 16 個資料集，其中金融相關開放資料類別，中央銀行

收錄有 262 個資料集、金管會收錄有 1,179 個資料集。政府開放資料採用格式計

有 XML、JSON 及 CSV 三種。 

(六)大數據之資料傳遞模式 

在大數據時代中，眾多資料隸屬不同單位管理，而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的資料

來源，也是透過中央政府部會、地方政府及相關法人機構所匯集。以 IMF 的金

融健全指標而言，不論是核心指標或者輔助指標，其資料由不同機構管理，因此，

擬訂標準的資料傳遞架構，建立標準資料格式與傳遞方式，形成資料共享平台，

將有助於大數據資料取得的效能。以下將分述一般常用資料傳遞模式。 

EDI 

EDI標準起緣於1960年，當時為了快速回應顧客的需求及採購流程合理化，

而導致了文書工作量急速增加、確認交貨日期之工作頻繁、交易次數頻繁、文件

錯誤增加等問題，因此採取電腦化作業與往來對象電腦連線作業成為必然趨勢，

但為了配合顧客使用資訊系統之不同，反而造成資料格式轉換成本的迅速增加，

此時 EDI 標準應運而生。1970 年美國運輸業聯合制定運輸業標準 EDI-T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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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首被業者共同的 EDI 標準。1980 年美國完成了 ANSI X12 之國家標準，1990

年國際 ISO 標準組織更將 UNEDIFACT 納入 ISO9735，正式成為國際標準。 

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是指公司與公司之間往來的

資料，透過電腦通訊網路方式，以標準化格式相互傳輸文件的方法，同時可以整

合公司內部資訊系統的應用。因此，需要有共同的標準傳輸界面來共同遵循，以

取代傳統的商業文件的處理方式。EDI 不僅可以縮短交易的作業時間，實現跨行

跨國商業的交易，利用電腦網路完成交易資料的儲存、轉換、傳遞，同時節省紙

張，減少人為作業之錯誤。目前供應鏈廠商之間的訊息傳遞大多透過電子資料交

換(EDI)方式進行，也就是以一套自動的訊息溝通工具，透過電腦的資料處理與

通訊功能，將交易雙方往來的報價單或訂貨單等文件，以標準格式的電子資料傳

送給對方，無須人工重複鍵入資料。因為雙方訊息採用共通標準，傳送的資料可

被各字自電腦系統直接辨識與處理，對於作業效率可以大幅提升。 

國際慣用的 EDI 標準有 X.12 和 EDIFACT(EDI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ation)，而傳統 EDI 在傳遞時必須藉由公正的第三人做為認證基礎，

因此傳輸時期之成本必須包含其認證費用。目前 EDI 大多以網際網路為訊息交

換的途徑，也就是 EDI over Internet(EOI)，常見的 EOI 做法有全球資訊網(WWW, 

World Wide Web)、電子郵件(E-mail)以及檔案傳遞協定(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方式。 

XML 

延伸標記語言(XML)是一種描述資訊的方式，改善 HTML 對資訊的有限描

述，使資訊的流動與傳遞，更適合於網際網路上運用。XML 與 HTML 都是一種

標記語言，使用標籤來標記文件內容，這些標籤若獨立存在並不具任何實質意義，

必須與文件資料相結合，才能形成一份有用的電子文件資料；而所使用的標記語

言，可以讓電子文件的資料變得有結構性，這種結構性資料可以被解讀應用，並

且被應用軟體擷取運用。 

XML 可以依照使用者所需，自行訂定標籤，使資訊內容做最完整的詮釋，

取代 HTML 不具實質意義的標籤方式，使得文件資料得以保持完整性，以利資

料於不同的電腦或作業平台間交換、傳遞。XML 文件必需遵循一組稱為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的規則，它會指出 XML 文件中的結構規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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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了文件應如何整合，及標籤語言中可讀取哪些元素及子元素，並識別文件中

的外部檔案。 

XBRL 

2006 年 1 月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發佈了一份使用可延伸企

業報告語言 XBRL(eXensible Busuness Reporting Language)的績效報告，詳細說明

美國聯邦金管會從採用 XBRL 做為金融檢查資料申報的規格後，其績效改進卓

越，包括申報資料符合規格程度從百分之六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資料間的

正確性從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一百，縮短收到申報時間，從數週縮短到小於

一天，提高金檢人員每人分析金融機構家數，從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等

(周濟群、溫鵬榮，2006)。 

XRBL 是一種電腦可讀且開放的國際標準語言，是以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延伸標記語言)為基礎，運用標籤(Tag)標示重要的商業資訊

所發展出來的新電腦語言，其主要應用於財務資訊、報表與資料分析等領域。我

國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 2008 年底成立專案小組推動上市櫃(興櫃)公司採用

XBRL格式申報財務報告，2009年中於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成立XBL委員會，

以推動 XBRL 在我國之研究、發展與應用，促進我國 XBRL 分類標準之制定及

修訂，並加入 XBRL 國際組織，積極與國際相關機構交流並吸取最新資訊。 

由於 XBRL 具有跨平台之特點，不受個別公司軟體及資訊系統限制。若採

HTML 或 PDF 檔案格式製作的財務資訊，是難以直接進行分析比較，但透過

XBRL 的共通(標準化)財報格式，除可解決上述問題外，也可促使國家財務報表

擁有共通語言，利於建構全球企業資訊供應鏈。 

由於金融監理需從不同機構進行大量資料傳遞與確認的工作，XBRL 在此方

面的應用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包括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歐盟

金管會(CEBS)與日本中央銀行(BOJ)等，都有卓越的應用成效。 

 

四、 大數據的價值 

趨勢科技創辦人張明正說過：「能源和科技是人類社會過去 200 年來進步的

源頭，而現今的『資料(Data)』正是當年的『石油』」。過去誰能夠掌握石油，誰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B5%E6%98%8E%E6%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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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雄霸一方；未來誰能掌握資料(Data)，誰就是世界的老大!因此，如何將「資

料」這未經處理的原油，提煉成有經濟價值的石油，是大家所共同關注的。 

大數據的價值是與大數據的巨量性和多樣性有密切相關。一般來說，當數據

量越大、多樣性越多，其訊息量也越大，獲得的知識也越多，數據能夠被挖掘的

潛在價值也越大。但是這些都依賴於大數據處理和分析方法，否則由於訊息和知

識密度低，可能造成數據垃圾和訊息過剩，失去數據的利用價值。 

根據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Kenneth Cukier 出版的「Big Data」一書表示，

數據的價值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降低。換句話說，數據的價值與時間是成反比。

因此，處理數據的速度越快，數據價值越能夠更好地獲得。大數據的價值也與其

所傳播和共享的範圍相關，使用大數據的人數越多，範圍越廣，訊息的價值也就

越大。大數據的價值能夠有效的發揮，依賴於大數據的分析及挖掘技術，更好的

分析工具和算法能夠更有效地獲得精準的訊息，也更能發揮其數據價值。 

我們可以知道大數據時代的已經來臨，資料在以前被視為垃圾，現在卻被視

為資產，這是大數據時代的重要變革。就如同 Cory Doctorow 對大數據的評價：

「我們需很樂觀而務實的看待大數據資料革命，你只要伸頭看看周遭發生的大變

化，就會明白這場革命已然開始，更大的變化即將衝擊而來。」不論在各領域之

間，如：金融業、零售業、醫療業、政府等公私領域，均蘊藏有大數據的資料等

著被發揮。當社會各階層各行業都將意識到大數據資料對日常生活、企業經營和

政府治理帶來大轉變時，相關大數據的分析平台和軟體應運而生，支撐起整個大

數據的技術也逐漸成熟。因此，大數據將全面改變我們的生活，對經濟、社會和

科學帶來極大影響。在這波新潮流中，同時也須懂得保護自己，避免個人資料和

隱私受到侵害。未來勢必「資訊(數據)擁有者」朝「資訊(數據)使用者」之方向

全面檢討以符合大數據時代之來臨。 

 

五、 大數據的金融統計應用 

現今各行各業手中都積累了足夠的資料，但是關於大數據的運用卻仍處在最

初的探索階段。其中，金融業作為資訊密集型產業，資訊系統基礎設施好，擁有

巨量的資金交易記錄，具有很高的利用大數據增值的機會。證券、保險、基金、

信託等各類融資方式層出不窮，占比逐年提高，市場的投融資格局可謂瞬息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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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對應的，目前政府部門的統計制度卻難以跟上市場變化的步伐，擴大目前的

金融統計範圍、構建即時的統計監測體系，建立領先指標的統計預警系統具有極

強的實務需求。 

資料顯示，中國大數據 IT 應用投資規模以五大行業最高，其中以互聯網行

業占比最高，占大數據 IT 應用投資規模的 28.9%，其次是電信領域（19.9%），

第三為金融領域（17.5%），可見大數據應用在金融行業上是潛力無窮。銀行在大

數據應用包括客戶畫像應用、精準行銷、風險管控、運營優化。個人客戶畫像包

括人口統計學特徵、消費能力數據、興趣資料、風險偏好等，可透過客戶在社群

媒體上的行為數據、客戶在電商網站的交易數據、企業客戶的產業鏈上下游數據、

其他有利於擴展銀行對客戶興趣愛好的數據，進一步了解你的客戶；精準行銷則

是達成實時行銷、交叉行銷、個性化推薦及客戶生命週期管理；風險管控則是進

行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評估、即時欺詐交易識別和反洗錢分析；而在運營優化面上，

可進行市場和管道分析優化、產品和服務優化及輿情分析等。保險行業在大數據

應用包括客戶細分和精細行銷、欺詐行為分析、精細化運營。客戶細分和精細行

銷計有客戶細分和差異化服務、潛在客戶挖掘及流失使用者預測、客戶關聯銷售

及客戶精準行銷；欺詐行為分析則有醫療保險欺詐與濫用分析、車險欺詐分析；

精細化運營有產與品優化個性化、運營分析、代理人甄選。證券在行業大數據應

用包括股價預測、客戶關係管理、投資景氣指數。 

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政府從未放任經濟的自由發展。不論是物價或股價、利

率或匯率、現貨或期貨交易等，在金融交易當中，每一筆交易所產生的供需數據

與價量數據都有相應的主管機關在監督審視著。於是每天所產生的成千上萬筆交

易數據與文件資料都經年累月不斷地逐分逐秒一筆一筆的記錄著。這些數據雖然

每天都巨量般的產生，卻也在不同交易階段由不同公私立單位分別存放與監管，

監管單位及金融機構如財金資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交

易所、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犯罪防治中心以及

政府財政部、金管會、中央銀行等等。目前金融統計在統計的廣度和深度、統計

的時效性和準確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於各事業單位所擁有的金融資

料極端龐大，各單位若是沒有適當的技術與工具，要從其中得取有用的規則實屬

不易。監管部門間資訊交流不暢，倘若能將這些交易資料作即時串連相互勾稽並

建立預警機制，當有不尋常的交易事件發生時，便能快速地循線監查，遏止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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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穩定的根源，並及時反應處理，避免後續的連鎖效應產生嚴重的經濟波

及，以協助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 

風險監控與預警是指借助市場訊息來源，通過對數據與訊息進行整合與分析，

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來發現客戶及業務的早期風險徵兆，準確識別風險的類別、

程度、原因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對問題採取針對性處理措施、及時防範、控制和

化解風險的一系列管理過程。同時，基於大數據的演算法將有可能從資料中挖掘

有價值的資訊，也有助於發現金融運行中的薄弱環節和風險，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及針對性。與傳統金融統計模式相對應的，大數據的即時運行模式將有助於改善

以上存在的諸多問題，利用大數據技術的優勢，將可提高金融統計的全面性： 

1. 構建金融業綜合統計監測體系，運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包括證券、保險、

基金、信託公司等在內的綜合統計體系，構建高效率的金融統計框架。 

2. 推行行政部門間的資訊共用，增強追蹤系統性風險的能力，發展大數據

監管模型，為監測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提供支援。 

3. 利用大數據的預測功能，反映出趨勢性的變化，提高各產業對金融形勢

的把握和分析能力，有助於大幅降低資訊不對稱成本和非系統性風險，促進金融

穩定。 

 

六、 區塊鏈簡介 

一般人提到區塊鏈（Blockchain）就會聯想到比特幣(BitCoin)。區塊鏈的確

源自比特幣，是一串使用密碼學方法產生的資料塊鏈結，每個資料塊都內含該次

比特幣交易資訊，以驗證資訊的有效性（防偽）和其後的區塊生成；區塊鏈是一

種透過自身分散式節點進行網路數據的存儲、驗證、傳遞和交流的一種技術方案，

可以說是一種分散式、開放性、去中心化的大型網路記賬簿，任何人任何時間都

可以採用相同的技術標準加入自己的信息。因此，區塊鏈的用途不僅是比特幣而

言，它的應用範圍事實上很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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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7區塊鏈的運作流程 

 

區塊鏈的運作： 

當準備在區塊鏈網路上產生一筆新交易時，它會先被廣播到區塊鏈網絡上的

其它節點。此時網路上的各個節點會將此筆交易及其它未驗證的交易 Hash 值收

集到區塊中，因此，每個區塊可以包含數百筆或上千筆交易。利用每個節點進行

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POW)的計算，可以決定誰可以驗證交易，並由運算

最快的節點進行驗證交易，這就是取得共識的做法。當取得驗證權的節點，也就

是最快完成 POW 的節點，會將自己的區塊廣播給所有節點，其他節點會確認該

區塊所包含的交易是否有效，同時確認沒被重複花費且具有效數位簽章後，並接

受該區塊，此時區塊才正式接上區塊鏈，資料是無法被竄改。所有節點一旦接受

該區塊後，原先工作量證明計算會失效，然後會重新建立一個區塊，繼續進行下

一回。網路上所有節點上所發生的交易數據被壓縮成區塊（Block），並和全部節

點共享，且形成一串鏈（chain），透過網路所有節點的共同驗證下，個別節點是

無法竄改偽造，同時具有可追蹤性。圖 2-17 是區塊鏈的運作流程，這也就造就

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開放性、獨立性、安全性、匿名性的特性，利用這些特性，

讓網路上各個節點之間有豐富的應用。 

2016 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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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 2016 報告指出，2017 年底前，全球將有 80% 的金融機構發

展區塊鏈技術。多國央行已展開區塊鏈技術研究。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 2015

年 12 月批准了 Overstock 公司以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為基礎發行公司證券。

CEO Patrick Byrne 引領時代，選擇區塊鏈技術，並大福降低了發行成本。英國首

相的首席科學顧問 Sir Mark Walport 也建議政府在主要公共服務上採用區塊鏈技

術。中國大陸區塊鏈相關研究也正積極展開，除政府領頭成立中國區塊鏈研究聯

盟、中關村區塊鏈產業聯，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在 2016 年 2 月向媒體提到央

行正研究發行「數字貨幣」。2015 年 9 月才成立的紐約金融新創公司 R3 CEV，

召集銀行組成區塊鏈技術聯盟 R3，主要共同研發區塊鏈技術，開發全球金融服

務業的新商業應用，並建立一致的標準和協定，讓區塊鏈技術更能被廣泛採用，

全球已超過 43 家銀行加入該聯盟。目前區塊鏈相關新創企業全球融資已超過 10

億美金(規模為 1995 年網際網路時代的 4-5 倍)，可見各國對此技術的重視。 

2016 台灣現況 

台灣在區塊鏈領域上也有不少的發展：在 2016 年 3 月，當時行政院長張善

政指示中央銀行強化白皮書的數位貨幣章節，並請金管會、財政部共同配合。同

時間國立臺灣大學宣布籌設「金融科技暨區塊鏈中心」，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

執行秘書蔡福隆應邀在記者會上強調期許在區塊鏈的研發能做好產政學無縫接

軌，而該中心可扮演台灣 FinTech 領頭羊的角色。台灣大學金融科技暨區塊鏈中

心同時成功研發「G-coin」區塊鏈技術，效率是比特幣系統的 40 倍，其打造了

數位金融基礎建設；國內富邦集團旗下，成立帳聯網路科技公司（AMIS）。2016

年 5 月金管會發表的金融科技白皮書提到區塊鏈是未來 5 大方向之一。2016 年 8

月，財金公司、聯合信用卡中心、聯徵中心等金融業者聯盟共同推展區塊鏈。2016

年 9 月富邦金董事長蔡明忠表示將籌組「區塊鏈金融聯盟」。2016 年 9 月，為打

造南區校園金融科技生態系統(FinTech ecosystem)，培育金融科技跨領域人才、

孕育 FinTech 創業基地、服務產業推動產學合作、研究與技術交流合作、推廣教

育服務，提供南台灣 35 所夥伴學校資源共享服務，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為教

育部南區教學資源中心成立「南區金融科技研發與教學資源中心」。中信於 2016

年 10 月宣布成立區塊鏈實驗室，同時加入 R3 國際聯盟，成為臺灣首家 R3 聯

盟會員。2016 年 11 月政治大學成立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上述說明台灣產官學紛

紛投入區塊鏈的研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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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的應用 

利用區塊鏈技術，已有不同行業領域的應用。在銀行方面，Thought Machine

的團隊已經研究出一套運用區塊鏈技術的銀行系統 Vault OS，提供銀行點對點安

全金融體系，以運作其儲存、保管等服務。未來銀行的契約、文件傳遞，利用區

塊鏈的分布式分類帳技術，可以顛覆現行支付和轉帳作業，甚至外匯的電匯作業，

都可以考量採用區塊鏈技術，以安全、效率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在學校的應用上，美國舊金山的霍伯頓學校（Holberton School）已透過區塊

鏈技術建立驗證學生學業成績的第三方系統，可說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區塊鏈技

術記錄學歷的學校。利用區塊鏈分布式帳本及不可篡改的特性，不僅避免學生學

歷造假的機會，同時也降低頒發證書和檢閱學歷資料的時間和人力成本。 

在投票的應用方面，可以利用區塊鏈針對投票者進行身份驗證，區塊鏈技術

可安全記錄投票過程，並完成票數計算，所以歷程都是安全可追蹤，並且避免票

數造假及選舉舞弊的可能。 

在汽車租賃的運用方面，Visa 和創業公司 DocuSign 在 2015 年底宣布了一項

合作，將透過區塊鏈的公共分類帳目技術進行驗證工作，建構全新汽車租賃概念，

顧客的租車行為只是「點擊汽車→電子簽名→租賃成功」，不僅流程大大簡化，

過程中也完成租賃協議、保險政策等條款的簽訂。運用區塊鏈特性不僅改善租車

作業流程，未來也可導入汽車銷售的各式流程。 

在物聯網的應用上，2015 年 IBM 在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辦的 CES 展覽中，發

表了一篇物聯網的概念驗證 ADEPT(Autonomous Decentralized Peer-to-Peer 

Telemetry)計畫，也就是去中心化的 P2P 自動遙測系統。該計畫由 IBM 與韓國

三星合作開發的物聯網(IoT)系統，主要是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分散式物聯網架

構，不再需要建立統一的中心進行調控和溝通。在此概念中，ADEPT 系統裡有

著十幾億個會自行互相對話的裝置，而區塊鏈機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記

錄且協調每個裝置之間的對話。未來家電產品可自行發出信號並取得軟體更新升

級，也可透過 ADEPT 與周遭其他設備進行電源需求協調。以洗衣機為例，更可

透過乙太坊的智慧合約，自行向洗衣粉經銷商購買並完成支付動作，經銷商則會

透過智慧型手機管道向屋主進行出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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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各國大數據於金融穩定監理之應用 

基於各國的歷史背景與政經發展歷程頗有不同，各自演化出適合自身體制的

金融監管制度。經濟發展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不斷碰觸問題與探索解決，在連串

的開放與管制的收放之下，政府基於金融機構與社會大眾的一再檢討建議之後，

慢慢摸索出一整套穩定金融系統的金融監管制度。管理金融數據資料實際上是屬

於金融監理的重要部分，透過數據反映出金融的狀態，影響金融監理機構的運作，

這些金融與財政政策，不論是寬鬆或緊縮，放任或規範，進而又會影響金融數據

資料的結果與儲存型態、資料的透明度以及運用權限。鑒於此，分析各國在金融

監理制度上如何利用大數據來管理金融資料，促進金融穩定，是我們需要探討與

借鏡的地方。 

 

一、國外大數據於金融穩定監理之應用概況 

Irving Fisher Committee(IFC)在 2015 年針對各國中央銀行關於使用"大數據"

做了相關的調查，在 69 個中央銀行成員中，有 57 個成員回答了此線上調查，回

應率為 83%。這項調查的主要結論如下︰ 

結論 1︰中央銀行的高級政策層級的長官，大約三分之二表是對大數據有強 

       烈的興趣，也經常在內部正式討論或關心此議題。 

結論 2︰中央銀行在目前實際參與大資料的使用是很有限的。大約只有三分 

        之一接受調查的中央銀行，已經在定期使用大數據資訊，或已經開 

        始相關研究計畫。相關大資料研究主題主要包括使用結構化的資料 

        集。然而，也有相當多的數量是在使用外部的大數據資料，例如谷 

        歌搜索資料、商業資料供應商的資料集、移動定位資料、新聞媒體 

        等。 

結論 3︰大數據對於中央銀行的政策是有用的。然而，在傳統的結構化的資 

        料使用似乎是比外部的大數據資料更有效率。這也反映出中央銀行 

        在使用傳統的結構化的資料相對於使用新的外部的大數據資料或 

        非結構化資料是有積累較多的經驗。 

結論 4︰大數據被視為一個潛在有效的工具，尤其在支援宏觀經濟和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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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性分析上。接受調查的大多數中央銀行期望越來越多地使用大 

        數據於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特別是對各自地區的經濟預測(如通 

        貨膨脹、房價、失業、經濟指標 GDP、工業生產、零售銷售、旅 

        遊活動等)，商業週期分析(如情緒指標、短期預報技術)和金融 

        穩定分析(如建構的風險指標對投資者的行為評估、信用風險和市 

        場風險，識別監測資本流動等)。此外，也覺得大數據也可用於提 

        高目前傳統統計的品質。 

結論 5：大數據可以創造新的資訊的研究需求。大部分接受調查的中央銀行 

        表示大數據的訊息可以幫助他們對經濟做更好地分析，而且可以評 

        估整個潛在的經濟活動資訊(如 web 搜索)。 

結論 6：國際合作可以增加彼此的價值。超過 70%的中央銀行想與其他中央 

        銀行在大數據領域一起投資合作。絕大多數的受訪者中認為未來的 

        合作方向，應該是可以從一個特定的專案開始，通過循序漸進的合 

        作方式，定義一個未來合作的藍圖。這也是大多數的受訪者中認為 

        是最有效的使用大數據來做為支援執行中央銀行政策的優點。 

結論 7：探索大數據是一項複雜、多方面的任務。中央銀行確定了多達九個 

        優先領域方向(見圖 3-1)。這些領域有廣泛的主題，從純粹統計部 

        分(如抽樣技術)、經濟分析(如摘要指標)、行政問題(如資源) 

        和公共政策(如通信)都有。 

結論 8：利用大數據於產出經常性資料的應用尚需要一段時間，原因在於自 

        身的資源問題。大多數(接近 60%)的受訪者認為，中央銀行尚未準 

        備好開始使用大數據於定期統計產出，主要是關係到投資於人力資 

        本和 IT 成本。 

近年來，鑒於支持大數據的軟硬體漸趨成熟，許多由於技術或成本考量在過

去所不可能實現的數據儲存、攫取與即時分析反應的機制均可能實現。因此世界

各先進國家都藉此發展以大數據為基礎，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現代金融風險管理制

度與技術，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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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中央銀行關注的大數據主題 

(一)美國 

美國在金融監理制度上依據市場來區隔予以個別進行監理，屬於分散型監理

制度。銀行、保險和證券公司都設有監理機構，且彼此獨立，互不跨越，各監理

機關擁有監理權與處分權。其中，銀行業務的監理亦具有多元化分工的特色。 

因此，各金融機構的資料都由各監理機構所管理，雖然此制度能讓危機發生

後分散風險，例如，美國 911 事件後，雖曾一時衝擊美國的股、匯市場，惟仍能

立即恢復舊觀且未引發系統性風險，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林斯班亦公開盛贊美

國金融體系的靈活。 

在經經濟大蕭條後，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重挫全球經濟，最有名的事件

則屬美國雷曼兄弟破產事件，重創國際經濟與投資人，其餘波蔓延數年，堪稱國

際金融史上數一數二的重大案件。有鑒於此，美國政府於 2010 年通過「陶德-

法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FA;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此法案為金融危機後的具體改革法案，金融監理機構

積極於金融監理改革，以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DFA 施行細則主要制定機關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Fed)、財政部金融監管局

(OC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證券管理委員會(SEC)及商品期貨交易委員

會(CFTC)；另外，DFA 新成立二個重要專責機構，分別為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 

(FSOC)及金融研究辦公室(OFR)，負責監管整體系統性風險，並強化金融監理機

構之溝通。 

其中，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FSOC)旨在防範和識別系統性風險、加強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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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監管合作，其主要權力之一為推動數據的收集與共享，並以此促進監管協調。

而金融研究辦公室(OFR)隸屬於美國財政部，旨在為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

提供支援，具體任務為支援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FSOC)及其成員監管機構進行

金融分析、推進財務報告要求標準化、開發和維護資料庫、提高數據收集效率並

保密。金融研究辦公室(OFR)由數據中心和調查分析中心組成。金融研究辦公室

(OFR)有權制定管制措施、收集數據而無須國會批准，也就是說，DFA 委以金融

研究辦公室(OFR)得以加強金融部門的數據收集，以減低系統性風險。金融研究

辦公室(OFR)有權收集那些對個人機構來說無法收集到的數據，所以可以以一個

全面性的角度觀察一些潛在的風險。金融研究辦公室(OFR)年度研究報告需包含

以下幾方面：對美國金融穩定的威脅因素進行分析、金融研究辦公室(OFR)在職

責範圍內的工作現狀、金融體系的研究和分析的重要發現。 

(二)英國 

根據大數據 4V 的特性定義來看，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傳統上並不常接觸

大數據，一直以來處理的數據量並不高，因為央行的資料來源多是央行的統計監

管資料部門所彙整的財務報表和國家統計辦公室所彙整的統計資料。資料的產生

速度也很慢，因為這些統計和財務報表主要為上一季的報表，有時間延滯的問題。

雖然央行有一些經由調查和外部訪談所得的歷史質性資料，但是整體上資料的種

類還是很少的，因為央行裡大部分的分析都是使用結構性資料。也就是，儲存在

相關資料庫的數值資料。 

1997 年英國分離英格蘭銀行的監管職能，實施混業監管，成立金融服務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來統一監管金融業。但 2007 年次貸危機爆發

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又譯：諾森羅克銀行)發生擠兌事件，引發英國對

分離央行監管權不利於金融穩定的反思。一是 FSA 作為微觀審慎監管機構缺乏

從宏觀審慎角度預判風險的能力，未能關注到次貸危機後市場流動性整體緊張對

北岩銀行借短貸長經營模式的致命衝擊。二是FSA和英格蘭銀行之間資訊溝通、

協調行動不足，未能及時提供流動性支持，導致事件升級發酵。鑒此，英國對金

融監管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將審慎監管職能回歸央行，實行審慎監管大一統模

式。一是裁撤 FSA，在英格蘭銀行內部設立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2012/1/19 成立)，負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的審慎監管。二

是設立獨立於英格蘭銀行的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

http://finance.qq.com/money/insuranc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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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9 成立)，負責對包括銀、證、保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以及諸如債務催收

等行業的行為監管和消費者保護。三是在英格蘭銀行內部新設金融政策委員會

(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2013/4/1 成立)，負責制定宏觀審慎政策，維

護金融體系穩定。 

近年來，開始接觸並研究巨量、高流量以及多樣化的資料庫的英國央行一直

是全球領先的央行之一。例如，McLaren 和 Shanbhogue(2011)使用谷歌的數據作

為英國的勞動力和住房市場狀況的指標；Benos 和 Sagade(2012)使用股權交易數

據(Equity Transaction Data)，以了解在股市高頻率交易的後果；而 Benos et al.(2013)

使用的交易貿易資源庫數據(Transactional Trade Repository Data)調查了英國信用

違約交換市場(Credit Default Swap Market)的結構和動態；Davey an 和 Gray(2014)

以及 Merrouche 和 Schanz(2009)使用了高價值，高流量支付系統數據來分析銀行

流動性管理(Banks’ Intraday Liquidity Management)。 

英國央行運用大數據所做的研究量穩定增加的現象反映了大數據的可行性。

這是因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促使英國政府展開一連串法定和監管的政策，這

些政策需要金融機構向央行及其相應的監管機構提供更多的數據。這些包括金融

機構之間交易的報告、保險公司的資產揭露、交易衍生的相關資料數據等，這些

市場的資訊在英國央行 2013 年承擔監督和監管職責並建立了 PRA 後，變得更容

易取得。 

英國央行在 2013 年主辦了一個”監管數據和分析技術的未來”為主題的研討

會，此會重點在於如何使用現有的統計方法來整合銀行最新的監管資料庫。會中

有許多討論關於在危機之後央行的數據資料策略發展，也是英國央行在 2014 年

3 月所發表的策略計畫之雛形。 

儘管此策略計畫有很多面向，但其最關注的主題便是大數據，可在下列三個

政策策略上得到見證： 

第一、英國央行的「銀行研究議程」中提出英國央行承諾向大眾公開資料來

匯聚群眾力量，解決政策問題。 

第二、「資料分析的新方法」策略中提出，建立一個能提供優秀分析技術的

大數據中心，開創了先進的分析技術視野。 

http://finance.qq.com/l/industry/xiaofeits08/xiaofe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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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數據架構」策略在銀行歷史中第一首席數據官的監督下，有著跨銀

行整合數據資料的目標，資料的標準則透過資料庫中的解釋資料(Metadata)，使

數據在組織之間共享變得更容易。 

由於此策略的宣布施行，達到了三個重要的里程碑，如下列所示： 

第一、資料實驗室的成立。資料實驗室為英國央行裡面使用最新科技術發展

水準的電腦工具。英國央行員工有資訊科技的專家團隊支援他們儲存、操作、視

覺化以及分析細碎且為結構化的資料。 

第二、以銀行為中心的數據社群成立。數據社群組織了一些提升員工有關大

數據意識的活動，包括每月的研討會、銀行內部的網站有最新資訊可供員工使用、

舉辦數據展覽活動，以創新的範例來展示視覺化的資料。 

第三、召開”大數據與中央銀行”的活動。 

由此可見，英國央行有意想如 18 世紀工業革命帶領工業發展的火車頭般，

在大數據時代，努力發展大數據相關技術，引領英國金融穩定的發展，再創經濟

奇景。 

(三)日本 

1998 年 6 月日本金融監督廳(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簡稱 FSA)，在總理

府直接管轄下，負責對大多數金融機構的監管。1998 年 12 月成立金融再生委員

會，旨在整頓金融秩序，重整金融組織，再造金融體系。金融再生委員會負責執

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機構破產和危機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同時，

將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監督廳歸併到金融再生委員會之下，但仍繼續行使其原有

的檢查和監督職能。2000 年 3 月，日本將對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權由地方政府

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監督廳負責。2000 年 7 月，在金融監督廳的基礎上

成立金融廳，並将原屬於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權、企業財務制度檢查等職能轉

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廳。金融廳同時擁有金融監管權和金融政策制定權。2001 年 1

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撤銷金融再生委員會，其對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

進行處理的職能也歸到金融廳。至此，日本的金融監管權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

廳升格為内閣府的外設局，獨立地全面負責金融監管業務。至 2001 年為止，一

個以金融廳為核心、獨立的中央銀行和存款保險機構共同參與、地方財務局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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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監管的新的金融監管體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 

自從 2013 年秋天，日本央行已經使用大數據的來分析多達 500 個經濟統計

數據，幫助貨幣政策尋找干擾經濟的因子。研究和統計部門在要求更精確資料與

分析的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根據日本內閣辦公室 2014 年所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日本實質國內生產總

值(GDP)在 10-12 月這個季度的漲幅為每年 1％速度在成長。此模型在市場預期

的 2.7％以下，但日本央行則認為實質 GDP 在 1％左右。也就是說，日本央行的

預測是正確的，而市場預測是錯誤的。於是，在統計研究部門對總體經濟有深入

研究的 Naoko Hara 說：「日本央行已經成為能夠提前一個月預測 GDP」。 

GDP 比率的預測透過分析各種統計數據來取得，如工業生產指數和第三級

產業活動指數。大數據技術已經可以即時處理這些統計數據並比官方提早一個月

提出季度 GDP。例如，十月至十二月 GDP 可以只用十月和十一月的數據以及現

有的數據使日本央行預測 12 月份的 GDP 來估計。 

大數據正在幫助日本央行有更準確的經濟預測。日本內閣辦公室早在 2013

提出了一個廣泛且新的綜合經濟指標，此指標將理想地使用來自市場價格的在線

搜索數據和記錄以更新每天或每週的數據。 

(四)新加坡 

2002 年 10 月 1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與貨幣委員會合併，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從此也開始負擔起貨幣發行的職能。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作為新加坡共和國之央

行，為實現其法定目標而負責之職能為實施貨幣政策、監管支付系統、發行貨幣，

以及作為政府的財務代理與經濟顧問；監管金融機構及維繫金融穩定；管理國家

外匯儲備；將新加坡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新加

坡針對金融監管實施了以一系列預應性改革。所謂預應性變革是相對於被動變革

而言，強調的是前瞻思考、主動變革。次貸危機後，新加坡金管局更加強調從規

制導向轉向從旁監管，注重調整過去的過度監管或合規監管，進一步促進金融機

構自我評估與管理風險。新加坡金管局修訂發佈了“評估金融機構衝擊力與風險

的框架”，儘管新加坡沒有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機構，但其衝擊力影響評估能較

好地體現對金融系統性影響的前瞻性考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7%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7%E5%B8%81%E6%94%BF%E7%A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7%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6%B1%87%E5%82%A8%E5%A4%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9%87%91%E8%9E%8D%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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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管局局長 2015 年 6 月揭露新加坡金融科技發展現況與主要關注技

術重點，除了提出將改變金融產業的六大關鍵技術，包括行動支付、身分驗證及

生物識別、區塊鏈(Blockchain)、雲端運算、大數據及機器學習，也祭出 5 大計

畫，包括成立金融創新推動計畫、打造電子支付基礎架構、建立智慧化監管通報

系統、打造 FinTech 生態圈，以及 FinTech 技術與技能培育計畫，並宣布將投入

2.25 億新幣的預算(約新臺幣 50 億元)。 

為加速讓新加坡成為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樞紐中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於 2015 年 8 月成立了一個金融科技和創新組 

(Fintech and Innovation Group，FTIG)，負責 FinTech 領域的政策發展與監管，分

為支付與技術方案、技術基礎建設，以及技術創新實驗室三個辦公室，發展支付

服務、雲端計算、大數據技術，並由首席金融科技官統籌負責，為金融服務科技

的應用和利用科技的基礎設施。金融科技和創新(FTIG)組織將確保政府跨部門的

資源可用性，全力幫助新加坡的 FinTech 新創，同時，也要讓銀行可以快速跟上，

提升金融機構對 FinTech 的警覺心。 

(五)澳洲 

在 1998 年 6 月底以前，澳大利亞負責金融監督管理工作的機關主要有「澳

大利亞準備銀行」(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RBA)、「澳大利亞金融機構委

員會」(Austral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mmission，AFIC)及「澳大利亞支付系

統委員會」(Australian Payments System Council，APSC)等。1998 年 7 月起金融

監理組織乃有極大之變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將金融監督管理權交由新設之「澳大

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單獨負責，「澳大利亞金融機構委員會」(APSC)及「澳

大利亞支付系統委員會」(AFIC)則分別於 1998 年 6 月及 1999 年 6 月解散及併入

「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至於 RBA 之任務及角色則有重大之變更，亦

即 RBA 除保留原有貨幣政策之職掌外，亦將其一般之金融監督權移出，另增加

其對於支付系統之管理權；換言之，RBA 係透過貨幣政策之運作及支付系統之

管理，而落實穩定整體金融體系之任務，與「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係

重在個別金融機構監理之角色相區隔。RBA 與 APRA 雖然在任務及角色上，已

如前述所述係有所別，但由於二者對維持金融穩定關係密切，在組織之設計上，

澳大利亞政府建立若干協調機制如次，俾使政府機關間功能之運作得免生齟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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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BA「支付系統理事會」(PSB)之八位理事中，其中一位係由「澳大利

亞金融監理局」(APRA)之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兼任；至於「澳

大利亞金融監理局」理事(APRA Board)之九位理事中，原則上亦有二位理事由

RBA之理事兼任(惟因現任 RBA之副總裁甫調任 APRA擔任執行 長並兼任理事，

故目前僅由 RBA 之總裁一人兼任其理事)。 

二、RBA 與「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為互相提供相關金融資訊及共

同處理金融危機，簽訂有認知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供遵循。 

三、RBA 與「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為確保彼此間之合作事項，得

以順利運作，並共同組成「合作委員會」(RBA/APR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以協調各相關事宜。 

四、為整合所有金融監理、貨幣政策、支付系統及證券投資事宜，亦由 RBA、

APRA 及「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ASIC)分派二名代表，共同召集「金融管理機關會議」(the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這兩個機構在個別的金融機構上分別監管數據資料，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

(APRA)著重在監管機構的部分，包括大量地揭露資訊；而澳大利亞準備銀行

(RBA)則監控其他金融公司的資料，定期在網站上發布與銀行及金融穩定相關的

統計。其中澳大利亞金融監理局(APRA)是根據 2001 年通過的《金融部門資料收

集法》擁有資料收集的權利。這兩個機構在發布某些個別金融機構的數據資料時

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允許在內部做廣泛的利用與彼此討論。另外，澳大利亞

準備銀行(RBA)取得並分析來自家庭調查的家庭部門及非金融商業部門財務狀

況之分類數據、上市公司的資料庫以及徵信機構數據。基於隱私，所有非金融部

門的分類資料皆適當地匿名處理。一家庭特性分類以及其他指標可以被用來辨識

那些脆弱的小群體，其風險的程度與大小與該經濟體與其他經濟體的連結大小相

關。在分析這類型資料時，兩個金融機構都在尋找不尋常地聚集在某些群體上易

受衝擊或具有風險的跡象。 

(六)加拿大 

加拿大銀行(Bank of Canada，BOC)是加拿大的中央銀行，其依據 1934 年的

《加拿大銀行法案》(Bank of Canada Act)而建立。它自身定位為一家非商業銀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9%8A%80%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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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公眾提供銀行服務，而是專門負責國家的貨幣政策制定、法定貨幣發行、金

融機構監管等事務，以維護加拿大經濟與金融系統之穩定；同時它也是一家由財

政部全資擁有的國有公司，但不屬於政府部門，與加拿大聯邦政府其他部門相比

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 

資本市場統計系統(Business and Capital Market Statistics，BCMS)在 1980 年

代被建立以提供資本市場上活動的時間序列資料庫。BCMS 為一個新的系統，為

了了解金融表現與其對整體系統漏洞的意義來設計，故將會連結金融市場的資料

(債券與股票)到產業特性、公司的經濟活動，可以捕捉當前市場的趨勢與需求。

事實上當初在設計 BCMS 時的目標即為建立一個夠靈活的統計系統，集中在危

機的問題上，而不限制其發展，可以適應新的報告需求與參與全球的證券資料

庫。 

加拿大央行強調其有別於其他中央銀行安全資料庫。首先，提供經濟學家可

以跨機構地獲取微型資料。至少可以確保取得加拿大的完整資料、儲存即時資料。

第二，將證券資料連結到公司的基本資料。第三，積極與其他資料供應商合作，

以滿足各種需求(如商業資料供應商、行業協會)，目標為滿足資料需求並確保快

速、有效率。 

決定資料庫的內容與架構是至關重要的步驟。一個動態的統計系統，也反映

了不斷變化的經濟，對政府和私人決策至關重要。故系統包含各個領域的資料，

允許以自動取代部分手工鍵入的債券和股票之資料，並作為對照的檢查，以提高

資料品質。 

2006 年，加拿大統計局和加拿大央行以統計研究和分析為目的，在取得商

業機密和家庭單位的微型資料上簽訂了認知備忘錄。認知備忘錄促進對機密微型

資料的取得。但是必須在某些條件下執行，有兩種方式，說明如下： 

第一種方式為加拿大統計局提供專業的員工來滿足加拿大央行的需求。然而，

在一個專案中可能需要加拿大統計局的其他資源資料。這種為了研究目的而聯結

兩個或多個資料庫、調查細微資料檔案以及其他相關的統計工作，可能偶爾需要

借助加拿大統計局中專業知識的員工的能力。在此情況下，加拿大央行必須依照

專案支付額外費用。 

第二種方式為讓加拿大央行員工成為一名「加拿大統計局的員工」來獲得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7%E5%B8%81%E6%94%BF%E7%A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E%9A%E8%B4%A7%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6%94%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6%94%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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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權限為了完成工作。因此，根據統計法，這些加拿大央行員工與加拿大統計局

內的員工所受的要求相同，包括簽署保密協定。這些加拿大央行員工在執行統計

的工作必須被限制在一個空間內並與外部沒有聯繫。如此，加拿大央行可以使用

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 

與加拿大統計局簽訂的認知備忘錄促進加拿大央行獲取廣泛詳細的機密數

據資料。若加拿大央行的研究人員欲親自執行許多專案，則大部分會決定成為「加

拿大統計局員工」的方法。這會增進兩單位的關係繼續為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 

(七)中國大陸 

2016 年發布的《中國金融風險與穩定報告 2016》指出，短期來看，中國大

陸金融穩定面臨的挑戰主要來源於償債壓力、流動性風險和資本外流壓力。中長

期來看，中國大陸經濟和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是經濟高增長不可持續、改革開放

停滯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政策失當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風險。一系列金融風險顯

示，經濟和金融系統的自身脆弱性和監管框架的滯後將進一步加大未來的金融風

險，主動進攻是最好的防守。報告提出了維護金融穩定的六大措施： 

第一，有序去槓桿是中國大陸實現金融穩定的重要環節。降低債務率需要從

分子和分母同時著手。 

第二，推進資本市場改革，是實現有效市場和金融穩定的唯一路徑。中國大

陸應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和交易規則，有序推進註冊制改革，同時建立資本市

場系統性風險預警指標體系。探索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疑似關聯賬戶進行監控，

有效防範和打擊跨市場操縱行為。 

第三，堅持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對內平衡優先。短期內應維持

外匯市場的基本穩定，防止市場超調；中期構建更加可信的匯率制度，讓人民幣

匯率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 

第四，以金融開放謀求在全球金融穩定中的更大國際領導力。人民幣加入

SDR(特別提款權)後，通過推動 SDR 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更大範圍使用，提高人民

幣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穩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改善與市場的溝通，積極引導預期。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地位、複雜

度及其與全球經濟金融的高度連通性，中國大陸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對外溝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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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預期引導應上升為重要政策工具。 

第六，適應危機後全球大勢，金融監管框架大修，建立符合中國大陸國情的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中國大陸的貨幣與金融統計向來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金融統計為核心，

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統計、中國證監會金融市場統計為補充，統計方式以

金融統計監測管理信息系統為核心。中國人民銀行各分支行及各商業性金融機構

的統計信息部門，主要編制為貨幣政策服務的各類信貸表、貨幣供應表和為金融

監管服務的各類資產負債表、比例監管報表，逐級匯總上報。金融統計在統計的

廣度和深度、統計的時效性和準確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但統計的機構範圍不

全面，目前大陸央行主導的貨幣和金融統計仍是以銀行業統計為主，未實現全金

融行業的統計。 

中國大陸的金融體制為分業監管制度，一行三會根據職責要求分別收集履職

範圍內相關領域統計數據。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分別由其相應的監督管理機

構負責該行業的統計，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重複統計和信息部門分割。且由

於各監管主體的統計體系目標不同，導致許多重要的統計分類和定義不協調，不

能為全面的風險評估和決策判斷提供系統性支持。而且目前的貨幣與金融統計仍

是以存貸款為主，未能及時將創新業務納入統計範圍，使金融創新產品監測信息

和數據不充分。近年來，金融機構開發了集合理財、衍生工具、資產證券化等大

量跨行業、跨市場交叉性金融產品和業務，這些創新產品和業務對金融穩定和貨

幣政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些產品和業務長期游離於金融統計之外，也不

利於準確判斷貨幣政策的傳導路徑與調控效果及其對金融系統穩定的影響。 

2015 年 10 月第 23 屆中國國際金融展在上海開幕。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

行長表示，為提升宏觀調控與跨市場監管能力，大陸央行和金融監管部門將運用

大數據、雲計算等資訊技術，更加全面地掌握貨幣流通、金融交易等資料，為科

學引導利率水準，制定貨幣政策，有效實施金融監管提供資訊和技術支撐，提升

宏觀調控和監管部門的履職效率。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首先，正是科技的驅動使金融

業實現了向資訊化轉型發展；其次，金融資訊化的發展又為金融普惠民生社會發

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和產品基礎；第三，發展普惠金融為金融創新提供了更加

http://www.cbdio.com/
http://www.cbdio.com/node_2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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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闊的空間。科技創新在引領金融普惠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會面臨各種

挑戰，比如如何提升宏觀調控與跨市場監管能力，促進金融穩定；如何降低成本、

減少資訊不對稱，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如何拓展金融服務範圍，提升金融服務的

可獲得性以及如何豐富金融服務主體和產品，完善多層次服務體系。 

針對如何提升宏觀調控與跨市場監管能力的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表示，

大陸央行和金融監管部門將加強對新科技開發應用、風險識別、安全管控的前瞻

性研究，積極穩妥推廣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先進技術，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改

進和完善金融監管，全面提升金融普惠水準。 

 

二、台灣大數據於金融穩定監理之應用現況 

(一)金管會 

我國過去金融監理制度的主要特點，在於行政管理權集中於財政部，而金融

檢查權則分屬財政部、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有關金融檢查權方面，銀

行業之金融檢查權根據「金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由財政部、中央銀行及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分工辦理；證券期貨業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負責辦理檢

查；保險業則由財政部保險司負責檢查。上述分業監理及分工檢查之管理模式，

已難以對橫跨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之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理，而金融檢查權

與行政管理權分離，亦影響金融監理之效能，因此成立整合金融監督與檢查等權

力的機構的聲音與呼籲不曾間斷。 

2001 年 6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後，正式宣告臺灣的

金融市場將朝整合經營的方向發展；有鑑於金融集團跨行合併或與異業結盟者日

漸增多，為避免保險、證券、金融等多元監理制度所可能產生諸多的管理問題，

行政院擬訂《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並送至立法院審議。該草

案於 2003 年 7 月 10 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2003 年 7 月 23 日公布，於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成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以實踐金

融監理一元化目標。2011 年 6 月 29 日，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2012 年 7 月 1 日，依組織法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改為 6-12 人（無

給職），其中財政部部長、經濟及能源部部長和法務部部長為當然委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9%9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89%E5%88%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5%8F%8A%E8%83%BD%E6%BA%9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B%99%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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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以來，金管會除放寬 OBU 業務範圍(Offshore Banking Unit；俗稱

境外金融中心，簡稱 OBU)，開放設立 OSU(Offshore Securities Unit；離境證券業

務，簡稱 OSU)及 OIU(Offshore Insurance Unit；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簡稱 OIU)，

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數位化金融環境及股市揚升計畫等多項促進金融發展及法規

鬆綁措施外，亦持續強化金融監理，以維持金融穩定。包括： 

1. 針對不動產貸款採取相關監理措施：除要求承作購置住宅貸款或建築貸

款業務偏高之銀行控管承作比率並增提備抵呆帳，更要求本國銀行進行房價下跌、

利率上升及借款人所得衰退等壓力情境之壓力測試，以了解銀行承受壓力情境下

損失之能力。 

2. 強化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暴險之風險控管：要求本國銀行依一致之壓力

情境，對大陸地區暴險進行壓力測試。 

3. 健全保險業退場機制及強化保險安定基金功能：修正「保險法」，增訂保

險業立即糾正措施，將保險業依資本適足率，分為資本適足、資本不足、資本顯

著不足及資本嚴重不足等四個等級，分別採取不同之監理措施。 

金管會為配合行政院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政策，積極推動金融資料開放，促

成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創新，於 2015 年推動 12 項大數據應用分析計畫： 

1. 聯卡中心信用卡大數據平台。 

為推動政府「數位金融 3.0」政策及提供產官學界與民眾分析應用需求，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聯卡中心)運用長期累積之信用卡交易清算資

料，於 104 年度公開自 103 年起持卡人每月以信用卡交易支付六大產業

(包括食品餐飲、服飾、住宿、文教康樂、交通及百貨)與全臺六都十六

縣信用卡消費金融數據，並將電子商務交易獨立區分，提供各界下載、

分析及應用。資料使用者可自行利用統計分析工具，依目的及用途之不

同，進行變數間係數設定，例如近年來電子商務快速發展，是否存在地

域關聯性，即可依信用卡交易逐月資料，併同統計分析，推敲其發展脈

絡，以辨別差異原因，並進一步進行預測分析，以協助產官學界及民眾

掌握趨勢。 

2. 購置住宅貸款統計資訊。 



41 
 

擷取自 98年起，每年底約 100萬筆存量及每季約 4萬筆新增(流量)購置

住宅貸款資料，藉由貸款者(人)、貸款值(錢)及擔保品(物)三者屬性交

叉分析，期能解決目前不動產統計資訊分析面向不夠深入或以抽樣方式

研究導致結果誤差之現象。自 104 年 6 月上線以來，已累積 3 萬餘次下

載量，且獲中國信託連結其「買房規劃」網站、各房仲公司(信義、永慶、

住商等)研究分析、金融機構房貸風險管理指標(核貸成數、鑑估成數) 及

聯合報系等各媒體報導。 

3. 產業財務統計資訊。 

每年蒐集約 3 萬 5 千家企業之財報資料量，另結合金融機構報送該中心

約 16萬家企業之授信資料，擷取統計各行業之授信餘額、授信類別、用

途別及違約率等。產出自 90年度起之產業財務比率、財務結構及授信彙

總等三項資訊，提供使用者觀察產業財務波動狀況及金融機構對各產業

之授信變化。自 104 年 6 月上線，已獲證券商為中小企業轉型並提昇競

爭力，辦理公開發行、上櫃、上市之輔導，應用財務獲利能力與財務分

析之比較等使用。 

4. 投資人交易股票行為分析。 

(1) 外資交易有 90%以上皆集中在權值股(臺灣 50 指數與中型 100 指數

成分股，市值比重約為 82%)，而自然人交易權值股僅占其成交值的

50%左右。 

(2) 目前自然人以 41~50 歲及 51~60 歲成交金額之比重較大，分別為

27.4%及 30.7%，結合人口結構可發現證券市場成交值的占比亦出現

老年化的情況，自然人交易值主要來自都會化較高的地區，前三名

分別為：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 

(3) 自然人於 99年至 104年 5年期間，在股票除權息前均為淨賣超，但

102 年加徵補充保費後，無論是除權息前 10 日、20 日或 60 日，均

出現淨賣超金額大幅增加，且 103年淨賣超金額達到最大的結果。 

(4) 103 年開放之當沖交易，其對於股價影響力不高，並未加劇市場波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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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人交易權證/ETF 行為分析。 

權證： 

(1) 自然人為權證商品主要投資者，平均年齡 41.46 歲較其他商品投資

人年輕，且採網路與 DMA下單比重高達 92%。 

(2) 在商品屬性上，權證價格在一元左右、接近價平、存續期間五至六

個月的權證較受投資人青睞。 

(3) 在標的股票除權息期間，投資人傾向於除權息前一日買進認購權證，

並於除權息日賣出，以賺取股票填權息利潤。 

(4) 權證投資人交易集中度很高，104 年權證日成交金額達 100 萬之人

數占比約為 3%，然其成交金額比重卻高達 55%。 

(5) 發行人評等制度實施後，造市品質有明顯進步，且造市品質好的權

證較受投資人青睞。 

ETF： 

(1) ETF 市場以 103 年第 4 季為分水嶺，由於國內上市海外指數 ETF 的

成長及槓反 ETF的推出，103年第 4季後成交值快速且大幅度提高，

周轉率為過去 2~3倍。 

(2) 自然人為目前 ETF 之主要投資人，成交市占比超過 50%，區域分布

集中於桃園以北地區，主要交易年齡層為 41~60歲，占 60%以上。 

(3) 自然人對新類型商品之接受度及參與率較其他投資人高，於新類型

商品推出時參與最為踴躍。 

(4) 近期投資人交易偏好國內上市海外指數 ETF 及槓反 ETF，係新資金

流入，並非取代台股 ETF。 

(5) 投資人於 ETF權證等衍生性商品之運用隨 ETF 成交值大幅增加等。 

6. 台灣期貨市場交易行為大數據分析。 

(1) 從交易人結構分析發現，年輕族群參與比重未有增加，交易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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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然人參與人數持續成長，小額交易人成長趨緩，具外資背景之

期貨自營商市占率持續上揚，本土期貨自營商市占率減少，外資參

與比重逐漸提昇及近年美系外資躍居為外資最大參與者。 

(2) 從交易量結構分析發現，陸股ETF期貨延長交易時間符合市場需求；

另股票期貨之平均持倉天數長，可提供市場參與者一個便利之避險

管道。 

(3) 已建構臉書輿情分析平台雛型，蒐集及分析社群媒體上有關期貨市

場之言論，進行關鍵字統計及正反面意見查詢，了解市場參與者之

想法與意見。 

7. 債劵投資機構交易行為與偏好分析。 

8. 天災風險資訊平台之建置。 

9. 運用交通及保險資料分析影響駕駛風險之因素委託研究案。 

10. 以全民健保資料研究重大疾病或特定傷病之經驗發生率。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保發中心)與東吳大學合作，發佈『重大傷

病經驗統計研究』。此研究是以全民健保資料庫為基礎，探討台灣重大傷

病現況，包括各類重大傷病的首次罹病率、住院人數、平均住院次數及

罹病後之存活率等統計值的估算，此項研究極具重大意義及代表性。專

案主持人保發中心梁正德指出，由於全民健保財務面日益吃緊，未來全

民健保的給付將會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可以提供較高醫療品質與照護

的商業健康醫療險商品將會受到消費者的重視，未來在產、壽險都能經

營健康險的市場趨勢下，如何設計出能符合消費者需求，在合理的訂價

之內，達到經營風險控管及獲取可期利潤的健康險商品，將是精算人員

共同面臨的挑戰，這項研究除了對於我國國民健康狀況有更多的瞭解，

同時也提供保險業健康保險商品設計及風險管理參考，所得成果亦可做

為保險精算學術研究的基礎。 

11. 金融機構申報資料之分析與監理應用。 

12. 金融消費爭議發生成因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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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 年推動 13 項大數據應用分析計畫： 

1. 建置「住宅貸款統計查詢網」。 

資料來源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會員機構報送之「授信餘額月報」相關資

料。擷取授信戶「融資業務分類」為「購買住宅貸款（非自用）」、「購買

住宅貸款（自用）」及「購買住宅貸款（其他）」者，統稱為「房貸」。將

依條件提供各式房貸統計分析表、房貸鑑估成數統計分析表及五大行庫

指數房貸利率。 

2. 建置「產業財務統計查詢網」。 

(1) 財務比率：提供自 90年起各業別之財務比率統計值，包括「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 ROC GAAP」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 

(2) 產業財務結構資訊查詢：提供自 90年起各業別之會計項目平均值，

包括「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ROC GAAP」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 

(3) 產業授信彙總資訊：提供自 91年起各業別年底之「授信類別暨用途」

及「擔保品徵提狀況」。 

3. 授信戶違約特性分析。 

此為聯徵中心應用「巨量資料」，乃擷取授信戶之違約特性統計，完成「授

信戶違約特性分析統計資訊」，建立對會員機構之風險控管有所助益之資

訊。不過提供之授信戶違約特性統計資訊(包含統計表及其說明等 2項檔

案)未便公開，是採用會員機構報送授信資料至聯徵中心之加密檔案傳輸

帳號傳送。 

4. 證劵市場異常資訊偵測系統之規劃與應用。 

透過大數據技術，進行媒體、網路、社群等異常資訊偵測，與個股價量

波動、投資人交易資訊整合。 

5. 整合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大數據，構建對上市公司管理預警系統之研究。 

透過大數據技術，整合財報等結構化資料及產業資訊、媒體等非結構化

資料，構建對上市公司平時與例外管理預警指標及評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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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證劵商財務數據分析與監理應用。 

透過大數據技術，蒐集長期財務數據及證券商經營情形變化，配合市場

資訊進行分析，並協助券商瞭解市場定位，提供專業分析。 

7. 櫃買市場投資人結構及交易行為分析。 

透過大數據技術進行市場交易人結構分析、自然人各年齡級距成交額比

例分析、自然人各年齡級距成交額比例分析、2010 年~2014 年除權息前

後 10日自然人買賣超情況、2015/6/1~2015/9/30 當沖前 20大股票漲跌

停委託比例、權證市場交易人結構分析、各縣市權證下單金額分析、投

資者身分及下單方式分析、對權證商品屬性偏好之分析、對權證商品除

權息反應之分析、依投資人日成交金額級距之分析。 

8. 期交所新業務實施成效分析。 

9. 期貨市場交易行為進階分析。 

透過大數據技術進行市場交易人結構分析、外資占市場交易量比重分析、

交易量結構分析。 

10. 期交所網站公告資訊成效分析。 

11. 期貨商財務資訊分析。 

12. 持續辦理「運用交通及保險資料分析影響駕駛風險之因素」。 

13. 以全民健保資料研究糖尿病之經驗發生率。 

世界經濟論壇 WEF 於 2015 年 6 月發布「金融服務業的未來─破壞性創新如

何重塑金融服務業結構、供應及消費」報告指出，快速的科技發展、消費者期待

及金融法規的變革，帶來破壞性創新，其中銀行部門將最快受到衝擊，但保險部

門所受衝擊將是最大的，因此世界各國包括英國、新加坡、韓國、澳洲、美國等，

無不積極整備，制定金融科技創新計畫，成立相關推動組織，打造金融科技智慧

中心。面對國外數位化金融浪潮襲捲而來，金管會為有效整合國內產官學研資源，

促進金融業與資訊業人才緊密合作，推動金融業運用科技創新服務，提升金融業

效率及競爭力，並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發展，要讓國內的金融新創產業也能如歐美、

新加坡一般起飛，金管會於 2015 年 9 月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希望搭上時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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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除積極研究國內外金融科技發展現況，更要擘劃台灣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服務

願景及策略，以促進台灣整體金融科技應用發展，創造出新時代的金融業經營模

式。金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參與主體不斷增加，使得金融業競爭倍增，金融創

新層出不窮，也增加監理制度與時俱進的需求。金管會也希望藉由金融科技辦公

室的設立，深化金融服務的廣度與深度，除提升我國金融業之國際競爭力外，亦

能提供民眾安全且便利的金融服務。 

除了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關注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網路融資、網路投

資、雲端服務、群眾募資、網路保險、物聯網、大數據應用及資訊安全等發展之

外，將配合金融總會設立之金融科技發展基金。同時協助金融業轉型創新，催生

科技金融化，打造類似美國矽谷的創新創業基地，研發金融科技創新服務及培育

金融科技人才。此外，與資策會、金融機構建立大數據資料庫、建立金融大數據

共通平台，整合金融業之資源，避免個別重複投資浪費，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網際網路興起及行動通訊時代的來臨，帶動商業模式的創新，金融服務必須

順應時代潮流、科技發展的趨勢、配合資訊發展，方能掌握商機，提升消費者便

利性。金管會依據行政院網路政策白皮書與行動計畫，為因應行動通訊、社群媒

體、大數據、雲端科技等資訊與通訊技術之進步，規劃推動「《打造數位化金融

環境 3.0》，提出「調整法規因應業者需求」、「資訊安全是未來管理重點」、「強化

消費者保護工作」，以及「強化金融資訊專業能力」四大因應策略，從鼓勵創新

網路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巨量資料分析應用、普及行動支付與第三方支付應用等

方面三管齊下，目的在掌握數位化發展趨勢，協助金融業推動金融創新，以提升

金融產業的競爭力，提供民眾與企業更多元及便利的金融服務。針對開放多項金

融業務線上申辦，在銀行業方面，已開放可以透過網路申辦信用貸款、房貸車貸

之增貸，申請現金卡、信用卡與信託開戶等共 12 項服務。在證券業方面，放寬

證券商得以線上方式提供投資人開戶及服務，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族群投入證券

市場。在保險業方面，分別開放多項網路投保，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旅遊平

安保險、定期人壽保險等。 

為充分應用長年累積的大數據，金管會表示，目前銀行局、證期局、保險局

都已開始會同相關單位來成立專案小組研究，各單位將提出數項加值應用大數據

的專案報告，包括證券投資人交易行為分析、聯卡中心信用卡大數據平台、天災

危險費率計算模型等，研究成果將與產官學各界共享。目前現在既有的資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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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的，但整合後能做更好的利用，像聯徵中心就掌握很多信用資料的資訊；聯

卡中心也有許多信用卡交易的資訊；保發中心則有許多產險、壽險方面的資料庫；

至於證交所也有所有上市櫃公司資訊、交易資料庫，如果在這些資訊去識別化後，

沒有個人資料外洩問題。金管會也表示應用大數據是長期的趨勢，沒有時間表，

在去識別化的資料後，甚至能讓企業、大眾有更創新的利用，讓業者、消費者可

以有更大的發揮。 

P2P(網路個人借貸平台)如雨後春筍，目前國內已成立 3 大 P2P 平台業者，

包括鄉民貸、LnB 信用市集、和「哇借貸」，金管會相當關注，會將請業者提供

資料。2015 年歐盟網路詐騙 1 年超過 100 萬件、損失 10 億歐元，若 P2P 有一起

網路詐騙，台灣社會恐禁不起這種網路詐騙。金管會指出 P2P 需要有雲端、大

數據來支撐徵信資料，例如借款人透過網路要借 100 萬元，需有非常多數據來支

撐，金融科技若沒有很好的完整資料，開放 P2P 做起來會有很大影響，如果未

來大數據建立起來支撐徵信資料，才能安全無虞。 

金管會銀行局表示，目前已經會同聯徵中心、聯卡中心、財金、金融研訓院

等單位開始研究手上既有的大數據可做哪些方面的加值應用，像是聯徵中心的授

信資料庫、聯卡中心的信用卡資料庫，還有財金累積的金流數據、金融研訓院的

授證、教育訓練資料，都已累積相當多的資料庫。銀行局指出，會提出三到四個

大數據加值應用計劃，在去識別化後，未來這些大數據不只可用於政策決策，也

會開放到網路上供企業、民眾查詢運用。 

(二)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針對大數據與開放資料(Open Data)等議題強調，中央銀行過去打擊

炒房、力抗炒匯熱錢等措施，也都有參考大數據。在力抗國際熱錢，中央銀行總

裁彭淮南借助「大數據(Big Data)」。中央銀行在 2015 年 6 月理監事會決議文中，

首度提及，中央銀行將運用大數據分析外匯及金融市場逐日各項交易資料，即時

掌握市場動態，以利中央銀行政策的釐定和執行。中央銀行所謂大數據，包括外

資進出動態、在股市買賣超情況和其他匯市交易資訊等。事實上，中央銀行早已

利用大數據作為研訂相關政策措施的參考，例如蒐集國內各縣市房市資訊，及國

外各國所採行的相關措施等，才訂定出房市針對性審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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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公司於 2015 年開放大數據項目，這些大數據項目包括了 ATM 或跨行

通匯在縣市的交易量、結構分布等統計，以及交易級距、分布時間等等，由於已

累積到可觀的資料筆數，對於 ATM 使用失敗最高的原因，以及失敗率最高的地

區，財金公司也將向銀行業者提出分析，以作為加強管理的重要參考。聯合信用

卡中心也正積極建置信用卡的大數據平台。根據聯卡中心的規劃，未來 5 年內將

輸入 80 億筆資料，針對信用卡大數據平台所匯集的資料，提出六大項參數設定，

包括交易日期、時間、消費金額、地區、行業別統計，以及交易型態等六大項目，

以讓金融機構能藉由運用信用卡大數據的分析，了解客戶的變化，提供更為貼近

客戶需求的創新與差異化的金融服務。由於聯卡中心與財金公司分屬於金管會、

央行轄下，兩大單位同時積極進行大數據平台的建置，也被金融業者形容為「兩

大財金部會對大數據拚場」，也成為金融圈在 Bank3.0 推進上的兩大盛事。 

在數位金融的發展下，個資運用的機會必然不低於傳統金融，尤其在多元且

廣泛運用大數據資訊將成必然的趨勢下，個人資料對於數據加值與應用產業發展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消費者主導權日益高升的數位金融時代，「對客戶的洞

悉」或「了解客戶的行為」已經成為金融業者能否成功轉型的重要關鍵，應用大

數據協助了解和挖掘並整理歸納消費者的行為，亦將成為趨勢。針對個資保障部

分，若未能有較明確具體之規範，恐使業者處於動輒得咎的窘境，對於數位金融

的發展恐有不良影響。而另一方面，在數位金融時代需要大量依賴大數據資訊的

情況下，現行個資法及相關規範是否能周延地保障消費者個資安全恐有疑慮。以

英國之作法為例，英國資訊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

就針對大數據時代個資保護的問題發表〈大數據資訊與資料保護(Big Data and 

Data Protection)〉報告，提出公平(Fairness)、處理個人資料之條件(Conditions for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目的限制原則(Purpose Limitation)、資料最小化：蒐集

與留存(Data Minimization：Collection and Retention)、資料主體近用權(Subject 

Access Rights)、研究豁免(The Research Exemption)、安全(Security)等 7 項原則，

以作為處理大數據資料時適用資料保護法之參考。主管機關也宜提前檢視現行各

項涉及個資保護法規在數位金融時代下，可能產生適用或法律解釋問題，或針對

現有法令或制度不足之處，研議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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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大數據於金融穩定之應用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共有 93 個國家先後爆發 117

起系統性銀行危機，還有 45 個國家發生了 51 起局部性銀行危機。自美國住房信

貸市場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後，金融體系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新的

風險，故維護「金融穩定」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也是經濟健康穩定

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的保障。 

「金融穩定」是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市場基礎設施運行良好，抵禦各種

衝擊而不會降低儲蓄向投資轉化效率的一種狀態。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S·

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認為，「金融穩定」是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能有效

提供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機會而不會產生大的動盪的金融體系。國際清算銀行前任

總經理安德魯·克羅克特(Andrew Crockett)認為「金融穩定」包括： 

(1)金融體系中關鍵性的金融機構保持穩定，因為公眾有充分信心認為這些 

機構能履行合同義務而無需干預或外部支持； 

(2)關鍵性的市場保持穩定，因為經濟主體能以反映市場基本因素的價格進 

行交易，並且該價格在基本面沒有變化時短期內不會大幅波動。 

雖然目前國際間對「金融穩定」尚無普遍被接受之一致定義，但「金融穩定」

可視為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動態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種金融運行的狀態，體

現了資源配置不斷優化的要求，服務於金融發展的根本目標。我國中央銀行出版

之金融穩定報告指出若從正面定義，則「金融穩定」係指金融體系有能力：(1)

有效率地在不同經濟活動及不同期間分配資源，(2)評估及管理金融風險，(3)承

受不利衝擊；若從反面定義，則「金融不穩定」係指發生貨幣、銀行或外債危機，

或金融體系不能吸納內部或外部不利衝擊，無法有效分配資源，以致於未能持續

提升實質經濟表現。為達成「金融穩定」目標，平時即應持續監控金融體系及總

體經濟金融環境之發展，瞭解可能威脅金融體系穩定之潛在弱點與風險，以利金

融主管機關及市場參與者及早採取因應措施，避免金融不穩定情形之發生。 

為提升總體經濟金融環境發展與即時監控金融體系能力，中央銀行和金融監

管部門也開始進行對新科技開發應用、安全管控的研究。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更

在立法院財委會業務報告，未來將積極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資訊技術，更加全

面地掌握貨幣流通、金融交易等資料，採取具彈性之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制定妥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50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8.htm
http://www.cbdio.com/
http://www.cbdio.com/node_2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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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貨幣政策，執行不動產貸款風險控管措施，為有效實施金融監管提供資訊和技

術支撐，提升總體經濟金融環境和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部門的效率，以因應國內

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金管會也大力推動金融新創相關領域的發展，為了要讓國

內的金融新創產業也能如歐美一般起飛，金管會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希望搭上

時代大浪。除了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關注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網路融資、

網路投資、雲端服務、群眾募資、網路保險、物聯網、大數據應用及資訊安全等

發展之外，還有設立金融科技專用基金、成立金融科技新創事業基地、與資策會、

金融機構建立大數據資料庫，希望藉此措施摸索出新時代的金融業經營模式。 

有鑑於各國致力於金融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來改善經濟與金融的發展，台灣也

應不落於人後，應該積極發展大數據技術來促進金融穩定。依據上述分析，我們

將「金融穩定」的目標訂定為：維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加強金融

監管，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為貫徹落實這一目標要求，本研究將借助大

數據理念與技術的支援，協助建構穩定均衡金融體系的評估。「金融穩定」的職

責能否順利實施和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套完善制度的確立及良好執

行機制。金融體系能較好地發揮功能，金融公司的風險揭露、政府主管機關的監

督、市場資訊公開與市場機制的制衡，是不可或缺的。上述三項因素也可視為構

成「金融穩定」的“三大支柱”。依照這三大支柱架構，除金融穩定相關指標的

權責單位所提供數據外，本研究將財金資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處理中

心、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犯罪防

治中心及其他局處之相關資料來建構成穩定均衡的金融體系。具體而言，建議工

作項目有四： 

 

一、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平台 

大數據時代下的政府監管需要多方面資料進行支援，然而傳統監管過程中資

訊的獲取主要通過公文呈批的形式來實現，效率低。促進金融穩定應用大數據的

第一步是研擬一套整合國家金融資源和跨部門、跨區域共用之資訊系統，建立在

三大支柱架構下的金融統一信用資訊共用交換平台。此將有利於政府充分獲取和

運用金融資訊，更加準確地瞭解市場主體需求，對金融風險管控提供更加全面的

資料支撐，保證監測的準確性，降低金融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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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在台灣目前的現行制度上，我們所持有的各類型金融數據都在不

同的權責部會所持有與管控。現行各單位用以執行業務的數據資料，一旦有需要

跨部會整合時，因受限於法規與行政制度，加上公務人員保守與立法保障個人隱

私的結果，使得各部會局處在跨單位取得他單位的資料所需的行政程序相當繁瑣

與層層管制耗時費力。依照前面章節所述之大數據價值的想法，當資料產生的時

間越久其價值便會迅速下降，無法達到即時預警與迅速反應的時效，也因此無法

有效率地被運用以及早採取相應措施，相對於世界熱錢的迅速流通，快速下單布

局，與立即獲利了結的特性，預警機制的時效與即時反應變成為不可或缺的金融

風險管理機制。我國在跨部會金融數據的即時迅速分享與運用上的架構與系統設

計，應是當前監管單位極需解決的問題。 

目前台灣金融相關的監管機構架構如圖 4-1 所示： 

 

圖 4- 1台灣金融監管機構架構圖 

如圖 4-1 所示，單單就行政院轄下的金融相關部會就至少有十個，還不涉及

到經濟部國貿局或者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健保署警政署等金融犯罪相關單位。純

就以上各部會所管轄的數據而言或有重疊，或者因業務不同而有詳細或彙整上的

差異。倘若圖 4-1 所示的各金融相關事業單位，能夠將其所持有的數據資料做勾

稽整合，成立一個跨部會的金融數據整合作為數據共享的基礎平台，當任何部會

所監管的一端有異樣的交易或事件發生，或者某特定金流發生異常流動時，便能

及時串連與查驗其他單位的數據資料作為勾稽查核的依據，然後據此搜尋金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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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源頭，及時遏止惡意套利或人為疏失導致金融市場的不穩定。 

對於金融風險大數據平台的建制架構，我們可以參照國際清算銀行所屬巴賽

爾委員會(Basel Committee)所建議的金融風險管理架構，全方位涵蓋並收集金融

相關風險的各類數據，作為大數據平台的基礎。 

巴賽爾委員會是英美法德義荷比加日瑞典等十大工業國(簡稱 G10)於 1974

年在瑞士國際清算銀行所設立的組織，其成員均為十大工業國的中央銀行所指派，

其主要功能在於國際金融監管的政府功能上提出建言，並提供跨國監管原則的討

論平台與實施綱要，例如在 1997 年提出銀行監管的 Basel II 原則，曾經讓全世

界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各國的金融監理單位，對本國銀行的資本準備計提與是否

符合該原則有過全盤的檢討與新制推行。 

雖然巴賽爾委員會所討論的監管對象主要是跨國金融機構，但是世界上有相

當數量的國際銀行例如花旗、匯豐、摩根、ING 等，不僅其業務橫跨投資理財、

個人消費、創投、政府融資、房地不動產、保險、進出口貿易、國際匯兌、各類

基金期貨延伸性商品設計、信託基金等業務，其資金規模與產值也僅略遜於頂尖

工業大國的年度預算。因此在巴賽爾金融風險監管架構下的監督管理機制，自然

適用於一般國家政府對自身金融風險的監管範圍與規模。 

我們不僅強調政府監管，但更注重實施監管時的分工方式與數據支持。根據

金融風險管理的監管協議，金融風險可以分成信用風險(Credit Risk)、市場風險

(Market Risk)、與作業風險(Operational Risk)三大類。像這樣的業務劃分方式，不

同於一般政府組織(如前述金融監管機構架構圖)，更注重於實施監管時的功能分

工方式與數據支持。 

在表 4-1 中，可以已經看出不論是信用、市場、或作業風險的監管，並不是

單一部會所能全盤掌控的，有些甚至於還需要調閱軍警檢調的犯罪數據、健保局

的國民醫療數據、甚至於跨國機構的配合。也因此各部會所持有的資訊，正如風

險拼圖當中的局部數據，無法適時而全貌的監管各類的金融風險，也因此許多金

融風險實際上並不在政府所能適時掌控的，於是讓民眾與企業曝露在各種金融風

險當中，只能作事後的補救措施，費時費力又勞民傷財。因此依循巴賽爾委員會

所訂定的風險控管原則，如果可以實施各部會金融資訊的從新彙整與切割，方能

整合出這風險拼圖的全貌。此處所提的風險大數據建議，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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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產生的。 

 

表 4- 1金融風險 

分類 定義 涉及部會及機構 

信用風險 

(人) 

以自然人或法人為風險監管標

的，舉凡該人不論是公司或個

人刻意或無意造成違約風險、

舞弊、不法套利、非法炒作、

惡性倒閉、惡意接管、內線交

易等事件所引發的風險。 

櫃檯買賣中心、信用卡處理中心 

國稅局、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財金資訊中心、證券交易所 

期貨交易所、保險犯罪防治中心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證券期貨局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 

中央銀行。 

市場風險 

(標的交易) 

係指金融資產價值在某段期間

因市場價格不確定變動，例

如：利率、匯率、權益證券和

商品價格變動，可能引致資產

負債表內和表外項目發生虧損

的風險。 

作業風險 

(流程) 

係指由於內部作業、人員及系

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

件所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之風

險。 

 

一旦這樣的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可以實現，政府才可能依據這樣的數據建立各

種不同的風險管控點與風險預警機制。然後依據不同的政府職能，將各類特定的

金融風險管控點與預警機制配置到合適的部會去作實際的監管與查察。這彙整的

金融共用資訊平台，也將成為政府各部會調閱查詢稽核與監管的基礎骨幹。 

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也曾經表示，隨著網路科技興起，網路、行動通訊、社

群網站、雲端及大數據等新應用為金融業帶來破壞式創新，將徹底改變金融業面

貌。如上所述，各國對此投注心力關注，建立與金融相關的資料庫平台，台灣也

自然不能落於人後。因此，金管會與資策會合作，在既有資料庫平台上建置大數

據資料庫。除此之外，金管會目前也積極推動大數據應用計畫及金融資料開放，

促成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及服務創新，為投資人、金融業及台灣社會創造更大價

值。金管會大數據應用計畫包括「不動產授信統計資訊平台」提供民眾購屋評估

參考、協助金融機構授信風險管理；「投資人股票、權證/ETF、期貨及債券投資

機構交易行為分析平台」，分析各類投資人交易行為及投資人感興趣之股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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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調整交易政策及推廣新商品之用。 

倘若金融機構各自建立大數據資料庫，會有規模不夠全面、重複投資等問題，

由於資策會已有資料庫平台，金管會可合作統一建置，串連如聯徵、保發等金融

統計資料庫，提供更全面的大數據資料庫平台，憑藉這樣的金融數據平台，應可

建置我國的金融風險監控機制。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實現政府部門間的資訊

共用，增強金融部門宏觀視野和追蹤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更好地監測和防範系統

性金融風險，為建立宏觀審慎監測體系提供支援。故應積極推進政府內部資訊交

換共用，打破資訊的部門分割和企業封鎖，著力推動資訊共用和整合。各部門、

各企業在建資訊系統要實現互聯互通和資訊交換共用。 

利用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構建金融風險監控機制，首先，要將資訊的公

開化、透明化、全面化。大數據時代的政府資訊應公開及資料開放，促進社會資

訊資源開放與共用，提高金融市場交易活動的透明度，激勵金融市場發展更好的

金融創新產品。要先以各部會資訊系統為共用資訊平台基礎，充分整合政府金融

機構基礎資料庫、法人單位資料庫、金融企業資料庫系統，建立統一的大數據共

用資訊平台，整合金融、工商登記、財政稅收、內政、交通、衛福、主計統計調

查等領域資訊，納入統一的共用資訊平台，實現各部門資訊共建共用，加快建立

統一的大數據共用資訊平台。要全力推行金融市場資訊公示，提高金融市場透明

度，促進金融資訊共用。各級政府及金融部門要與共用資訊平台連接，並將各單

位政務公開信息和相關金融市場違法、違規資訊在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公開。 

第二，由大數據支援的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可以構建公平、誠信的市場環境。

例如，充分的資訊披露可使得 P2P 平臺上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有所解決，

交易前後的道德風險也會相對應的減小。另外，加強對電子商務平台、交易行為

的監督管理、網上支付安全保障、電子商務資訊採集和分析，建立電子商務信用

交易環境建設，健全對電子商務領域的市場監管和權益保護市場機制。 

第三，可借助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建立健全徵信體制。諸如司法和行

政機關、社會信用機構、社會公眾等等都能從基礎性、公共性信用記錄查詢服務

中獲益。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促進未來 FinTech

在互聯網平台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大大提升政府部門監管的作用。大數據的運用

以政府統一的金融共用資訊平台為基礎，進一步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主體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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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及事後的監管作用。利用大數據進行金融風險評估的實施，前提離不開全面、

多元資料的集中蒐集，以及強大的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但出於對國家金融

機構資料安全方面的考慮，建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通過巨量資料的蒐集、

合併，可為金融徵信評估提供全方位資料支援。建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

不僅擁有巨量資料庫資源，還具備即時計算、跨網平臺彙集、多用戶行為分析、

多行業報告分析等功能，可為金融機構建立健全徵信體制。 

第四，充分應用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創造更大價值。各金融單位如銀

行局、證期局、保險局都可以成立專案小組研究，各單位都可提出應用大數據共

用資訊平台的專案報告，包括證券投資人交易行為分析、聯卡中心信用卡大數據

平台、天災危險費率計算模型等，將研究成果與產官學各界共享。因為目前既有

的資訊都是個別的，但整合後能做更好的利用。舉例來說，聯徵中心就掌握很多

信用資料的資訊；聯卡中心也有許多信用卡交易的資訊；保發中心則有許多產險、

壽險方面的資料庫；至於證交所也有所有上市櫃公司資訊、交易資料庫。這些資

訊在去識別化後，沒有個人資料外洩問題，但這些資料庫經過整合後，就可以讓

業者、消費者可以有更大的發揮。應用大數據是長期的趨勢，大數據金融共用資

訊平台的建立可讓企業、民眾有更創新的利用。 

 

二、發展大數據監測模型 

風險監控與預警是指借助各類訊息來源或管道，對數據與訊息進行整合與分

析，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來發現客戶及業務的早期風險徵兆，準確

識別風險的類別、程度、原因及其發展變化趨勢，以及時防範、控制和化解授信

風險的一系列管理過程。 

將企業所有風險相關的資料進行彙整，根據總體經濟資料、產業發展動態、

市場供需狀況、市場交易等資訊，發展大數據監測模型。大數據可監測從市場面

蒐集的所有相關資料，使用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技術建立風險量化模型，在市場

出現異常情況時自動納入重點監測範圍，發佈預警資訊。同時也可加入大數據對

金融市場的關聯分析，建立科學合理的預測模型，提高政府科學決策和風險預判

能力，提升政府決策和風險防範能力，加強服務和監管的有效性。持續追蹤大數

據監測模型的實施效果，研究制定定期評估績效的機制，並根據需要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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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為健全的大數據金融體系。 

提到大數據分析，我們通常會引用麥爾荀伯格、庫基耶在《大數據時代：生

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中的一段話，大數據時代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

關係的追求，而取而代之是關注其關聯性。也就是說只要知道“是什麼”，而不

需要知道“為什麼”。這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慣例，對人類的認知和與世

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2008 年金融危機前夕包括美國在內，全世界對大數據應用於金融領域還呈

未可知的狀態中。金融機構給企業貸款必須妥適，給少了是風險，而給多了往往

不是幫企業，而是害企業，也是變相的破壞經濟。但給多給少，風險如何掌控，

衡量的標準除了銀行根據傳統的風險控制模型進行計算和分析，面對千變萬化的

企業情況和市場環境，必須用足夠多維度的資料來源和關聯化的資料分析來支撐

風險評估。 

同樣，大數據應用於金融風險評估，正是利用資料與資料間的關聯性來做分

析。任何有可能成為金融風險的資料，都可能被作為一項變數進行評估，如該企

業的經營動態，行業近期的動盪性，與該企業還款期限就有相當高的關聯度。銀

行就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資料，進行關聯性的分析，從而開發出更寬泛的風險預警

模型，並通過分析結果呈現，實現大數據關聯性風險評估的即時性和視覺化運作。

通過大數據技術所收集來的資料可更加即時，更加多維化，且更注重關聯性，特

別是關聯性，這無疑為風險評估提供更大的準確度。要從大數據中識別、發現金

融中潛在的風險，需要有處理大資料規模性、多樣性、高速性的能力。尤其要應

對互聯網金融中的大數據問題，需要建立完備科學的金融風險預警視覺化體系。

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都要從資料的關聯性出發，識別、發現、預警、監控、預測金

融體系中潛在的風險。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資訊科學及計算技術系約翰•博倫教授提出，即使資料的

準確度達到 80%，20%錯誤率就足以造成企業風險。而大數據技術收集的資料通

常是即時資料，並納入了對趨勢變化的考慮，所以通過傳統的資料風險計算後，

再用大數據進行關聯性風險分析，那麼剩下的 20%的錯誤率以及將要發生的事件

導致的金融動盪，可以被及早察覺。大數據能讓我們通過技術在資訊間的關聯性

層面上，更理性、更全面、更立體、更快速的認識風險，並及時的控制風險，在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A%A5%E7%88%BE%E8%8D%80%E4%BC%AF%E6%A0%BC%E3%80%81%E5%BA%AB%E5%9F%BA%E8%80%B6&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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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上減少錯誤的產生而帶來的嚴重後果。 

大數據最具有想像力的發展方向是將不同的行業的資料整合起來，提供全方

位、立體的資料視覺化。假如大數據能夠説明金融機構進行對企業的貸款風險評

估，通過關聯性的資訊分析，對企業貸款的期限與實際用途期限，通過大數據分

析做一系列的預警工作，知道每個企業其真實用途和還款能力，對於企業的風險

的不確定性提早進行預防和控制，這樣不但對企業有好處，對於金融體系與市場

經濟的良性循環都能有效提升。從金融機構角度上出發，金融機構還可以通過大

數據技術，將中小企業的各類資訊進行整合處理，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在此基

礎上創新信用模式並擴大貸款抵質押擔保物範圍。在互聯網金融思維影響下的金

融機構，可以向中小企業提供創新的、定制的小型金融服務，從而惠及到每一個

金融體系的參與者。 

利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包括證券、保險、基金、信託公司等在內的綜合統計

體系，實現資料共用，提高各行業對金融形勢的把握和分析能力，提高全金融行

業的整體風險監測水準，有助於大幅降低資訊不對稱成本和非系統性風險，促進

金融穩定。同時，還可以擴大監測範圍至金融消費者，迅速觀測到貨幣政策調整

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變化。 

另外，通過大數據技術的預測分析，金融機構可以避免將錢借給不該借的企

業，也能夠通過大數據作為信用風險的參考，為那些真正有實力的中小企業提供

真實的幫助。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其融資的一個重大挑戰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

險控制要求。中小企業由於經營規模較小，其信用風險資訊較為模糊，使得銀行

不願貸款。憑藉強大的資訊資源和風險透視優勢，大數據金融將解決中小企業的

融資困境。另外，大數據能夠提高風險透明度，通過關聯性的分析可加強風險的

審慎性和管理程度，從而減少中小企業融資的成本，加強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進

行貸款的風險管理上的協助。從中小企業角度上出發，許多中小型企業沒有能力

像大型企業一樣能建立起自己的資訊蒐集機制或資訊平台，因而對國外有關法律

法規、金融政策、外匯管制、資金管理、投資環境等瞭解不夠，對有關經濟政策

的變化不敏感，缺乏面臨風險時的應變能力，難以減少和轉移風險帶來的損失。

而大數據技術能為中小企業進行資訊管理、資訊資源利用、風險預測等方面提供

充分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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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的應用價值，需要對各種資料類型進行處理，

目前應用較為成熟的分析和處理大資料的軟體平台以 Hadoop 為代表，具有大規

模並行處理，簡單易用的優勢，其 MapReduce 計算方式成為大資料處理的主流

技術。同時資料採礦人才必不可少，應加強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的溝通，開發適

用的大資料分析工具，才能實現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的預測效果。 

在互聯網金融、消費金融的蓬勃發展的當下，徵信在資料時效性、全面性和

層次性上日顯重要。深度挖掘互聯網大資料資訊，開發大資料風控模型，更加精

準的評估風險，已經逐漸成為了新一代信用風險模型體系建設的核心課題。傳統

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利用資料驅動(Data Driven)或專家經驗開發模型，結合統計分

析模型(邏輯斯迴歸、判別分析等)得到精準的分析結果。然而在新的資料型態下，

傳統統計分析模型的應用受到嚴重限制。無論是邏輯斯迴歸還是判別分析模型，

都主要針對線性問題，無法對變數的非線性結構進行分析，同時對資料完整性和

有效性要求較高，對資料雜訊亦比較敏感，不適用於大數據背景下的模型開發。 

近年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術得到快速的發展，在圖像識別、語

音辨識、資訊檢索、推薦引擎、非結構化資料等領域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大量研

究結果證明機器學習模型有著良好的應用性。在統計學習領域的研究中提出了應

用最為廣泛的機器學習模型支援向量機(SVM)，另外也提出了集成學習演算法

(Ensemble Methods)：Bagging、Boosting、Random Forest，成功的解決了傳統機

器學習演算法過度配適的困境，使得機器學習演算法的穩定性有了顯著的提高。

另外，在傳統風險模型體系的基礎上，應用邏斯迴歸和決策樹模型，並結合

Random Forest 模型，大大提升了風險模型區分能力，在邏輯的清晰和評分也有

廣泛的應用。隨機森林是一種比較新的機器學習模型。經典的機器學習模型是神

經網路，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了。神經網路預測精確，但是計算量很大。1984

年 Breiman 等人發明分類樹的演算法，通過反覆二分數據進行分類或迴歸，計算

量大大降低。2001 年 Breiman 把分類樹組合成隨機森林(Breiman，2001a)，即在

變數(列)的使用和資料(行)的使用上進行隨機化，生成很多分類樹，再匯總分類

樹的結果。隨機森林在運算量沒有顯著提高的前提下提高了預測精度。隨機森林

對遺漏資料和非平衡的資料比較穩健，可以很好地預測多達幾千個解釋變數的作

用(Breiman，2001b)，被譽為當前最好的演算法之一(Iverson et al.，2008)。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editor&op=blank&charset=gbk#_ENREF_1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editor&op=blank&charset=gbk#_ENREF_2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editor&op=blank&charset=gbk#_ENREF_4


59 
 

機器學習演算法與風險模型的一致性，也為研究金融大資料風險模型提供了

新的方向。然而無論是單一機器學習演算法，還是集成學習演算法都有著複雜的

模型結構，這種複雜的結構不僅使模型喪失了解釋性，而且，不易於直觀展示和

解釋變數的風險特性，較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廣泛的應用。如何結合傳統風險評

估模型體系和機器學習技術，更加精準的評估風險已經成了新一代信用風險模型

體系建設的核心課題。 

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僅蒐集金融資訊等結構式資料，而要了解客戶行為、

市場脈動往往需要來自非結構式資料，例如大量文字記錄以及聲音。這個問題需

要加入文字探勘(Text Mining)技術才能解決。故此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也要

積極開發分析文字探勘、語音辨識(Voice to Text)等非結構式資料之技術，納入大

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並加以分析，從各種管道掌握客戶及市場狀況，創造更好、

更精準的風險評估。過去金融機關或企業蒐集市場資訊是被動且片段的，市場資

訊都分屬不同部門管理，金融資訊記錄也分散各部會，因此僅能從單一部門角度

了解市場或客戶。現在，則是要整合時間、空間、網絡三個時空網，主動出擊了

解市場狀況。 

什麼是文字探勘(Text Mining)？文字探勘是指從大量文本資料中抽取事先

未知的、可理解的、最終可用的知識的過程，同時運用這些知識更好地組織資訊

以便將來參考。直觀的說，當資料分析的物件完全由文本這種資料類型組成時，

這個過程就稱為文字探勘。文字探勘是一個從非結構化文本資訊中獲取使用者感

興趣或者有用的模式的過程。文字探勘的主要目的是從非結構化文本文檔中提取

有趣的、重要的模式和知識。可以看成是基於資料庫的資料採礦或知識發現的擴

展。文字探勘是從資料採礦發展而來，因此其定義與我們熟知的礦定義相類似。

但與傳統的資料採礦相比，文字探勘有其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文檔本身是半結

構化或非結構化的，無確定形式並且缺乏機器可理解的語義。而況的對象以資料

庫中的結構化資料為主，並利用關係表等存儲結構來發現知識。因此，有些資料

採礦技術並不適用於文字探勘，即使可用，也需要建立在對文本集預處理的基礎

之上。 

文字探勘的主要用途是從原本未經處理的文本中提取出未知的知識，但是文

字探勘也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它必須處理那些本來就模糊而且非結構化

的文本資料，所以它是一個多學科混雜的領域，涵蓋了資訊技術、文本分析、模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6%87%E6%9C%AC%E6%95%B0%E6%8D%AE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F%A5%E8%AF%8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F%A5%E8%AF%86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B0%E6%8D%AE%E5%BA%93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F%A5%E8%AF%86%E5%8F%91%E7%8E%B0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E%9A%E4%B9%89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B0%E6%8D%AE%E5%BA%93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B0%E6%8D%AE%E5%BA%93
http://wiki.mbalib.com/wiki/%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6%87%E6%9C%AC%E6%95%B0%E6%8D%AE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D%A6%E7%A7%91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F%A1%E6%81%AF%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8%A1%E5%BC%8F%E8%AF%86%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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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識別、統計學、數據視覺化、資料庫技術、機器學習以及資料採礦等技術。文

字探勘的主要支撐技術有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學習，由於處理的資料都是半結構

化或非結構化的文檔，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成為文字探勘的主要技術。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是主要研究人與電腦交際中的語言問題的

學科。自然語言處理要研發表示語言能力語言應用的模型，建立電腦框架來實現

這樣的語言模型，提出相應的方法來不斷改善這樣的語言模型，根據這樣的語言

模型設計各種實用系統，並探討這些實用系統的評測技術，更簡單直觀的說法，

就是應用電腦技術來研究和處理自然語言。由於自然語言處理是一個多面向的領

域，除語言學外還涉及電腦科學、數學、統計學、電機工程、心理學、哲學以及

生物學等知識領域，它是在各個相關學科的交互作用逐漸形成。 

機器學習方法是機器學習研究電腦怎樣模擬或實現人類的學習行為，以獲取

新的知識或技能重新組織已有的知識結構使之不斷改善自身的性能。它是人工智

慧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機器學習從研究人類學習行為出發，研究一些基本方法

（如：歸納、一般化、特殊化、類比等）去認識客觀世界，獲取各種知識和技能，

以便對人類的認識規律進行探索，深入瞭解人類的各種學習過程，借助於電腦科

學和技術原理建立各種學習模型，從而為電腦系統賦予學習能力。為了實現這一

目的的理論、方法和工程構成了機器學習的主要任務。此外，機器學習還有另一

個基本目標，就是從理論上探索一些人類尚未發現的新學習方法和途徑。 

文字探勘的過程來自各種資料來源的文本資料通過挖掘處理，主要經過五個

過程(見圖 4-2)。 

第一步：文檔預處理。當來自各種訊息源的文檔到達伺服器時，首先對文檔

進行過濾，對文檔的類型進行鑒別。 

第二步：文本過濾。篩檢程式對不同類型的文檔提供不同的文本過濾方法。

對於結構化文檔，篩檢程式把文檔分成各自的組成部分如：標題、摘要、主要內

容、參考目錄等。在這一步驟中，不同形式的文檔(word、PDF、圖片、圖像等)

都用 XML 語言轉化成新的相同(或相似)的形式，例如(標題)、(作者)、(摘要)和(全

文)等。對於非結構化的文檔，必須要通過語言預處理，把它轉化為可用算術分

析的形式，以便在下一步驟中能對文檔進行自動的特徵資訊提取。它能利用語法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8%A1%E5%BC%8F%E8%AF%86%E5%88%AB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9F%E8%AE%A1%E5%AD%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B0%E6%8D%AE%E5%8F%AF%E8%A7%86%E5%8C%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B0%E6%8D%AE%E5%BA%93%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http://wiki.mbalib.com/wiki/%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8%A1%E5%9E%8B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E%A1%E7%AE%97%E6%9C%BA%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4%B5%E5%AD%90%E5%B7%A5%E7%A8%8B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F%83%E7%90%86%E5%AD%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3%B2%E5%AD%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B%B8%E5%85%B3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E%A1%E7%AE%97%E6%9C%BA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8%A1%E6%8B%9F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wiki/%E7%9F%A5%E8%AF%86%E7%BB%93%E6%9E%84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4%B9%E5%96%84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BA%E5%B7%A5%E6%99%BA%E8%83%BD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BA%E5%B7%A5%E6%99%BA%E8%83%BD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8%80%E8%88%AC%E5%8C%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E%A4%E8%AF%86
http://wiki.mbalib.com/wiki/%E6%8A%80%E8%83%BD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D%A6%E4%B9%A0%E8%83%BD%E5%8A%9B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F%A1%E6%81%AF%E6%BA%90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D%E5%8A%A1%E5%99%A8
http://wiki.mbalib.com/wiki/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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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把句子分解出基本部分，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日期、貨幣、數位等，

並從標題或摘要或全部文檔中選出新的關鍵字。 

 

圖 4- 2文字探勘過程 

第三步：特徵資訊選取。特徵資訊的選取使非結構化資料轉化成可以直接記

錄在資料庫中的結構化資料，這為下一步驟的文字探勘做充分的準備。特徵選取

主要是識別文本中代表其特徵的詞項。選取的特徵大部分是文本集中表示的概念，

這些概念包含著重要的信息，因此要提前定義哪些訊息必須被抽取和被怎樣抽取，

這需要有較好的專業知識。 

第四步：文字探勘。目前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向量空間模型和布林模型兩種，

其中向量空間模型是近年來應用較多並且效果較好的方法之一。 

第五步：模式評估。利用已經定義好的評估指標對獲取的知識或模式進行評

價。如果評價結果符合要求，就存儲該模式以備後續使用，否則返回到前面的某

個環節重新調整和改進，然後再進行新一輪的模式評估。 

美國知名大資料企業 splunk 在北京的業務之一包含與金融機構某證券公司

的合作，模式是將大數據功能引入巨量日誌分析中，協助交易系統安全。通過定

時對證券公司的日誌分析，從中提取有可能導致系統異常的資訊，進行提前預警。

所提取的異常資訊是使用者自己感興趣的或者是自己關心的關鍵字比如

“warn”、“alert”、“error”。大數據技術運用於風險評估的初級階段，可借

鑒以上模式。首先金融機構需要提出多維度的資料，並根據自身情況設置相關關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8%86%E8%A7%A3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4%A7%E5%B8%81
http://wiki.mbalib.com/wiki/%E7%89%B9%E5%BE%81%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F%8D%E9%A1%B9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0%91%E9%87%8F%E7%A9%BA%E9%97%B4%E6%A8%A1%E5%9E%8B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8%83%E5%B0%94%E6%A8%A1%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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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進行分析。例如想要判斷某一時段，某些行業的企業的群體性商業行為來預

測這個行業的風險程度，也就可以將一段時期內大量的、多維度的企業的資訊動

態，與相關行業的資料進行關聯性分析，或者從大量資訊中提取企業動態與行業

動態中的高頻關鍵詞，從眾多高頻關鍵詞中獲取關聯性預測與評估的資訊。 

文本資料中之情感分析通常也常被用來衡量在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在全

球金融危機時期，發現在全球金融新聞報導的消息中，金融情緒的敘述和情感，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從高興—焦慮—崩潰，出現顯著和有意義的轉變，顯示情感

的轉變與金融市場事件有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可使用金融新聞的文本資料，試

圖研究量化情緒和發展定量指標，在衡量系統性風險和預測金融危機事件，藉此

可以補充其他金融危機指標和分析。 

消費者與企業的金融互動管道越來越多元，隨著行動化時代來臨，過往習慣

透過電話與企業溝通的消費者，逐漸將互動行為轉移到網路、手機 APP 等溝通

介面，政府或企業必須蒐集、掌握的資訊也日趨複雜與龐大。故大數據金融共用

資訊平台也應納入運用聲紋辨識、語意理解、語音轉文字(Speech to Text，STT)、

文字探勘、網路爬文、輿情分析等工具，將語音、文字、社群大數據轉化為可解

讀、分析、應用的資訊，協助政府部門或企業掌握更完整的市場消費者輪廓。存

儲和分析大量的非結構化資料的應用，對金融市場的穩定評估可提供豐富、及有

用的趨勢資訊。例如，運用情感分析、輿情分析、口碑分析等應用技術可從大量

的社群資料中獲取民眾對於某個事件之看法。此外，與社群網站、論壇資料結合

股市、財經資料進行股市與財經指標的預測，進行多方位的大數據運用，這些分

析應用也應加入於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功能中。不論是數字、文字或語音，

如今都可作為大數據分析，透過模型縮小範圍，歸納出趨勢，再用以預測金融風

險，長遠看來可供政府金融部門擬定策略，創造更好的金融創新產品服務。 

為進一步健全創新的大數據監測體系，提升金融產業支撐能力，應鼓勵政府

部門、企業、大專院校和相關金融、科研機構展開產官學研合作，推動大數據應

用創新，加快突破大規模資料倉庫、非關聯型數據庫、資料採礦、數據智慧分析、

資料視覺化等大數據關鍵共性技術，支援高性能電腦、存放裝置、網路設備、智

慧終端機和大型通用資料平台軟體等產品創新。鼓勵具有智慧財產權和技術創新

能力的大企業，利用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推動大數據於金融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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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務和決策水準。落實和完善支援大數據金融產業發展的金融、財稅、風險、

人才等政策，推動大數據監測體系加快發展。 

「資料科學」一詞，是很久以前開始便存在的詞彙，但「資料科學家」，卻

是近年內才突然出現的名詞。距今不過短短數年以前，世上根本還沒有「資料科

學家」這種具體職業。但在一瞬間，就被譽為是「未來十年的 IT 業界裡最重要

的人才」。甚至在 2012 年，哈佛商業評論甚至宣佈：「資料科學家是 21 世紀最性

感(Sexiest)的職業。」現在已經可預見必須具備多項技能與素質的資料科學家將

供不應求，即將陷入人才不足的窘境。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於 2011 年 5 月發表的

報告 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譯: 大

數據──創造革新、競爭優勢、提高生產力的下一個新領域)裡認為，美國在擁有

高度分析能力的人才供給量(在此指於大學或研究所主修統計或機器學習的學生

方面)，將於 2018 年時，由 2008 年的 15 萬人倍增至 30 萬人。但同時，估計需

求量則多達 44 萬至 49 萬人，呈現出 14 萬至 19 萬的人才短缺。在幾年前，企業

需要資料科學家的幾乎僅限於 Google 或亞馬遜等網路企業。但到了現在要是著

眼於大數據分析的企業，不分業種都積極招募資料科學家，這情況，也更加速了

資料科學家的人才短缺情況。 

最近資策會的課程招生說明中，出現引人注目的文字：「成為擁有百萬年薪

的資料科學家，當上資料科學家，等於擁有一張年薪百萬元的入場券。」玉山銀

行人資長王志成表示，資料科學家是銀行業競爭的秘密武器，因此升遷的機會也

比其他職位多得多，而且預計工作三年左右，年薪至少超過百萬，是目前正夯的

職業。當大數據資料在全球方興未艾之際，根據 SAS 公司的統計，總計全球企

業約需 170 萬名資料科學家。在台灣，大數據的應用雖然才剛剛萌芽，但是要面

臨的幾項重大挑戰，除了資料分析人才不足之外，其他還有在地顧問服務不足以

及對資料價值的敏感度不足的問題，而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大數據在台灣的發展。 

目前台灣有交通大學電機系與美國 IBM 公司合作成立「交大-IBM 智慧物聯

網巨量資料分析研發中心」，這項跨國的產學合作由 IBM 公司捐贈高達美金 140

萬元的 IBM Info Sphere Streams 開發平台，協助交大電機培育「智慧物聯網(IoT)」

領域相關的人才及學術研究。台北醫學大學成立大數據研究中心，整合北醫附設

醫院、萬芳醫院及雙和醫院資訊系統，由電腦系統即時上傳，隨時隨地可看，既

迅速又節省人力，且不容易出錯，靠大數據分析技術來即時回應，達到「看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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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醫院管理靠數據」的大數據醫學健康暨醫務管理模式。東吳大學成立「海

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並與全球最大私人軟體公司「SAS 電腦軟體」簽約。期

藉由 SAS 具有可於移動裝置呈現、視覺化操作及自主分析三大特色的海量資料

專業分析軟體，更促進海量資料分析之研究，推展海量資料分析的專業訓練，增

強海量資料分析之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訓以及相關國際學術交流，並將透過結合跨

領域研究人力資源，提升研究能量。 

衡量諸多大數據人才方面的需求，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鼓勵大專院校或研究

機構籌組跨領域團隊，橫跨人文社會、外語、理、法商等，專業領域涵蓋數學、

統計分析、最佳化理論、資訊管理、資料採礦、雲端計算、商業智慧、資料倉儲

以及各個不同應用專業領域，在課程教學內容設計上，除了數學、統計學外，更

要加入電腦工程學與資料分析(涵蓋分析學領域最重要的三種分析手法－預測分

析、描述分析-包括商業智慧與資料採礦及規則分析-包括最佳化與模擬)。除此之

外，更應鼓勵 IT 供應商積極提供協助，比如，IBM、SAS、SPSS、HP、Teradata

等，提供必要的產品，與關於該產品使用法等的研習課程，透過實務資料研究分

析之經驗，與全球企業需求無縫接軌，提升大數據競爭力。 

 

三、政府資料開放應用和安全管理的機制 

(一)政府資料開放應用 

完善支援大數據平台健全的運行，需構建政府資料獲取、傳輸、儲存、使用、

品質保障和安全管理的機制。各政府部門在建置過程中，要依法及時、準確、完

整地記錄和蒐集相關資訊，妥善保存並及時更新。同時也需高度重視資訊公開和

資訊流動帶來的安全問題，故應增強政府資訊資源管理能力、加強完善規範電子

商務、監管資訊跨域流動、保護資訊安全、以及保護企業商業秘密、個人隱私，

落實國家資訊安全保護制度要求。 

資料的原始採集過程難以監測。雖然統計系統具有邏輯及校驗功能，但也僅

限於對資料間的平衡關係進行校對，而對於資料最原始的採集過程卻難以監測，

只能在綜合檢查或專項檢查的時候進行抽樣核對。由於目前的系統採用逐級匯總

的方式，資料的時效性有所欠缺，同時每一層級的匯總和審核都要依賴人工作業，

需要耗費統計人員巨大的精力且容易出現疏漏。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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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部分金融指標的統計蒐集資料進行更改，而由於資料都是經逐級匯總而成，

難以根據現狀變化調整，一旦進行調整，前後期資料便難以進行對比，資料之間

的連續性也缺乏保障。而且原系統的主要功能為蒐集資料，缺少對資料進行深度

整合和分析的功能，也無法產生直觀的圖表，不利於監測人員快速發現金融指標

變動的規律性或異常波動情況。 

為建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在資料蒐集方面，需以資訊技術管理人才

為核心，建置大型分散式資料庫，實現以金融機構的最小業務單元為基礎的業務

逐筆蒐集功能，在資料處理方面，建議由科技部門和主計調查統計部門一起設置

資料庫的映射規則或校正準則，整理和過濾存在錯誤或矛盾的統計資料，加強資

料品質確保，定期對資料進行品質檢查。 

若按照特定的格式蒐集金融業發生的每一筆金融業務，進行加工、匯總，每

一項匯總資料便可以跟蹤到最原始的金融業務。再將這一蒐集方式推廣至全國各

個金融機構，蒐集的指標也推廣至各類金融工具，使監測的範圍更廣泛，提高蒐

集資料的及時性。資料調整為逐筆蒐集報送後，可減輕了金融人員匯總和校正的

統計人員負擔，系統蒐集資料後可以自動得到所需要的匯總資料，同時可以根據

需要可以有選擇地進行專項統計匯總，這將大大提高統計的時效性。快速調查及

臨時性調查也將變的容易，不需要逐級下發分配任務，只需要在此大數據金融共

用資訊平台內選擇所需要的資料，同時還可以觀測到外部效應，調查的時效性和

全面性將大大提高。 

標準化是實現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模式的前提條件，確保蒐集資料的完

整性和規範性，便於進行資料比較和處理，故應加速推動統計資料標準化工作。

建議以國際準則為參照，以宏觀經濟分析、貨幣政策制定、金融穩定維護為目標，

以機構、工具、客戶、帳戶等統計內容為核心，針對不同金融業務制定相應的報

送標準，統一報送格式和指標內容，建立一個結構合理、層次分明、便於擴充的

金融標準化體系。 

當此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可以自己蒐集時間序列資料後，一是對銀行統

計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可以提升，不需要主觀判斷業務的分類歸屬，二是在某些

金融指標發生調整時，可以重新對歷史資料進行匯總，提高資料之間的連續性。

三是蒐集過程的標準化要求將提高資料的完整性。故利用此大數據的資料處理模



66 
 

式，將提高資料統計的準確性。同時可利用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的預測功能，

提高統計資料的應用價值。大數據的最大價值就是預測性，蒐集的資料規模足夠

大就能反映出趨勢性的變化，基於現實需求的各類演算法將有可能從資料中挖掘

有價值的資訊，有助於發現金融運行中的薄弱風險環節，從而提高監測的有效性、

前瞻性及針對性。 

(二)構建安全管理的機制 

大數據的商業應用為企業帶來龐大商機，卻也引發了個資保護的疑慮。歐盟

於 2015 年上演了隱私權保護大戰，奧地利學生 Schrems 向歐盟法院提出集體訴

訟，同年 10 月歐盟法院判決「跨大西洋數據傳輸協定」(簡稱為安全港協議)無

效，致使歐盟境內公司不得再將用戶資訊傳輸至美國。根據歐盟資料保護指令，

除非傳輸對象符合歐盟資料保護指令要求，否則禁止將歐盟公民資訊傳輸至歐盟

境外；然而 2000 年歐盟和美國達成安全港協議，概括認定美國企業合乎歐盟指

令，所有向美國商業部合法登記的公司皆可援引安全港協議將歐盟境內個資傳輸

至美國，使個資受美國政府監控。此一判決不但顯示出歐盟與美國對個資保護立

場迥異，歐盟亦揚言美國若不加強隱私保護，將抵制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

定。同年 12 月歐盟議會所提出「一般資訊保護規範」獲得議會和會員國一致支

持，並於 2016 年 2 月通過，其主要內容包括任何資料蒐集處理都需要使用者事

前明確同意、使用者有權拒絕散佈個資等，並對於違反企業定有年營業額 2%至

4%的罰則。歐盟對資料保護的立場強硬以及安全港協議失效所帶來的衝擊，使

美國積極和歐盟協商提出「歐美隱私屏盾」協議(EU-US Privacy Shield)，強調美

國會完全遵從歐盟的個資保護規範，然而這項協議目前仍僅止於協商階段。 

隨著大數據演算法的演進，企業開始藉由分析巨量資料來研判市場趨勢和消

費者需求，創造出精準個人化的創新服務。大數據分析講求 4V：Volume、Variety、

Veracity、Velocity，其中的 Volume 和 Variety 分別指巨量資料量和異質化來源。

換言之，有效的大數據分析需有多樣的資料來源，不能僅限於單一類別資料。舉

例而言，若企業取得消費者在 A 網站購買食譜書籍的資料，和在 B 百貨購買廚

具的資料，以及剛將戶籍遷出原家庭的戶政資料，則可以推斷該名消費者的需求

而向該名消費者推銷烹飪課程。然而異質資料取得一直是大數據應用的癥結所在，

不同類別的資料時常無法互通。因此在虛擬時代，透過連線服務提供者即為最為

簡便的異質資料收集管道，然而質疑此種資料取得方法者亦不在少數。美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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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為解決此爭議，發佈一道

暫時命令的公開諮詢，擬課予寬頻服務提供者保護使用者個資的義務。該命令要

求寬頻服務提供者於收集、利用消費者資訊時，必須有告知後同意機制。FCC

並在命令中強調，消費者每天經由使用行動或固網寬頻釋出各式敏感資訊而不自

知，然而這些資訊無疑是屬於消費者本人而非寬頻業者，因此消費者有權選擇是

否提供個資，而寬頻業者則需有透明的資料取得規範和對應的安全措施。該命令

同時要求寬頻業者須採取合理措施保護消費者個資，包含員工教育、管理流程等。

該命令自公開諮詢以來，引起廣泛的討論。消費者團體和寬頻業者對此論戰頻繁，

也凸顯出消費者對隱私保護的疑慮以及服務提供者資料取得困境之間的衝突。大

數據應用是否能和隱私保護取得共榮的平衡，美國接下來的政策發展值得密切注

意和借鏡。 

資訊科技不斷進步，各種資訊設備與網路連結，使得每個人隨時隨地可以產

生、傳遞、分享並處理訊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格外受重視。隱私是讓人們能擁

有決定何時、以什麼方式、將多少個資向他人傳達的權利，而隱私保護的相關規

範是建立在個人對於資料管控的需求上，例如最小蒐集原則以及目的限制原則等。

但是這二個原則在大數據時代中，資料蒐集最小化可能不再是保護隱私的一種方

式，而當隱私與其他社會價值(包括公共衛生、國家安全、法律執行、環境保護

以及經濟效率等)相互權衡時，就必須確保資料處理的合法性。政府部門認為，

去識別化(意指資料加工後無法識別特定個人)的大數據只能做到合乎個資法的

基本要求，要做到合法且安心使用大數據資料，除了去識別化技術，也應該完成

隱私衝擊評估，意即事先評估。若應用這些資料時，可能侵犯個人隱私或違反個

資法的風險有多大，此外，更應該做到告知當事人，並提供允許當事人退出的機

制。 

其次，政府開放資料為國際上一股重要趨勢，我國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近年

來也紛紛投入相關的開放資料規劃與執行。關於政府開放資料與隱私保護議題，

政府機關應明白宣示以完整保護個人隱私為目標，但不應把隱私保護當作開放資

料的絆腳石。目前 APEC 和歐盟都在討論去識別化之重要性，例如歐盟將此納入

立法，又稱做“Privacy by Design”。故政府機關應對資訊、主計、法務等單位制

定隱私個資標準，也可諮詢專家學者形成共識，引起的隱私爭議就會較小。 

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發展與應用也面臨著複雜嚴峻的安全挑戰，民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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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個人資訊和隱私資料資訊洩露的風險大大增加，各個行業和企業在利用大數

據金融共用平台獲得資訊價值時也在不斷的累積風險，在巨量大數據資料的蒐集、

傳輸、存儲、處理過程中，也增加了遭受資訊攻擊的可能性。因此，大數據資料

安全是建立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發展的主要障礙，若大數據資料安全不能保

障，各個金融單位將將不願貢獻個別單位資料，將會降低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的

建立與資源共享，政府部門及金融機構也會失去發展大數據應用的機會，從而直

接影響金融產業創新產品的發展。 

為積極應對日益凸顯的大數據資料安全問題，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從法律規

制、政策監管、技術標準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全方位探索，如美國頒佈了《2014

年國家網路安全保護法案》、積極推動《網路安全資訊共用法案》；歐盟通過了新

版《資料保護法》，禁止跨國分享；俄羅斯 2015 年開始實行互聯網企業要將收集

的俄羅斯公民資訊存儲在俄羅斯國內等管理制度；英國在《開放大資料白皮書》

中專門針對個人隱私保護進行規範；日本 2013 年《創建最尖端 IT 戰略》明確闡

述了開放公共資料和大資料保護的國家戰略。因此，在將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

統作為促進金融穩定的同時，站在維護企業安全、金融穩定和民眾權益的角度，

應統一規劃、部署、推進、實施，加強對大數據資料的安全管理，讓資料自由安

全流動。對此提出三點建議： 

1. 構建資料安全監管機制。建議由政府單位籌組網路資訊安全小組，構建

行政監管體系，督促大數據金融單位落實建立安全組織機構，層層落實

安全管理責任。嚴格實施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建設和資料應用的事

前審核制度，落實資料保密、風險評估、資料流程控管、和緊急變處置

等監管措施，建立健全大數據資料保護的考核評估機制，將資料獲取、

存儲、傳輸、開放、分析等關鍵環節納入監管範圍。 

2. 制定適合我國大數據發展的法規。建議政府單位加快實施立法工作，由

政府單位領頭，延攬企業、法律、科研等方面專業人員組成大數據資料

法規組織，在已有的網路與資訊安全相關行政法規的基礎上，結合大數

據金融產業發展的特徵，開展大數據資料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界

定資料獲取、處理、存儲、分析和傳播的範圍和方式，建立大數據資料

法律法規保護的基礎框架，明確各金融機構之權利義務，讓金融資料供

應機構單位受到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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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全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資料安全認證機制。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的資

料應用數量，在未來幾年可預見將呈指數型增長，故需要健全完善大數

據金融共用平台資料安全認證機制。建議從政府單位儘快制定和實施大

數據資料安全認證機制，建立我國大數據資料安全認證體系，成立專門

認證機構對資料平臺和資料應用開展安全認證，任何單位、企業和個人

要應用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必須經過安全認證組織的評估認證，確保大

數據金融共用平台資料的安全應用。 

 

四、推動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創新模式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尤其是互聯網的興起，移動智慧設備的廣泛應

用，金融業傳統的行銷管道和模式也將被迫發生變化，傳統的金融模式也會逐漸

失去特色。但隨著互聯網帶來的即時性、多樣性的巨量資料，金融業傳統資料分

析經驗已不足以支撐其業務的深度發展。如何利用大數據，促進金融業務發展，

已成為各大金融業關注的重點。目前金融業面臨的問題： 

1. 金融機構或企業的資料來源較單一，如何從資料來源上解決資料短缺的 

   問題，從而進一步實現全方位資料的整合。 

2. 顧客需求日趨多樣化，更傾向個性化的服務，金融業如何全面瞭解民眾 

   對金融的需求？ 

3. 金融業需要可永續發展、創新、經營不同類型的金融產品，建立領先地 

   位。 

本研究所提出的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將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1. 整合各金融機構資料，為金融業經營提供豐富的資料支撐。以往，金融

業的資料有限，主要為自已內部營運資料，對於外部資料獲取相對較少，

如互聯網公開資料、使用者在互聯網上的消費行為等。使用大數據金融

共用平台系統可廣泛獲取各金融機構資料，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

對彙集資料進行清理、分析和整合，從而幫助金融業發揮大數據資料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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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入瞭解市場動向，全方位洞察金融趨勢。金融業需要不斷動態的瞭解

使用者需求，研發具有創新、吸引力的產品，才可能有效持續拓展金融

市場。這就需要金融業秉承顧客至上的理念，結合金融險業務特性對使

用者資料加以有效分析，多角度、全方位洞察市場動向。隨著移動互聯

網的盛行，金融業可以獲取與傳統保險資料有差別的、大量的外部資料，

豐富資料分析維度。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通過金融機構對顧客多樣

資訊蒐集、整合、結構化等過程，可以更加深入瞭解使用者特徵，滿足

金融業務人員深入瞭解顧客的需求，為精準行銷提供資料支援，在降低

成本的同時提升業務效率。 

3. 個性化資訊服務，提升受眾服務滿意度。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可針

對顧客做全面深入分析，協助金融業制定相應的行銷策劃並予以執行，

同時全程監測效果，不斷優化和完善策略。 

4. 憑藉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大數據分析技術，實現有效的金融風險控

管。金融業需要能夠有效的防範潛在的風險，而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可

以基於大量的各金融機構及外部資料實施總體分析，在風險控管工作的

各個環節把關，及早發現風險，及時規避風險，為風險預警提供即時資

訊。 

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將不斷積累傳統金融行業的資料，為資料思維創新

和模型創新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充分發揮資料的價值。進一步要健全創新體

系，就要鼓勵政府公務人員參加培訓，建立完善大數據培訓制度。設計相關企業、

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開展產學合作計畫之機制，發展金融創新產品，推動大數據

在金融穩定的創新思維，推動專業機構整合政府金融開放資料，發展金融資訊服

務，積極運用大數據技術開發金融新產品之合作機會。另外，在新的競爭格局下，

傳統金融企業必須充分運用大數據的理念和技術改造自身業務和管理流程，監管

機構也必須深刻理解新的競爭格局對風險防範、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的影響，並善

加運用大數據來提升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至今，金融業風險監測已經與大數據的應用密不可分，無論是銀行、保險或

是證券，都脫離不了大數據的應用，未來，大數據也將擴及金融業的各個風險管

控層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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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評估，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評估，銀行可通過企業的流

通、銷售、財務等相關信息結合大數據挖掘方法進行貸款風險分析，量

化企業的信用額度，更有效的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欺詐交易識別等手段。 

2. IBM 金融犯罪管理解決方案幫助銀行利用大數據有效地預防與管理金融

犯罪，摩根大通銀行則利用大數據技術追踪盜取客戶賬號或侵入自動櫃

員機(ATM)系統的罪犯。銀行可以利用持卡人基本資料、交易歷史、客

戶歷史行為模式、正在發生行為模式(如轉賬)等，結合大數居分析技術(如

從一個不經常出現的國家為一個特有用戶轉賬或從一個不熟悉的位置進

行線上交易)，進行即時的交易反欺詐分析。 

3. 基於企業內外部交易和歷史數據，即時或準確預測和分析欺詐等非法行

為，包括醫療保險欺詐以及車險欺詐分析等。 

4. 基於企業內外部運營、管理和交互數據分析，金融行為和顧客交互數據

進行建模，借助大數據金融共用平台系統快速分析和預測再次發生或者

新的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 

隨著傳統金融機構的互聯網化以及眾多互聯網企業正在不斷向金融領域滲

透，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湧現，互聯網金融正成為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

方式。資訊技術的進步在現代金融創新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歷史的經驗

告訴我們，大數據對金融業的影響將是全面和深刻的，金融業的經營理念、風險

定價、產品設計、行銷策略、客戶服務、風險管控、組織構架乃至於金融監管，

都必須適應大數據時代的要求。由於新興技術與觀念的進展，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已經成為公私部門組織的競爭利器之一，形成了跨越統計、資訊

科技、行政管理等領域的資料科學(Data Science)領域，廣泛應用於各策略與政策

議題上。 

中國大陸央行在 2015 年第十六屆中國金融發展論壇上表示，人民銀行未來

將加強對新科技開發應用、安全管控的研究，積極穩妥推廣應用大數據、雲計算

等信息技術，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全面提升金融水平。如何使科技創新在引領

金融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大陸央行指出，一方面，要注重機制的運用，

構建互聯網的基礎設施。中國大陸央行強調，要科學利用雲計算、大數據技術，

挖掘互聯網資源，探索建設金融線上線下發展需要的身份認證體系，以滿足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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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同安全級別的要求。促進多層次支付結算體係發展，探索建設適應信息化金

融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完善徵信、支付、反洗錢體系，解決跨市場監管制度不足，

遠程開戶安全不足，社會信用體係不健全，金融服務覆蓋率不高等問題，為金融

創新和發展提供基礎支撐。另一方面，要注重創新與安全，營造安全和諧的金融

生態。安全是金融業健康發展的生命線，沒有安全就談不上金融穩定，金融發展

也就沒有堅實的基礎。互聯網時代網上金融服務、賬戶管理、個人信息、金融交

易等敏感信息、安全信息至關重要。 

還有就是，包容與監管並進，促進金融實際發展。中國大陸央行坦言，互聯

網技術帶來的金融生產力變革，必然會帶來新的挑戰。為此，一方面，要繼續簡

政放權，簡化審批程序，以包容的心態鼓勵金融創新。另一方面，更要針對金融

創新的風險特徵，加強規劃，不斷改進監管手段，完善相關風險監管指標體系，

提高監管能力，推動金融可持續發展。 

簡單來說，想要金融創新，若相關法規不能因時制宜，要做到國際接軌還是

有一定難度。就像台灣第三方支付法通過了，卻因為遵法成本過高，造成 Paypal

這種國際企業最後選擇放棄經營台灣境內交易市場的狀況發生。在銀行業中從事

金融創新的業者則認為，目前實質做法還未出爐，但如果政府能成立一個部門認

真研究金融創新的相關法規，化被動為主動，倒也有幫助，畢竟目前不缺金融創

新想法，但一遇到法規，再好的創新金融產品也只能原地打轉。但不可諱言的是，

在金管會諸多「保護消費者」、「穩定金融秩序」等觀念大傘下，要做到讓金融業

者可以參與創新，順利轉型數位銀行；又能讓小型新創公司得以發揮資訊長才，

帶進各種打破固有框架的金融新點子，難度相當大！不過，他國政府對於如何發

展、要做什麼都有明確的指標，並且規範、措施也隨著新時代需求不斷跟進更新，

這一點，台灣也值得學習借鏡。 

整體來看，大數據在金融業的應用稍晚，其應用深度和廣度還有很大的擴展

空間。金融業的大數據應用依然有很多的障礙需要克服，比如大數據人才相對缺

乏、缺乏銀行之外的外部資料整合以及法規無法與時俱進等問題。金管會 2016

年 5 月最新出爐的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提出「創新數位科技，打造智慧金

融」之願景，推動資通訊業與金融業跨業合作，達成充分運用資通訊科技，打造

智慧金融機構，創新數位便民服務，強化虛擬風險控管的發展藍圖，從應用面、

管理面、資源面、基礎面等 4 大面向，提出 11 項重要施政目標。以政府部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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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重視度，相信在未來的兩三年內，藉由跨部會及跨產業資源整合之推動

策略，落實白皮書所訂各項目標，引導國內業者加速升級，提高經營效率與國際

競爭力，使政府更能掌握國內經濟發展型態，並提供民眾便捷優化的金融創新服

務，在金融穩定的大架構下，金融業的大數據應用將會有突破性的發展。 

 

五、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的架構建議 

先前探討大數據技術的同時，也說明各國如何運用大數據在金融監理方面的

應用，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中國大陸等。其中美國

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FSOC)推動數據的收集與共享，讓金融研究辦公室(OFR)

得以加強金融部門的數據收集，以減低系統性風險。英國央行則在大數據方面的

研究案量穩定增加，該現象反映了其對大數據的可行性深具信心。日本央行已經

使用大數據的來分析多達 500 個經濟統計數據，協助貨幣政策尋找干擾經濟的因

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 2015年 8月成立了一個金融科技和創新組，負責 FinTech

領域的政策發展與監管，其中包括大數據技術。以上說明各國極為重視大數據在

金融監理上的應用。 

依據本章提出四項建議工作：「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平台」、「發展大數據監測

模型」、「政府資料開放應用和安全管理的機制」及「推動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創

新模式」，將提出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的架構，整合了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化

資料，其中金融健全指標為評估金融穩定之重要分析工具，這部分屬於結構化資

料的代表，而社群網站、新聞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這些屬於非結構化資料，

提供更廣泛及更即時的分析資訊。因此，接下來將先介紹金融健全指標，並提出

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至於非結構化資料部分，則提出大數據平台架構；

最後整合「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及「大數據平台」，展現大數據在金融

穩定上的應用架構。 

(一) IMF 金融健全指標應用 

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 1999 年合作推動「金融部門

評估計畫」(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並研訂一套完整的金融

穩定分析架構(圖 4-3)，協助接受評估國家找出其金融體系之優點、風險與弱點、

金融部門績效與總體經濟間之關係、確定金融部門發展需要及協助該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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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適當之政策與措施，而金融健全指標(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 FSIs)即

是因應該項評估所發展出之一組分析工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2016)。 

 

圖 4- 3金融穩定分析架構(資料來源：FI & IMF, 2006) 

FSIs 的概念主要是來自總體經濟措施之框架，且已發展至監測整體經濟活動，

內容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不動產市場、企業與家庭部門等相關指標。FSIs

包含 12 項核心指標(Core Indicators)與 28 項輔助指標(Encouraged Indicators)。核

心指標以銀行為主，內容主要為金融穩定直接相關之存款機構各項財務比率，其

資料易於取得，指標包含資本適足率、資產品質、盈餘及獲利性、流動性；輔助

指標以非銀行為主，該指標並非只可以適用於存款機構，也可以適用於非存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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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金融市場與不動產市場，包括存款機構、其他金融企業、非金融企業部門、

家計部門、市場流動性及不動產市場之評估(王儷容，2011)，其因資料蒐集不易

且作業成本較高，故目前作法多採用與金融機構較密切相關之指標。 

金融健全指標(FSIs)係 IMF 提出金融穩定分析之工具，唯資料來源則分散於

各機構，包括有央行、金管會、中央存保公司、其他政府部門、民間機構等，資

料收集不易。央行依金融健全指標申報報表格式蒐集相關單位資料，並已於每年

五月出版「金融穩定報告」，內容包括國際經濟金融情勢、國內總體環境、非金

融部門說明、金融部門之評估、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及金融健全參考指標。 

表 4- 2 IMF 金融穩定指標之定義：核心組(Core Set) 

存款機構(Deposit-taking institutions)  

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  

自有資本適足率 法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法定第一類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逾期放款減備抵呆帳後相對資本之比
率 

(逾期放款-放款特別準備)/資本及準備
(第一類資本) 

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 逾放比率 

逾放比率 逾期放款/放款總數 

部門別放款比重 對存款機構放款/總放款 

對其他金融機構放款/總放款 

對非金融企業放款/總放款 

對政府機構放款/總放款 

對個人等放款/總放款 

對非居住民放款/總放款 

盈餘及獲利(Earnings and profitability)  

資產報酬率 稅前損益/期初期末平均資產 

淨值報酬率 稅前損益/期初期末平均資本及準備 

(期初期末平均第一類資本) 

淨利息收入相對總收入之比率 (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總收入(已扣除
利息支出) 

非利息費用相對總收入之比率 非利息費用/總收入(已扣除利息支出) 

流動性(Liquidity)  

流動資產比重 核心流動資產(廣義流動資產) /資產總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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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相對短期負債之比率 核心流動資產(廣義流動資產) /短期負
債 

市場風險敏感度(Sensitivity to market 

risk) 

 

外匯淨部位相對資本之比率 外幣淨部位/資本 

資料來源：(王儷容，2011) 

 

表 4- 3 IMF 金融穩定指標之定義：輔助組(Encouraged Set) 

存款機構(Deposit-taking institutions)  

資本相對資產之比率(Capital to asset) 資本(第一類資本)/資產合計 

大額授信總額相對資本之比(Large 

exposures to capital) 

1. 大額授信家數合計 

2. 五大存款機構對五大企業授信總額
/五大存款機資本(第一類 資本) 

3. 對子公司及關係人授信總額/資本

(第一類資本) 

地區別放款之比重(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oans to total loans) 

1.對國內放款/總放款 

2.對先進國家放款/總放款 

3.對其它亞洲國家放款/總放款 

4.對其它歐洲國家放款/總放款 

5.對其它國家放款/總放款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部位相對資本之
比率 (Gross assets position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to capital)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市值/資本(第一
類資本)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部位相對資本之
比率(Gross liability position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to capital)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市值/資本(第一
類資本) 

交易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Trading 

income to total income) 

投資金融工具損益/總收入(已扣除利
息支出) 

用人費用佔非利息費用之比率
(personnel expenses to non-interest 

expenses) 

用人費用/非利息費用 

放款及存款利差(Spread between 

reference lending and deposit rates) 

放款加權平均利率-存款加權平均利率
(基本點) 

銀行間拆款最高及最低利率差距
(Spread between highest and lowest 

inter-bank loans) 

隔夜或一周銀行間拆款利率利率最高
最低利差(基本點) 

存放比率(Customer deposit to total (現金及存款)/對非銀行部門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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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inter-bank) loans) 

外幣放款佔放款總額之比重(Foreign 

currency-denominated loans to total 

loans) 

外幣放款/總放款 

外幣放款佔負債總額之比重(Foreign 

currency-denominated liabilities to 

total liabilities) 

外幣負債/(債務總額+金融衍生性淨負
債) 

權益證券淨部位相對資本之比率(Net 

open position in equities to capital) 

持有股權淨部位/資本與準備(第一類
資本) 

其它金融機構(Other financial 

corporations) 

 

其它金融機構持有金融資產佔整體金
融資產之比重(Asset to total financial 

system assets) 

其它金融機構金融資產/(存款機構+其
它金融機構+企業+家計部門持有之金
融資產總數) 

其它金融機構持有金融資產相對GNP

之比率(Asses to GNP) 

其它金融機構金融資產/GNP 

企業部門(Corporate sector)  

負債淨值比率(Total debt to equity) 債務/資本及準備 

淨值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稅前淨收入/平均資本及準備 

獲利相對債務負債比率(Earning to 

interest and principal expenses) 

(稅前淨收入+對其它企業之應收利
息)/(債務還本付息款) 

外匯淨部位相對權益之比率(Net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to equity) 

外匯淨部位/資本及準備 

債權人申請破產保護之件數(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protection from 

creditors) 

債權人申請破保護之件數 

家計部門(Households)  

家計部門負債相對GDP之比率
(household debt to GDP) 

家計部門債務/GDP 

家計部門負債負擔相對可支配所得之
比率 (Household debt service and 

principal payments to income) 

還本付息款/可支配所得 

市場流動性(Market liquidity )  

證券之平均買賣價差(Average bid-ask 

spread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平均賣價-平均買價)/(平均賣價+平均
買價)/2*100 

證券之日平均週轉率(Average daily 

turnover ratio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指標證券交易金額/(期初期末指標證
券平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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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市場(Real estate market)  

不動產價格(Real estate prices) 住宅房價指數 

商用房價指數 

住宅不動產佔總放款比(Residential 

real estate loans o total loans) 

住宅不動產抵押放款/總放款 

商用不動產佔總放款比(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o total loans) 

商用不動產抵押放款/總放款 

資料來源：(王儷容，2011) 

(二) 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 

本計畫建議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的架構中，資料包括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

化資料。針對結構化資料部分，包括金融健全指標(FSIs)或部分政府開放資料，

這類稱之為傳統資料型態，可採用關聯式資料庫處理，並可搭配資料倉儲，不僅

可獲得較多的軟體資源，關聯式資料庫的技術人力支援也較為充足。相關架構參

考圖 4-4 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 

圖 4- 4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 

第二章曾說明資料傳遞模式，針對金融健全指標建立的資訊共享平台，建議

傳送機制採用 XBRL 格式，並限制共享對象，將可提升整體金融健全指標資訊

的處理效能及安全性。XBRL 為目前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規範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

司申報財務報告採用的格式，且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也利用

XBRL 做為金融檢查資料申報的規格，建議本計畫可採用 XBRL 格式做為相關機

構傳送金融健全指標內容的規格。圖 4-4 說明在安全前提下，「金融健全指標資

訊共享平台」將限制僅有 FSIs 提供者參與，平台並提供 XBRL 轉換機制，協助

FSIs 提供者在上傳前，先將資料轉換為 XBRL 格式。對於各 FSIs 資料提供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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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將可省略申報流程時間，快速傳遞資料至平台，而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

台可在前端建立 XBRL 檢核機制。由於此部分屬於結構化資料，建議採用一般

關聯式資料庫之資訊系統為佳。 

在此雖建議採用 XBRL 資料傳遞模式，但第二章曾提及近年來掘起的區塊

鏈技術，國內外皆已積極投入發展，未來也可納入資料傳遞模式的評估考量。 

(三) 大數據平台架構 

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架構的非結構化資料部分，可採用社群網站、新聞網

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等，這些資料來源都屬於非結構化資料。最後將以整合範

例說明如何在大數據技術下，進行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資料的分析。 

 

 
圖 4- 5大數據平台架構 

 

圖 4-5 為金融穩定議題上，本計畫針對非結構化資料在大數據應用之架構，

這部分規劃為輔助分析模式。IMF 的 FSIs 所建立的金融穩定分析是屬於落後指

標，不過可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或社群網站進行即時資料的擷取，將可輔助建

立風險管理模型。大數據平台中，除採用資料傳送軟體蒐集政府開放資料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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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也將設計網路爬蟲，主動蒐集各社群網站資料，並存放在 Hadoop 平台儲存裝

置，運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字詞庫、詞頻庫，並進一步產生相關主題庫，做為各模

型建立的基礎。 

 (四) 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應用 

整合結構化資料的金融健全指標資訊共享平台及非結構化資料的大數據平

台，圖 4-6 呈現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應用架構。透過資料傳遞所彙整的結構化

FSIs 資料，可採用一般分析軟體進行統計運算，建立金融穩定所需要的指標，並

可結合大數據技術，產生歷程分析，以歷史數據建立基準模型，做為分析比較的

參考準則。另外可結合非結構化資料進行整合分析，建構穩定模型與風控模型，

提供更即時的金融管理資訊。 

 

圖 4- 6大數據在金融穩定應用的架構 
 

在整合架構中，除提供金融報告彙編及金融政策制定所需資訊外，也可建立

金融穩定監控機制，產生下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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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視覺化技術與指標基準數值，將可讓監控機制更直覺。 

2. 調整資料傳送頻繁度，監控管理更即時。 

3. 非結構化資料的輔助，金融風險管控更精準。 

4. 資料產生更快速，金融政策更即時，整體金融更穩定。 

運用金融健全指標的分析，加上社群資訊的大數據探討，將會產生即時與精

確的金融穩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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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為了促進金融穩定，確保貨幣政策有效運作之基礎，我國中央銀行每年都會

發佈金融穩定報告，內容包括國內外經濟情勢、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及金融健全

參考指標等，報告中也指出，「金融穩定」泛指有能力(1)有效率地在不同經濟活

動及不同期間分配資源；(2)評估及管理金融風險；(3)承受不利衝擊；因此，平

時持續監控金融體系及總體經濟金融環境之發展，可即時瞭解可能影響金融體系

穩定之潛在弱點與風險，提供金融主管機關及市場參與者及早採取因應措施，避

免金融不穩定情形之發生。 

過去銀行業資料以儲存及保管為主，受限於軟硬體設備，資料分析及運用較

少。但隨著技術的改善及成本的降低，可將其掌握諸多客戶資訊與金融交易資訊，

搭配各相關機構開放資料及其他同業或異業資料，運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分析應用，

將可發展成提高營利、降低風險及增加客戶忠誠度等的模型工具，成為銀行發展

競爭優勢，對於金融穩定所需的持續監控金融體系及總體經濟金融環境，必可形

成經常性機制；而大數據的導入，將可挖掘風險與弱點，並建立預警通報機制。 

根據 IDC 調查指出，2015 年全球金融服務用於行動、雲端及大數據分析支

出為 1,140 億美元，全球大數據市場將持續強勁成長，其中又以證券、銀行兩業

別預估於 2014-2019 年期間複合年成長率將高達 26%，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各

國對大數據的重視，包括美國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於 2014 年 5 月發

布大數據與隱私技術觀點報告，讓美國政府對資料有更高的洞察與分析能力。英

國在檢討 199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金融監管改革時，強調全面與及時資訊是監測

和評估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主要經濟體都需通過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並加強了金

融業綜合統計和全面資訊收集方面的功能，這些都是採用大數據分析技術，而資

料統計和資訊蒐集能力的整合是重點。澳洲政府則於 2013 年 8 月公布澳洲公共

服務大數據策略，提出資料乃國家資產、加入設計隱私、確保數據完整性及過程

透明化、政府有分享技術的義務、產業與學術界的合作、強化開放資料等。中國

大陸於 2015 年 9 月 5 日「發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將大數據視為國家基

礎性戰略資源。可見大數據已被各國視為重要的戰略工具。 

在各國快速發展大數據的同時，金管會在 2015 年帶頭推動金融轉型，不只

放寬銀行投資金融科技，並啟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畫，在推動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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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3.0 方面，其中在金融大數據資料分析應用上，包括促進金融機構資訊整體

基礎建設升級、推動金融 12 項大數據應用分析、千項金融資料開放。尤其在推

動金融資料開放方面，金管會轄下的銀行局、證期局、保險局都已積極彙整各週

邊單位的開放資料，預計目標達千項以上，其中包括銀行、證券及保險等資料，

若能整合運用，並以去識別化方式突破個資外洩問題，形成數據資料庫，並與異

業合作來進行，同時可運用技術存取社群資料，進一步分析更多元的資料，大數

據分析的結果不僅運用於金融穩定與政策決策，還包括行銷機制與顧客忠誠，未

來也會開放到網路上供企業、民眾查詢運用。 

在現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之際，強化大數據整合分析系統協助金融監管體制

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與核心內容，運用科技構建新的

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是當前推進金融穩定十分重要的出發點。因此，以世界主要

經濟體的標準來衡量，我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尚面臨諸多挑戰：一是金融監管機構

缺乏必要的整合統計資料。二是金融監管機構缺乏有效的金融資訊評估功能和機

制。可見資料是進行金融穩定評估和制定審慎政策的基礎，受限於現階段金融資

料分散因素，金融業綜合統計、資料共用和金融大數據共用平台建設尚有進步空

間。而面對金融業監控目標多、任務繁重的現實，維護金融穩定的有效性也相對

受到影響，造成金融產品的創新和發展也相對滯後。 

目前台灣總體金融資訊分散於各部會及金融機構存在著明顯的整合問題，各

司監管並不能有效防範整體系統性風險，關鍵還是要強化大數據整合分析系統。

因此，借助大數據共用資訊平台協助新的金融監管體制，絕對有利於強化大數據

整合分析系統，提升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促進經濟和金融體系的

穩健運行。針對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應用方面，本研究建議工作項目有四： 

1. 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平台。 

2. 發展大數據監測模型。 

3. 政府資料開放應用和安全管理的機制。 

4. 推動大數據在金融穩定的創新思維。 

其中「金融共用資訊平台」是重要的基礎建設，不僅要整合不同機構的來源

資料，還可藉由社群網站形成多元資訊；而金融共用資訊更需設計隱私、確保數

據完整性及過程透明化，以解除資料提供者的疑慮，讓更多資料可安心納入；最

後形成金融共用資資訊平台之際，應當建立金融共用資訊字典與基礎功能，除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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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監理機構可方便使用管理與預警機制，同時可釋出提供銀行機構與非銀行

機構整合私人資料進行加值創新運用。然而，在台灣建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

台之際，本研究建議下列幾點配套措施仍需審慎思考： 

1. 法規應同步調整。 

在建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計畫的同時，政府部門也應同步檢視法

規，必要時配合調整，例如修正《消費者隱私保護法案》，處理《國家資

料外洩法》，以兼顧大數據分析科技與保障個人隱私間的平衡。在保護隱

私的同時，研究機構、企業、媒體，或學者進行大數據專案計畫，需跟

政府不同單位索取必要資料時，公務員往往以個資法為由，不願公開政

府資訊，造成政府資訊極度不透明的狀況，在建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

平台前要妥善處理發展創新與保障個人隱私、企業安全的關係，政府部

門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資料管理機制，探索完善安全保密管理規範措

施，將資訊積極利用與依法有效監管結合起來，切實保障資料安全與個

人隱私。 

2. 共用資訊應該完整。 

如果不夠全面性，將產生許多分析上的困難與問題，特別在大數據量化

統計分析過程中，若政府公開資料中缺少某些關鍵變項，後續的風險預

警模型極容易產生嚴重的偏誤，研究結果也較難進行嚴謹的因果推論。

金融機構間錯綜複雜、相互關聯的資訊缺失成為預測與處理危機的主要

障礙，如果金融監管單位沒有足夠的金融連續完整的市場關鍵資料，缺

乏各金融機構間的交易資訊，相關資料碎片化，便難以準確評估整個金

融體系的穩定性及各金融機構的暴露風險規模，無法在系統風險的形成

階段及時發現問題，危機爆發後又因缺乏正確的預測而不能採取正確的

行動。 

3. 大數據人才應該完備。 

大數據科學是一門綜合學科，涉及數學、統計學、電腦科學、資料視覺

化技術，以及各領域專業知識。大數據的分析，已非單純統計分析或資

料採礦問題，必須整合產業知識才可充份端倪風險、剖析問題。大數據

的運用，關鍵是人，無論是基礎建設，還是資料分析與系統維護，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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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專業的大數據人才。培育是解決大數據人才的必要手段，包括在職訓

練與大專院校養成，這是政府相關部門極需研擬的重要政策。推動大數

據創新體系，加快突破非關係型數據庫、資料採礦、商業智慧分析、資

料視覺化等大數據關鍵技術研發，支援高性能電腦、存放裝置、網路設

備和大型資料庫軟體等產品創新。進一步鼓勵相關企業、大專院校和研

究機構開展產學研合作，推動各領域大數據創新應用，完善大數據技術、

管理和服務人才培養體系，深化大數據在各行業創新應用。加強政府部

門人員培訓，增強大數據認知和應用能力。更要積極培養國際化人才，

建立完善國際合作機制，積極推進大數據技術交流與合作，充分利用國

際創新資源，促進大數據相關技術發展，推動我國進一步培養具有國際

思維、熟悉國際工作模式的人才。落實和完善支援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財

稅、金融、產業、人才等政策，推動大數據產業加快發展，促進國際交

流合作。 

4. 整合政府部門公共資料資源。 

當世界各先進國家對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陸續提出各種應對大數據平台

整合計畫，充分運用大數據的先進理念、技術和資源，提升國家競爭力，

提高政府對金融服務和監管能力，更有利於政府充分獲取和運用資訊，

更加準確地瞭解金融市場需求，提高服務和監管的能力，降低行政監管

成本。故我國在建構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台，也必須以國家高度整合

相關部會所提大數據計畫，以整個政府體系做出完整的規劃，整合金融、

工商登記、財政稅收、統計調查等領域資訊，加快建立統一的金融共用

資訊平台。具有金融市場監管職責的部門應準確採集市場資訊，建立部

門和行業金融資訊系統，並納入統一的大數據金融共用資訊平。大數據

已成為提升政府對金融穩定監管能力的新途徑，積極推動政府資料資源

分享，制定政府資料資源分享管理辦法，整合政府部門公共資料資源，

提升政府資料的一致性和準確性，並建立“用資料說話、用資料決策、用

資料管理、用資料創新”的管理機制，基於資料的科學決策，逐步實現政

府對金融穩定能力的現代化。 

金融與大數據，都是與未來有關的產業。金融在發揮槓桿效應的時候，可以

為社會大眾帶來利益，但也存在著風險。傳統上，各監管機構分散管理，藉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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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標觀察與統計，分責處理風險問題，但在現今科技發展當下，整合各指標與

資料，已不再是技術問題，各資料權責單位應拋開本位主義，藉由金融共用資訊

平台整合資訊，透過大數據的整合分析，不僅可以評估風險，更可預測未來，將

大數據運用至金融體系，便可將利益與風險控制在平衡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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