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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純網銀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 

一、前言 

    純網銀起源於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南韓、澳洲、香

港相繼成立純網銀1。我國金管會於 2019 年 7 月核准 3 家純網銀設

立，包括樂天國際商業銀行(下稱樂天銀行)、連線商業銀行(下稱連

線銀行)及將來商業銀行(下稱將來銀行)；其中，樂天銀行、連線銀

行已分別於 2020年 12月、2021年 3月開業2。 

    純網銀主要透過科技創新或提供完整營運生態圈之經營模

式，提供快速、便利及優惠的金融服務，吸引網路族群開戶及交易。純

網銀業務範圍雖與一般銀行相同，惟由於純網銀營運方式主要透過

網路、行動裝置等非實體管道，使其資金之移轉與流動更加快速，因

此，監理機關對純網銀之流動性監理規範，以及純網銀對其流動性

風險之控管機制益形重要，宜加以分析探討。 

    本文首先介紹純網銀之業務特性，其次說明我國純網銀發展情

形，以及純網銀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另就我國與各國(地區)純網銀

之流動性覆蓋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淨穩定資金比率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規範情形進行比較與分析，最後為

結論。 
二、純網銀之業務特性 

    純網銀通常沒有實體分行，純網銀客戶主要係透過電腦、智慧

型手機等行動裝置取得純網銀所提供之金融服務。以目前各國純網
                                                      
1 各國(地區)首家純網銀成立時間：美國 1995年、英國 1999年、日本 2000年、中國大陸 2015年、南韓 2017

年、澳洲 2018年、香港 2020 年。 
2 截至 2021年 5 月本文完稿時，將來銀行尚未取得營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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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業務發展情形來看，純網銀大多以存匯、支付、信貸及理財為核

心業務項目(附錄 1)。 

    純網銀主要透過網路提供金融服務，具有下列重要營運特性：  

(一)具營運成本低、科技創新及潛在廣大客源基礎優勢 

純網銀不需設置實體分行及聘僱大量行員，可大幅降低營運

成本，轉而提供消費者較為優惠的存、放款利率及各項費率，有

助開拓傳統銀行因相關成本過高、規模不大，致承辦意願較低之

業務領域。一般而言，純網銀主要運用創新科技，以改善金融服

務流程，提升客戶新鮮體驗度，且大多結合社群通訊媒體、電商

等主要股東，擁有潛在之廣大客源基礎，因而得以發展出新利基

之商業模式。 

(二)個人與中小微企業戶較多，客戶黏著度較低 

    相較於傳統銀行可因應各類客戶不同需求而提供較為多元化

之商品與服務，純網銀透過網站銷售之商品型態相對簡單化，主要

著重於提供快速、便利的支付方式，以及小額、短期之信用貸款，故

其客戶多以個人與中小微企業戶為主；另由於純網銀無實體分

行，較無法有效建立如傳統銀行與其客戶間的信任感，客戶較易受

其他銀行優惠措施吸引而流失，致客戶之黏著度較低。 

(三)服務時間、地域不受限制，使流動性風險增加 

    由於純網銀之交易均透過網路快速完成，加上 24 小時、無營

業地點限制之特性，如發生系統故障、網路中斷或不利消息散播等

突發事件，易使存戶喪失信心而將資金快速轉出，使純網銀面臨較

大之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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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純網銀發展情形 

    為因應銀行數位化服務發展趨勢及滿足消費者需求，2018 年

4 月 26 日金管會發布開放純網銀設立之政策內容，並於 2018 年

11 月 14日修正「商業銀行設立標準」部分條文，訂定我國純網銀

申請設立標準(表 1)。 

表 1、我國純網銀申請設立標準 

項目 內容 

最低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 100 億元(同商業銀行)。 

業務範圍 同商業銀行。 

申請資格 1.發起人至少應含1家銀行或金控公司，且持股比率

應達25%以上。 

2.大股東須符合適格性基本原則。 

3.非金融業大股東須具有金融科技、電子商務或電

信事業等專業，並能提出成功之業務經營模式。 

適用監管規範 適用商業銀行之法規與監理規範，包括法令遵循、

客戶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控管、防制洗錢及公司治

理等；應加入存款保險。 

營運據點 除總行與客服中心外，不得設立實體分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2018年4月26日、2018年11月14日新聞稿。 

(一)我國 3家純網銀獲准設立與開業情形(圖 1) 

    金管會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受理申請設

立純網銀，另為適度管理市場競爭壓力，金管會預計開放新設純網

銀家數以 2家為上限；受理申請期間，計有「將來商業銀行籌備處」、

「連線商業銀行籌備處」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籌備處」向金管會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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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30 日金管會公布純網銀許可設立名單，3 家均獲

核准設立。金管會表示，由於 3家純網銀提出之營運模式、目標客

群各有不同，均有助於提升客戶使用金融服務之便利性及促進普惠

金融；另參考香港、新加坡及南韓作法，純網銀家數之設限並非絕

對必要，且純網銀市占率仍低，對實體銀行之市場競爭影響尚屬有

限，故 3家純網銀均獲准設立。 

    該 3家純網銀開業進度不同，其中，樂天銀行、連線銀行已分

別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3 月 24 日開業；將來銀行則因

資安與內部治理問題，截至 2021年 5月尚未開業。 

圖 1、我國純網銀獲准設立與開業情形 

    2018.4    2018.11    2019.2       2019.7           2020.12.30       2021.3.24

  

   資料來源：金管會網站。 

 (二) 3 家純網銀之營運發展利基與策略 

    3 家純網銀透過各主要股東在電子商務、電信、通訊軟體方面

之龐大客戶群，有利儘速擴展客戶數及業務。本節將說明 3 家純

網銀的股東結構、目標客群及營運優勢(表 2)。 

 

 

 

金管會發布

純網銀申請

設立標準 

受理申請設立

純網銀期間 

金管會同意

3 家純網銀 

設立 

樂天銀行 

開業 

連線銀行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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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家純網銀之股東結構、目標客群及營運優勢比較 

項目 樂天銀行 連線銀行 將來銀行 

股東結構 

(持股比率) 

日本樂天銀行(50%) 

國票金控(49%) 

日本樂天信用卡(1%) 

LINE Financial(49.9%) 

台北富邦銀行(25.1%) 

中國信託銀行(5%) 

聯邦銀行(5%) 

渣打銀行(5%) 

台灣大哥大(5%) 

遠傳電信(5%) 

中華電信(41.9%) 

兆豐銀行(25.1%) 

新光集團(14%) 

(包括新光人壽10%、新光

銀行2%、新光保全1%、

大台北瓦斯1%) 

全聯實業(9.9%) 

凱基銀行(7%) 

關貿網路(2.1%) 

目標客群 

臺灣樂天商城及行動

會員數 600 萬戶、樂

天在臺信用卡數約 60

萬張 

全臺逾 2,100 萬戶

LINE 社群與生態圈

用戶 

全臺逾 1,000 萬戶中

華電信用戶及兆豐銀

行、新光集團、全聯福

利中心客戶 

營運優勢 

1.日本純網銀經驗。 

2.日本樂天集團擁有

完整生態圈，橫跨

30 個 國 家 與 區

域，擁有 1.4億戶會

員數。 

1.LINE 與 2 家電信業

之龐大用戶數。 

2.4 家商業銀行之金

融業務經驗。 

3. LINE 社群生態圈。 

1.股東涵蓋電信業、銀

行業、通路業及資訊

科技業，客戶群龐大。 

2. 3 家商業銀行之金

融業務經驗。 

3.多元股東背景有利擴

展消費金融生態圈。 

資料來源：3家純網銀網站；作者整理。 

1.樂天銀行 

(1)股東結構與目標客群 

    樂天銀行之股東以日本樂天集團為主，持股 51%(包括日本

樂天銀行 50%及樂天信用卡 1%)，國票金控則持股 49%。 

    樂天銀行之目標客群為樂天集團與樂天信用卡客戶、喜愛

日本文化的族群、35~50 歲白領階級及智慧型手機重度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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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運優勢 

    樂天銀行最大競爭優勢為大股東日本樂天銀行具備成功經

營純網銀之經驗，目前日本樂天銀行係日本獲利最佳之純網銀。 

    日本樂天集團擁有完整的生態圈，橫跨 30 個國家與區

域，擁有 1.4 億戶會員數，並提供多樣化服務，包括電子商務、

銀行、證券、保險、行動支付、信用卡等；其中，日本樂天銀行

扮演關鍵的金流中心，除滿足客戶在生活中各種場景之金融需

求，並透過樂天會員單一帳號於集團內之大數據資料，深入瞭解

客戶行為與偏好，有助於掌握客戶風險，降低銀行營運風險。此

外，樂天銀行已向我國中央銀行申請國際金融卡海外提款業

務，使其客戶可在海外 ATM 提領當地外幣現鈔。 

2.連線銀行 

(1)股東結構與目標客群 

    連 線 銀 行 之 最 大 股 東 為 連 線 金 融 科 技 公 司 (LINE 

Financial)，持股 49.9%，其次為台北富邦銀行持股 25.1%，其他

股東包括中國信託、聯邦、渣打等 3 家銀行，以及台灣大哥大、

遠傳等 2 家電信公司，均各持股 5%。 

    連線銀行之目標客群為全臺逾 2,100萬戶 LINE社群與生態

圈用戶。 

(2)營運優勢 

    連線銀行之優勢為 LINE 活躍用戶數每月達 2,100 萬  

人，客戶群龐大3，另 4 家股東銀行可提供金融業務經驗，且 2

家電信業股東之用戶數超過 1,000 萬戶。連線商業銀行之主要策

                                                      
3 截至 2020年 9 月底，臺灣 LINE Pay使用人數高達 840萬人，未來可能成為連線銀行的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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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係提供全民個人化的金融服務場景，將優先深度結合 LINE 生

活圈，滿足用戶各項生活所需，並透過大數據資料深入瞭解客戶

生活需求，適時提供金融服務。 

    連線銀行主要股東 LINE Financial4之子公司 LINE Credit 在

日本已開發出個人 LINE Score 信用評分機制5，可依照 LINE 

Score 之評分，決定消費者申請 LINE Pocket Money(無擔保小額

借貸)之額度與利率水準。連線銀行將參考該信用評等經驗，自

行開發國內客戶適用之信用評等機制，未來可對無信用評分的

年輕人提供貸款。 

3.將來銀行 

(1)股東結構與目標客群 

    將來銀行之股東均為國內企業，其中以中華電信公司為最

大股東(持股 41.9%)，其次為兆豐銀行(持股 25.1%)，其他股東

包括新光集團、全聯實業、凱基銀行及關貿網路。 

    將來銀行之目標客群為全臺逾 1,000 萬戶中華電信用戶及

兆豐銀行、新光集團、全聯福利中心客戶。 

(2)營運優勢 

    將來銀行之股東涵蓋電信業、銀行業、通路業及資訊科技

業，結合中華電信之電信技術應用優勢及 1,000 萬客戶群，全聯

                                                      
4 LINE Financial 在日本、泰國、印尼亦積極發展網路銀行業務：(1)日本：LINE Financial 與日本第三大銀

行瑞穗銀行合作，目前已完成增資，進入籌備階段，日本 LINE Bank 預計於 2022年開業；(2)泰國：2020

年 10 月 LINE Financial 與泰國開泰銀行合作推出「社群銀行」平台 LINE BK，LINE 本身不需取得銀行

執照，而是透過開泰銀行將服務串接到 LINE，用戶於 LINE BK 的帳戶即為開泰銀行的帳戶；(3)印

尼：LINE Financial 已取得 PT Bank KEB Hana Indonesia 20%股權，成為該銀行第二大股東，以利發展數

位銀行與金融科技相關業務。 
5 LINE Score 以人工智慧技術分析用戶於 LINE 服務的活躍狀態，並給予 100 到 1,000分不等的評價。當

用戶持續使用 LINE 各項服務，並且完成問卷調查或使用特定服務，即可逐一累積個人評分，最高可累

積達 1,000分的評價，而積分的高低會影響用戶取得優惠服務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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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家門市與 900 萬客戶基礎，以及兆豐、凱基、新光等金融

機構之業務經驗，期待打造一個完整消費金融生態圈，並透過主

動接觸各個網路行業的領導者，以吸引網路原生用戶使用將來

銀行的金融服務。 

四、我國純網銀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 

    純網銀之交易均透過網路完成，資金之移轉與流動更加快

速，使得純網銀對流動性風險之管理更顯重要。我國主管機關對

純網銀訂有相關流動性風險管理規範，並透過建置「純網銀監理系

統」，加強控管其流動性風險，茲說明如下。 

(一)純網銀與一般銀行適用相同流動性規範 

    我國純網銀業務範圍與一般銀行相同6，亦與一般銀行適用相

同之流動性監管規範。我國主要有 4 項流動性比率監管規範，包

括流動準備比率、未來 0~30 天期距缺口比率、LCR及 NSFR；其

中，LCR 與 NSFR 係全球適用之流動性風險量化監管指標。 

    該 4 項流動性比率規範主要係就銀行流動性之存量與流量風

險加強管理，有助提升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之健全性，有效維持金

融穩定。以下分別說明 4 項流動性比率主要規範內容(表 3)及實施

情形。 

 

 

 

 

 

 

                                                      
6 純網銀亦須適用存款準備金制度，相關制度詳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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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準備資產 

應提流動準備負債 

表 3、我國銀行業 4項流動性比率監管規範 

項目 流動準備比率 
未來 0~30天 

期距缺口比率 
LCR NSFR 

法定最低 

比率 
10% -5% 100% 100% 

計算定義 
流動準備資產 

應提流動準備負債 

未來0~30天期距缺口 

新臺幣總資產 

高品質流動資產 

未來30天內淨現金流出 

可用穩定資金 

應有穩定資金 

申報頻率 
按日計提、 

按月申報。 

按月申報。 按月申報。 按季申報。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1.流動準備比率 

    我國自 1977年 7 月實施流動準備比率制度，旨在規範金融機

構應持有足夠之流動性資產，以因應可能發生之流動性問題；規範

對象為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

部。金融機構應按日計提、按月申報流動準備，計算公式如下： 

       流動準備比率 =                          

 

(註：應提流動準備負債項目主要為新臺幣存款；流動準備資產項目主要包

括央行定存單、公債及金融機構轉存指定行庫轉存款。) 

    目前流動準備法定最低比率為 10%7，2016年以來全體本國銀

行之實際流動準備平均比率均高於 30%，顯示本國銀行持有足夠

之流動性資產，流動性持續充裕。 

2.未來 0~30天期距缺口比率 

    我國自 2008年 7 月實施期距缺口比率制度，旨在規範金融機

構應注意監控未來 30 天內資金缺口比率，以控管極短期之流動性

                                                      
7 2011年 10月 1日起，法定最低流動準備比率自 7%調升至 10%，並由「按月計提」改為「按日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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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0~30天期距缺口 

 新臺幣總資產 

風險；規範對象為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金

融機構應按月控管月底之未來 0~30天資金流量期距缺口對新臺幣

資產總額之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未來 0~30天期距缺口比率 =                           

 

 (註：未來 0~30 天期距缺口指未來 0~30 天到期之資金流入減資金流出) 

    各金融機構期距缺口適用之最低比率，一般銀行、全國農業金

庫及信用合作社為-5%，中國輸出入銀行為-15%。2016 年以來全

體本國銀行之實際期距缺口平均比率均高於 10%，顯示本國銀行

妥善控管極短期之資金缺口，以確保具有充足之短期流動性。 

3.LCR、NSFR：全球適用之流動性風險量化指標 

隨著金融創新與直接金融之快速發展，銀行資金之來源與用途

更加多元化，使其資產負債結構產生顯著改變。2007年全球金融危

機經驗顯示，金融機構過度依賴同業短期批發性資金，由於此類資

金極易快速大量流失，常成為引發整體市場流動性危機之根源；此

外，金融機構大多偏重以短支長之營運模式，亦使其期限錯配流動

性風險上升。為改善上述情況，2010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發布「Basel III：流動性風

險衡量、標準及監控之國際架構」(Basel III：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提出 LCR、

NSFR二項流動性風險管理規範，供各國參採使用。 

為強化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我國亦與國際同步，分別自 2015

年、2018年實施 LCR、NSFR，由金管會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理。以

下說明 LCR、NSFR之規範重點、特性及我國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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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CR、NSFR 之規範重點 

LCR、NSFR制度設計之重點在於可確實掌握銀行流動性風險

之種類與來源，並加強控管資產負債項目之期限錯配流動性風險。 

LCR 旨在規範銀行持有足夠之高品質流動資產(high-quality 

liquidity asset, HQLA)，以因應 30天以內之短期資金需求，有助強

化銀行之短期流動性；NSFR 則係規範銀行之資產流動性與負債穩

定性，確保銀行具有足夠之 1 年期以上穩定資金來源，以因應房

貸等中長期資金需求，有助強化銀行對資產負債期限錯配之風險

管理。整體而言，LCR、NSFR 均有助強化銀行融資結構之穩定性

(表 4)。 
表 4、LCR、NSFR規範重點 

項目 LCR NSFR 

規範 

目的 

銀行應持有足夠之高品質流動資產
(HQLA)，以因應 30天以內之短期資金

需求。 

銀行應有足夠之 1 年期以上穩定資
金來源，以因應房貸等中長期資金

需求。 

計算 

定義 

HQLA 

未來 30天內淨現金流出 
 

可用穩定資金(ASF) 

應有穩定資金(RSF) 
 

法定 

最低 

比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60% 70% 80% 90% 100% 
 

 

2018年起為 100%。 

申報
頻率 按月申報。 按季申報。 

 資料來源：BCBS 網站；作者整理。 

(2) LCR、NSFR 之特性 

LCR、NSFR 制度之特性在於其計算方式係就各類資產、負債

項目，按其業務性質與期限長短，訂定不同之加權係數，以達強化

銀行控管不同風險來源與期限錯配流動性風險之目的。因此，為有

效提升 LCR、NSFR，銀行必須依據各類資產負債項目加權係數之

高低，進行業務項目之調整，進而改善其資產負債結構。 

由於 LCR、NSFR之規範目的不同，故其加權係數訂定之標準

亦不同(附錄 3)。LCR 主要針對各類項目之流動性訂定加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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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NSFR 則進一步針對不同期限訂定加權係數，主要分類為未達

1 年與 1年以上，其係數之差異甚大。 

    考量銀行因應 LCR、NSFR 必須採取不同之資產負債調整策

略，BCBS制定了不同實施進程。LCR 法定最低標準自 2015 年之

60%，逐年調高 10 個百分點，至 2019 年達到 100%；NSFR 則自

2018年應達 100%。 

    由於銀行逐年提升 LCR 之同時，透過加強特定資產負債項目

之調整，亦可提升 NSFR，此種制度設計顯示 LCR 與 NSFR 之調

整需要一段時間，且二者具互補之特性。例如，銀行增持第一層

HQLA，可使 LCR 分子項上升(加權係數為 100%)、NSFR 分母項

下降(加權係數為 0%)，故可同時提升 LCR 與 NSFR。 

(3)我國 LCR、NSFR 實施情形 

    我國LCR、NSFR規範對象為本國銀行，銀行應按月申報LCR、

按季申報 NSFR。自實施以來，全體本國銀行之實際 LCR、NSFR

平均比率均高於 100%；其中，本國銀行持有之 HQLA主要為中央

銀行存單與公債，比重超過 7成，顯示足以因應金融市場短期波動

情勢。此外，本國銀行可用穩定資金充裕，零售存款與 1年以上資

本工具比重超過 8成，顯示足以因應金融市場較長期波動情勢。 

(二)主管機關建置「純網銀監理系統」，強化監控流動性風險 

    為加強監控純網銀之流動性風險狀況，金管會委託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建置「純網銀監理系統」，包括：加強監控清算資金之充

足性；以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快

速獲取監理所需資料，包括即時通報與定時申報資料，說明如次： 

1.加強監控純網銀每日清算資金之充足性 

    為利銀行業跨行 ATM交易及通匯業務資金之清算或結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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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必須於中央銀行共同開立「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下稱

「跨行專戶」)，供其存款帳戶撥存資金。由於跨行交易係屬大額

資金進出，銀行必須隨時注意「跨行專戶」餘額之變動情形，以避

免因個別銀行留存資金不足，造成餘額不足而無法交易情形。 

    目前財金公司已建立「跨行專戶」日終留存餘額之警示額度監

控與即時通報機制，並督促金融機構強化非營業時間之水位監

控，留存充足基金；中央銀行亦已設置非營業日緊急增撥跨行清算

資金機制。 

    由於純網銀之交易均透過網路快速完成，更加依賴跨行通匯

業務交易，「跨行專戶」餘額之控管更顯重要。「純網銀監理系統」已

針對純網銀開業後一定期間之「跨行專戶」日終留存餘額，另訂警

示值與最低標準，以加強監控純網銀每日清算資金之充足性。 

2.即時流動性警訊監控機制 

    針對「存款交易無法執行」、「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餘額不

足」情況，純網銀透過 API 進行通報，金管會、中央銀行、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等監理機關可透過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方式即時接

收通報訊息，以利快速採取因應措施(圖 2)。 

圖 2、純網銀即時流動性警訊監控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存款交易無法執行 

1.軟/硬體異常 

2.網路攻擊 

3.其他 

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餘額不足 

專戶餘額低於設定之警示值，純網銀

應即時通報，另專戶餘額若回復至警

示值，亦須再通報解除警示事件。 

純網銀透過 

API 通報 

監理人員接收訊息 

監理人員瞭解通報事件內

容並聯繫純網銀，以利快

速採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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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申報資料之自動化報送機制 

    「純網銀監理系統」利用 API技術，使純網銀可透過自動化方

式定期申報相關資料，以利主管機關即時監控純網銀流動性風險

變動情形(表 5)。 

表 5、純網銀定期申報資料之監控 

申報頻率 申報資料項目 

按日 1.即時存放款相關資料(包括「跨行專戶」餘額、數位存款帳戶)。 

2.流動準備比率。 

按週 1.可動用資金概況表。 

2.未來一週之存款已預約轉出金額統計表、預估資金流入/出分析。 

按月 1.存放款相關資料(包括餘額、平均利率、利率結構)。 

2.流動性比率(包括未來 0~30天期距缺口比率、LCR 等)。 

資料來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五、各國純網銀 LCR、NSFR流動性風險管理規範之比較 

    由於 LCR 與 NSFR 係全球適用之流動性風險量化指標，本章

就英國、南韓、美國、中國大陸、澳洲、日本、香港等 7 個國家(地

區)純網銀適用 LCR、NSFR 情形加以分析比較，並說明我國純網

銀之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符合國際標準。 

(一)各國純網銀適用一般銀行規範，惟多數純網銀未達須適用之級

距標準 

    各國實施 LCR、NSFR情形差異頗大，部分國家僅實施 LCR，而

尚未實施 NSFR。上述 7 個國家中，除南韓針對純網銀另行訂定適

用比率外，其餘 6國之純網銀均與一般銀行適用相同規範；其中，英

國係全體銀行適用，其餘 5 國則採分級實施制，主要係按銀行資產

規模或業務性質分級適用(附錄 4)。 

    上述採分級實施制之 5 國，僅中國大陸之微眾銀行資產總額逾

2,000億人民幣，達到須適用 LCR、NSFR之標準(表 6、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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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各國(地區)純網銀須適用LCR、NSFR之比較 

項目 英國 南韓 美國 中國大陸 澳洲 日本 香港 

純網銀家數 逾10家 2 逾30家 4 3 8 8 

純網銀達須 

適用標準者 
全體純網銀 

全體純網銀 

(另訂適用比率) 
無 微眾銀行 無 無 無 

         註：除南韓針對純網銀訂定適用比率外，其餘各國之純網銀均與一般銀行適用相同規範(附錄 4)。 

         資料來源：各國網站；作者整理。 

(二)南韓新開業純網銀適用比率低於一般銀行 

    南韓一般銀行之 LCR 係參照 BCBS 標準，自 2015 年起適

用，2019年為 100%，惟各年適用比率則高於 BCBS標準(表 7)；至

於 NSFR 則參照 BCBS 標準，2018 年起為 100%。 

表7、南韓一般銀行LCR適用比率與BCBS標準之比較 
                                                                單位：%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南韓一般銀行 80 85 90 95 100 

BCBS 60 70 80 90 100 

  資料來源：BCBS與南韓金融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網站。 

    南韓另針對純網銀訂定 LCR、NSFR 適用比率，分別於 2015

年 6 月、12月及 2019 年 5月訂定或修正相關規定如次(圖 3)： 

1.2015 年 6月首次訂定純網銀 LCR，同年 12月修正提高 LCR 

    2015 年 6 月南韓宣布將開放設立純網銀，並首次訂定純網銀

LCR 適用比率為 60%；同年 9月受理首批純網銀之申請，12月修

正提高純網銀 LCR，2016年 LCR為 70%，逐年調高 10個百分點，至

2019年為 100%。2017年南韓 2 家純網銀 K Bank、Kakao Bank 分

別於 4月、7月開業，均適用 2015 年 12月之修正後 LCR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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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5 月就 2020 年後新開業純網銀訂定 LCR、NSFR 適用

比率 

    2019 年 5 月南韓針對 2020年後新開業之純網銀，按其開業年

限訂定 LCR、NSFR 適用比率，開業第 1、2、3 年 LCR 分別為

80%、90%、100%，開業第 4年 NSFR 為 100%。 

圖3、南韓一般銀行與純網銀之 LCR、NSFR適用時程 
                          
一般銀行                   純網銀                   一般銀行         純網銀 

                            

   2015.1     2015.6  2015.9  2015.12         2017      2018.1       2019.5  2019.7 

 

          

 

 

  

  

 

 

 
 

             

 

資料來源：南韓 FSC網站；作者整理。 

     綜上，南韓純網銀之 LCR、NSFR 適用比率具有下列特性： 

1.2017 年開業之 2 家純網銀 LCR 應於 2019 年達 100%，同一般

銀行。  

2.2019 年 5 月南韓針對 2020 年後新開業純網銀訂定之 LCR 標準

(開業第 1、2、3 年分別為 80%、90%、100%)，其實與 2017年開

業之 2家純網銀適用標準相同(即 2017、2018、2019年分別為 80%、

90%、100%)。換言之，南韓對已開業或未來新開業純網銀 LCR

之訂定標準具有一致性，即首年 80%，逐年調高 10個百分點，至

第 3 年為 100%。 

修正LCR 

2016 2017 2018 2019 

70% 80% 90% 100% 

 

宣布開放 

設立純網銀， 

並首次訂定

LCR為60% 

 

NSFR 

100% 

受理首批 

純網銀申請 

訂定新設純網銀 

LCR、NSFR 
 

LCR NSFR* 

開業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80% 90% 100% 100% 

*按此規定，2020年K Bank、
Kakao Bank之NSFR應達100% 

宣布2019.10受理 

新設純網銀申請 
K Bank、Kakao Bank  

開業 

 

適   

用   

適   

用   

LCR 
2015 2016~2018 2019 

80% 逐年+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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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純網銀 NSFR 適用時程較一般銀行寬限 2年 

    2019年 5月南韓就新開業純網銀增訂開業第4年須適用NSFR

為 100%之規定，至於 2017年已開業之 2家純網銀則須於 2020 年

適用 NSFR；亦即，相較於一般銀行自 2018年即須適用 NSFR，純

網銀之 NSFR 適用時程較一般銀行寬限 2 年。 

(三)我國純網銀開業即須適用一般銀行比率，高於各國標準 

    我國 LCR、NSFR 實施對象為本國銀行，實施內容與時程均係

參照 BCBS規範8；我國純網銀亦與一般銀行適用相同 LCR、NSFR

規範，說明如次： 

1.我國純網銀與一般銀行適用相同規範，LCR、NSFR 均應達 100% 

    由於純網銀業務範圍與一般銀行相同，各國純網銀均與一般

銀行適用相同之流動性監管規範，我國亦採相同原則。 

    純網銀之客群以個人與中小微企業戶為主，主要資金來源為

零售存款，可使其淨現金流出金額(LCR 分母項)下降，以及可用穩

定資金(NSFR 分子項)增加，有利於其 LCR 與 NSFR 達到一定水

準。此外，我國純網銀設立資本額高達新臺幣 100億元，遠高於南

韓之 1,000億韓元(約新臺幣 26億元)，較有利於我國純網銀 LCR、

NSFR 可達到 100%之法定標準。以 2020 年 12 月開業之樂天銀行

為例，該行分別自 2020 年 12 月、2020 年第 4 季開始申報 LCR、

NSFR，均符合規定。 

2.我國純網銀開業即須達一般銀行比率，高於各國標準 

    如前所述，各國純網銀雖適用一般銀行規範，惟多數純網銀均

未達須適用之級距標準；其中，英國純網銀比照一般銀行，自 2018

                                                      
8 我國 LCR就工業銀行訂有 60%之調整比率，主要係考量其依法不得吸收零售存款之業務特性，致其不

易調整 30天內淨現金流出金額(LCR 分母項)，無法有效提升 L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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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LCR 應達 100%，惟英國 2022 年起才開始實施 NSFR，至於其

他國家(地區)，僅中國大陸之微眾銀行達到須適用 LCR、NSFR之

標準。另南韓就新開業純網銀訂定之 LCR、NSFR 適用比率低於一

般銀行，寬限期達 2~3 年。因此，我國純網銀自開業後 LCR、NSFR

均應達 100%，遠高於其他各國標準。 

六、結論 

(一)純網銀之營運特性使其面臨較高之流動性風險，宜加強管理相

關風險 

    科技進步已明顯改變傳統銀行營運模式，加上民眾上網率及

行動通訊裝置持有率大幅增加，均提供純網銀之發展利基。由於純

網銀可提供更便利且價格更優惠的金融服務，較能吸引一般民眾與

中小微企業客戶，惟其營運方式主要透過網路、行動裝置等非實體

管道，加上 24小時、無營業地點限制之特性，使其資金之移轉與流

動更加快速，因而面臨較高之流動性風險。因此，純網銀宜加強管

理其流動性風險。  

(二)我國純網銀開業即須適用一般銀行之 LCR、NSFR，顯示主管

機關對其流動性風險管理標準高於各國 

    由於純網銀業務範圍與一般銀行相同，目前各國對純網銀之

流動性管理機制與一般銀行並無太大差異。針對 LCR、NSFR 兩

項國際流動性風險量化監管指標，各國(地區)純網銀雖適用一般銀

行規範，惟多數純網銀均未達須適用之級距標準；其中，僅南韓另

訂新開業純網銀適用比率，並給予寬限期。至於我國，純網銀開業

即須適用一般銀行之 LCR、NSFR，法定比率均應達 100%，顯示

我國主管機關對純網銀流動性風險管理標準高於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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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主管機關建置純網銀即時監控系統，可兼顧金融創新與金

融穩定 

我國主管機關已完成建置「純網銀監理系統」，透過純網銀自

動化申報、場外即時監控，以及即時提供有關監理事項的相關資

料，有效強化純網銀流動性風險之控管，可兼顧金融創新與金融穩

定。未來我國主管機關將持續密切監控純網銀流動性狀況，並就潛

在流動性風險妥善研擬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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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各國主要純網銀之業務特色 

國家 
主要純網銀 

(開業年度) 
業務特色 

英國 1.Atom Bank 

(2014) 

 

1.使用生物辨識(面部特徵、聲音等)機制與密碼安控

之AI資金管理。 

2.主力客戶年齡為18歲至34歲。 

2.Monzo Bank 

(2015) 

Monzo金融卡國外提款或刷卡消費免收手續費。 

3.Revolut Bank 

(2015) 

跨國匯款免收手續費；每月600英鎊或600歐元額度之

國內外ATM提款免手續費。 

南韓 

 

 

 

1.K Bank 

(2017) 

主力客戶為南韓電信業者 KT 用戶，KT可與K Bank

分享用戶資訊與徵信資料，目前KT約有 2,000萬用戶。 

2.Kakao Bank 

(2017) 

主力客戶為南韓市占率超過 9成之社群通訊軟體

Kakao Talk 平台會員，目前有逾 4,000 萬名會員。 

美國 1.Ally Bank 

 (2000) 

1.全美設有逾4萬台ATM，存款年息高達2.2%且免帳

戶管理費、免ATM提款手續費。 

2.重點業務：汽車貸款、房屋貸款。 

2.Discover Bank 

 (2000) 

使用金融卡消費可獲得1%現金回饋。 

中國 

大陸 

1.浙江網商銀行 

(MYBank) (2015) 

 

1.主力客戶為支付寶用戶、淘寶網及天貓電商平台賣

家、小微企業及農戶。 

2.重點業務為小微金融，如網商貸、旺農貸。 

2.微眾銀行 

(WeBank) (2014) 

1.主力客戶為社群媒體WeChat用戶。 

2.重點業務為個人消費信貸，如微粒貸(個人信貸)、 

微車貸(二手車貸)。 

澳洲 1.Volt Bank 

(2018) 

提供財務收支管理服務。 

2.Xinja Bank 

(2018) 

國內外ATM提款均免手續費。 

日本 

 

1. Rakuten Bank 

(樂天銀行) (1997) 

1.主力客戶為樂天市場購物平台會員；目前會員數將

近1億人。 

2.重點業務：樂天信用卡循環信用放款及預借現金。 

2.AEON Bank 

(2006) 

全日本購物中心及迷你商店設有4,000台ATM。 

3.Seven Bank 

(2005) 

全日本7-11商店設有逾2萬台ATM。 

香港 1.眾安銀行 

 (ZA Bank) (2020) 

推出全數位化的純網路壽險業務，讓用戶從投保、核

保到理賠，均可在一站式平台完成。 

2.天星銀行 

(Airstar Bank) (2020) 

小米金融持股90%，金融科技背景與小米手機終端入

口是該行之優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國網站資料，資料截止日為 2020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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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 

    我國自 1975 年 7 月開始實施準備金制度，規定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及中華郵政公司

應就相關負債項目提存一定比率之準備金(即應提準備金)9，且按

月申報。  

    中央銀行訂定各類負債項目之法定上限比率與應提準備

率，必要時可對各類負債項目的增加額訂定額外準備金比率，不受

法定上限比率之限制。 

各類負債項目之法定上限比率與應提準備率 

單位：% 

項目 法定上限比率 
應提準備率 

(2011/1/1) 

支票存款 25 10.750 

活期存款 25 9.775 

外資活期存款 
額外訂定 

之比率 

25.000 

(未超過 2010年 12月 30日 

  餘額部分) 

90.000 

(超過 2010 年 12 月 30 日 

餘額之增加額) 

儲蓄存款 15 
5.500 (活期) 

4.000(定期) 

定期存款 15 5.000 

其他負

債 

外匯存款 

25 

0.125 

銀行承作結構型商品

所收本金 

5.000(新臺幣) 

0.125(外幣)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9 合格存款準備金項目為庫存現金及金融機構存放中央銀行準備金帳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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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LCR、NSFR主要項目與加權係數 

項  目 LCR NSFR 

 

 

分

子

項 

高權數項目 

(超過 50%~100%) 

1.第一層HQLA (100%) 

現金、超額準備、政府債券 

2.第二層A級HQLA (85%) 

twAA-以上合格商業本票及債券 

1.合格資本、1 年以上資本工具及負債 

(100%) 

2.活期存款、1 年以下零售與小型企業

戶存款 (90%~95%) 

低權數項目 

(0%~50%) 

 

第二層B級HQLA (50%) 

twA+至 twBBB-之合格商業本票及債

券、合格普通股權益證券 

1.1 年以下零售與小型企業戶存款以外

資金、非金融企業戶資金 (50%) 

2.1年以下其他負債及權益 (50%) 

 

 

 

分

母

項 

高權數項目 

(超過 50%~100%) 

  

 

  

 

30日內現金流出(增項)： 

1.銀行同業存款、以非HQLA為擔保之

融資(100%) 

2.對銀行以外金融機構約定融資額度 

(100%) 

1.1 年以上對非金融機構之債權

(65%) (包括自用住宅房貸、風險權數

35%以下非金融機構放款)  

2.受限制期間達1年以上資產 (100%) 

30日內現金流入(減項)： 

以非HQLA為擔保之資金借出、來自

金融業之應收款項(100%) 

低權數項目 

(0%~50%) 

 

 

 

 

 

  

  

 

30日內現金流出(增項)： 

1. 零售、小型企業戶之存款 

(3%~10%) 與 約 定 融 資 額 度 

(5%~30%) 

2.大型企業戶存款 (20%~40%)、對銀行

之約定融資額度 (40%) 

3.以HQLA為擔保之融資交易(0%~50%) 

1.HQLA (0%~50%) 

2.1 年以下對金融機構之債權及其他資

產 (50%) 

30日內現金流入(減項)： 

1.以 HQLA 為擔保之資金借出

(0%~50%)、以其他資產為擔保之

有價證券融資 (50%) 

2.零售、小型企業戶還款(50%) 

註：本表列舉銀行主要之資產負債項目，括號內為加權係數。 

資料來源：BCBS 網站；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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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各國 LCR、NSFR適用標準之比較 

項目 

一、全體銀行適用 二、按銀行資產規模適用 

英國 
南韓 美國 

中國大陸 
一般銀行 純網銀 2019.12.31 前 2019.12.31 後(實施新的資產規模分級制度) 

 

LCR 

 

全體銀行 
 
2015 2016 2017 2018 

60% 70% 80% 100% 

 

 

 

 

 
 
2015 2016~2018 2019 

80% 逐年+5% 100% 
 

 

1.2015.6.19 首次規定 

2015年起為 60% 

 

2.2015.12.17 修正 
 

2016 2017 2018 2019 

70% 80% 90% 100% 
 
 

註:純網銀 K Bank、  

   Kakao Bank於 2017年開

業，適用本次規定。 

 

3.2019.5.15 就 2020 年

後新開業純網銀訂定

適用比率 
  
開業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80% 90% 100% 
 

 

按銀行資產總額分為 3 級 

1.第 1 級：適用標準 LCR 

資產總額 >2,500億美元 
 

2015 2016 2017 

80% 90% 100% 

 

2.第 2 級：適用調整後 LCR 

  (分母項之現金流出、流入適用係

數為標準 LCR之 70%)  

資產總額500億~2,500億美元 
 

2016 2017 

90% 100% 

 

3.第 3 級:資產總額< 500億美元 

  不須適用 LCR 
 

註:美國總計有逾 30 家純網銀，其中

2019 年 6 月僅 Ally Bank、Discover 

Bank、Synchrony Bank資產總額分別

達 1,630億、1,090億美元、920億

美元，須適用第 2級 LCR；其他純

網銀均屬第 3級，不須適用 LCR。 

 

 

按銀行資產總額分為 5 級 

1.第 1 級：適用標準 LCR 

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2.第 2 級：適用標準 LCR 

資產總額 >7,000億美元 
 

3.第 3 級：資產總額 >2,500億美元 

(1)適用標準 LCR：短期平均批發性存款 (average 

weighted short-term wholesale funding, wSTWF)≥ 750億美元 

(2)適用調整後 LCR：wSTWF < 750億美元 

(分母項之現金流出、流入適用係數為標準 LCR之 85%)   

4.第 4 級:資產總額1,000億~2,500億美元 

(1)適用調整後 LCR：wSTWF ≥ 500億美元 

(分母項之現金流出、流入適用係數為標準 LCR之 70%)  

(2)不須適用 LCR：wSTWF < 500億美元 
 

5.第 5 級:資產總額< 1,000億美元 

  不須適用 LCR 
 

註:2020年 12月底，純網銀中僅Ally Bank、Discover Bank資產總

額分別達 1,720 億、1,129 億美元屬第 4 級，惟其 wSTWF

均未達 500 億美元，爰不須適用 LCR；其他純網銀均屬第

5級，不須適用 LCR。 

 

資產總額逾 2,000 億人

民幣之銀行 
 
2014 2015~2017 2018 

60% 逐年+10% 100% 

 

註:中國大陸總計有 4 家純網

銀，其中僅「微眾銀行」資

產總額達 2,900 億人民

幣，須適用 LCR，其他純

網銀均未達須適用標準。 

 

 

NSFR 

 

2022年起開始 

實施 

 

2018年起為 100% 

 

 

1. K Bank、Kakao Bank

於 2020 年 起 為

100% 

2. 2020 年後新開業之

純網銀，開業第 4年

起為 100% 

 

未實施 
 

 

實施標準同 LCR  

2021.7.1開始實施 

 

 

實施標準同 LCR 

2018.7 起為 100% 
 

註:中國大陸總計有 4 家純網

銀，其中僅「微眾銀行」資

產總額達 2,900 億人民

幣，須適用 NSFR，其他純

網銀均未達須適用標準。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國網站資料，資料截止日為 2020年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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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各國 LCR、NSFR適用標準之比較(續) 

項目 

三、按銀行業務性質適用 

澳洲 日本 香港 

 

LCR 

 

國際業務活躍銀行 

(目前總計有 15 家) 
 
 2015 

本國銀行 
100% 

(按全幣別計價) 

外國銀行 
40% 

(按各幣別計價) 

 

註:澳洲總計有 3家純網銀，均未

達須適用標準。 
 

 

國際業務活躍銀行 

(設有海外分行者) 
 

2015 2016~2018 2019 

60% 逐年+10% 100% 
 

註:日本總計有 8家純網銀，均未

達須適用標準。 

 

 

 

系統性重要銀行 
 

2015 2016~2018 2019 

60% 逐年+10% 100% 

 

註: 2019年總計核發 8張純網銀執

照，均已開業。 

 

 

NSFR 

 

實施標準同 LCR  

2018年起為 100% 

 

尚未決定實施日期 

 

實施標準同 LCR 

2020年起為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國網站資料，資料截止日為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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