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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國金融監理多元化與存款保險制度定位分析 

 1 8  



 

美國之主要監理機關包括財政部金融局、聯邦準備銀

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儲貸協會監理局、信用合作社

管理局及各州銀行局，各主要監理機關均負責實地金融

檢查，且對各自監理之金融機構均有處分權及場外監控

制度，亦即美國之金融監理制度係採「職責分工、分別

管理」之制度，並未集中由單一機構負責全部金融業務

之管理，且未發生有所謂「多頭馬車，重複管理」之弊

病，主要原因係其分工得宜，各盡職守之故。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其存款保險制度之定位

可分析如下： 

FDIC係為維護美國銀行體系之穩定及大眾信心，經國

會立法設立之聯邦政府機關，其任務除負責存款保險相關

業務外，亦擔任金融機構接管人、清理人，並負責金融檢

查及擁有處分權。其近年之任務已由處理倒閉金融機構發

展為金融風險及金融危機之事先預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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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C 之董事會之五名成員包括財政部金融局局長、

儲貸協會監理局局長（以上為當然董事）及其他由總統提

名並經參議院同意之專職董事。其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各一

名，均由總統就其提名之三名董事中指定，並經參議院同

意任命，任期五年。 

FDIC 依聯邦存款保險法係定位為聯邦政府機關，除

辦理存款保險相關事宜外，主要亦辦理金融業務檢查及擁

有處分權，包括發布禁制令、科以民事罰金、命令停止部

分或全部業務、撤換負責人等，並可依要保機構資本比率

採取不同程度之立即糾正措施。 

FDIC之制度設計，將存保制度與金融監理角色合而為

一，使 FDIC成為金融監理之重要一環。 

FDIC 藉由金融檢查及處分權之運用，已成功改變存

款保險被動處理倒閉要保機構之消極角色，成為積極事先

防範金融風險及危機之發生，此種結合金融監理之存款保

險制度，使美國金融體系得以獨霸於世界。 

美國 FDIC 由於可使用以資本為基準之及早糾正措

施，可對資本尚未惡化至一定程度之要保機構提早進行處

理，因而有效扮演金融機構停業前危機處理者之角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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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揮防止道德危險及預防金融危機之功能，此已非單獨

之金融行政主管機關或英國、日本之被動式存保制度所能

比擬。 

 
陸、我國金融監理現況與存保制度定位分析 

一、我國金融監理現況 

(一)金融監督主管機關權責尚有待釐清加強 

我國金融體系之主要監理機關主要包括財政部及

中央銀行，財政部負責金融行政及金融業務之監督管

理，其中財政部金融局負責一般金融機構之管理，保險

司負責保險業之管理，證期會負責證券期貨之管理。至

於中央銀行則除執行貨幣政策外，並兼辦相當程度之金

融業務監督管理。另對於農漁會信用部之管理時，如涉

及農（漁）會會務或其他部門時，在中央應會同內政部，

在縣（市）應會同農林或建設部門為之。由以上分析可

知，以一般金融保險證券期貨之管理而言，大抵皆由財

政部負責監督管理，唯獨涉及農、漁會管理部分，則需

分由財政部及農政主管機關分別為之，此部分係目前被

譏為「多頭馬車」管理之所在。 

(二)金融業務檢查機關分工尚佳，惟功能有待加強 

目前負責金融業務檢查之單位主要包括： 

1、財政部：包括下述負責單位： 

(1)金融局：負責檢查本國銀行、部分外國銀行在華分

行、部分信託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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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司：負責檢查保險業。 

(3)證期會及證交所：負責檢查證金公司、證券商。 

2、中央銀行：負責檢查票券金融、郵政儲金匯業局及部

分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華分行。 

3、中央存保公司：負責檢查部分本國銀行、信託投資公

司及全部信合社、農漁會信用部。 

以上檢查單位之分工目前尚稱運作得宜，惟如涉及其

他檢查單位之受檢單位時，則需協調原檢查單位辦理檢

查，在檢查效率及時效之掌握上不無缺陷。 

 

(一)成立宗旨已包含金融監理任務 

我國存保制度創設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央存款保

險公司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成立宗旨在保障金融機構

存款人利益、鼓勵儲蓄、維護信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

健全發展。由前述維護信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

展之宗旨而言，已包含執行金融監理措施並成為金融監

理重要一環之角色任務。 

(二)組織定位為國營金融機構，欠缺執行金融監理任務之

獨立性及超然性 

中央存保公司係依「存款保險條例」及銀行法第四

十六條，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設立之國營金融機構，

其資本額由中央政府持股近 99％，中央存保公司之主

管機關為財政部，故相關費用支出及預算需受監察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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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部、行政院主計處、研考會及立法院之監督。另存保

公司亦需受公司法及公營機構管理相關法令之限制，且

董事會係依公司法組織，此與美國 FDIC董事會組織，

有關董事長之任命、任期、職責等均於法律中予以明

定，並建立 FDIC董事會之法定特殊地位及獨立行政職

權之情形相較，我國存保公司之地位及業務獨立性和超

然性均不如美國 FDIC甚遠。 

(三)由金融監理架構而言，缺乏最重要之金融監理處分權

限，缺乏控制承保風險之能力 

我國之存保制度，僅有終止要保之權限，缺乏對要

保機構之行政處分權，無法直接對要保機構科以民事罰

金、命令停止部分或全部業務、撤換負責人等措施，使

存保公司無法事前控制承保風險。 

(四)存保制度對問題金融機構尚無自主處理能力 

目前我國金融監理制度對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置權

限在主管機關，存保公司為控制存保風險需要，並無

法主動逕行關閉或處理問題要保機構，且目前亦無法

自行採用以資本為基準之及早干預措施，此種制度設

計，使我國存保制度陷於承受過度風險。 

(五)現行存保制度需承保不具法人人格及無股金制之農、

漁會信用部，使存款保險之風險加大 

不具法人人格及無股金制之農、漁會信用部，不僅

無法掌控其經營風險，亦無法要求其改善財務結構，且

又需面臨不同主管機關之行政協調問題，使存保制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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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無法自行處理之高財務風險。 

(六)現行金融檢查權限不足以應付可能存在風險 

目前存保公司之檢查權限係依存保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核准後始得為

之，存保公司並無自主檢查要保機構之權力，且對非由

存保公司檢查之要保機構，即使已面臨發生金融危機或

保險事故，仍無法主動派員辦理資產負債評估等專案查

核，使得存保制度產生極大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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