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存保機制應如何配合金融改革 
                                               蔡進財 

壹、前言 

自一九六 0年代開始，世界先進國家陸續推行金融自由化

與國際化，解除或放寬各項金融管制，迨至一九八０年代，金

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已蔚為世界潮流，銀行、證券、保險的綜合

化經營，新金融商品的創新，電子資訊技術蓬勃發展，在在使

得金融市場的競爭益趨激烈，風險日益提高，金融機構面臨前

所未有的挑戰，一旦遭遇經濟景氣惡化或人謀不臧，個別金融

機構問題極可能引發整體金融機構之系統危機。美國在一九八

０年至一九九四年間由於能源危機及利率鉅幅變動以致發生儲

貸業與銀行業之金融危機，大量的金融機構倒閉；日本於一九

九０年因股票及房地產價格大幅崩落，發生泡沫經濟破滅的金

融危機；一九九七年泰國由於外債過高以及國際收支巨額逆差

引發金融風暴，東南亞、韓國、拉丁美洲及俄羅斯等國家亦受

波及而紛紛倒地，成為新一波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由於經濟

基本面良好，在政府相關主管當局的因應得宜下，幸能安然渡

過難關。 

近年來，在世界潮流趨勢下，我國政府亦大力推動金融自

由化與國際化政策，於民國七十八年修改銀行法，放寬銀行業

的營業項目並開放新銀行的申請設立，金融市場的競爭益形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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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經營風險日益提高。尤其自民國八十年底開始，十六家新

銀行陸續開業營運，金融業務大餅遭到瓜分，金融機構的經營

情況逆轉，無論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或公營銀行，均面

臨市場占有率大幅滑落，資產報酬率與淨值報酬率呈下降趨

勢，逾放比率不斷攀升等問題，及至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間爆發

彰化四信案件後，金融弊案與擠兌事件層出不窮，問題金融機

構乃逐漸浮現。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國內一些大型企業財團在

八十七年下半年陸續發生財務危機，及其後之八十八年九二一

震災，均對我國金融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由於我國開放新銀行的設立，係先於金融紀律的強化與公

營銀行的民營化，在金融監理法規尚未大幅改革以及金融機構

退出市場機制未建立前，即開放新銀行的設立，以致農漁會信

用部及信用合作社等基層金融機構面對民營銀行的瓜分業務與

強力競爭，經營日益困難，甚且已成虧損經營之情況，卻因無

退出市場機制，無法及早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導致資產品質持

續惡化，政府體認到國內金融問題之嚴重性，乃於八十八年二

月提出「強化經濟體質方案」，其核心訴求即為金融改造，及至

八十九年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九十年「金融六法」通過，我國的

金融機構再造工作乃正式揭開序幕。陳總統並宣示今年為金融

改革年，因此，首先應讓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退出市

場，並積極進行金融改革，強化金融體質，乃為當前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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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說明我國目前的金融改革措施，接著說明基層金融

機構之改造方向，包括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之處理與正常營

運基層金融機構之再造，最後闡述我國存保機制應如何配合金

融改革。 

 

貳、我國目前之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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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機構合併法之制定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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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金融機構合併法之授權，財政部於九十年

七月間先後研訂「農漁會投資新設銀行或以信用部作價投

資新設銀行程序及設立標準」、「外國金融機構與本國金融

機構合併、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辦法」，以鼓勵基層金融

機構改制，並引進外國金融機構與本國金融機構之合併、

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以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強化金

融體質。 

三、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制定 

金融業務全球化的發展，使得銀行、證券、保險間的

業務區隔逐漸模楜，美國於一九九九年通過「金融服務現

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GLBA)」，廢除一九三

三年葛賽法案(Glass-Steagall Act 規定銀行與證券分離的

限制，並允許金融控股公司得從事證券、保險、投資顧問、

共同基金及商人銀行等金融業務；日本於一九九八年三月

修正獨占禁止法第九條，廢除禁止設立純粹控股公司的規

定。 

目前我國金融機構係以本身內部設立部門兼營其他

金融業務，例如銀行得設證券部、信託部，經營證券及信

託業務，或依個別法或其授權規定以轉投資子公司型態經

營其他金融業務，例如轉投資保險公司或票券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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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有金融集團之規模。

未來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將面臨國外金融集團

的強大競爭壓力，為強化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與達到

國際化的目的，並讓金融集團營運透明化，有利主管機關

之監督管理，爰配合國際潮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

創造金融跨業經營及組織再造之有利環境，以提升我國金

融競爭力，達成金融跨業綜合化、國際化之目標。因此，

我國金融機構未來將朝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以及經

營多角化三方向發展。金融控股公司法已於 90 年 7 月 9

日經 總統公布，將自 90年 11月 1日開始施行。 

四、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之制定、存款保險條

例與營業稅法之修正 

我國基層金融機構體制不健全，競爭能力低落問題存在

已久，尤其自八十四年彰化四信案發生後，接連發生多起

基層金融機構舞弊與擠兌事件，使基層金融機構之存放款

市場占有率均呈下降趨勢，財務狀況持續惡化，部分基層

金融機構甚至發生淨值為負值之情況，惟因當時該等機構

未參加存款保險無法以存保機制令其退出市場。八十八年

雖實施全面投保制度，將所有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均納入存

保制度，惟存保基金累積有限，且存保公司理賠因受有法

定最高保額一百萬元之限制，在有若干淨值為負數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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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存在下，如逕對某一金融機構處理，而未使其一百萬

元以上存款獲得保障，恐引致其他類似金融機構一百萬元

以上存款人之恐慌，將有引發系統性風險之虞，故政府不

得不介入處理。 

鑒於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處理首重時效及資金援助，尤

其在現階段經濟金融環境呈現結構性調整時，應快速、即

時處理，並在一定期間內全額保障存款人權益，避免產生

存款人信心危機及連鎖性風險，因此，特以四年期間之營

業稅稅款、十年期間依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調高存款保

險費率所增加之保險費收入，共計一千四百億元，作為金

融重建基金之財源，以迅速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避免

發生道德危險，並讓問題金融機構在不危及金融秩序下退

出市場，以健全金融體系，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

理條例、存款保險條例、營業稅法等「金融重建三法」業

於 90年 7月 9日經 總統公布施行。 

五、規劃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面對金融業綜合化經營之趨勢，以及金融商品界線愈來

愈模楜，為避免金融集團將金融商品納入特定業部門，以規

避較嚴格的監理制度，進行「監理套利」，並提高金融監理

效率，我國政府已研議統合銀行、證券、期貨、保險事業等

監理事權，擬規劃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已研提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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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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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投資新設銀行或

以信用部作價投資新設銀行程序及設立標準 同縣

 12 



市或鄰近縣市農漁會投資或以其信用部作價投資設立區

域性農業銀行

此次對於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為使存款人權益受到全額

保障，避免發生系統性危機，因此特別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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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金融重建基金之運作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存款及非

存款債權將獲得全額賠付，並由願意承受的行庫承接該機構之

業務，期於金融重建基金設置之三至四年間完成金融再造工

作，其後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將回歸存款保險機制。 

金融重建基金提供

厚植存

保公司理賠基金，賦予監理單位應付系統性風險之機制，並強

化金融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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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歷經金融危機之後，於一九九一年訂定「聯邦

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 (FDICIA)」，實施立即糾正措施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PCA)，將金融機構分別依其資本比

率高低分為五個等級，即資本良好、資本適足、資本不足、

資本顯著不足及資本嚴重不足，並依等級採取不同之監理

措施。例如金融機構資本不足(風險資本比率小於 8%)時，

監理機關即可要求其提出增資計畫，禁止其支付股息或買

回庫藏股，且不得設立分支機構或經營新業務等；資本顯

著不足(風險資本比率小於 6%)時，則可要求其撤換高級主

管或董事，讓售股份或與其他機構合併，並限制其收受同

業存款及吸收高利率存款等；至於資本嚴重不足(有形淨

值占總資產比率小於 2%)時，監理機關於九十天內派員進

行接管或清算；此外金融機構如處於不安全或不穩健之狀

態，或正從事不安全或不穩健之業務時，監理單位可降低

其資本等級，以採更嚴厲一級的糾正措施。根據美國聯邦

存款保險公司(FDIC)統計，立即糾正措施實施後，倒閉機

構可吸收損失之淨值及準備占其資產之比率，均較往年提

高許多，FDIC 在處理倒閉機構之成本也顯著降低。由於

FDIC 實施成效頗佳，日本、韓國亦於金融危機緩和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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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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