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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科技創新發展未來藍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林執行秘書志憲

109年9月29日

政大國際產學聯盟-
台灣金融科技政策發展與商品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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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趨勢及發展

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現況、機會及挑戰

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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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金融市場競爭力
有效降低經營成本，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
促進市場競爭，激發金融創新活力
跨業、跨域創新，提供新體驗、新面貎金融服務

實現普惠金融
透過網路無疆域限制及手機高普及率，將服務觸角延伸

至偏鄉地區、弱勢族群及小規模企業

促進經濟發展
提升金融服務產值及效率，助力實體經濟成⾧
金融深入社會各階層、大小企業，增進經濟動能

㇐、前言

金融科技發展的三大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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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趨勢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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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功能性方法

國際上普遍制定或採用下列監理原則，以完善金融科
技監理體系

二、金融科技趨勢及發展情形

02
比例性原則

03
科技中立原則

04
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05
強化資安及資料保護

06
監理機關之間協調合作

07

08

加強國際監理合作

友善創新機制

資料來源：CEMLA(2019), Key Aspects around Financial Technologies and Regulation Policy repo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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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人工智慧原
則

 歐盟可信賴的AI倫
理準則、AI白皮書

 日本AI社會原則

4.人工智慧兼顧倫理價值

 G20數位普惠金融高級原
則

 AFI索契協議(金融科技促
進普惠金融)

3.運用金融科技實現普惠金融

 IOSCO加密貨幣交易
平台監管關鍵事項

 FSB解決全球穩定幣
監管挑戰之建議事項

 FATF最新加密貨幣準
則之Travel Rule

1.加密貨幣監管及洗錢防範

 歐盟GDPR、歐洲資料策
略

2.資料還權於民

國際間發展金融科技重要監理倡議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
 峇里島金融

科技議程

國際清算銀行(BIS)
 各國金融科技

監管政策概述

二、金融科技趨勢及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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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科技發展
現況、機會及挑戰

台灣金融業投資金融科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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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灣金融業與金融科技業合作類型
單位：億元 單位：件數

資料來源：金融科技投資狀況統計表(金融總會)

117.3億

三、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現況、
機會及挑戰

我國金融業投入金融科技情形
投資金融科技金額顯著成⾧：2018年投入相關發展之總金額為新臺幣117.3
億元，2019年之投入為165.2億元，成⾧約41%

與金融科技業合作型態：2019年與金融科技業合作除大數據及資安外，前幾
名業務合作類型逐漸轉變為人工智慧、支付、AML/KYC、雲端服務、Open
API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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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現況、
機會及挑戰

我國金融業申請金融專利情形
自2006年至2020年6月，金融業已申請2,632件金融專利，並取得1,877件；
2019年申請、取得專利數高於2018年並創新高

以支付、商業、金融保險等技術為重：1,877件專利中，屬於支付架構、商
業、金融保險等主要技術計1,349件，約占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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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現況、
機會及挑戰

1.數據資料缺乏與
無法共享

2.欠缺單㇐溝通窗口

3.法規/監理嚴格、
開放步伐緩慢

4.相關科技人才不足

5.數位基礎建設
有待強化

6.新創業者面臨財務
業務面挑戰

7.園區功能宜再
行擴大

8.監理與法遵科技
發展速度宜加快

<2020年上半年辦理>

24場利害關係人訪談

3場金融科技發展座談會

聚焦各界對我國發展金融

科技所面臨之8項挑戰

各界提出我國發展金融科技之(8項)挑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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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展路
徑圖

形塑友善之金融科技發展
生態系，促成相關服務或
商業模式之推出，以提升
金融服務之效率、可及
性、使用性及品質

 功能監理
 科技中立
 友善創新

願景 推動原則 目標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普惠 創新
韌性 永續

於8月發布，作為我國未來3年推動金融科技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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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8項推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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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窗口
溝通平台

8.監理科技

6.園區生態系 7.國際鏈結

3.法規
調適

4.能力
建構

2.資料共享 5.數位基礎
建設

基
礎
工
程

擴
展
應
用

協
調
協
力

協調協力「1.單㇐窗口溝通平台」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由周邊單位協力設置
 協助創新中心推動金融
科技發展工作

 蒐集業界意見與問題
 召開會議研商與合
作，辦理跨部會事宜

強化
創新中心功能

建立
金融科技共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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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2.資料共享」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1.推動「開放銀行（開放金融）」

3.資料分層逐步分享

2.建立第三方服務機構(TSP)合作資訊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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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4.能力建構」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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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相關單位共同設
計證照分類、考試
科目

 將取得證照納入法
令規範中，作為誘
因機制

 與學研機構合作，
辦理金融科技訓練
課程，如實作及共
創工作坊

 與其他市場或領域
之學研機構，研議
培育跨領域跨產業
訓練

 內容包括金融科技
活動、賦能技術以
及監理措施等

 安排金融科技能力
培訓課程，鼓勵人
員完成學習地圖

 負責人等人員管
理規範，朝納入
跨領域人才(包含
科技、資訊等人
才)之方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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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5.數位基礎建設」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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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金融行動身
分識別(F-FIDO)
發展金融行動身
分識別(F-FIDO)

開放企業線上開
戶作業
開放企業線上開
戶作業

 金融機構共同籌組金融行動身分識別
聯盟F-FIDO

 初期試辦方式針對中低風險之金融服
務，提供通用之行動身分識別與簽署
功能，簡化程序提升效率

 參考國外作法，研議開放企業線上
開戶作業可行性及建置相關規範

 鼓勵金融機構介接國發會
MyData，經由民眾或企業授權，
取得相關政府機關資料，便利企業
線上開戶

擴展應用「6.園區生態系發展」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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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園區場域實證

2.擴大場域與強化功能

3.建立新創業者名錄

4.擴大監理門診參與單位

5.協助新創募資及媒合

6.金融科技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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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應用「7.國際鏈結」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金融科技國家隊

形象大使＆廣宣人員 金融科技展／論壇

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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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應用「8.監理科技」

四、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推動數位監理申報機制

舉辦監理科技黑客松
 透過辦理競賽催生可行方案，解決監理機
關、業者對金融監理實務之痛點與需求

 廣邀國內外具有成熟技術之新創團隊參與，
公開徵求解決方案

協助金融機構導入創新法遵科技工具、流
程或平台，提高監理品質與效率，並降低
系統風險。

目前規劃數位與單㇐申報機制平行併軌執
行，階段性推動(純網銀、票券業、銀行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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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數位轉型之核心在於數位信任
(digital trust)，其組成包括安全(security及
safety)、消費者資料隱私、及可靠性等要素

金管會透過強化溝通，建立夥伴關係及可課
責機制，鼓勵創新及建置友善法制與數位金
融基礎環境

創造價值，實現普惠金融目標

溝通平台 課責機制 夥伴關係

五、結語

21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