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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本章主要著眼於金融機構的相關法規，而金融機構係指銀行、證券、

壽險、票券、投信投顧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等，每一金融機構皆有其特殊

目的事業，而本身也是社會經營事業的支柱；也就是說，這些機構本身的

營業項目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金融環境與國家實質經濟發展環環相扣，

若稍有經營上的問題或風險產生時，並不只是一家金融機構的問題而已，

是會引起相當大的連鎖反應。尤有甚者，將引起國家性或區域性金融風

暴。例如，國票事件或是近幾年來銀行產生大幅的呆帳，不僅使銀行本身

陷入經營危機與泥沼中，無法適時調整體質以面對金融環境的競爭；更使

得國家必須負擔損失，而社會大眾也間接承擔其損失。 

因此，本章係介紹金融機構的相關法規與規範，均明確限定其營業範

圍與成立要旨；同時，也具備了部分防火牆的功能，這也是台灣在上次亞

洲金融風暴中，能安然地度過的原因。金融機構的相關法規，首推銀行

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證券商設置標準、證券

商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保險法及金融六法等。所謂的

金融六法包括：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營業稅法修正案、

存款保險條例修正案、票券金融管理法修正案、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

金融控股公司法等。其中，金融六法是為金融重建而設立，由於近十幾年

來銀行業過度競爭，造成資產品質惡化，因此希望以設立金控公司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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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金融困境，其主要著眼在資源整合與交叉行銷。 

然而，目前對於金控公司的經營，並未有完整的防火牆設置，殊不知

未來是否會因金控公司而制訂新的法規。除了上述法規之外，關係人有關

交易的規定，在金融機構經營業務上是很重要的。凡此讀者務必詳讀，才

能對本章的基本架構有全盤的瞭解，並對於第十章所提到的新金融商品所

面臨的法規與平台 (透過銀行、信託或壽險) 問題能迎刃而解。 

 

根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的定義，金融機構乃指銀行業、證券及期

貨業、保險業所包括之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 

1. 銀行業：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

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中華郵政公司。 

2. 證券及期貨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證券金融事業、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

理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 

3. 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及保險合作社。 

4. 信託業等。 

囿於篇幅之限制，本章僅就商業銀行、工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

司和證券投信及投顧公司，對其組織、業務內容及相關規範作一概略性闡

釋，最後亦對金融控股公司作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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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銀行之定義 

銀行法所稱銀行，謂依本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  (銀行法

第二條)。另依銀行法第二十條，銀行分為下列三種︰商業銀行、專業銀行

及信託投資公司。銀行之種類或其專業，除政府設立者外，應在其名稱中

表示之。商業銀行，謂以收受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供給短

期、中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之銀行 (銀行法第七十條)。 

二、商業銀行之業務 

根據銀行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商業銀行業務內容如下： 

1. 收受支票存款。 

2. 收受活期存款。 

3. 收受定期存款。 

4. 發行金融債券。 

5. 辦理短期、中期及長期放款。 

6. 辦理票據貼現。 

7. 投資公債、短期票券、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及公司股票。 

8. 辦理國內外匯兌。 

9. 辦理商業匯票之承兌。 

10.簽發國內外信用狀。 

11.保證發行公司債券。 

12.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13.代理收付款項。 

14.代銷公債、國庫券、公司債券及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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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辦理與前十四項業務相關之倉庫、保管及代理服務業務。 

16.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各銀行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其類別，就銀行法所定

之範圍內分別核定，並於營業執照上載明之。但其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

須經中央銀行之許可 (銀行法第四條)。  

限於篇幅，本節以下就存款、商業票據及貼現、授信、押匯及匯兌業

務，作扼要說明。 

三、存款 

銀行法稱收受存款，謂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

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  (銀行法第五條之一)。存款種類可

分為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茲說明如下。 

1. 支票存款：謂依約定憑存款人簽發支票，或利用自動化設備委託支付

隨時提取不計利息之存款 (銀行法第六條)。 

2. 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  (銀行法

第七條)。 

3. 定期存款：謂有一定時期之限制，存款人憑存單或依約定方式提取之

存款 (銀行法第八條)。 

定期存款到期前不得提取。但存款人得以之質借，或於七日以前通知

銀行中途解約 (銀行法第八條之一第一項)。 

四、商業票據、商業承兌匯票、貼現 

1. 商業票據：謂依國內外商品交易或勞務提供而產生之匯票或本票。 

2. 商業承兌匯票：乃指前項匯票以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相對人為付款人

而經其承兌者。若前項相對人委託銀行為付款人而經其承兌者，謂銀行

承兌匯票。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人，依交易憑證於交易價款內簽發匯

票，委託銀行 (亦即指定銀行) 為付款人而經其承兌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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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貼現：指銀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入者。 

五、授信 

銀行授信，以期限長短及有無擔保品分別討論。 

1. 依授信期限長短：依銀行法第五條，銀行辦理授信，其期限在一年以

內者，為短期信用；超過一年而在七年以內者，為中期信用；超過七

年者，為長期信用。銀行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指銀行依據借款人

償債能力，經借貸雙方協議，於放款契約內訂明分期還本付息辦法及

借款人應遵守之其他有關條件之放款 (銀行法第十四條)。 

2. 依授信有無擔保品 

(1) 擔保授信：依銀行法第十二條，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下列之一

為擔保者：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動產或權利質權；借款

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

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2) 無擔保授信：謂無銀行法第十二條各款擔保之授信。 

六、押匯 

1. 進口押匯：乃指一般商業銀行為應國內進口商之申請，為其保證信用，

透過出口商所在地的代理行，開出商業信用狀  (L/C) 或委託購買證 

(A/P)，委託代理行通知國外出口商，按照 L/C 或 A/P 所規定之條件裝

船，進口押匯後，進口商需以出口商對其所製發之跟單押匯匯票，提向

押匯或開狀銀行擔保，而於進口商付訖押匯本息以後，始由押匯或開狀

銀行發還匯票附屬單據，以便進口商辦理報關提貨手續。 

2. 出口押匯：乃指國內出口商為便利資金週轉，在國外進口商尚未承兌付

款前，以其 L/C 或 A/P 所簽發之未到期或即期跟單押匯匯票，向當地往

來銀行或通知銀行背書請求貼現後，再由該往來銀行或通知銀行將跟單

押匯匯票背書後，寄往國外進口商所在地之開狀銀行，向承兌人或付款

人請求承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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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釋義  

(1) 信用狀 (L/C)：係指銀行 (開狀銀行) 循客戶 (開狀申請人) 的請求，

並依其指示或為其本身所做的任何安排，在符合信用狀條件情形

下，憑所規定的單證，對第三人  (受益人) 或對其指定人為付款，或

對受益人所簽發匯票為承兌並付款，或授權另一銀行為上述付款，

或對上述匯票為承兌並付款，或授權另一銀行讓購。其功能不外對

進出口廠商提供信用的保證及資金週轉的便利。 

(2) 委託購買證 (A/P)：乃進口地銀行應進口商的申請，開發給它在出口

地通匯銀行的授權書，授權該行得按一定的條件，代其購買出口商

開至進口商的跟單匯票。 

值得注意的是，A/P 的匯票是以進口商為付款人 (L/C 大多以銀行為匯

票的付款人)，故在出口地並不易出售，所以由開狀銀行委託出口地之通匯

銀行代其購買。而該通匯銀行僅為受託代購手續，其購買匯票的款項，通

常是開狀銀行在該通匯銀行的存款。由此觀之，開狀銀行為進口商墊付票

款甚為明顯，故進口商申請開立 A/P 所繳交之保證金，自然比 L/C 為高。

且一般情形下，L/C 受益人可持票向任何銀行請求讓購，而 A/P 受益人僅

能持票請求通匯銀行購買。 

七、匯兌業務 

1. 國內匯兌：即在一國本土之內，銀行利用與外地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

式，以便利客戶異地交付款項之行為而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

的一種服務性業務。 

2. 國外匯兌：即在不同國家的貨幣制度及票據法支配下，以銀行為中心，

替代貨幣現金輸送，解決國內與其他國家或屬地間的清算方法。目前國

際貿易貨款結算採用的付款方式，除了之前所提的 L/C 之外，尚有「匯

付」及「託收」兩種基本方式。 

(1) 匯付：計有電匯 (T/T)、信匯  (M/T) 及票匯 (D/D)。其中以電匯最為

迅速，目前電匯多以 SWIFT Transfer (轉帳) 方式來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