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1金融聯合徵信  第三十三期   2018 /12

信用資訊對於身處每人每日皆需進行各種

交易的現今社會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

是政府機關、金融機構、企業或是信用資訊的

當事人，若沒有足夠健全的信用交易環境，都

難以使效益與利益最大化。本中心作為我國唯

一跨金融機構信用資訊服務機構，時刻謹記自

身肩負的責任與期許，致力於提供我國金融市

場更為優質而安全的服務。

本中心的努力在今(2018)年度亦獲得世

界銀行(World Bank)的肯定。世界銀行(World 

Bank) 自2003年起每年針對全球各經濟體之經

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進行調查與

評比，我國亦為其調查評比對象之一。在評比

之「取得信用(getting credit)」項目中之「信用

資訊指數(Depth of credit information index)」

項目是由本中心負責受評。世界銀行於2018年

10月31日發布《2019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9），該報告對190個經濟體進行

評比，共有10項評比計分指標，其中由本中心

負責之「信用資訊指數」截至今年度已為連續

第五年獲得8分滿分佳績，該項成績不僅高於

東亞及太平洋區國家的平均分數4.2分，亦高

於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體高所得

國家的平均分數6.7分。本中心將謹記這份殊

榮，持續勤勉於己身職責，期許能隨時因應大

環境變化，與時俱進，成為我國金融市場的助

力。

2018年12月26日，本中心隆重舉辦第

十二屆「金安獎及金質獎暨金優獎表揚大

會」。本中心一直以來對於信用資料品質的維

持以及信用資訊安全的維護不遺餘力，然而除

了自身兢兢業業的努力外，會員機構的合作與

支持更是不可或缺。故此，為感謝會員機構之

辛勞耕耘及重大貢獻，本中心自96年起每年舉

辦「金安獎暨金質獎表揚大會」，對執行「信

用資訊安控」及對「報送信用資料」績優者分

別頒發金安獎及金質獎。2018年度為積極提

升會員機構查詢信用資訊之完整與確實，新增

對「信用資訊查詢」表現績優者頒發「金優

獎」，表揚大會並更名為「金安獎及金質獎暨

新增「信用資訊查詢」績優獎項，
第十二屆金安獎、金質獎暨金優獎
揭曉獲殊榮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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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優獎表揚大會」。本屆表揚大會共頒發金安

獎績優會員機構12家、金質獎績優會員機構15

家、金優獎績優會員機構12家、特別貢獻獎會

員機構1家及績優會員機構推薦績優人員共49

名。本屆表揚大會除邀請金管會顧主任委員立

雄蒞臨指導外，銀行局邱局長淑貞、中華民國

銀行公會楊秘書長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

局韓主任秘書寶珠亦應邀撥冗出席此盛會。其

他表揚大會相關細節，請詳本期「特別報導-第

十二屆金安獎及金質獎暨金優獎甄選及表揚大

會紀實」。

本中心於2012年舉辦全球信用報告產

業之盛會「世界消費者信用報告會議(World 

Consumer Credit Reporting Conference, 

WCCRC)」時，體認到歐美皆有相關產業協

會針對該區域性信用資訊議題作為交流討論平

台，亞洲地區的信用產業卻無相關機構或平

台。故而在本中心40週年慶祝大會上，本中

心首次倡議應定期舉辦亞洲信用報告機構間之

會議，並獲得認同。後在本中心與其他亞洲國

家之信用報告機構的努力下，共同組成「亞洲

信用報告機構溝通平台(Asia Credit Reporting 

Network，ACRN)」。ACRN第二屆大會在本

中心積極爭取下由我國主辦，會議日期自2018

年8月23日起為期1.5日，外國與會嘉賓包含9

國之信用報告機構首長及其主管機關共12個單

位代表參加，而我國部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顧主任委員立雄、銀行局邱局長淑貞、中華

民國銀行公會呂理事長桔誠、馬來西亞友誼及

貿易中心處長Anwar Udzir先生、汶萊貿易旅

遊代表處代表Ainatol Zahayu Mohammad女

士，及於南向政策各國設有分行駐點之我國金

融機構長官貴賓都蒞臨指導。有關會議詳細內

容與安排，請詳「特別報導-聯徵中心舉辦第二

屆亞洲信用報告機構溝通平台大會紀要」。

這幾年，AI人工智慧對於現今人類生活及

社會環境的影響又再次受到矚目，尤其有關AI

人工智慧將取代大量人力工作的話題，更是時

不時就會看到。對於仰賴大量數據及密集人力

的金融服務業來說，AI人工智慧的應用與影響

自然也是受到關注的議題。本次「專題報導-從

日本角度初探AI與大數據(Big Data)於金融界

之應用與影響」，首先簡單介紹了AI人工智慧

的歷史發展，再透過蒐集與臺灣各方面社會文

化及環境較為相近之日本各界提出之資料，從

日本相關領域研究者的角度，了解日本如何看

待AI人工智慧及大數據(Big Data)碰撞出的火

花，提出三個結合AI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的應用

方向：（1）客製化、（2）自動化、（3）預

測＋α，並分析其將如何為金融界帶來改革的

助力。歡迎有興趣的讀者閱覽本文。

此次另一篇專題報導「企業信用評分如何

因應企業會計準則(EAS)之導入」，是延續去

(2017)年本雜誌刊登之「企業會計準則(EAS)

導入對企業信用評分影響之初探」一文。該文

針對2016年導入之企業會計準則(EAS)對評分

模型應用上是否有影響進行探討，後結論為不

致有普遍性的重大影響。此次同作者則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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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之脈絡，對於企業會計準則導入後續的

觀察，並進一步進行量化分析，確認「ROC 

GAAP所認定的好壞標準，仍然可以適用於大

部分EAS的樣本上」此一假設是否可成立，以

利更進一步決定財報變數於評分模型內的應用

設定。讀者們若欲深入了解，可參閱本篇研究

報告。

在國際視窗部分，本次將與讀者們分

享本中心同仁分別赴德國及英國參訪考察

之觀察、心得與建議。第一篇為參訪德國

之「證基會2018 GoProS 培訓計畫-德國金

融及產業發展研習團」。此參訪培訓計畫

為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開

辦之國際化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培訓內容

以政府政策（Government policies）為基

礎面向，並以金融專業（Professionalized 

capitalmarkets）及重點產業（State critical 

industries）為兩大主軸，分第一階段國內課

程培訓及第二階段海外參訪，此次分享部分

即為第二階段赴德國之參訪內容及心得。德

國為歐盟最大經濟體，無論在金融、綠能、

工業等各領域皆有卓越成就，此次海外行程

安排參訪機構有德國交易所集團、德國聯邦

銀行、安聯環球投資、德國交易所、歐洲期

貨交易所、明訊銀行等重要金融金融機構及

德國最大市值汽車公司BMW集團，文中針對

各機構分享之重點內容皆逐一分述，作者亦

提出其感想與反思。

說到金融科技（FinTech），首先會想到

的國家就是英國。另一篇國際視窗即要向讀者

們介紹由Finovate公司主辦之英國金融科技會

議（Finovate Europe）。該會議每年都吸引

諸多金融科技相關人士們參加，會議中除了進

行專題演講與會談，為了讓參加人員親身體驗

金融科技之最新發展，更安排二日金融科技創

新發表展示日（Demo Days），讓金融科技公

司現場展示其最新技術。此次各家參展之新創

公司主要呈現之主題大致包含「AI人工智慧的

運用」、「信用評分及風險承擔」、「普惠金

融的推動」、「線上開立帳戶與申請信用」、

「網站平台的資訊安全」、「服務的客製化」

及「客戶行銷」等，本文亦擇選幾項與本中心

業務推廣較有關聯之技術予讀者們分享。而在

專題會議議題部分，則圍繞在未來的投資趨

勢、監理科技的運用、數位銀行及金融科技新

發展進行探討。若欲瞭解詳細內容，歡迎讀者

們閱覽本期國際視窗「2018英國金融科技會議

（Finovate Europe 2018）參訪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