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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者近年來頻頻推出金融創新的技

術，金融創新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

金融科技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服

務、產品的創新，甚至金融企業組織和管理方

式的創新等等；其中隨著金融科技發展的深

化，消費者在金融服務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更

具有積極性，歐盟於2018年正式實施之歐盟支

付服務指令第二版(Directive(EU)2015/2366)

使消費者實質上取得資料的可攜權及一定程度

上的資料自主權，也促使銀行和金融科技公司

更深層之競合、數據共享，進而催生創新的產

品與商業模式，追求消費者利益極大化，使金

融服務生態更多元也更強大。 

鑒於金融創新已是當代顯學、國際之趨

勢發展，本刊爰新闢「金融創新」專欄，將於

每期邀請不同之專家學者以多元視角闡釋此時

代潮流之相關議題；本期邀請美國杜克大學

法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監理

創新實驗室執行長臧正運教授執筆，惠賜<從

國際發展趨勢論我國推動開放銀行應有之思

考>一文，臧教授從歐盟啟動開放銀行(Open 

Banking)之濫觴談起，繼而以各國發展Open 

Banking的背景與模式不盡相同，選擇目前制

度上較為具體成熟之英國、新加坡、澳洲及

香港等四地為例分析其發展模式，梳理出推動

開放銀行的脈絡、考量、國際發展趨勢，再回

歸本土近觀我國之現況與探討，本期「金融創

新」專欄文章值得讀者仔細閱覽。

聯徵中心為我國唯一完整蒐集與建置跨金

融機構信用資料之信用資訊服務機構，據此完

整之資料庫，研發各項信用資訊產品與服務，

提供完整、正確、即時之信用資訊予會員金融

機構，協助其信用評估、風險管理；此外，亦

致力強化當事人信用報告服務與對社會大眾之

信用教育宣導，並配合主管機關各項監理政策

需求，提供必要之資訊與推展各項重點工作。

本期諸多文章呈現聯徵中心主要業務脈絡與近

期驗收成果，透過文章報導可讓讀者強化與個

人業務有關的專業認知，抑或汲取所需的實用

資訊，茲以專欄主題分述如下。

金融創新進行式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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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聯徵中心於2009年奉主管機關指示建置

「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這個資訊交流

平台主要是將本國銀行按季報送之作業風險事

件，編製成作業風險損失統計報表，再按季提

供給銀行及主管機關參考使用，藉以達到協助

銀行辨識稀少或未曾發生過之損失事件型態而

能事先加以防範，同時透過編製作業風險損

失統計報表，協助銀行進行風險控管；那麼

何謂「作業風險」？依據Basel之定義，作業

風險係指「起因於銀行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

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造成損失之風

險，包括法律風險，但排除策略風險及信譽風

險。」。

依據現行Basel Ⅱ國際規範，作業風險最

低資本要求之計算方式包括基本指標法、標準

法或選擇性標準法，以及進階衡量法。實務

上，目前國內銀行於計算作業風險資本時，皆

採用基本指標法或標準法，並無採取進階衡量

法；然而在歷經金融危機後凸顯了既有的作業

風險計算架構存有缺陷，爰巴塞爾銀行監理委

員會於2017年12月發佈新版作業風險資本計

提規範，並預計於2022年正式實行。本期「風

險管理」專欄之< Basel Ⅲ新版作業風險資本

計提規範與聯徵中心作業資料庫之應用>，即

適時為讀者介紹現行作業風險資本計提計算規

範、本次調整修訂之考量，以及新版作業風險

資本計提規範的內涵，同時亦對聯徵中心「作

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之建置、資料蒐集、

應用現況與未來展望一併加以探討，特此提醒

關心作業風險相關議題之讀者不要錯過。  

信用產品

為充實信用資料庫內涵，聯徵中心持續研

發、改良加值性產品，以提供會員機構查詢使

用；為配合金管會因應人口高齡化等相關經濟

安全政策暨會員機構需求，爰新開發「B46不

動產逆向抵押借款人遷籍、死亡資訊」產品，

提供金融機構於辦理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以房

養老)業務時查詢使用。另金管會為因應電子科

技的發展，已制定「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專法，目前國內業界陸續發展出4家電子票證

發行機構，基於記名式電子票證發行，業者在

相互競爭之餘，也逐漸形成跨機構間資料共

享、互惠之共識，現階段的資料交換範圍，僅

限於記名式電子票證持卡人之身分確認相關資

料，目的係為提供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辨識持卡

人身分之真偽，基於此資料處理交換之需要，

聯徵中心開發新產品「P34  電子票證持卡人通

報案件及加強身分確認註記資訊」，提供電子

票證發行機構辦理持卡人身分確認作業時查詢

使用，前揭兩項產品均於今(108)年1月上線，

本期亦有詳盡介紹。

有別於以上兩項新產品，聯徵中心自95

年4月1日研發上線之「J10個人信用評分」產

品，向來是查詢量排行前5名的信用產品，許

多金融機構已將其做為授信徵審及風險管理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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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參考的重要依據，但由於個人信用評分模型

所牽涉之層面較為複雜，為使金融機構在使用

J10產品進行相關決策時能更為得心應手，本

期特以<J10個人信用評分產品常見疑義解析>

一文，闡釋箇中要義，包含：無法/固定評分原

因與資料揭露期限的關係、影響評分主要因素

與模型變數的設計，以及評分負面理由的意涵

等攸關性議題。

資訊品質

違約損失率(LGD)是影響信用風險預期損

失之關鍵要素，然而本國銀行受限於規模，普

遍缺乏足夠的違約損失經驗，是故聯徵中心自

2011年起開始研議發展LGD資料庫，認為若

能透過聯徵中心蒐集所有銀行違約損失經驗建

置整合資料庫，再經由統計分析後進行資訊分

享，將對LGD估計穩健性有所助益。本資料庫

歷經開發、銀行準備等階段，終自2016年7月

正式啟動資料蒐集，發展至今已日趨成熟，效

益展現在望。對LGD資料庫之發展歷程、預期

目標及當前關注的重點有興趣的讀者請閱本專

欄<聯徵中心授信違約損失率(LGD)資料庫之發

展現況>。

消費者服務

聯徵中心自85年9月開放民眾以臨櫃或郵

寄方式申請信用報告起，與時推宜持續優化服

務品質與效率，諸如，102年1月協商取得中

華郵政公司同意受理代收代驗信用報告申請業

務，民眾可選擇鄰近郵局遞送信用報告申請

書，首開便民之門；繼而104年11月推出「個

人線上查閱信用報告」服務，凡年滿20歲且持

有自然人憑證之當事人，即可使用個人電腦於

線上查閱信用報告，便民措施再躍進；107年1

月起趕上金融服務數位化發展步調，前揭個人

電腦線上查閱信用報告服務更擴及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大大提升民眾查閱信

用報告之效率；108年3月提倡無紙化服務，民

眾若臨櫃申請信用報告無需填寫申請書，只要

簡單5個步驟即可迅速取得個人信用報告，想

進一步瞭解作業內容請閱<聯徵中心打造全新

無紙化服務櫃檯>。

法規時論

何謂「被遺忘權」？何謂「刪除權」？個

人資料在被「刪除」之後，就能夠順利的「被

遺忘」嗎？「被遺忘權」在歐盟的發展過程？

「被遺忘權」在實務上是如何運作的？這項權

利的行使是否有其界限？而在我國現行個人資

料保護法制下，是否也能推導出類似的權利？

在我國司法實務上「被遺忘權」最相關的案例

如何？本刊新闢「法規時論」專欄，提供法律

與時事相關之時論性文章，藉以培養讀者法學

認知，讓您身處法理情社會裡，更能掌握相關

議題之觀點與對應，首先邀您從<淺介「被遺

忘權」與「刪除權」>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