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40期  3-1 

兩岸金融往來走向分析 

一、前言 

隨著兩岸陸續簽署監理合作備忘錄，以及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

穫計畫的協議下，兩岸金融交流合作近年加速起飛，如何透過金融交流使利益最

大化，已成為雙方重視的課題之一。綜觀兩岸的貿易往來，2012 年已經達到

1,216.2 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我國第一出口市場及第二進口來源，而臺灣對

中國大陸投資達 636件，計 127.9億美元，係臺灣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在金融

業發展方面，儘管兩岸貿易熱度持續增加，但金融業直到近幾年才逐漸開放，為

了支持兩岸貿易所需，金融服務勢必得大步邁進。此外，臺灣的金融業目前面對

薄如紙的利差情況，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市場龐大，其利差收益相當誘人；同時，

中國大陸銀行業在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也還有很多服務空間還有待增長，雙方各

擅勝場呈現互補態勢的金融現況，也增添兩岸的金融業許多合作與相互借鏡的可

能性。因此，本文將藉由兩岸金融往來的走向分析，討論未來兩岸金融業務的相

互合作發展空間。 

 

二、兩岸經貿往來概述 

隨著兩岸在貿易及投資上的政策開放，兩岸經貿交流至今已經非常密切，彼

此皆是雙方非常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根據我國海關統計，兩岸貿易總額由

2000年的 102.6億美元，成長至 2012年的 1216.2億美元，占我國貿易總額由 3.5%

成長至 21.3%，就進出口方面來看，中國大陸已成為我國第一出口市場及第二進

口來源，分別占出口總額 26.8%及進口總額 15.1%；相對而言，我國為中國大陸

第四進口來源，占其進口總額 7.3%。在對外投資方面，中國大陸為臺灣對外投

資最多的地區，2012年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達 636件，計 127.9億美元，而中國

大陸來臺投資達 138件，計 3.3億美元。兩岸如此緊密的經貿往來，奠定金融業

務往來的基礎。 

金融業務往往係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由金融業者提供融資及匯兌等業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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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廠商進行海外投資布局。然而，檢視兩岸經貿關係發展，1991 年起政府開放

臺商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後，1997年甫開放證券期貨業，2000年開放保險公司、

2001 年開放銀行到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但原先業務擴展受限於兩岸尚未簽訂

監理合作備忘錄（MOU），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僅能設立辦事處，無法設立營業

據點就近為中國大陸臺商提供金融服務。 

而保險業雖因中國大陸法令沒有要求簽署MOU的規定，而能順利進入在中

國大陸地區設立營業據點，但中國大陸針對外資保險業所設立的「五三二」條款

（資本額 50億美元以上、經營滿 30年且在中國大陸地區設立辦事處 2年以上），

其門檻過高，使得保險業赴中國大陸地區設點投資受到阻礙，直到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的協議下，放寬保險業者進入中國大陸的要求，允許國

內保險業者得以整合或策略合併所組成之集團為認定標準。 

自兩岸金融監理機構於 2009年 11月 16日，完成簽署「海峽兩岸銀行業監

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及「海

峽兩岸保險業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提供雙方相互合作的基礎，包括資訊

交換、資訊保密、金融檢查、持續聯繫及危機處置等內容，並開放國內金融業者

赴中國大陸地區設立分支機構，而後因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下的早期收穫計

畫，縮短銀行業登陸中國大陸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時程，並給予證券期貨業 3項承

諾，分別是，中國大陸對臺灣證券期貨業申請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給

予便利；證交所、期交所列入中國大陸 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投資金融

衍生產品交易所名單；並簡化臺灣證券從業人員在中國大陸取得執業資格程序。 

而在兩岸匯兌業務方面，臺灣為了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和建立區域性金融中

心，於 1983年 12月頒布「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藉由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Offshare Banking Unit）開展離岸業務金融。在兩岸經貿上，OBU係雙方相當重

要的結算管道，2001年以前臺商從事匯款業務必頇先由臺灣 OBU先匯至第三地

銀行，再由第三地銀行匯入其指定的中國大陸境內銀行，而 2001 年開放 OBU

與外商銀行在中國大陸的分行、中國銀行海外分行，以及海外的中國大陸法人、

團體、機構、個人金融業務往來後，降低臺商往來的成本及風險，方便臺商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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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利用海外公司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及貿易。 

我國政府於 2008 年開放人民幣兌換業務，現鈔由香港兩家商業銀行供應，

但貨源不甚穩定，多為舊鈔，且兌換成本相對較高，2009 年簽署之「海峽兩岸

金融合作協議」，指定香港中國銀行作為人民幣現鈔拋補銀行，提供臺灣人民幣

現鈔兌換。2012 年完成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後，開放臺灣銀行業

辦理人民幣存匯款業務，才更進一步擴大兩岸貨幣往來範疇。根據中央銀行統

計，國內外匯指定銀行(DBU)於 2013 年 2月 6 日正式開辦人民幣業務以來，截

至 2月 22日止 8個營業日，人民幣存款總餘額已達 70億人民幣，未來隨著人民

幣離岸業務的開放，可望帶動我國金融業及相關產業的經營能量。 

 

三、臺灣金融業在中國大陸發展情況 

(一) 銀行業 

我國銀行業的經營體質雖然尚屬健全，但國內市場則陷入競爭壓力劇增的窘

境，加上面臨存放款利差縮小，使得國內業者必頇走出去，爭取更大商機。最早

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臺灣銀行，是 1995年及 1997年兩家臺資企業背景的協和銀行

和華一銀行，分別在寧波和上海設立並營業，隨著 2001年臺灣開放國內銀行赴

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共有 7家銀行登陸，依設立順序分別為彰化銀行(崑山)、

國泰世華銀行(上海)、合作金庫(北京) 、華南銀行(深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

京)、第一銀行(上海)、土地銀行(上海)等。 

目前中國大陸對外資銀行管理的法令依據為 2006年 11月制定的「外資銀行

管理條例」及「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而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發展銀行業

的方式主要有四，分別為設立辦事處、分行、子行及參股，在業務執行範圍上，

以辦事處最為嚴格，其次是子行，再來則是分行，經營模式的比較可參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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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資銀行登陸中國大陸之模式比較表 

模式 時效要求 資本要求 業務分析 優點 缺點 

辦事處 無 無 僅可從事業務相關

的聯絡，市場調查、

諮詢等非營業性活

動。 

申設限制條件低。 無法從事營利性經

營。 

分行  經營外匯業務，

需設立代表處兩

年以上。 

 經 營 人 民 幣 業

務，需在中國大

陸境內開業 3 年

且 2年連續獲利。 

 母國總公司資產

≧200億美元。 

 資本適足率≧ 8

％。 

 經營外匯業務，

營運資金需≧ 2

億元人民幣 

 經營人民幣 業

務，營運資金需

≧3 億元人民幣

（其中人民幣資

金≧1億元。） 

 可經營全部外匯

業務 

 除中國大陸境內

公民以外客戶的

人民幣業務 

 可以吸收中國大

陸境內公民每筆

不少於 100 萬元

人民幣的定期存

款（其他人民幣

業務仍受限制） 

 不能發行信用卡 

 設立資本額較低

（2億元人民幣） 

 母行可掌控與支

援，臺商授信額

度可與母行共用 

 據點有限，無法

接觸廣大客戶，

知名度不如外資

銀行及本地 銀

行，推廣業務較

困難。 

 需開業 3 年以上

且 2 年連續獲利

才能經營人民幣

業務。 

子行  經營外匯業務，

需設立代表處兩

年以上。 

 經 營 人 民 幣 業

務，需在中國大

陸境內開業 3 年

且 2年連續獲利。 

 母國總公司資產

≧100億美元。 

 註冊實繳資本≧

10億元人民幣。 

 可經營全部外匯

業務。 

 全面人民幣業務

（包括對中國大

陸公民的存貸款

業務）。 

 信用卡業務。 

 業務限制少且較

易控制業務 風

險。 

 獨立法人，與母

行形成防火牆，

享國民待遇。 

 設立資本額 高

（ 10 億元人民

幣）。 

 需開業 3 年以上

且 2 年連續獲利

才能經營人民幣

業務。 

 全新獨立個體，

初期業務發展售

資產規模限制。 

 臺商授信額度不

能與母行共用。 

參股 /合

資 

 根據交易及審批

進度幾個月至一

年不等。 

 與中方設立合資

銀行，需先在中

國大陸設立代表

處。 

 商業銀行：母國

總 公 司 資 產 ≧

100億美元 

 城市商業銀行、

城市信用社、農

村信用社：母國

總公司資產≧10

億美元。 

 非銀行金融 機

構，母國總公司

資產≧ 10 億美

元。 

通過被投資銀行，按

被投資銀行之營業

範圍開展業務。 

 兩岸語言、文化

相近，參股或合

資較外資容易成

功。 

 可利用當低銀行

現有網點，迅速

將業務和產品滲

透到中國大陸各

地。 

 參股金額可能相

當龐大。 

 持股上限 20％，

對被投資銀行控

制能力有限。 

 雙方在經營管理

的期望及要求可

能存在差距 

資料來源：朱浩民(2010)，「中國金融制度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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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兩岸金融政策逐漸鬆綁，如 2009年 4月簽署兩岸金融合作協定，11月

兩岸金融監理機關完成銀行 MOU 的簽署工作，開放兩岸金融機構互設分支機

構，加上在 ECFA的早期收穫計畫下，我國銀行從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到經營人民

幣業務，只需要 2 年至 3 年，其中 7 家已在中國大陸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超過 2

年的銀行，最快只要 1 年就可經營中國大陸臺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目前，金

管會已核准 12家國內銀行赴中國大陸地區設立分(支)行及子銀行，其中 10家已

開業，並設有 6家辦事處，另已核准 2家陸銀設立臺北分行，設立 2家辦事處。 

 

表 2  兩岸銀行業互設分支機構現況統計表 

國內銀行在中國大陸地區現況：                 截至 102年 3月 21日止 

銀行 
分（支）行、子行 

辦事處 
已開業 申請案已獲金管會核准 

第一銀行 上海分行 成都分行、 

河南省 12家村鎮銀行 

－ 

國泰世華銀行 上海分行 青島分行、上海分行閔行支行 － 

彰化銀行 昆山分行 昆山分行花橋支行 － 

土地銀行 上海分行 天津分行 － 

合作金庫 蘇州分行 天津分行、蘇州分行高新支行 北京辦事處 

華南銀行 深圳分行 上海分行、深圳分行寶安支行 － 

中國信託銀行 上海分行  北京辦事處 

兆豐銀行 蘇州分行   

臺灣銀行 上海分行   

玉山銀行 東莞分行   

臺灣企銀 － 上海分行 上海辦事處 

永豐銀行 － 南京子行 南京辦事處 

臺北富邦銀行 － 華一銀行 蘇州辦事處 

臺灣工業銀行 － － 天津辦事處 

中國大陸地區銀行在臺現況： 

銀行 
分行 

辦事處 
已開業 已獲金管會核准 

中國銀行 臺北分行   

交通銀行 臺北分行   

招商銀行 － － 臺北辦事處 

中國建設銀行 － － 臺北辦事處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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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券期貨業 

國內證券業進入中國大陸方式主要為設立辦事處、透過香港設立的分公司或

轉投資的子公司，及在中國大陸成立合資證券公司及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等三種。

而在兩岸簽訂備忘錄前，兩岸並無設立合資證券公司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這是

因為中國大陸對券商入股比例的限制，加上我國法規限制證券商入股中國大陸證

券商的投資限額為淨值的 20%，使得國內證券商成立合資公司的門檻較高，且

無法直接管理，投資意願較低。 

隨著兩岸簽訂「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我國的證

券業設立於中國大陸的辦事處可升格為分行，而我國註冊的企業法人也能在 A 

股上市進行融資。根據金管會累計至 102年 1月底統計，在證券期貨業方面，已

核准 5家投信事業赴中國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其中 1家已營業，另

並有 12家證券商赴中國大陸設立 24處辦事處，2家投信事業赴中國大陸設立辦

事處。 

由於中國大陸並未全面開放證券市場，目前外資只能透過 QFII 額度，投資

中國大陸證券市場；而中國大陸民眾則只能透過購買獲批 QDII額度的機構所發

行的海外投資商品，間接投資境外金融市場。中國大陸相對於世界主要國家，對

外開放金融的時程安排較為謹慎，中國大陸自 2002年 12月證監會與人民銀行聯

合發布並實施「合格境外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而後隨著中國大

陸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的開放，降低 QFII 的進入門檻，吸引臺資等更多境外投

資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由於在中國大陸申請 QFII 相當複雜，除需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還要

中國大陸外匯管理局同意，在兩岸陸續簽署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監督管理合作瞭

解備忘錄後，並在洽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時，中國大陸允諾

對臺灣證券期貨業申請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給予便利；證交所、期交

所列入中國大陸 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投資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所名單；

並簡化臺灣證券從業人員在中國大陸取得執業資格程序。 

截至 2013年 1月底為止，分別有 11家國內投信事業及 8家保險業向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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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出申請 QFII資格，投信事業共 9家獲陸方證券監理機構核准資格，分別為

群益證券、元大寶來證券、國泰證券、復華證券、保德信證券、摩根證券、統一

證券、永豐證券及第一金證券，其中 6家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7.2億美元，而保險

業皆獲陸方證券監理機構核准資格，分別為中國人壽、新光人壽、臺灣人壽、三

商美邦人壽、全球人壽、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及南山人壽，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10億美元。 

另一方面，自 2004年 9月起，中國大陸逐步放寬中國大陸民眾海外投資管

道，2006 年 4 月中國大陸監管部門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基金公司、保險機構

可採取各自方式按照規定集合境內資金或購匯進行相關境外理財，正式啟動合格

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境外市場制度。目前中國大陸證券業 QDII赴臺投

資上限是 5億美元。 

 (三) 保險業 

相對於銀行業及證券保險業，保險業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檻降低，並不需要簽

訂備忘錄方可設立，但需要根據中國大陸「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而「五三

二」條款（資本額 50億美元以上、經營滿 30年且在中國大陸地區設立辦事處 2

年以上），其門檻過高，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前，並無保險業直接成立，

而是以參股形式進入中國大陸。在參股投資方面，2004 年臺灣國泰人壽最早與

中國大陸東方航空合資設立國泰人壽，其次為 2008年新光人壽與海南航空合資

設立新光海航人壽。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中，放寬保險業者進入中國大陸的

要求，允許國內保險業者得以整合或策略合併所組成之集團為認定標準，降低設

立門檻。根據金管會累計至 102 年 1 月底統計，在保險業方面，已核准 9 家國

內保險業赴中國大陸參股投資，其中 6家已營業，並設有 15處代表人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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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兩岸金融業往來與法規限制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業務經營範圍與兩岸監管機

構的談判進度息息相關，如兩岸於 2009年簽署監理合作備忘錄，放寬辦事處升

格為分行的條件，之後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的協議下，更進

一步放寬金融業在中國大陸經營範圍及限制。未來，臺灣金融業及金融市場將隨

著兩岸相關協議簽訂而獲得更大商機，但伴隨的挑戰與風險也必頇審慎以對。 

在金融業方面，即將於四月登場的金銀三會（金管會與中國大陸銀監會第 3

次會談），其內容將聚焦市場准入條件，包含赴中國大陸設分行、子行、參股等

條件，取消 OECD 條例（按照規定，臺灣銀行進入中國大陸必頇要有在經濟合

作開發組織（OECD）國家 5年的經營經驗，但香港與新加坡並不在 OECD範圍，

使部份銀行無法在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或分行），而金管會也不排除放寬陸銀來

臺參股、設立據點等條件。此外，中國大陸證監會正考慮提高港澳臺金融機構參

股境內證券公司的比例上限至 51%。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的協議下，「綠色通道」成了臺灣

銀行業在中國大陸設立據點的重要考量之一，「綠色通道」係中國大陸方面在審

核臺灣申請設立分行及申請經營業務時，給予較其他外資銀行優惠的條件。如我

國銀行若同時申請在沿海地區及中西部（或東北部）地區設立分行，將會優先考

慮。但金融業對於中西部或東北部的企業網絡及其經營體質，在資訊上較為缺

乏，可能增加放款業務的信用風險，若選擇以當地銀行進行合資或策略聯盟，雖

然可掌握當地客戶，但當地銀行的經營體質是否良莠，是臺灣銀行在選擇合資對

象上所面臨的風險。 

在兩岸貨幣清算方面，中央銀行與中國大陸人民銀行於 2012年 8月 31日簽

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後，臺灣銀行上海分行及中國銀行臺北分行

指定為雙方灣的人民幣清算行，雙方於 2013年 1月 25日簽署「關於人民幣業務

的清算協議」，並於 1 月 28 日審核通過中國銀行臺北分行申請成為人民幣清算

行，人民幣業務通匯業務正式啟動，使國內指定外匯銀行（DBU）可以承做人

民幣計價的存放業務，自 2月 6日正式開辦人民幣業務以來，截至 2月 2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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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營業日，人民幣存款總餘額已達 70 億人民幣。日後，在兩岸貨幣清算協議

簽訂後，未來臺灣將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協議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及發展成為

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中國大陸自 2011年 8月發布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後，新加坡、倫敦、東京、首爾及臺灣均積極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檢

視 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的金融發展指數排名，香港連續兩年排名第一，

英國、新加坡及日本均在前十名內，中國大陸排名第 23名，但我國未於排名內，

若未來中國大陸開放多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在金融商品方面，我國金融業將

面臨其他國家的競爭壓力。而未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兩岸金融業務往來

密切，中國大陸的貨幣政策對臺灣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將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行政院已於 2012年 9月核定「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計畫」，

就外匯、銀行、資本及保險市場等面向，規劃相關推動措施，主要業務內容包全

面啟動 DBU人民幣業務、兩岸現代化金流帄臺、兩岸電子商務金流業務、一卡

兩岸通、協助金融機構中國大陸佈點服務臺商、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

上市（櫃）、開放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他籌資工具、發

展大中華區資產管理及理財業務、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及監理合作排除障礙

等，協助金融業者充分發揮其兩岸設有據點特色，期有效結合中國大陸臺商經貿

業務，拓展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的經營利基。 

<劉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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