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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國內自從開放新銀行成立後，銀行家數過度地成長，造成銀行業競爭激烈。直

到 2009 年兩岸簽署「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簡稱 MOU），提供國內銀

行赴中國設立據點的良好通道，開創經營商機。 

在中國金融市場之經營策略存在著許多風險與溢酬，台灣相對中國資金較豐富，

具有要素豐富的優勢競爭力。台資銀行在中國與中資銀行競爭最大的優勢乃是擁

有廣大的台商資料庫、純熟的風險控管能力及完善的徵信制度，且優秀的專業經

理人對經營管理及商品設計具有創新能力，得以差異化區隔目標巿場。 

台資銀行在中國與外資銀行競爭最大的優勢乃是同文同種、易於溝通及建立策

略聯盟，且具有兩岸協議之綠色通道優勢及廣大的台商資料庫，得以產生群聚效

應，降低經營成本。 

目前台資銀行進入中國的模式有設立分行、策略聯盟、合資參股中資銀行、開

立子行及併購等五種，個案分析以富邦金控為例，其採用併購、參股及設立分行

三種模式並行的策略進入中國優於其他模式。本研究結果期能對我國銀行業在中

國巿場經營發展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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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banking industry in Taiwan is resulted from over banking 

since the newly established banks were admitted by the author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for Taiwan banking 

industry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ir branch offices in China after the “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ross-Straits Banking ” was signed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 business strateg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China has plenty of risks and premiums. 

Owing to the huge capital than its peers in China, Taiwan banking industry h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factor abundance. Comparing to the domestic banks, 

Taiwanese banks have ample database of their clients who have run business in China, 

managerial skills of risk control, comprehensive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managers with innovative ideas in product plann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so that the Taiwanese banks can focus on their target market by making 

differentiated segmentation.  

In addition, due to the same culture and the same ethnicity, Taiwanese banks in China 

have the best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an the foreign-funded banks to communicate and 

develop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he domestic banks. Besides, based on the MOU, 

Taiwanese banks have a better position to form the cluster effect with ample database of 

their Taiwanese clients in China to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 

There are five ways of entering into China market for Taiwan banking industry at 

present, such as subsidiary banks establishment, strategic alliance, domestic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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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branch banks establishment, and M & A. The study takes Fubon holding as 

a major case to show its superior strategy of entering into China market by taking three 

different ways simultaneously, such as M & A, investing the domestic banks and 

establishing branch banks. Hopefully the study can be useful for Taiwan banking 

industry’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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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順應金融自由化潮流，致力金融效率的提升，政府於民國 1990 年公告

開放新銀行申請設立，在 1991 年 16 家民營的商業銀行設立，國內銀行家數從

1990年 24家增加到 1997年的 47家及 2001年的 53家。銀行平均淨值報酬率（ROE）

劇烈地從 1990年 20.79%分別掉落至 2001 年-7.35%以及 2002年 3.61%。逾放比

率從 1990年 0.93％分別提升到 2000年 5.34％以及 2001年 7.48％，造成國內

銀行家數過度地成長，使得銀行業的競爭日趨激烈，再加上經濟金融環境之改

變，國際化及金融自由化已逐漸成為世界潮流，世界各國紛紛進行金融改革相

關措施。而政府亦針對國內經濟金融發展所需，將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視為金

融施政之重要目標。在國內景氣下滑與全球化的影響下，銀行獲利能力大不如

前，尤其國內銀行在經營與創新方面能力不足，再加上銀行財團化問題，弱化

了銀行體質，也造成銀行獲利能力持續下滑，資產品質惡化，逾期放款節節攀

升等問題。而在加入 WTO 之後，台灣銀行業直接面對國外銀行業的競爭變得更

加激烈。2005 年底爆發的雙卡風暴及 2008 年 9 月的金融風暴，對國內銀行造

成極大的衝擊，使銀行經營面臨到最嚴峻的挑戰。 

國內自 2000 年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與 2001年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

以來，國內銀行業者紛紛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整合，尋求及創造更多生機。而在

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以往經濟的主力重心均是以工業、製造業與高科技產

業為主，台灣的金融業始終扮演著支持這些產業茁壯的重要功臣，提供產業資

金借貸以利擴張及增加產能設備。然而隨著經濟環境產生劇烈變化，再加上兩

岸金融政策的漸次開放及自由化趨勢，使得國內經營環境更加困難，也迫使台

商紛紛出走前往大陸投資。而台灣金融業礙於法令規範限制，遲遲無法跟隨產

業西進，直接影響了台商的融資需求，台商大多希望國內銀行亦能登陸提供金

融相關服務，也可以減少國內銀行業因無法有效監督大陸中國台商資金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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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出現債務惡化現象。 

李紀珠、簡永光(2002)指出若開放國內銀行前往中國開立分行，對台商的

益處主要有下列幾點： 

1. 台商可增加融資管道，並藉以靈活操作期兩地之資金運用。 

2. 與中國進行貿易活動之台灣廠商，期待透過同一銀行體系清償貨款，以增進

時效與節省作業成本。 

3. 對台灣投資或與台灣進行交易之中國工商業，可利用台灣銀行業在中國據點 

之授信融資與非授信服務。 

4. 往來於兩岸間之工商與旅遊人士，可利用台灣銀行業位於兩岸之據點，所提

供之各種金融服務。 

總結上面分析，開放國內銀行赴中國設立據點的確是解決國內銀行困境的

方法，就近為台商提供完善且多元的金融服務，不但可以有效解決銀行游資浮

濫的現象，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和降低未來在全球化競爭下被邊緣化的隱憂，同

時也可以為台商解決在中國所面臨到融資不易的問題，為銀行和台商創造雙贏

的局面。尤其近幾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正值起飛期，由表 1-1可得知，在 2003

年時，全世界貿易量最大的國家首推德國，其次是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台

灣名列第 15名，但是在 1990年之前，中國大陸排名遠遠落在世界排名 20名之

後，因其近年來採取開放政策，吸收全世界各地的外資大舉前往投資，促成其

經濟快速成長。而這幾年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貿易量，自 1990 到 2003 年，

出口總值增加了 3 倍，成為台灣出口順差排名第一的國家，在在都顯示中國大

陸經濟對全世界的影響力及兩岸經貿往來的緊密度與日俱增。 

尤其中國於 2006 年底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全面對

外開放金融市場，外資銀行紛紛開始展開大規模布局動作，準備搶奪中國市場

這塊大餅。而國內銀行業先前受限於法令限制，喪失先機。幸而隨著兩岸經貿

關係日趨緊密，政府主張以「審慎漸進」為整體的規劃策略，逐漸開放兩岸金

融往來，將有助於臺灣金融業擴展大陸策略。2009年 4月 26日舉行第三次江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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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兩岸金融合作協議」，以及 11 月 16 日「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簡稱 MOU）的簽署，使兩岸金融業的交流合作正式邁入一個全新的紀元。2010

年 3月 16日台灣金融業主管機關正式公布兩岸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

法，面向涵蓋銀行、證券、保險業，為台灣金融業前進大陸提供明確的法律規

範，也預告著兩岸金融業將邁向更緊實的合作階段。 

本研究即是以此為背景下，探討國內銀行前進中國的機會、挑戰與風險，

期能對未來我國國內銀行分析登陸模式時有所幫助。 

表 1-1 世界出口貿易量前 5大的地區國家 

排名 
國家別 

2003年 2005年 2007年 

1 德國 德國 德國 

2 美國 美國 中國大陸 

3 日本 中國大陸 美國 

4 中國大陸 日本 日本 

5 法國 法國 法國 

資料來源：Appleyard,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著墨於台灣金融業在面對金融環境變遷下，選擇進行跨國投資進

入中國大陸巿場，如何在大陸巿場取得經營績效，創造有別於歐美金融業及中

國本土金融業的差異化競爭地位優勢，根據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擬定下列研

究目的 

一. 探討台資銀行如何進入中國巿場的模式 

二. 台資銀行在中國與中資銀行之競爭策略之探討 

三. 台資銀行在中國與外資銀行之競爭策略之探討 

四. 個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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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圖 1-1 研究架構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用大量文獻及訪談資料，雖對於資料解讀力求公正與齊全，

但難免有些許主觀判定意識存在和資料收集遺漏之處，故本研究自有其限制

性。 

而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時間並不長，有關外資銀行管理等相關細則法令或尚未完

備，再加以兩岸關係受政治影響頗大，使兩岸經貿與金融交流等相關法令時有

變動，進而影響到台資銀行的策略規劃。 

資料收集原則上以 2011年底資料為主，但部分如：公司年報、統計年鑑等資 

料，在研究期間內尚未公布，使資料仍存在些許時效落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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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國際間產生貿易的條件錯綜複雜，本章將就學者們發表的文獻，來探討要

素稟賦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定義、效益與應用，使本研究探討的目的能有更

好的詮釋。第一節介紹要素稟賦理論文獻，第二節國際投資理論相關文獻。 

 

第一節 要素稟賦理論 FACTOR ENDOWMENT THEORY 

Appleyard(2008)依新古典學派貿易利益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當滿足下列

五大條件時，貿易便不會發生： 

1. 各國生產技術皆相同。 

2. 各國要素稟賦皆相同。 

3. 生產函數為規模報酬固定。  

4. 各國需求皆相同。 

5. 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且無市場扭曲現象（包括政府不干涉市場，如生產

津貼或課稅等）。  

 

既然滿足上述五大條件會使貿易無法發生；反之，只要有一項以上的條件

不滿足便會發生貿易，也就是說，在這五大條件中，當可能不滿足其中一項、

二項、三項、四項或五項條件時皆會發生貿易。只不過貿易的發生，究竟是不

滿足那一項條件？所佔的比例有多高？才是我們分析的重點。例如，台灣與美

國產生貿易的原因，主要是第 1 項與第 5 項的條件所佔的比例較大，而台灣與

中國大陸產生貿易的原因，則是第 2 項的條件所佔的比例較大，即要素稟賦不

同而產生貿易。 

與要素稟賦有密切相關的二個要素當屬資本密集與要素豐富： 

1. 資本密集(指產業之間的比較) 

一個國家之中，存在上千萬種的財貨，由於每種財貨的屬性均不相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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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資本與勞動比也不相同，舉例來說，台灣目前有許多高科技產業，例如

液晶面板(TFT-LCD)產業，廠商如友達、奇美等；半導體產業，廠商如台積電、

聯電等；封裝測試產業，廠商如日月光、矽品等，這些高科技產業，均使用非

常昂貴、精密的機器設備，此即所謂的資本較密集(Capital Intensity)產業。

而一般的傳統產業，例如製鞋業，廠商如寶成、泰豐等，飲料食品業，廠商如

統一、金車等，紡織業，廠商如南紡、年興，工具機業，廠商如台中精機等，

這些產業所使用的機器設備較少，但採用大量的勞動，這就是所謂的勞動較密

集(Labor Intensity)產業。 

2. 要素豐富(指國與國之間比較) 

例如美國的資金很多，而且投入許多高科技的研發，所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資

本豐富的國家，其他如瑞士、瑞典、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也都是資本較

豐富的國家，而中國、大陸、印度、巴西等國家，由於勞動人口眾多且資金較

少，故可視為勞動較豐富的國家(Labor Abundance)。 

 

一. Heckscher-Ohlin 定理 

關於要素稟賦不同而產生貿易的理論代表就是 Heckscher-Ohlin(簡稱 H-O

理論) ，1919年，瑞典經濟學 Heckscher(1919)提出了要素稟賦論的基本觀點，

指出產生比較優勢差異必備的兩個條件。1930 年代，這一論點被他的學生及

Ohlin(1933)所充實論證，其代表作《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進一步發展了生

產要素稟賦理論，其核心內容為：在兩國技術水平相等的前提下，產生比較成

本的差異有兩個原因：一是兩國間的要素豐富度不同；二是商品生產的要素密

集度不同。各國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換

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這樣的貿易模式使參與國的福利都得到改

善。按照 H-O 理論，美國是一個資本豐裕而勞動力相對稀缺的國家，其對外貿

易結構應該是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依據 H-O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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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兩個國家、兩種財貨和兩種生產要素的體系下，一國會根據其本身要素

稟賦的豐富和產品所使用的相對要素密集度，來決定其生產和貿易方式。在貿

易平衡的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某種要素稟賦相對豐富，則該國將會生產

和出口其密集使用要素較豐富(Factor Abundance)的財貨，而進口其密集使用要

素較稀少(Factor Scarce)的財貨。換言之，根據其生產要素稟賦量之多寡來決定

其具有比較利益的產品，並生產和出口其具有比較利益的產品，進口其比較不

具比較利益的產品。 

舉例來說，如果 A 國為資本較豐富的國家，表示該國的資本價格較便宜，

再假設 X產業為資本較密集的產業，那麼，A國生產 X財貨的成本會較便宜，所

以會出口 X 財貨而進口 Y 財貨。就好像中國大陸是勞動較豐富的國家，所以會

出口勞動較密集的產業(例如製皮包業) 。 

 

二.Stolper-Samuelson定理 

根據Stolper and Samuelson (1941)理論主要是在探討財貨價格改變後所

造成的所得重分配，其內容為：當某財貨的相對價格上漲，將導致該財貨所密

集使用的要素實質報酬上升，而非密集使用的要素實質報酬下降；反之亦同。

一國在與他國貿易後，會使要素豐的擁有者有利，要素稀少的擁有者不利。假

設一國只生產兩種商品，當一種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會增加該商品生產中密

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同時減少另一生產要素的收入。根據此理論，可應用國家

與產業。從國家的角度來看，A國為勞動較豐富的國家，貿易後，要素豐富的擁

有者(勞動)會較有利(因為實質報酬增加)，而要素稀少的擁有者(資方)會較為

不利(因為實質報酬會降低)。例如，中國大陸為勞動豐富的國家，貿易後對勞

動有利而對資方不利。若從產業的角度來看，例如2008年7月國際油價創新高，

每桶油價來到147美元歷史高點，使得替代品--太陽能的價格跟著上漲，此時太

陽能所密集使用的原料--拋光晶圓也跟著漲價，台灣生產該原料的公司中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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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受惠，其業績也因此跟著大幅提高。 

 

第二節 國際投資理論 

科技的發達加速了全球化的速度，也加快了資本在國際間移動的頻率及速

度，一般而言，跨國間資本的移動可分成二種：一是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即外國人直接到地主國(Host Country)設廠投資，

且擁有經營權或參與權，例如，台灣的電子產業到中國大陸設廠投資。二是外

人金融投資(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此為外國基金到地主國購買股

票或有價證券，但沒有參與企業的經營，例如．貝萊德基金或瀚亞基金到東南

亞買賣股票等。本研究係以探討外人直接投資為主軸。 

在海外投資的型態方面，通常有獨資、合資、與合作經營等方式。一般而

言，企業海外投資選擇獨資或合資的理由包括：1、如果被投資國的市場愈開放、

訊息愈透明，則海外投資以獨資形式的比例就會愈高；反之，則採合資。2、當

投資的技術層次愈高，投資者希望保有完整的技術時，則獨資的比例愈高。3、

當生產過程愈繁複，則國際企業進行獨資的情況愈多，以免與當地合資者產生

不必要的糾紛。4、如果投資金額較大，投資風險較高，則多國籍企業會有意尋

找當地夥伴進行合資。5、如果投資地點愈遠，投資者不易遙控，則以合資方式

進行較佳。 

此外，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由於被投資國的開放程度通常都是漸進式的，

因此許多外資進來時，通常是以技術合作的方式進入該國市場，只提供技術與

人員。等到市場較為開放以後，再以合資的方式進行投資。最後，等到市場足

夠透明之後，才會進行獨資。換言之，投資型態經常會與被投資國的開放程度

有密切關係。 

一、國際投資考慮的因素 

根據Appleyard(2008)理論，企業是否要到國外投資或是在國內轉型繼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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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所考慮的因素相當多；原則上，我們可以把外人直接投資分成兩大類： 

1. 到地主國設廠，然後外銷至第三國 

2. 到地主國設廠，然後在當地銷售 

前者以日本佔大多數，後者則以歐美國家為最多，但是，無論是何種投資

類型，均必須滿足先決條件，即FDI的企業必須長期擁有特殊的技術或要素的優

勢，否則無法與地主國當地企業競爭。此外，如果此種優勢很容易被模仿或無

法長期擁有，也不適合到國外投資，因為一定會面臨額外成本的增加。 

(一) 外人直接投資可能面臨的不利因素： 

1. 語言,文化及法律的不同：語言的不同，會使得交易成本或溝通成本大幅升

高，使用語言不同，即使透過翻譯，仍然無法真正傳達主管指派任務的精

髓，另外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經營失

敗率小於外資企業約一成左右，文化的不同是企業跨國投資必須考慮的因

素，無法瞭解員工及客戶旳想法，企業的績效會面臨嚴峻考驗。另外法律

部份，特別是稅法，各國規範均不相同，尤其中國大陸的稅法規定，只要

是逃稅可以無限期追溯，所以企業跨國投資一定要瞭解當地法律並遵守。 

2. 額外的溝通成本與差旅成本：跨國投資必需至地主國瞭解當地經營概況，

必定增加交通及差旅費。 

3. 政治與政策風險：地主國政府的政策改弦易轍時可能危及企業的營運。據《商

業周刊》1287期報導，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大陸，在20年前吸引了一

批台商前往卡位，最近中國政府推動產業轉型的「騰籠換鳥」計畫，將沒有

競爭力的產業，沒有競爭力的台商「轉移出去」，再把「先進生產力」轉移

進來，以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遇此情境，台商必須另覓他處重新建廠，原

員工若因廠房遷移而不願繼續上班要求資遣者，公司亦必須支付資遣費用，

且公司不僅無法立即恢復營運，還需重新徵才，此皆為政策風險。另外當本

土企業興起時，很容易透過模仿而以低價策略與FDI競爭，所以FDI必須擁有

不容易被模仿的核心競爭力。 



 
 

10 
 

 

(二) 外人直接投資的有利因素： 

1. 廉價勞動與原料：例如，中國大陸擁有13億人口及豐富的資源，是全世界

最多勞動及豐富原物料(如稀土、鎂、土地等)的國家，如圖2-1 聯合國2011

年全球外國人直接投資金額，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名，僅次於美國，而

台灣則名列全球倒數第二名。 

2. 節省高運費：以內銷為主的FDI可以節省大額運費，以外銷為主的FDI則會

選擇鄰近國家為外銷的對象。 

3. 群聚效應：全球化的影響下，產品週期愈來愈短，上下游零組件產生群聚

效應大，將可有效降低庫存、產品週期及運費成本。 

4. 獎勵外人投資：許多地主國為獎勵FDI，均會提供許多優惠條件招商，例如，

營業稅減免，地租減半等等，這些條件可降低經營成本吸引外資進入。 

5. 規模經濟：不具規模經濟無法大規模發展，尤其台灣內需巿場很小，必須

到國外發展才能生存茁壯。 

6. 降低風險：橫跨兩個不同國家及巿場或多角化經營，可以分散風險及不景

氣。 

7. 避免高關稅：內需為主的FDI，可以規避地主國進口高關稅的政策。 

 

 

圖 2-1 聯合國2011年全球外國人直接投資金額排名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財經焦點201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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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際投資目的 

國際投資目的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屬於防禦型投資，此類海外投資的理由包括： 

1. 國內生產成本過高，企業被迫出走，去尋找海外更廉價的生產基地 

2. 為確保生產原料的供應無虞，因而前往海外投資，例如中油公司赴海外投

資油井或天然氣的開發，就是典型的例子 

3. 為取得海外的先進技術，所進行的海外投資，例如許多開發中國家到先進

國家投資設廠，都具有此種目的 

第二類投資型態稱為擴張性投資，該投資的主要目的在擴大市場，一方面擴大

市場可以使產出及利潤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現有規模，使平均產出成本

降低，提高國際競爭力。例如絕大多數金融業赴海外投資的目的都是在擴大市

場。再者則是在面對海外投資標的價格相對低廉時，有些跨國企業就會藉機進

入某一國家或地區。例如 1997 年亞太金融風暴後，東亞國家貨幣大貶值，許多

國際金融企業便利用此機會大舉進入這些國家進行金融併購。 

 

三、銀行業進入國際巿場的動機 

國際經濟學的內容提出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除了技術較高的因素外，另一項

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的多寡，也就是要素稟賦理論，而要素稟

賦理論又以 Heckscher-Ohlin 理論及 Stolper-Samuelson 定理最具代表。從要

素稟賦理論可以得知台灣的資金要素比中國豐富，所以台灣的金融業比中國更

具有競爭力。然而台灣的金融業如何進入中國，必須考慮金融業的投資動機。 

Germidis（1984）認為國際銀行的投資動機主要有下幾項： 

1. 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成長 

2. 國際貨幣和金融市場的成長 

3. 國際間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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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的進入 

5. 國內市場的飽和 

金融業赴海外投資的目的與型態，基本上與其他產業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不過，由於金融業的特性在某些方面與製造業有些不同，因此除了上述理由之

外，金融業赴海外投資的理由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許多生產性服務業經常是隨著製造業活動而產生的。例如當一個國家的對

外貿易興盛時，其對海空運的需求會隨之增加，這時該國內的海空運業就

有較大誘因赴海外投資，以提供相關運輸服務，供這些企業使用。同理，

當一國國內企業大多赴海外投資設廠時，這些海外企業需要許多金融服務，

而由於他們可能人生地不熟，當地金融業提供的服務可能無法滿足他們的

需求，於是投資國的金融業就會有誘因跟進，因為可以提供這些海外企業

相關的金融服務。因此，金融業海外投資可以看成是一種引申性的海外投

資。 

2. 銀行業的特色之一是具有很高的規模經濟，因此在海外成立分行以後，可

以藉由吸引投資國當地存款來擴大資金來源，然後再進一步與母公司資產

合併，此時就可以達到提升資金經濟規模的目的。另一方面，由於資金來

源的分散，也可以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保險業也同樣可以藉由海外企業

達到擴大保險規模，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3. 由於服務業大都屬於國內市場，因此通常開放的時程較慢，所以國外服務

業要進入當地市場時，通常必須決定於該國對外開放的腳步。換言之，通

常服務業海外投資所受到的障礙要比製造業大許多。尤其幾乎是世界上的

每一個國家對於金融市場的管制都要比其他產業更多，因此他們對於外資

金融業進入的管制也自然更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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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金融巿場概況與分析 

中國自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改變了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

除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同時也大幅提高國內人民的生活水準，使中國進入

了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吸引全球資金大量流向中國，足見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

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力。且中國自從「改革開放」後，對於金融體制

開始進行大幅調整，相關法令逐漸鬆綁，並重新開放外資銀行登陸中國，對於

整體金融市場及銀行體質有大幅改善。本章將就中國金融巿場沿革與現況加以

研究分析，來探討銀行業選擇國際投資時應掌握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時點以及全

球化與 FDI 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成長的關聯性，最後則探討中國大陸引進

外資銀行之相關法律規範。 

 

第一節  銀行業的國際投資與地主國經濟成長的關聯性 

在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銀行業常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不僅是資

金的供給者，也是儲蓄與投資資金供需的中介者，更是政府政策性的引導者。

由於金融是整個經濟的重要命脈，金融體制的健全發展不僅可加速資本累積，

更可使資本用於最有效率的途徑。 

所以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攸關國際投資的成敗與否。以外資銀行的策略而言，

是將自己在母國坐大後，再支援海外當地市場之生意，例如匯豐、渣打、花旗

等國際跨國銀行之模式，銀行本身之基礎要夠雄厚紮實，利潤要夠豐厚，才能

進行價格競爭，否則無法培養出實力強大之團隊以從事跨國投資。而且銀行為

留住客戶，通常會跟隨客戶赴海外投資，以便提供完整的服務，所以外資銀行

進入巿場通常與地主國的 FDI成正向關係。 

而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關係的相關論文也主張銀行在經濟發長的過程

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 Robert (1993)利用 1960-1989 年 77 個國家

資料，證明金融發展程度有助於解釋長期經濟成長的原因。所以銀行業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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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時，進入時點與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有非常緊密的關聯性。 

戚中衍(2011)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HSBC)為例，其於 1865年 3月及 4月分別在香港及

上海成立。該公司當時的主要業務是中國及歐洲之間的財務交易橋樑，而現今

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之一，截至 2010 年 12月 31日的資產總額為美元

2.45兆元。 

HSBC 於 1980 年代的知名度並不高，為了在國際銀行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並提升整體獲利，於是重新擬定營運方針，以「併購」作為進入巿場的策略。

HSBC併購策略成功有許多關鍵因素，其中之一即為其能精準掌握進入併購地主

國的時點，我們可由其上海匯豐銀行(HSBC)重要併購事件 (表 3-1)及上海匯豐

銀行(HSBC) 之資產茁壯歷程表(表 3-2)一窺得知。例如： 

1. 1980年收購美國紐約海豐銀行(Marine Midland Bank,N.A.)51%股權：美國

於 1980~1982 年出現連續 2 次經濟衰退，造成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失業率

高漲，股巿大跌，經濟展望悲觀，匯豐控股洞燭先機收購美國紐約海豐銀

行(Marine Midland Bank,N.A.)51%股權，1982年底政府大幅加息，通膨重

新受到控制，經濟復甦，股市也擺脫陰影，開啟史上最長也最強勁的一段

牛市時期。 

2. 1987年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 plc)14.9%股權：1985 年 12月

原油價格大幅下跌，受油價下跌和低抵押貸款率影響，英國通貨膨脹率下

降至歷年來最低點，在高平均工資增長率和低通貨膨脹率的雙重作用下,私

人消費成為英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匯豐銀行於此同時收購英國米特蘭銀

行(Midland Bank plc)14.9%股權，配合地主國經濟成長動能推升其經營業

務。 

3. 2000 年收購中國交通銀行 19.9%股權：中國大陸於 1990~2002 為金融改革

高度發展階段，擴大外資金融機構的經營區域及業務範圍，1992 年出現全

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如：中國光大、交通銀行與華夏銀行，2001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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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2006年為了因應入世之後的金融發展，在同年 11月頒布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

細則」並開始施行。開放金融市場大幅引進外資銀行參股後，整體金融市

場開始突飛猛進。 

4. 2006 年收購巴拿馬主要的銀行 Grupo Banistmo S.A.：中美洲經濟快速增

長，區內八千三百萬人口當中，不少人尚未有銀行帳戶，且中美洲已與美

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CAFTA-DR；DR-CAFTA或簡稱 CAFTA），此併購使匯豐

控股成為中美洲最大的銀行業集團，資產規模達到約美元 110 億。 

5. 2007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收購台灣中華銀行：台灣於民國 1990年公

告開放新銀行申請設立，銀行家數由 24 家增加到 53 家。銀行平均淨值報

酬率（ROE）從 20.79%掉落至 2001年-7.35%。逾放比率從 0.93％分別提升

到 2001年 7.48％，造成國內銀行家數過度地成長，競爭激烈。匯豐掌握國

內銀行經營困頓旳商機，配合地主國政府金融改革政策，收購中華銀行，

使匯豐在台灣的分行數由 8家迅速增加至 47家，以策略性的搶攻財富管理

客群。 

 

表 3-1 上海匯豐銀行(HSBC)重要併購事件 

時間 HSBC重要併購事件 地主國經濟重要事件概況 

1965 收購於 1933年成立的香港恆生銀

行(Hang Seng Ban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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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收購於 1850年成立的美國紐約海

豐銀行(Marine Midland 

Bank,N.A.)51%股權(後改組為美

國匯豐銀行-HSBC Bank USA) 

美國於 1980~1982年出現「符

合官方定義」的連續 2次經濟

衰退，2次的原因皆因調升利

率抗通膨造成。1979 年美國短

期利率接近 10%，為了抑制通

膨率，於 1980年 4月提高利率

至將近 20%。1980年 7月，調

降利率至 9%，然而通膨的問題

依然存在，1981年 7 月再度升

息到 20%。1980年 11 月~1982

年 7月，美國股市下挫 24%。

1982年底，失業率高達

10.8%。於是政府再度加息，通

膨重新受到控制，經濟復甦，

股市也擺脫陰影，開啟史上最

長也最強勁的一段牛市時期。 

1987 收購英國四大清算銀行之一,於

1836年成立的米特蘭銀行

(Midland Bank plc)14.9%股權;

另收購美國紐約海豐銀行全部股

權 

1985年 12月原油價格大幅下

跌，受油價下跌和低抵押貸款

率影響，1986年英國通貨膨脹

率下降至歷年來最低點，在高

平均工資增長率和低通貨膨脹

率的雙重作用下,私人消費持

續保有較高的增長率,成為英

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1986年

是英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第五

年。 

1991 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 plc)50%以上的股份而成為

當時世界銀行史上規模最大的收

購行動之一 

 

1992 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 plc)全部股權(後改組為英

國匯豐銀行-HSBC Bank plc) 

 

1999 收購於 1966年成立的美國

Republic New YorkCorp.-利寶集

團 100%股權(後改組為美國匯豐

銀行-HSBC Bank USA)，並且透過

JP Morgan 的保薦，以美國存託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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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方式在美國上巿交易，匯豐銀

行真正打開了美國金融巿場，並成

為美國金融巿場不可或缺的重要

成員。 

2000 收購於 1894年成立的法國最大金

融機構之一的法國商業銀行

(Credit Commercial de France 

S.A.-CCF)58.8%股權(後改組為法

國匯豐銀行-HSBC France)及收購

Bankok Metropolitan Bank 之 75%

股權。此一併購案為 HSBC在歐洲

重要一役，為堅實的立足點及灘頭

堡。 

 

2001 收購台灣中華投信 97%股權(後改

組為匯豐中華投信)及中國上海銀

行 8%股權。 

 

2003 收購美國消費資融公司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

且另外收購福建亞洲銀行 50%股

權-即平安銀行，匯豐控股的稅前

利潤達到創記錄的美元 128.16 億

元，比 2002年上升 37% 

 

2004 收購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

19.9%股權及於 1889年成立的百

慕達銀行(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匯豐控股的股票在百慕

達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巿，百慕達證

券交易所成為第五家買賣匯豐控

股股票的交易所。這一併購意味著

匯豐控股在全球著名的離岸金融

中心百慕達已經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 

中國大陸於 1990~2002 為金融

改革高度發展階段，擴大外資

金融機構的經營區域及業務範

圍，1992 年出現全國性的股份

制商業銀行如：中國光大、交

通銀行與華夏銀行，2001年加

入 WTO，2006年為了因應入世

之後的金融發展，在同年 11月

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

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

細則」並開始施行。開放金融

市場大幅引進外資銀行參股

後，金融市場開始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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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匯豐控股收購於 1984年成立的巴

拿馬主要銀行 Grupo Banistmo 

S.A.(持有巴拿馬最大銀行

Primer Banco Dellstmo 99.39%

權益，並擁有 42間分行及持有國

內最大保險公司，後改組為巴拿馬

匯豐銀行-HSBC Bank(Panama) 

S.A.，此併購使匯豐控股成為中美

洲最大銀行業集團，資產規模達到

約美元 110億。 

中美洲經濟快速增長，區內八

千三百萬人口當中，不少人尚

未有銀行帳戶，且中美洲已與

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DR-CAFTA 或簡稱

CAFTA）。  

 

2007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收購中

華銀行，使匯豐在台灣的分行數由

8家迅速增加至 47家，以策略性

的搶攻財富管理客群。 

台灣於民國 1990年公告開放

新銀行申請設立，國內銀行家

數從 1990年 24家增加到 2001

年的 53家。銀行平均淨值報酬

率（ROE）劇烈地從 1990年

20.79%分別掉落至 2001年

-7.35%以及 2002年 3.61%。逾

放比率從 1990年 0.93％分別

提升到 2000年 5.34％以及

2001年 7.48％，造成國內銀行

家數過度地成長，競爭激烈。 

資料來源：戚中衍(2011)，「銀行併購策略之分析-以匯豐銀行為例」 

 

表 3-2 上海匯豐銀行(HSBC) 之資產茁壯歷程表 

時間 HSBC 之資產茁壯歷程表 

1969年 匯豐銀行資產額為美元 30.32 億元，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82位 

1979年 匯豐銀行資產額為美元 220.21 億元，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76位 

1980年 匯豐銀行資產額為美元 465.43 億元，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33位 

1982年 在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24位 

1985年 匯豐銀行資產額為美元 688.16 億元，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30位 

2004年 7月 匯豐控股由於持續進行併購，已在全世界 79個國家設有分行，

一級資本為美元 554.35億元，在世界大銀行中居第 3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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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於花旗集團及法國農業信貸集團。 

2006年 6月 匯豐控股的資產規模已達美元 1.74兆元，成為全球資產規模

最大的前 5名銀行之一。 

資料來源：戚中衍(2011)，「銀行併購策略之分析-以匯豐銀行為例」 

 

結論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銀行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僅是資金的供

給者，更是政府政策性的引導者，所以銀行業在進行國際投資時，進

入時點與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有非常緊密的關聯性。中國最近幾年經濟

成長快速，所以是銀行業進入的最佳時點，只要中國法令全面開放，

我們必須提早進入與佈局。 

 

第二節 全球化與中國經濟成長的關聯性 

全球化（globalization）為一個日益發展中的世界趨勢，且對世界帶來最

大的繁榮與安定。國際政治學者 Robert and Joseph (2011）認為，「全球化」

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經濟全球化。包括資金、信息、商品、服務在全球遠距離流動。 

第二個層面：環境全球化。空中和海洋遠距離的物質傳送，影響到全球環境的

污染和保護。 

第三個層面：軍事全球化。就是使用武力的危險促使了全球軍事上的聯繫。 

第四個層面：社會與文化的全球化。包括宗教的傳播、科技知識的推廣和文化

的流。而資訊化是構成全球化的重要基礎，資訊傳送的現代化方

式，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全球化是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

它改變了全世界的「國家主權觀」和國家的本質。資本的全球流

動，全球市場和跨國組織的形成，勢必衝擊傳統民族國家的秩序，

對主權、領土、政府體制提出挑戰。全球化現象從經濟一體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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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經由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及國際組織的運作，從而使國際間

整合、相互依存、全球治理成為重要議題。 

所以「全球化」亦指「生產要素超越民族國家的管制，進行著金融、投資

與貿易的跨國流動與整合，以致於產生了個別國家所無法控制的經濟整合現象」。

而依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當兩國技術水平相等的前提下，各國應該集中生產並

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換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

品。這樣的貿易模式使參與國的福利都得到改善。依據 Heckscher (1919)及

Ohlin (1933) 理論，在兩個國家、兩種財貨和兩種產要素的體系下，一國會根

據其本身要素稟賦的豐富和產品所使用的相對要素密集度，來決定其生產和貿

易方式。在貿易平衡的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某種要素稟賦相對豐富，則

該國將會生產和出口其密集使用要素較豐富(Factor Abundance)的財貨，而進

口其密集使用要素較稀少(Factor Scarce)的財貨。換言之，根據其生產要素稟

賦量之多寡來決定其具有比較利益的產品，並生產和出口其具有比較利益的產

品，進口其比較不具比較利益的產品。 

而中國大陸是勞動較豐富的國家，提供全球要素市場廣大而廉價的勞力與

土地，從而吸引全球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入，並在幾個關鍵因素上促進了中國的

發展： 

1. 國外直接投資幫助中國建立了勞力密集產業，吸收了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下崗

工人與農村剩餘勞動力。 

2. 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促進了中國的出口，長期

的貿易順差累積了鉅額的外匯存底，提供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財政與金融

能力。 

3. 由於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勞力密集產業所累積的技術與資金可以進一步提

升其產業技術。三者共同促進了中國在 1990年代以來的巨大發展。中國之所

以崛起乃是因為遵守了「比較利益」發展法則，因此，中國未來的崛起必須

進一步地開放其經濟，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體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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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中國大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中國大陸的地圖來分析，

經濟全球化潮流影響最大的是東邊面海的區域，主要是因為早期就以此作為經

濟特區的關係，地理區位條件和中共政策的扶持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 

我們怎麼樣看待中國大陸在全球化之下的影響？ 據蔡宏政(2009)「中國崛起」

的論述及其限制表示： 

1. GDP 的變化：若以改革開放前夕（1978 年）為基準年比較，至 2006 年時，

GDP增長至 58 倍。 

2. 貿易開放程度（貿易量占 GDP的增長）：1978年占 GDP不到 10%， 2006年為

66.85%。 

3. 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數量：2006 年約為 1985

年的 42 倍，根據聯合國的資料來計算，在全球化口號最盛行的最近 10 年

(1994-2004)間，中國所吸收的 FDI 達到所有流入開發中國家總額約為四到

五成。 

而鉅額貿易順差與 FDI的流入造成中國外匯存底的驚人成長。根據 2013/05/06 

中央社報導，截至 2013 年 3 月底為止中國外匯存底排名世界第一，達 3.4426

兆美元。 

 

結論二：全球化使生產要素超越民族國家的管制，進行著金融、投資與貿易的

跨國流動與整合。依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當兩國技術水平相等的前提

下，各國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

換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而中國大陸是勞動較豐富的國

家，提供全球要素市場廣大而廉價的勞力與土地，進而吸引全球國外

直接投資的流入，提昇經濟成長。所以全球化之下，最大的鸁家是中

國。 

 

 



 
 

22 
 

第三節 中國的 FDI外人直接投資與中國的經濟成長 

我們怎麼樣看待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影響呢？中國大陸於 1979 

年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做爲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法令依

據，外資自此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以來，

共吸引了 11643.92 億美元的外資（見表 3-3），2002年直接利用外資（FDI）達

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名列世界第一。代表中國經濟中長期持續向上的

趨勢，讓外資相信在中國投資有利可圖，因此外商的投資連年增長，市場越來

越開放。 

表 3-3 中國大陸利用外資概況 

資料來源： 中國大陸統計年鑑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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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吸收 FDI過程主要可區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初始階段、穩定成長

階段、快速成長階段、成熟階段以及第二波成長階段 Ng and Tuan(2001)，說明

如下： 

(1)初始階段(1979〜1986) 

自 197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公佈以來，至 1986 年的 8 年

期間，是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初始階段，中國政府以開放沿海城市及

成立經濟特區做為吸引外商的主要方式，並透過減稅等方法提供優惠，而外商

主要集中在福建及廣東區域投資。 

(2)穩定成長階段(1987〜1991) 

自 1987 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一系列政策以吸引外資，包括調整外商投資方

向、改善投資環境、放寬外商投資限制、實行地區開放等，吸引許多以出口為

導向的製造業廠商前來投資，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借助於外商投資而起飛，

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外商所扮演的角色，並對相關的投資法規做適度的訂

定與修正，外商投資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 

(3)快速成長階段(1992〜1994)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發表講話後，中國大陸加速吸引外商投資的步伐、放寬外商

投資領域，並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促使外商投資產業由製造業擴及其他產業，

因此外商投資於此階段迅速成長。 

(4)成熟階段(1994〜1999) 

1994 年以後，中國政府將吸引外資的重點轉移至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面也由地

區優惠政策轉向產業優惠政策，並且鼓勵外商投資國有企業，以促進國有企業

提升改革。且為了平衡中國區域發展，也鼓勵外商到中西部內地地區投資。而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階段由於中國政府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符合加入

該組織的要求，所以逐漸減少對外資的優惠條件，但外資在中國投資的項目仍

持續增加，投資規模也明顯的向上成長。 

(5)第二波成長階段(2000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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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政府在遵循入會承諾的條件下，逐步改善外

商投資的法律環境，鼓勵外商投資於高新技術産業、基礎建設産業，並進一步

開放金融、保險、旅遊、貿易等服務領域，此外，亦透過西部大開發計劃的逐

步實行，促進外商到中西部地區投資，以提升內陸地區的發展程度。 

中國大陸初期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為亞洲四小龍，但近期英國、美國、日

本、德國等成熟先進工業化國家在中國大陸亦投入龐大資金佈局，其中以美國

最為明顯，近年來的投資金額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並自 1998 年起即超越日本、

南韓、台灣，成為僅次於香港的中國大陸第二大外資來源國，值得留意的是，

德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雖然在這些國家中敬陪末座，但近年來卻有大幅成

長的態勢，若比較1995 年與2001 年的投資金額，可發現成長幅度高達213.9%，

表示德國企業對中國大陸的重視程度日益增加。(見表 3-4) 

在投資特性方面，由於這些國家均屬於技術成熟先進的工業大國，因而在

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是以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為主，且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著

眼於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及降低勞動成本。而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大小還

應考慮地主國市場規模、研發水準及對外資開放程度。 

綜合言之，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主要分為兩類： 

一. 廉價且充分供應的勞動要素：主要吸引對象為鄰近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家，

如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 

二. 豐富人口形成的內需巿場：主要吸引對象為先進工業國家，如英國、美國、

日本、德國。 

而 FDI 對中國經濟主要帶來三個影響：工業能力的轉型、就業機會增加及提升

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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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主要國家(地區)在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 

 

資料來源： 中國大陸統計年鑑 

而 FDI 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我們可以以下統計資料來

分析一下近 10多年來在幾項重要指標上兩者之間的關係： 

1. GDP的增長與 FDI的增長成正比：而近 20年中國 GDP增長的速度與 FDI流入

的 規模相吻合，我們可從下面中國大陸 GDP 與 FDI 歷年總值比照圖看得很

清楚。(見表 3-5及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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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中國大陸 GDP 與 FDI總值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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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備註：1.1980年以後國民總收入(原稱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額為

國 外淨要素收入。  2.2011 年為初步核實資料。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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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DI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平均超過 12%。（見表 3-7） 

表 3-7 中國大陸 FDI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0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 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平均比重約 18%，1999年

以後超過 20%，2001年已逼近 30%。（見表 3-8） 

表 3-8 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 

 

資料來源：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國外資統計》 

4. FDI帶來涉外稅收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中比重：平均比重約在 12%以上，1999

年以後超過 15%，2001年接近 20%。（見表 3-9） 

 

年度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實際使外資金額  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1992 1465.22 110.08 7.51

1993 2268.71 275.15 12.13

1994 1977.34 337.67 17.08

1995 2397.23 375.21 15.21

1996 2763.22 417.26 15.1

1997 3059.97 452.57 14.79

1998 3437.29 454.62 13.23

1999 3608 403.18 11.17

2000 3944.26 407.15 10.32

2001 4458.11 468.46 10.51

2002 5269 527 10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度 全國工業總產值 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 所占比例(%)

1992 29149.25 2065.59 7.09

1993 40513.68 3704.35 9.15

1994 76867.25 8649.39 11.26

1995 91963.28 13154.16 14.31

1996 99595.55 15077.53 15.14

1997 56149.7 10427 18.57

1998 58195.23 14162 25

1999 63775.24 17696 27.75

2000 73964.94 23145.59 22.51

2001 94751.78 26515.66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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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中國大陸 FDI涉外稅收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比較 

 

資料來源: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國外資統計》 

總而論之，上述統計數字說明 FDI 對中國經濟的重要影響，其背後更包含

對進出口貿易、繁榮市場、就業、薪資水平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等諸多方面的

巨大貢獻。 

結論三：FDI 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媒

介。透過外資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國有企業改造並鼓勵產業轉型，朝

高新技術產業邁進。FDI 對中國經濟主要帶來三個影響：工業能力的

轉型、就業機會增加及提升出口市場。 

 

第四節 中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之探討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後，金融體制便開始進行大幅調整，相關法令逐漸

鬆綁，並重新開放外資銀行登陸中國，使得整體金融市場體質獲得明顯改善。

大致說來，中國金融改革是以「市場化」為基礎下而展開的。大陸金融業之發

展歷史甚短，可以追溯自 1949年大陸政府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算起，其統一全國

貨幣與外匯管理並改造各類金融機構；1953 年透過第一個五年經濟計畫，各類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度 全國工商稅收總額  涉外稅收總額 所占比例（%）

1992 2876.1 122.26 4.25

1993 3970.52 226.56 5.71

1994 4728.74 402.64 8.51

1995 5515.51 604.46 10.96

1996 6436.02 764.06 11.87

1997 7548 993 13.16

1998 8551.74 1230 14.38

1999 10311.89 1648.86 15.99

2000 12665 2217 17.5

2001 15165 2883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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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金融機構相繼裁撤或併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體制進入大一統時期，即

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合而為一。1979年經濟改革之前，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在計

劃經濟體制下，由中國人民銀行集中統一管理全中國金融與信貸相關業務。此

一時期，中國人民銀行是全中國唯一的金融機構，其他金融機構不是解散就是

併入中國人民銀行體系，外資銀行則是被迫退出中國或是僅能在中國成立辦事

處。因此，中國人民銀行不但是管理全國金融與貨幣的機構，同時也是具有商

業銀行性質的機構。中國銀行僅是政府施行政策的工具，經營方向及主導權完

全掌控在政府手上。一直到經濟改革開始，推動一系列的金融改革後，大陸的

金融體系才逐漸具備現代金融體系的雛形。然改革初期，由於市場並未對外開

放，使得競爭機制無法形成，連帶造成經營效率的低落。直至 2001 年大陸加入

WTO，2006年為了因應入世之後的金融發展，大陸陸續在同年 11月頒布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

細則」並開始施行。開放金融市場大幅引進外資銀行參股後，並鼓勵外資銀行

將分行改制為外商獨資法人子銀行，享有中資銀行的待遇，整體金融市場的成

長速度才開始突飛猛進。 

依據中國大陸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規範，外資銀行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關法律、法規，經批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下列機構： 

一. 一家外國銀行單獨出資或者一家外國銀行與其他外國金融機構共同出

資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 

二. 外國金融機構與中國的公司、企業共同出資設立的中外合資銀行 

三. 外國銀行分行 

四. 外國銀行代表處 

設立外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搆，應當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准。外商

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十億元人民幣或者等值的自由

兌換貨幣。註冊資本應當是實繳資本。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分行，應當由其總行無償撥給不少於一億元人民幣或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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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自由兌換貨幣的營運資金。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撥給各分支機搆

營運資金的總和，不得超過總行資本金總額的 60%。外國銀行分行應當由其總行

無償撥給不少於二億元人民幣或者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的營運資金。 

茲將大陸引進外資之相關法律規定及成立時效、資本額、核准營業項目之優缺

點彙整如下(見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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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大陸引進外資銀行之相關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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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參考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2006.12.11）」、「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2006.12.11）」。 

資料來源： 彰化銀行資料第 60卷第 4期 

 

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關

於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外國銀行分行變更的由其總行單獨出資的外商獨

資銀行以及本條例施行前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其資產負債比

例不符合規定的，應當在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期限內達到規定要

求。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可以要求風險較高、風險管理能力較弱的外商

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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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四：2006年中國為了因應加入 WTO的金融發展，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開放金融市場，並大幅引進外資銀行參股，整體金融市場的成長速度

才開始突飛猛進。所有外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搆的申請及管轄，均需經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准，才得以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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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策略探討 

中國於 2006 年底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全面對外開

放金融市場，外資銀行紛紛開始展開大規模布局動作，準備搶奪中國市場這塊

大餅。而國內銀行業先前受限於種種法令限制，遲遲無法西進大陸佈局而喪失

先機，至到 2009 年 4 月 26 日舉行第三次江陳會談「兩岸金融合作協議」，以

及 11月 16日「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簡稱 MOU）的簽署，使兩岸金

融業的交流合作正式邁入一個全新的紀元。本章將針對台資銀行進入中國巿場

可行模式的優缺點進行探討，並且分析台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及外資銀行在中國

巿場競爭的優劣勢，最後以富邦金控及兆豐金控二家台資銀行目前在中國大陸

的佈局現況來分析說明。 

第一節 台資銀行進入中國巿場之模式探討 

依據中國大陸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規範，外資銀行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關法律、法規，經批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下列機構： 

1. 一家外國銀行單獨出資或者一家外國銀行與其他外國金融機構共同出資設

立 的外商獨資銀行   

2. 外國金融機構與中國的公司、企業共同出資設立的中外合資銀行   

3. 外國銀行分行   

4. 外國銀行代表處 

而目前國內銀行大致以下列幾種模式進入中國市場: 

1. 開立分行 

2. 策略聯盟 

3. 合資參股中資銀行 

4. 開立子行 

5. 併購 

目前國內銀行在大陸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截至 102.4.3日現況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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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兩岸銀行業互設分支機構現況統計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而其中國內 10家台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進程表如下(詳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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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十家台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進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依據就目前國內銀行進入中國市場模式之成立時效、資本額重點說明如下: 

1. 開立分行： 

I. 台灣的銀行在大陸初次設立分行者，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先設立

代表處 1年以上，若要經營人民幣業務則需要開業 2年以上，提出申請前 1

年盈利。 

II. 母國總公司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得少於 200 億美元。如果經

營外匯業務，營運資金不得少於 2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若

要經營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則營運資金不得少於 3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

的自由兌換貨幣，其中人民幣營運資金應當不少於 1億元人民幣。 

2. 策略聯盟： 

I. 與中方建立策略聯盟，在合作業務和時效上較具彈性，但未來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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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可能較不確定。 

II. 無明確資本要求。 

3. 合資參股中資銀行： 

I. 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已設立代表處，再根據交易及審批進程，需

要幾個月至 1 年的時間。 

II. 中外合資銀行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0億元人民幣或者等值的自由兌

換貨幣。註冊資本應當是實繳資本。其中外方股東及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

東應當為金融機構，且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東提出設立申請前 1 年年末總

資產不少於 100億美元。 

4. 開立子行： 

I. 臺灣的銀行比照大陸「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在大陸申請

設立獨資銀行或分行(非獨資銀行下屬分行)，提出申請前應在大陸已經設

代表處 1 年以上。 

II. 外資銀行要在大陸設立獨資法人銀行(子行)，實繳註冊資本最低限額

為 1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其股東應當為金融機構，其中唯

一或者控股股東應為商業銀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已經設立代表處 2

年以上；提出設立申請前 1年年末總資產不少於 100億美元。 

5. 併購（以富邦金控為例）： 

I. 中國大陸於 2003 年 6 月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協定》（CEPA），富邦金控透過此協定在內地設立合資銀行，先前也不需

在內地設有代表機構。 

II. 透過 CEPA 協定在內地設立合資銀行，母公司總資產只需不少於六十億

美元，即可在中國境內開立分行，遠低於中國法令規定的兩百億美元；母

公司總資產只需六十億美元，即可在中國境內設立子行，也低於中國法令

規定的一百億美元。 

茲將目前國內銀行進入中國市場模式之優缺點整理如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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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內銀行業進入中國常用模式優缺點比較表 

 

資料來源： 本研究 

結論五：目前國內銀行進入中國大陸的模式共有開立分行、策略聯盟、合資參

股中資銀行、開立子行及併購等，其中以設立分行居多，因為每家分

行只需投入 2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的營運資金，門檻較

時效 資本要求 核准營業項目分析 優點 缺點

分行

台灣的銀行在大陸初

次設立分行者，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

內先設立代表處1年

以上，若要經營人

民幣業務則需要開

業2年以上，提出申

請前1年盈利。

母國總公司提出申請前一

年年末總資產不得少於

200億美元。如果經營外

匯業務，營運資金不得少

於2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

由兌換貨幣，若要經營外

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

則營運資金不得少於3億

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

兌換貨幣，其中人民幣營

運資金應當不少於1億元人

民幣。

（一）吸收公眾存款；

　　（二）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

　　（三）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

　　（四）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買賣股票

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券；

　　（五）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

　　（六）辦理國內外結算；

　　（七）買賣、代理買賣外匯；

　　（八）代理保險；

　　（九）從事同業拆借；

　　（十）提供保管箱服務；

　　（十一）提供資信調查和諮詢服務；

　　（十二）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

的其他業務。

　　外國銀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國境內公民每筆不

少於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款。

　　外國銀行分行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可以經

營結匯、售匯業務。

設立分行前一年資產總額需達200 億美

元，每一家分行約需投入2億元人民幣或

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的營運資金，臺灣

母行可完全掌控並充分支援，對臺商授

信額度可與母行共用，相對於其他投資

方式風險較低。

需開業2年後才能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

分行開業後，據點有限，無法接觸廣大

客戶。臺資銀行招牌不若外資銀行或本

地銀行響亮，業務推展相對較為困難。

根據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分行業務將受

到相對限制，例如從事零售業務時，法

人銀行再滿足『已營業至少2年以上，提

出申請前1年獲利』則可從事全面的人民

幣業務，而外資銀行分行則需要單家分

行審批。

策略聯盟

與中方建立策略聯盟

，在合作業務和時效

上較具彈性，但未來

合作關係可能較不確

定。

無明確資本要求。

外資銀行與中國銀行建立策略聯盟關係後，得以

共同開發業務，如消費金融、財富管理、外匯管

理、信用卡業務及特定金融商品等。可以吸收中

國境內公民每筆不少於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

款。外國銀行分行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可以經

營結匯、售匯業務。

可規避現有兩岸政策，早先進入大陸市

場從事營利性活動。臺資銀行可用較少

的投入資金，以原有的經驗在大陸開展

業務，合作項目亦可因地隨機制宜、調

整或喊停。

雙方合作很有期限，觀念與意見不見得

能完全契合一致，合作可能產生間隙，

未來退場機制亦不明確。若無明確訂出

市場區隔策略，可能導致雙方爭食同一

塊商機。

合資/參股

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境內已設立代表處，

再根據交易及審批進

程，需要幾個月至1

年的時間。

中外合資銀行的註冊資本

最低限額為10億元人民幣

或者等值的自由兌換貨

幣。註冊資本應當是實繳

資本。其中外方股東及中

方唯一或者主要股東應當

為金融機構，且外方唯一

或者主要股東提出設立申

請前1年年末總資產不少於

100億美元。

參股中資銀行，則可透過被投資的銀行，按被投

資銀行的營業範圍開展業務。目前臺灣僅有富邦

銀行透過香港子行，成功參股大陸的廈門城市商

業銀行。

進入大陸市場最快速有效的途徑，可以

利用被入股當地銀行原先的品牌、據點

通路、知名度與客戶基礎等。兩岸語言

相通、文化相近，合資參股較外資容易

成功。符合法令限制，台灣銀行業得以

設立分行、子銀行或參股投資進入中國巿

場。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

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規定，臺灣地

區銀行或第三地區子銀行赴大陸地區設

立分行、子銀行或參股投資，其累積指

撥之營業資金及投資總額合計數，不得

超過申請時該銀行淨值之百分之十五。

臺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

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申請時該金

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十。而大陸對於

個別外資參股同一銀行亦定有投資上限

，參股的外資銀行較難獲得被入股銀行

的控制權，且與原有銀行的管理階層與

公司文化，也不見的能夠融洽，改革過

程可能會遭遇困難，因此雖然回報可能

很高，但風險也相當大。

子行

臺灣的銀行比照大陸

「外資銀行管理條

例」的有關規定，在

大陸申請設立獨資銀

行或分行(非獨資銀

行下屬分行)，提出

申請前應在大陸已經

設代表處 1 年以

上。

外資銀行要在大陸設立獨

資法人銀行(子行)，實繳

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0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

由兌換貨幣，其股東應當

為金融機構，其中唯一或

者控股股東應為商業銀

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已經設立代表處2

年以上；提出設立申請

前1年年末總資產不少於

100億美元。

（一）吸收公眾存款；

　　（二）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

　　（三）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

　　（四）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買賣股票

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券；

　　（五）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

　　（六）辦理國內外結算；

　　（七）買賣、代理買賣外匯；

　　（八）代理保險；

　　（九）從事同業拆借；

　　（十）從事銀行卡業務；

　　（十一）提供保管箱服務；

　　（十二）提供資信調查和諮詢服務；

　　（十三）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

的其他業務。

　　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經中國人民銀

行批准，可以經營結匯、售匯業務。

設立獨資銀行之母國總公司總資產要求

為100億美元，較設立分行母國總公司總

資產要求200億美元的門檻要求低。且是

獨立法人，可與母行形成防火牆。可擴

大吸收大陸人民存款，有助自身發展業

務蓄積能量。子行是固定資本額的獨資

公司，倘若出現虧損對總行的影響不如

分行大。

根據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子行需開業2年

且申請前1年盈利，才得以經營人民幣業

務。子行設立實繳註冊資本最低10億元

人民幣，且因是全新獨立個體，發展初

期業務規模將會受資產規模限制。臺商

授信額度也不能與臺灣母行共用，投資

風險較高。外資法人銀行在註冊資金、

資本適足率、貸款上限等風險管理方面

，將面對更嚴格的要求。

併購(以富

邦金控為

例)

中國大陸於2003 年6

月簽訂內地與香港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協定》（CEPA）

，富邦金控透過此協

定在內地設立合資銀

行，先前也不需在內

地設有代表機構。

透過CEPA協定在內地設立

合資銀行，母公司總資產

只需不少於六十億美元

，即可在中國境內開立

分行，遠低於中國法令規

定的兩百億美元；母公司

總資產只需六十億美元

，即可在中國境內設立

子行，也低於中國法令規

定的一百億美元。

按被併購銀行的營業範圍開展業務。

以富邦金控為例，其併購香港港基銀行

取得前進大陸的捷徑，成功參股大陸的

廈門城市商業銀行。又於2013年獲金管

會同意收購大陸地區華一銀行合計80%股

權，成為北富銀在大陸地區的子銀行。

此舉使富邦金控在兩岸三地都擁有子行

，佈局最完整，大幅領先國內所有競爭

者。

併購中資銀行雖已取得控制權，但須留

意原有銀行人員職場及文化背景的磨合，改革

過程亦可能遭遇困難及風險，另外應該

特別留意大陸地區之法令規範，相同法

令在不同單位亦有不同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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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低。而且臺灣母行可完全掌控並充分支援，對臺商授信額度可與

母行共用，相對於其他投資方式風險較低。 

 

第二節  台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在中國的競爭策略之探討 

根據Appleyard(2008)要素豐富有兩種定義：即實質定義與價格定義，茲分述如

下： 

1. 實質定義（Physical Definition）：當A國為資本較豐富的國家(與B國相比)

時，可以（
𝐾

𝐿
）A>(

𝐾

𝐿
)B表示，此時A國稱為勞動較豐富的國家。 

2. 價格定義(Price Definition)：當A國為資本較豐富時，可以(
 𝐿

 𝐾
   (

  

 𝐾
)   

來表示，此時B國稱為勞動較豐富的國家。 

台灣相對中國是資金較豐富的國家，而中國相對台灣則是勞動較豐富的國

家，根據價格定義，中國的資金較稀少，所以其資金價格較昂貴，可從該國的

巿場利率得知，中國的資金成本遠高於台灣。(表4-4及表4-5)由此可得知台灣

是資金較豐富的國家，而中國是資金較稀少的國家。 

表 4-4 台灣五大銀行平均利率 

 

     

備註：五大銀行為台灣銀行、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台灣土地

銀行，存款利率為一般定期存款固定利率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國內五大銀行平均利率

期別 利率

一個月 0.88

三個月 0.94

六個月 1.12

九個月 1.23

一年 1.36

二年 1.39

三年 1.41

國內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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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人民幣現行利率表 

 

 

資料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 

 

根據Heckscher.E.(1919)及Ohlin,B.(1933)理論，台灣是資金較豐富的國

家，所以他密集使用資金的產業會較具有競爭力，因為台灣是相對中國資金較

豐富的國家，所以台灣密集使用資金產業即是銀行業，會較具有競爭優勢。 

對於中國而言，根據Heckscher(1919)及Ohlin(1933)理論，中國是勞動豐富及

資金較稀少的國家，所以貿易後中國會出口勞動密集的產業，所以勞動的工資

會上漲，而進口密集使用資金的財貨，所以會使得資金的價格下跌(即利率下跌)，

相對於台灣是出口資金密集的產業，所以台灣的資金價格會上漲，這對於台灣

的銀行業到中國大陸是相對有利的。 

台灣銀行業西進大陸設立據點的動機，主要來自於客戶的需求，以及銀行業

項目 利率水準 調整日期

2008.11.27

法定準備金 1.62

超額準備金 0.72

2010.12.26

二十天 3.25

三個月 3.55

六個月 3.75

一年 3.85

再貼現 2.25

2012.07.06

活期存款 0.35

三個月 2.6

半年 2.8

一年 3

二年 3.75

三年 4.25

五年 4.75

2012.07.06

六個月以內 5.6

六個月至一年 6

一年至三年 6.15

三年至五年 6.4

五年以上 6.55

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

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

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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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國際巿場之意願。 

李紀珠、簡永光(2002)則認為國內銀行登陸的主要利益有下面幾點： 

1. 由於客戶之外移，期待藉重銀行本身增設中國據點的方式，擴大對其原有

客戶之服務範疇，並瞭解客戶之總體營運狀況，以掌控授信風險。 

2. 台灣加入WTO開放外國金融業來台後，銀行業面臨更劇烈競爭壓力，因此，

銀行多希望能登陸中國，擴大本身營運空間，並藉以朝國際化之經營目標

邁進。 

3. 中國近年來經貿繁榮與國民生活水準提升，造就潛在金融發展之機會。 

4. 中國加入WTO後，對金融市場逐步開放，台灣之銀行業唯恐落居外國銀行之

後，亟欲及早前往卡位，搶佔商機。 

5. 外國銀行業在評估其進入中國市場之際，由於顧慮其文化與制度差異太大，

因此，將結合台灣銀行業一起進軍中國，作為其可行策略之考量，因此，

增加台灣銀行業進軍中國之意願與機會。 

中國大陸自從2001年加入WTO，2006年為了因應入世之後的金融發展，頒布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

例實施細則」並開始施行。開放金融市場大幅引進外資銀行參股後，整體金融

市場開始突飛猛進。中資銀行面對外資銀行的競爭壓力衝擊，不斷的進行金融

體系的改革，而且對於台商的融資也有放寬趨勢，尤其是大型及績優的台商，

更是當地銀行優先爭取融資的對象。例如2005 年12 月台塑集團高達數億美元

的大陸投資聯貸案，最後由花旗銀行和中國銀行得標，分別擔任中、外資的主

辦行，對台資銀行便是一大警訊。台資銀行如何突破困境與中資銀行競爭呢？ 

 

一. 台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優勢 

可歸納如下： 

1. 控管風險的能力及成本較低：台灣銀行業歷經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暴、2000

年的網路泡沫、2005年的雙卡風暴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等事件，控管風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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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的能力十分純熟，再加上國內金融業授信業務建立非常完整的聯合徵信

系統，對於台商企業的授信業務掌握度優於中資銀行，撥款速度佳且放款成

本遠低於中資銀行。 

2. 廣大的台商客戶資料庫：台資企業主要來自於台灣的廠商，這些廠商的資本

主、負責人原本以台灣為主要據點，因為業務發展的需要而前進大陸，無論

如何，他們都與台灣的銀行業有著一些淵源，而且目前可能仍是台灣國內銀

行業的主要往來客戶，客戶往來情形在台灣銀行業的電腦資料庫留存完整交

易歷史紀錄，再加上台灣銀行業各級管理人對廠商經營情形的瞭解及掌握，

往來的方便性及易於徵信溝通，都是台商企業選擇與台資銀行往來的重要因

素。而銀行內部廣大的台商客戶資料庫，更是國內銀行在中國尋找大陸台商

客戶的有利的工具。 

3. 先進專業的經理人才：台灣銀行業由於新銀行的設立、新金融商品的引進，

造就了金融自由化以來不同於以往的經營管理人才，這些符合外資銀行管理

條例規範的專業經理人，是台灣銀行業在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擁有優於大

陸中資銀行較為先進的經營管理能力。 

4. 給予台商企業議價彈性：中國於2006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

條例」，引進外資銀行開放金融市場後，整體金融市場才開始突飛猛進。長

此以往，由於市場對外開放不足，使得競爭機制無法形成，經營效率的低落，

而且正值中國大陸經濟起飛期，廠商企業為擴大產能或拓展業務，對銀行資

金需求殷切，造就中資銀行處於優勢地位，企業授信利率議價能力低。而台

資銀行受限於國內巿場規模小銀行家數過多，競爭激烈，所以台商客戶與台

資銀行往來議價能力高。 

5. 擁有長期特殊技術與要素：台灣銀行業擁有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風險控管

能力、商品設計的能力、創新的能力、徵信制度建立完整等等，均是台資銀

行相對於中資銀行的競爭優勢。 

6. 服務態度與經驗：台灣銀行業自從金融自由化後，從國外引進許多的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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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觀念和技巧，從軟硬體面兼顧客戶的便利性及個人資訊安全等等，從營業

廳舍的設計裝修、機具的設置、銀行內部作業系統化、集中化、整體銀行系

統作業連線化等等，金融經驗已經通過了市場的肯定與考驗，成為台灣銀行

業普遍接受的經營模式；而且櫃台作業即時化、迅速化、以客為尊的營業廳

服務，到銀行內部作業的資訊化、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化等等，是台灣銀行業

經過近二十年努力所達成的經驗成果，學習曲線長、不易模仿，服務佳且重

視顧客關係管理，台灣銀行業以過去長期累積的服務態度與經驗運用中國大

陸市場，可取得較佳的競爭優勢。 

7. 超國民待遇優勢：中國大陸對外資銀行訂有優惠政策，不論在稅收、費率拆

借、異地辦理業務、投資業務等方面，外資銀行可以利用這些優惠政策擴展

業務。 

8. 綠色通道的優勢：「綠色通道」是我方海基會與陸方海協會在「海峽兩岸金

融合作協議」中所簽署的協議文件，屬於銀行業的早期收穫計畫之一。綠色

通道是指在台資銀行西進中國時，中國大陸方面將在申請設立分行及申請經

營業務方面，給予台資銀行較其他外資銀行為優惠或便利的條件。例如：我

國銀行如同時申請在沿海地區及中西部（或東北部）地區設立分行，大陸方

面會優先考慮；我國銀行申請在中西部（或東北部）設立分行時，大陸方面

的審核時間可以縮短；或者我國銀行與其他外銀同時提出在中西部（或東北

部）申設分行時，我國銀行可以先獲得許可。 

 

二. 台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劣勢 

可歸納如下： 

1. 政治因素：受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影響，台資銀行申請設立分行的法規及

核准與否，須視兩岸關係而定，對於國內銀行登陸，，隱藏潛在風險。 

2. 授信風險：對「無擔保授信」之案件，必須以「在大陸之分行」獨立承擔

對「當地客戶」的債信評估。縱使當地客戶為台商，抑或該台商之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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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資銀行在台母行之原授信客戶，然而，身為「授信者」之大陸分行與

身為「受信者」之大陸台商，仍為獨立之「債權人對債務人關係」。 

3. 授信額度： 如果仰賴台灣母行，以「額度流用」或「分行間保證」的方

式，由台灣承擔授信風險的責任，在大陸進行授信業務，這種「挖母牆補

子牆」的做法，或許對「受信者」的廠商而言，可以把台灣原有的債信轉

移到大陸使用；但是對「授信者」的銀行而言，無異於幫助客戶「債留台

灣」，甚至被不良客戶利用而成為「代為脫產」的管道。 

4. 處份擔保品的能力：如果採用「擔保授信」方式，則台灣銀行業在大陸的

分行，對各種擔保品（如房地產或動產）的「接受能耐」與「處分能耐」

皆面臨比當地銀行更大之障礙。 

5. 資金風險：中國大陸當局對外資金融機構得經營人民幣業務仍有所限制，

台資銀行需仰賴拆款市場或其他方式向中國大陸地區銀行借入人民幣資

金，一旦金融市場有重大波動，台灣銀行業恐會面臨資金缺口之困境。 

6. 以法律保護中資銀行，營業項目受限風險：目前中國政府對於外資銀行的

營業項目採逐一申請核准制，例如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

規範，外國銀行分行僅可以吸收中國境內公民每筆不少於100萬元人民幣

的定期存款。經營結匯、售匯業務須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後方可進行，而且

尚未核准開放外資銀行經營財富管理業務，大大影響當地居民企業往來意

願，保護本土銀行意味濃厚。 

7. 本土銀行「官商關係」佳：此部份的優勢是基於不透明、資訊不對等的情

況而來，例如.法令的不透明、積習不透明..等等而來的。早期外資銀行

在台灣也層經歷此一黑暗期，但台灣金融自由化已發展多年,很多部份都

已經透明化。 

8. 市場開發所面臨之困難：需面臨大陸當地銀行在「據點分佈」、「網路系

統」、「業務項目」、「處分擔保品能耐」，以及「政策性優遇」等方面

的優勢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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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先入者優勢：此外，由大陸之「外資企業管理法規」、「貸款通則」與各

種有關外匯之法規之規定，在大陸之廠商要在銀行開戶或貸款，都有相當

的限制。例如「基本帳戶」之設置，造成廠商與銀行之互動，具有濃厚之

「主力銀行」色彩，而台資銀行在大陸起步較晚，能否被其目標客戶群，

認定為其「主力銀行」，有待進一步觀察。 

10. 人員職場及文化背景的磨合：台灣派遣人員與當地僱用人員的專業知識、

工作技能、工作效率與操守之互動調適，均是影響生產力及獲利的重要因

素。另外應該特別留意大陸地區之法令，相同法令在不同單位有不同之解

釋。 

11. 服務據點不足：受限於法規限制，擴充據點不易，且ATM裝設不易，規模經

濟尚無法與中資銀行相提並論。 

12. 人才流失風險：台灣金融從業人員因素質佳，且善於經營管理，易成為中

資或外資銀行高薪挖角對象。 

結論六： 

1. 台資銀行應善用本身控管風險能力佳及廣大的台商客戶資料庫，拓展業

務藍圖，也可以選擇在「綠色通道」設立分行，享受更多政府提供的優

惠或便利的條件，避免日後淪於殺價競爭。 

2. 應特別留意大陸地區之法令規範，而且相同法令在不同省級單位， 解釋

會有所不同，避免違反相規法律規範。 

3. 兩岸政治關係微妙特殊，台資銀行對於授信額度、資金缺口風險、擔保

品評估及處份能力等應謹慎嚴謹控管。 

4. 善加利用台資銀行產品及服務創新優勢，以差異化區隔目標巿場。 

5. 台資銀行應加強國際金融人才的培養，並防止人才流失，以因應未來擴

展中 國巿場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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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競爭策略之探討 

台灣銀行業應掌握自己的優勢及劣勢，衡量外部機會與挑戰，並依據其目標市場

的不同需求加以調整競爭策略。大型外資金融機構由於規模較大，基於成本及風險考

量下，較不願意貸款給中小型企業，因此中國的中小型企業是未來台資銀行積極開發

的目標客戶群。 

一. 台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優勢 

根據Appleyard(2008)理論台資銀行相對於外資銀行在中國有下列優勢： 

1. 語言文化優勢：相較外資銀行具備同文同種優勢，能夠深入瞭解中國大陸當

地華人文化，瞭解社群聯結關係，易於溝通，而且理解政府相關法令規範。

降低跨國投資的文化磨合期。 

2. 溝通成本與差旅成本較低：台資銀行相對於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更易瞭解當

地經營概況，成本相對低廉。 

3. 廣大的台商客戶資料庫：台資企業主要來自於台灣的廠商，他們都與台灣的

銀行業有著一些淵源，而且目前可能仍是台灣國內銀行業的主要往來客戶，

客戶往來情形在台灣銀行業的電腦資料庫留存完整交易歷史紀錄，再加上台

灣銀行業各級管理人對廠商經營情形的瞭解及掌握，往來的方便性及易於徵

信溝通，都是台商企業選擇與台資銀行往來的重要因素。而銀行內部廣大的

台商客戶資料庫，更是國內銀行在中國尋找大陸台商客戶的有利的工具。根

據 Appleyard(2008)理論，台資銀行業與台資企業主長久往來將可產生群聚

效應，降低經營管理成本。 

4. 策略聯盟優勢：協助中資銀行發展新種金融商品，並利用其綿密通路，開發

大陸人民客群協助中資銀行發展新種業務，相較於外資銀行，而易溝通且較

不具威脅。舉例來說. 《環球企業家》2006 年5 月號報導招商銀行規劃發

行銀行卡初期，欲尋求國際合作而發出策略合作計劃公告，有多家外商銀行

向招商銀行提出合作意願，但是招商銀行考量跨國國際性投資銀行規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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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若合作後，對外商銀行的掌握度有限，反可能成為外商銀行運用招商銀

行資源拓展業務，招商銀行本身將不是重點，於是招商銀行在台灣銀行業選

擇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成為合作夥伴，由他們提供技術。類似這類核心業務，

正是台灣銀行業擁有的優勢所在。 

5. 綠色通道的優勢：根據 Appleyard(2008)地主國獎勵外人投資必定提供許多

優惠條件招商。「綠色通道」是我方海基會與陸方海協會在「海峽兩岸金融合

作協議」中所簽署的協議文件，屬於銀行業的早期收穫計畫之一。綠色通道是

指在台資銀行西進中國時，中國大陸方面將在申請設立分行及申請經營業務方

面，給予台資銀行較其他外資銀行為優惠或便利的條件。例如：我國銀行如申

請在大陸中西部、東北部地區開設分行，大陸方面會優先考慮；我國銀行申請

在大陸中西部、東北部地區開設分行時，大陸方面的審核時間可以縮短；或者

我國銀行與其他外銀同時提出在大陸中西部、東北部地區申設分行時，我國銀

行可以優先獲得許可。 

 

圖 4-1 外資銀行於大陸辦理人民幣業務時程表 

資料來源： 二岸MOU協議內容 

二. 台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劣勢 

1. 外資銀行擁有全球平台優勢：根據Appleyard(2008)規模經濟理論，外資銀

行在「金融商品」、「國外通匯網」、「外幣業務」、「與金融中心清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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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跨國投資經驗與管理」等等擁有優勢競爭力，且達規模經濟，台資

銀行很難取得競爭優勢。 

2. 外資銀行無政治包袱：外資銀行對於大陸政府或專案融資無政治包袱。 

3. 外資銀行具有先入者優勢：外資銀行在中國佈局許久，擁有特定客源並積極

拉攏台商，對喪失先機的台資銀行造成極大威脅。 

4. 外資銀行具有資產實力和質量優勢：外資銀行規模大、資源多，資金實力雄

厚、資本營利能力極強、壞帳比例低，資產質量均較優良。 

5. 台資銀行金融商品創新能力不足：外資銀行金融工具優於台灣銀行業，以近

年來各家銀行積極發展的「財富管理」業務而言，仍舊採用外商銀行使用多

年的各項金融工具，商品創新能力仍顯不足。 

6. 外資銀行具有全球網絡優勢：外資銀行擁有廣泛的全球網絡佈局，以及豐富

的國際業務驗，故大部分的外資企業皆鍾情於全球網絡較多的外資銀行。 

7. 外資銀行管理體制佳：外資銀行熟悉國際慣例、跨國併購，懂得如何在陌生

的市場中開拓業務，以提高競爭力。 

8. 台資銀行面臨人才流失威脅：外資銀行為節省經營成本，會提供優渥薪酬，

挖角熟悉大陸巿場同文文種的台籍銀行專業經理人，代為經營管理中國大陸

當地分行，造成台資銀行大陸分行人才流失威脅。 

結論七： 

1. 台資銀行應掌握本身同文同種的優勢，善加利用內部龐大的台商資料庫，

以彌補後進者的劣勢。 

2. 尋求與外資銀行策略聯盟合作機會，學習外資銀行創新金融商品的能力、

建立完整的國際通匯網平台，並學習其優異的國際併購及跨國投資經驗與

管理。 

3. 培訓專業經理人，提高薪酬福利，並可導入員工持股信託機制，分享經營

獲利成果，以提高員工忠誠度，避免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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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探討 

目前國內銀行大致以下列幾種模式進入中國市場: 

1. 開立分行 

2. 策略聯盟 

3. 合資參股中資銀行 

4. 開立子行 

5. 併購 

本節個案探討將介紹富邦金融控股公司及兆豐金融控股公司目前在中國大

陸的佈局分析。 

個案一、富邦金融控股公司 

前身為國泰產物保險公司，於 1961年正式開業，1992年更名為富邦產物保

險公司，而後跨足證券保險銀行等領域，於 2001年富邦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掛牌

上巿，為國內最早成立金控的公司之一。(如表 4-8) 

若以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台資銀行競爭策略優劣勢分析，以富邦金控佈局最早，

也是前進中國登陸的國內銀行中策略最積極者， 茲就其西進大陸巿場的歷程及

策略解析如下： 

一. 購併香港港基銀行 

中國大陸於 2003 年 6 月與香港簽訂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CEPA），

透過此一協定，香港的金融機構比過去更容易進入中國地市場。以銀行業來說，

若依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規範，要在中國大陸設立獨資銀

行，至少需要 200 億美元，以 2002 年來說，符合該資格的香港本地銀行僅有

東亞銀行一家。但藉由 CEPA 所給予的優惠，香港金融機構自 2003 年 6 月起，

便得以較其他外資銀行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市場。 

同時，對於香港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的條件限制也較為寬鬆，一般外資機構 

必須在大陸開業 3 年後才能經營人民幣業務，香港的銀行只需開業 2 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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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和一般外資銀行般，必須每一家分行都需通過獲利性考核，只要整體考

核通過即可從事人民幣業務。自從 2003 年簽訂 CEPA 後，香港金融機構即開始

搶攻內地市場，尤以香港銀行最為明顯。 

台灣的銀行業因受限於兩岸政治因素及法規規範下，遲遲無法隨台商西進

大陸，在山不轉路轉的思考下，運用 CEPA 購併香港銀行，借道香港轉赴大陸成

立營業據點，成為布局大陸的跳板。於是富邦金控於 2003 年以一百九十億元新

台幣從阿拉伯銀行集團買下香港港基銀行 55％的股權，成為首家併購香港銀行

之台灣金融業者，利用 CEPA優惠，取得前進大陸的捷徑， 2004年四月又收購

中國光大集團 20％的股權，共持有香港港基銀行 75％的股權，而後將其納入富

邦金控旗下子公司，並於 2005 年正式更名為富邦銀行(香港)，作為進軍中國

市場的灘頭堡，未來可更靈活面對及持續拓展大中華市場，期以建構最完整的

兩岸三地金融服務平台。 

二. 雙軌並行 

富邦金控銀行在中國大陸銀行佈局方面，採參股及分行策略並行。 

1. 參股策略方面 

2008 年底富邦金控透過子公司富邦銀行（香港）參股廈門銀行，成為首家

參股登陸的台資金融機構。在經歷兩年的組織改造及強化資產品質後，廈門銀

行 2011 年獲利再創新高，稅後盈餘為人民幣 3.78 億元，較 2010 年大幅成長

177%。逾放比率由 2010 年的 1.47% 下降至 2011年底的 1.03%；備抵呆帳覆蓋

率則由 2010 年的 213.5% 提高至 2011年的 359.7%。2010 年廈門銀行首度跨出

廈門，設立福州分行。2011 年 3 月，泉州分行開業，這是繼福州分行後，第二

家跨出廈門市的營業據點。2011年 5月，重慶分行開業，這是廈門銀行首度跨

出福建省的營業據點，未來還將陸續在漳州、天津及南昌等地擴點，全力打造

「海西金融門戶」的市場定位，服務台商並深耕在地市場。 

2. 分行策略方面 

台北富邦銀行蘇州代表處於 2011 年 12 月正式開幕，這是富邦金控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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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式西進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據點，未來希望能夠申請升格為分行，提供台

商及大陸兩岸三地客戶更優質專業的金融服務、整合現有平台、發揮最大的綜

效。 

三. 併購華一銀行，將改制為子行 

富邦金控於 2013 年 3 月 20 日宣佈獲金管會同意以總收購金額約人民幣

56.51 億元（約合 271 億元台幣）收購大陸地區華一銀行合計 80%股權(富邦金

控及北富銀各收購華一銀行 29%及 51%股權)。此收購案交易完成後，華一銀行

將成為北富銀在大陸地區的子銀行。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七條規範，

目前臺灣地區銀行或第三地區子銀行赴大陸地區設立分行、子銀行或參股投資，

其累積指撥之營業資金及投資總額合計數，不得超過申請時該銀行淨值之百分

之十五。臺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申

請時該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十。富邦金在併購華一銀行股權後，投資大陸

上限，都符合法令規定。 但由於此項投資案金額較大，富邦金控必須進行資本

充實，將以發行 GDR（海外存託憑證）方式進行增資 250億元台幣。惟此併購案

還須經大陸銀監會審核通過後才會啟動增資，預估最快第 2 季才能完成併購。

2013-01-09天下雜誌 514期報導儘管富邦併購華一是以二．一八倍的淨值計價，

讓許多法人認為買貴了。但換算華一銀行共計有十四個據點，富邦的併購，是

每個代價平均約四．五億人民幣。華一銀二○一一年的獲利，有三．一二億人

民幣，約十五億台幣。即使純投資的年報酬率也有五％，是相當划算的交易。

此併購案換來富邦金控在大陸一舉擴增十四個據點。金控集團資產總規模也突

破四兆元，已經具備挑戰公營的台灣金控約四．三五兆的實力，兩岸佈局大幅

領先所有競爭者。(如表 4-6) 

富邦金併購大陸華一銀行，創下三個史無前例的第一： 

1. 華一銀行是本國金融業者首家參股大陸的「全國性」銀行。 

2. 富邦金控目前在兩岸三地都擁有子行，佈局最完整，大幅領先國內所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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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 富邦金控是第一家取得大陸銀行「主導權」的台資金融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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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富邦金控 2009~2011 年財務要覽 

 

資料來源： 富邦金控 2011年年報 

 

 

表 4-7 2011年富邦金控信用評等表 

 

資料來源： 富邦金控 2011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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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富邦大事記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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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是由中國商銀及交通銀行合併組成，二家銀行均為我國

具光榮歷史之銀行。民國九十年交通銀行與國際證券公司共同成立「交銀金融

控股公司」，之後納入中興票券及倍利證券，並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再加入

中國產險及中國商銀，同時更名為「兆豐金融控股公司」。為擴大經營規模，強

化市場占有率，中國商銀與交通銀行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合併並更名

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目前國內分行

家數達一百零八家，海外分行二十一家，代表處三處，加計在泰國、加拿大之

轉投資子銀行及分行，合計海外據點達三十三處，全行員工約五千一百人，資

本總額新臺幣七百一十億元。(如表 4-10)兆豐金控及兆豐銀行經營穩健，檢視

其信用評等展望長短期均為穩定。(如表 4-11) 

 

 

 

 

 

 

 

 

 

 

 

 

 

 

 



 
 

57 
 

表 4-9 兆豐金控大事記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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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兆豐金控資產負債簡表(合併財報) 

 

資料來源： 寶來盤後資訊 

 

表 4-11 兆豐金融集團信用評等一覽表 

 

資料來源: 兆豐金控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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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控蘇州分行於 2012 年 6 月成立，去年共獲利約 1 億台幣,在所有台資銀

行獲利排名第 3，茲就其西進大陸巿場的歷程及策略解析如下：(2013/04/06 訪

談兆豐金控蘇州分行高級長官) 

1. 進入模式：採開立分行模式進入，兆豐商銀考量台商聚落效應，看準蘇州科

技園區商機，選擇於此開立第一家分行，於 2012年 6月 21日揭牌開業，將

於開業滿一年後申請開辦人民幣業務及申設同城支行，以提供客戶全方位且

貫穿全球的金融服務。 

2. 主要營業項目：仍以銀行傳統存款、放款為主要營業項目，因設立尚未滿一

年，尚無法承做人民幣業務，故以吸收美金存款、企業貸款、同業折借、參

與聯貸為主，另外協助台灣國內兆豐銀行轉匯至大陸的匯款業務。外國銀行

分行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方可以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目前兆豐蘇州分

行已取得換匯執照。 

3. 主要獲利來源：營運資金存款孳息、存放款利差、同業拆借、中間銀行轉匯

手續費。其中放款利差以貸放中資企業較佳，因其敍作利率較高、不習慣利

率議價，收益較佳，而台資企業延續在國內金融機構惡性競爭環境的習慣下,

利率議價能力較高，收益率較低。 

4. 主要服務對象：台商及當地企業，且以大型中資企業為主。主因為大型企業

財務報表較誠信透明、可信度佳，貸款品質較佳。目前大陸當地企業財務狀

況並未上軌道，單憑財務報表貸放，很容易形成呆帳，而台灣金融業建立完

善聯合徵信系統，個人及企業信用狀況透明,而大陸目前正在建置當中。 

5. 未來短中長目標與計劃： 

短期目標：以最快速度增加營業據點，盡早完成規模經濟，初期以設立分支

行為目標,審批程序非常簡單，分支行有分同城與異地分支行，同城審批程

序簡單且迅速，異地分支行審批則較慢，所以初期以同城支行為設立目標。 

   中期目標：以設立子行為目標，因子行設立門檻要求低，且是獨立法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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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總行形成防火牆，可擴大吸收大陸人民存款，有助自身發展業務蓄積能

量。倘若出現虧損對總行的影響不如分行大。 

   長期目標：擴大營業據點數，提高當地知名度及巿佔率，並取得外資銀行所

有業執照，以提昇服務品質及營業範疇。 

 

結論八： 

1. 富邦金控持續拓展大中華市場，期以建構最完整的兩岸三地金融服務平台。

在銀行佈局方面，採併購、參股及設定分行策略並行。 2011 年稅後淨利達

305.43 億元，創下金控成立以來的歷史新高，每股盈餘 3.39 元，連續三

年穩居台灣金融業獲利龍頭。2013年收購大陸地區華一銀行合計 80%股權，

十四家營業據點，若經銀監會審核通過完成併購，將是在中國大陸佈局據點

最多的台資銀行。(詳圖 4-2 及圖 4-3) 

 

圖 4-2 九家台資銀行近一年股價走勢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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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八家台資銀行近五年稅後每股盈餘比較走勢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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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台灣的銀行業始終在幕後扮演著支持產業茁壯

的重要功臣，提供產業資金借貸以利擴張及增加產能設備。然而隨著經濟環境

產生劇烈變化，迫使台商紛紛出走前往大陸投資。台灣銀行業基於國內市場趨

近飽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服務台商客戶及有效監督西進中國台商資金使用情

形等原因，亦跟隨前進大陸金融巿場。而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機會，主要來自

於其發展的不平衡及訊息的不對稱，台灣 Over Banking的能量, 適足以彌補大

陸市場的不平衡。 

然而國內銀行登陸中國巿場,除了要面臨早已在中國佈局許久的外資銀行

與擁有眾多分行的中資銀行競爭之外，還會受到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影響而提

高潛在風險。國內銀行登陸時，應考量全面風險後，找出最適合本身銀行的模

式登陸，才能獲得最大利益。分析台資銀行在大陸的優劣勢及發展戰略，歸納

結論如下： 

一. 進入中國巿場模式以設立分行、合資參股及併購三者並行為最佳 

  目前國內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模式有開立分行、策略聯盟、合資參股中資銀

行、開立子行、併購等五種，各有其優劣勢，台灣銀行業應考量本身的營

業資金、跨國管理能力等條件，選擇自己適合的模式進入，也可利用資本

優勢和自身經營管理經驗，通過併購方式進入市場以降低成本，提高在大

陸之競爭力。目前台灣銀行業選擇以申請設立分行模式進入中國為最多，

已有十家台資銀行在當地設立分行。惟衡量外部機會與挑戰，以個案研討

案例中的富邦金控佈局表現最佳，採取設立分行、參股及併購三種模式併

行，在兩岸三地都擁有子行，建構最完整的金融服務平台，大幅領先國內

所有競爭者。2011 年稅後淨利達 305.43 億元，創下金控成立以來的歷史

新高，每股盈餘 3.39 元，連續三年穩居台灣金融業獲利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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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入中國巿場應建立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 

台資銀行應掌握自身純熟的風險控管及應變能力，善用廣大的台商客戶資

料庫、良好跨境服務經驗，提供台資企業更多創新、有效率及便利的商品

及服務，強化顧客關係管理，創造與中資銀行經營管理的差異化，建立核

心競爭力。 

三. 慎選區域發展之戰略佈局 

台資銀行應慎選佈局目標區域，除了沿海地區和中心城市外，也可以選擇

在「綠色通道」設立分行，享受更多政府提供的優惠或便利的條件，避免

日後淪於殺價競爭。 

四. 建立明確的通路策略 

 中國大陸幅員遼闊，設置營業據點成本高昂，再加上法令限制，設立營業據 

點不易。為彌補據點及經濟規模的不足，可以在已經設立分行的城市同時

設立支行，或發展電子網路銀行，並與大陸本地銀行及外商銀行建立綿密

的通匯管道，透過網路銀行展開競爭。 

五. 積極培育金融資人才 

台資銀行進入大陸，為迅速地熟悉並掌握市場，需要進用大量的大陸本土

人才，隨著銀行業務範圍及經營地域的擴大，再加上外資銀行及中資銀行

對於優質金融管理人才及業務人才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將面對人才大量流

失的威脅。台灣銀行業應加強國際金融人才的培養，以因應未來擴展中國

巿場所需。 

六. 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與服務 

台資銀行應學習外資銀行商品創新的能力、豐富的跨國投資經驗與管理及

全球平台優勢，與其建立策略聯盟，以通路聯盟合作取代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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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受限於中國大陸法律壁壘，目前台資銀行均尚未取得零售金融業務及衍生

性金融商品執照，故對台灣銀行業未來建議如下： 

應將財富管理業務設定為中長期策略藍圖預作準備，建構全方位之零售金融業

務，發展綑綁式金融服務及發展電子渠道, 突破網點限制，設定中國境內優質

客群 (專業人士/白領上班族)為目標客群，滿足其人生各階段理財目標，並連

結信用額度及儲蓄型保險等創新組合產品， 增加客戶往來，以期成為客戶不可

或缺的隨身金融管家。 

本研究是在現今兩岸特殊背景下，以富邦金控及兆豐金控為例，分析登陸

中國模式之優劣勢比較，期能對國內銀行選擇登陸模式有所幫助，惟因資料所

限，如有未竟之處，有賴後續者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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