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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摘要 

    金融科技(FinTech)大大的改變了全球金融業的樣貌，不僅讓金融服務變得更為便

利、無所不在，也讓金融界的數據量、交易量、交易類型、交易場域變得越來越多且

越複雜，網路詐欺及洗錢等資安相關議題更加棘手，加上 FinTech 發展使金融業務界

線漸趨模糊，金融監理的難度逐漸提高，「監理科技」(SupTech)應運而生。鑒於科技

的進步有助於實踐銀行遵循法規之合規需求，並有助於金融監理者即早發現各個銀行

以及整個系統風險之能力，並更有效率地應對這些風險。另一方面，金融領域數位化

也帶來了不斷變化的網路資安威脅之運營風險，數位服務也變得更加互聯互通與集中，

從而導致潛在的系統性危機，金融機構必須建立良好的治理和穩健風險的專業知識管

理。同時，金融業監理者必須轉變金融監管不僅進行深入審查，監控創新，評估新興

風險並加以解決在早期階段，還要遵守“相同風險，相同規則，相同監督”的原則。 

    本次 The SEACEN Centre 舉辦簡短而密集的研討會，主要邀請各國產業專業人士

介紹創新且成熟的監理科技產品解決方案，以及全球金融機構及監理機構分享其所採

用的監理科技模式及計畫，主題包括：銀行應用資訊科技提高效率和關注風險的 AML / 

CFT 合規要求；利用更廣泛的指標（包括非財務指標）評估當前或潛在的信用風險；監

理機構運用自然語言處理讀取及辨識大量金融業文件；運用科技的潛力減少監理者在

審查可疑活動報告時的雜訊及錯誤；運用大數據的潛力可幫助監理人員識別銀行貸款

中的潛在問題投資組合等。另也以圓桌會議形式請各國與會者分享推動監理科技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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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目的及課程表 

    「大數據、法遵科技及監理科技」為當前金融監理重要議題，會議主題為探討一

系列銀行法令遵循及風險管理之監理任務，包括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大數據等其他

技術概念，參加本次研討會，可以更瞭解基於風險的監理科技及新興科技應用於金融

服務之監理，並與其他國家金融監理人員進行經驗交流，對規劃未來金融業之檢查業

務及監理科技運用等應有所助益。本研討會由泰國中央銀行主辦，總共有 13 個機構的

38 名參與，人數如表一各國參加人數統計表，本次研討會議程如表二。 

 

表 一、參加人數統計表 

 

 

 

 

 

 

 

 

 

 

 

 

 

 

 

 

表 二、研討會議程 

時間 演講主題/議程 主講人 

10 月 15 日 開場白 

Opening Remark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tability  

Bank of Thailand  

 

歡迎致辭 

Welcoming Remarks  

  

集體拍照 

Group Photograph Session  

Mr. Ronadol Numnonda  

Deputy Governor  

 

 

 

Dr. Mangal Goswami  

Executive Director  

The SEACE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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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主題/議程 主講人 

圓桌會議 

TOUR DE TABLE  

每個 SEACEN 經濟體有 3 – 5 分鐘的時

間分享討論與數據管理有關的發展和挑

戰分析（包括使用算法，機器學習科技

或其他大數據分析）進行審慎監理和宏

觀金融分析，包括市場和不當行為監視。 
 

Chaired by Dr. Mangal 

Goswami  

 

10 月 15 日 管理金融監理中的資料數據挑戰 

Managing the Data Challenge 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Panelists:  

Mr. Mark Anthony Perez, 

Department of Supervisory 

Analytics, Bangkong 

Pilipinas  

Mr. Yang Yang, Solution 

Engineer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Oracle 

Asean  

Moderator: Mr. Tharith 

Panpiemras, Senior 

Direct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Department, Bank of 

Thailand 

改善數據分析能力用於金融部門監督 

與政策制定 

Improving Data Analytics Capabilities 

for Financial Sector Oversight and 

Policy Making  

  

Panelists:  

Mr. Mark Anthony Perez  

Mr. Wanpracha 

Chaovalitwongse, Senior 

Director of Data 

Analytics Un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up, Bank of Thailand 

Moderator: Dr. Shanty 

Noviantie, Senior 

Financial Sector 

Specialist,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Supervision 

–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The SEA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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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主題/議程 主講人 

Centre 

10 月 15 日 觀念釐清– 法遵科技（Regtech）、監理

科技（Suptech）、深度學習、機器學習與

人工智慧 

Clearing the Confusion – Regtech, 

Suptech,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aker: Mr. Jermy 

Prenio, Senior Advisor at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of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Discussant: Mr. Aziz 

Durrani, Senior Financial 

Sector Specialist,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Supervision –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The SEACEN Centre 

法遵科技（Regtech）和監理科技（Suptech）

應用於洗錢防制及金融犯罪檢測 

Regtech and Suptech for AML and Financial 

Crime Detection  

  

Panelists:  

Mr. Scheurmann Steven, 

Leader, Financial Crimes 

Insight, IBM  

Mr. Mohd. Akmal Amri, 

Senior Supervisor, 

Specialist Risk and IT 

Supervision, Bank Negara 

Malaysia  

Moderator: Mr. Glenn 

Tasky 

10 月 16 日 應用於財務風險管理的數據分析 

Data Analytics for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Speaker: Mr. Daniel 

Warelis, Head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ffairs, Asia-Pacific for 

Refinitiv 

數據和科技–增強監理者的當前財務能力 

市場 

Data and Technology – Empowering 

Regulators in Current Financial Markets 

  

Speaker: Mr. Sachin 

Somani, Head of 

Post-Trade Asia-Pacific, 

Refinitiv 

使中央銀行的跨境支付數據有意義 

Making Cross-Border Payment Data 

Meaningful for Central Banks  

Speaker: Mr. Greg Huguet, 

Commercial Director of 

Data and Analytic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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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主題/議程 主講人 

 Pacific, SWIFT 

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系統風險分析 

Leveraging Big Data and Analytics for 

Systemic Risk Analysis  

 

Speaker: Mr. Phillip 

Straley, President of 

Financial Network 

Analytics 

10 月 17 日 數位金融數據追踪與測量 

Digital Finance Data Tracking and 

Measurement  

 

Speaker: Mr. Jaspreet 

Singh, UN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圓桌會議 

TOUR DE TABLE  

每個 SEACEN 經濟體以 3 – 5 分鐘的時間

分享討論於數據和數位身分識別之間的監

理框架，金融科技監理機構近期的積極監

理立場(例如監理沙箱的發展）及業務數位

服務原則。 

  

Chaired by Mr. Glenn Ta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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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內容摘要 

    本次報告就研討會各重點主題內容摘要說明，主要為與會各國央行、貨幣管理當

局與私營部門分享一系列應用資訊科技，如大數據方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及雲端

服務等方法及工具，實現法遵科技（Regtech）和監理科技（Suptech），滿足市場監視、

宏觀與微觀監控、偏誤行為偵測等金融監理需求，及各經濟體監理機關之應用案例及

挑戰，不同主題的講者進行法遵科技和監理科技計畫的分享，以下分別摘述各國代表

及資訊科技公司主講人分享之主題重要觀點內容，最後為圓桌會議各國代表以 3至 5

分鐘時間分享各國金融監理應用案例。 

一、 管理金融監理中的資料數據挑戰 

（Managing the Data Challenge 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一) 菲律賓中央銀行經驗 

主講人為菲律賓中央銀行監督分析部（Department of Supervisory Analytics）

Mark Anthony Perez 先生分享菲律賓中央銀行(BSP)經驗，主要重點如下: 

1. BSP 的政策框架和財務規定（GFC 2008-09 之後）如何改變數據管理的平台？ 

2. 為什麼統一一致的監理報告系統對於及時的政策制定及監督行動至關重要？  

3. 在組合、清理和整合數據以進行金融監理任務及宏觀經濟金融穩定政策制定（數

據量，顆粒度，多樣化數據源等）的主要挑戰。 

4. BSP 進行統一一致的監理報告系統的基本原理理由和策略。 

    資訊系統的處理能力雖飛速成長，但組織若無法克服一般資料管理問題，亦難

將其數據資產轉換為可行且有價值的洞察 (insights) ，如圖一所示，一般資料管

理的挑戰包含處理日漸成長的資料、產生及時性管理需求之洞察、整合不同的數據

資料來源、驗證資料的準確性、保護資料安全、招募及訓練數據管理人才及解決組

織各種阻力等。 

除此之外，財務監理還需面對其他具體的數據資料管理挑戰如下： 

1. 法律要求與限制 

2. 協調校準來自現場和場外監督，微觀和宏觀審慎監理的觀點 

3. 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的搭配應用 

4. 減少誤報和延遲的檢測 

5. 平衡數據簡約性與粒度（granularity）及完整性 

6. 減少合規成本和監理負擔 

7. 對於跨境數據流的管理數據標準化和數據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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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一般資料管理的挑戰 

 

    管理數據資料的挑戰不僅限於數據本身，它涉及人員，流程，技術和策略面。本

次主講者提出流程如圖二、資料管理流程圖所示，包含建構定義問題、建構成功所需

的組織、尋求專業協助、建構支持的組織環境、資料清理及標準化、數據資料優先順

序的治理，以及小但快速有成果。 

 

 

 

 

 

 

 

 

圖 二、資料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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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定義問題(Frame the problem) 

建構定義問題需先思考資料生命週期，將提供並指導我們哪些區域需要立即採取行

動，資源應該如何組織，且瞭解缺口及挑戰可能來自哪裡。如圖三、建構資料管理

架構，從在資料治理的完善監理下，透過合規及驗證過的資料獲得、良好的資料設

計及管理改善、確保儲存的資料品質並妥善管理，能提供具洞察性及視覺化的資訊，

以及提供更進階性的分析，在進行以上各階段時，需分析定義各種可能的問題，方

能有助於提升資料管理的效能。 

 

 

 

 

 

 

 

 

 
 

 

 

 

 

 

 

 

 

 

圖 三、建構資料管理架構 

 

2. 建構成功所需的組織（Organize for success） 

從數據生命週期的線索出發，我們主要從資料數據處理相關單位重新組織，更能專

注於將資料數據轉換為可行的洞察（insight）。從調整組織架構、使用之資訊科技

及工具，以及過程中持續充實學習所需要的技能及人才等著手，方能有效地完成資

料管理所需要的完美組織。 

 
 

3. 尋求專業協助（Ask for help） 

隨時注意組織的技能和知識與外界的差距，若未持續精進將不斷存在，透過與科技

公司、學術機構及銀行產業等策略伙伴專家的交流與合作，瞭解國際新興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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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開放 API、大數據分析、雲端儲存、訊息列管理及視覺化工具等。 

4. 建構支持的組織環境（Buil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與資訊科技部門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確保能實現目標的關鍵成功因素，技術

計劃方能轉化為預期的業務成果。 

主講人也摘要介紹菲律賓推動 STARS(Strategy for Technology Adoption in 

Regulatory Supervision)計畫，以得到高層支持，提高成功的機率。 

(1)STARS 計畫主要在金融監理部門在應用監理科技(SupTech)策略適當應用有效的

技術來執行其任務，以促進健全、穩定和彈性的金融體系。 

(2)STARS 計畫旨在定義、確定優先次序並調整投資和技術，以實施金融服務系統的

戰略計劃項目，該計劃涵蓋 2019 年至 2021 年，此計畫將視需要週期性的定期修

訂。 

(3)STARS 計畫涉及以下活動： 

A. 確定將應用監理科技(SupTech)的關鍵監管領域 

B. 選擇要使用的技術及應用，以及將試驗和實施的項目 

C. 定義高層計劃的時間表，里程碑和負責的單位 

D. 定義監理科技(SupTech)計畫的治理 

E. 識別可能的風險，挑戰和議題 

F. 確定資源需求和資金來源 

 

STARS 計畫的預期效益如下三大面向： 

A. 金融服務系統的管理： 

 即時取得市場發展資訊 

 早期發現新興風險和問題 

 更好地分配好檢查所需資源 

B. 金融檢查人員： 

 應用大數據和更好的數據品質，豐富檢查資訊來源 

 獲得改善的分析工具 

 從報告的準備、分析到評估，重新分配並節省人員所需花費的精力 

C. 受菲律賓央行(BSP)監理的金融機構（BSFIs）: 

 改善資訊的取得並主動反饋 

 合理化的資料及報表需求 

 潛在減少在法遵的負擔及違反合規的懲罰 

 



13 

STARS 計畫所涵蓋的監督領域，包含即時市場的監督、監督及檢查的數位化、資料

分析，以及資料收集與分配等四大領域，各領域所應用新興的技術工具及案例如圖

四所示。除菲律賓央行之外，透過金融部門論壇，監理機構持續努力發起提高資訊

交流的效率及效能。 

 

圖 四、STARS 計畫涵蓋的監督領域 

 

5. 資料清理及標準化(Clean house) 

數據資料和科技計畫的措施若能與資料合理化攜手合作，將有助於 API 技術的應用

和數據資料的分析的發展，主要任務如下: 

(1)減少數據資料的冗餘 

(2)標準化格式和數位化 

(3)精簡和加強報告的要求 

(4)調整數據採集、處理和交付的時間表，在數據所有者，處理者和使用者之間 

(5)建立數據資料的沿襲脈絡 

(6)準備基於輸入的報告與基於輸出的報告 

 

6. 數據資料優先順序的治理（Prioritize data governance） 

資料治理的挑戰主要有八大挑戰，如圖五、資料治理的挑戰，包含如下： 

(1)缺乏資料治理的領導：缺乏由上層正式授予具有負責治理資料的領導授權。 

(2)無法瞭解資料治理的商業價值：資料治理無法清楚定義其價值，以致於無法讓組

織各階人員瞭解其的價值而配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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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法認知資料的需要及痛苦：人們無法辨識及認知哪些領域透過改善資料可以提

供工作的效率及效能。 

(4)缺乏高階管理者的瞭解與支持：高階管理者無法認知資料治理的必要，且未能表

達支持及對實例執行的贊助。 

(5)缺乏預算及所有權：無法讓負責實例執行者或應用該資訊科技者能方便取得所需

的預算及資源。 

(6)人們認為資訊科技才擁有資料：誤解資訊科技才是真正擁有資料，而只管理資訊

科技的團隊，卻忽略了負責一般正式業務所擁有的資料。 

(7)缺乏資料的文件化：未注意到組織的資料環境中各種所需文件化，導致對資料的

誤解及不對稱或流通的現象。 

(8)資源未被適切地分配於資料治理:組織未能妥適的安排適當的資源，讓負責資料

治理者無法有效的執行以資料為中心議題。 

 

以上尤其以無法認知資料的需要及痛苦，以及人們認為資訊科技才擁有資料的謬思

等最處於風險問題的狀態。 

 

 
圖 五、資料治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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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資料治理，自然地須建立與監理原則一致的資料治理框架需求，菲律賓央

行的資料治理各階段演進及資料管理框架如圖六所示。資料管理框架包括詮釋資料

(metadata)、資料品質（data quality）、資料架構（data architecture）、資料建模

及設計（Data modeling & design）、資料儲存及操作（data storage &operations）、

資料安全保護（data security）、資料整合及資料互操作性（data integration 

&interoperability）、文件及內容管理（document & content management）、參考資

料與主資料的管理（reference & master data）、資料倉儲及商業智能（data 

warehousing &business intelligence）等議題。 

 

 

 

 

 

 

 

 

 

 

 

 

 

圖 六、資料治理演進及資料管理的框架 

 

成功的資料治理的原則如下： 

(1)準確性和可靠性 

(2)具完整性、實質重要性及經濟 

(3)具適應性 

(4)具明確和有用性 

(5)亦取得且具資料保護 

(6)具週期頻率性和即時性 

(7)具透明度和問責制 

 

7. 小但快速有成果（Small but quick wins） 

稟持著快速初步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先求有再求好，先有初步的成果後，後續再精

進符合更多需求，並優化及加強更多功能服務。此小但快速的成果，在資訊的獲得、

資料治理、處理與儲存及使用者端提供數位儀表板、聚類熱圖及資訊入口網等，如

圖七初步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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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菲律賓央行初步成果架構圖 

 

(二) 甲骨文資料倉儲 

    甲骨文（Oracle）新興技術解決方案工程部 Yang Yang 先生分享該公司所提供的

資料倉儲產品發展近況，甲骨文近 20 多年來致力於自動化資料庫技術，最新的 19C 版

更提供了自動化索引創建和實施技術，模擬人工索引的思路，建立了內置的專家系統；

提供及時統計功能；為提升執行效能，防止失控的 SQL 語句執行，提供查詢語法的隔

離。 

組織在建構資料倉庫專案時的共同痛點主要包括： 

1. 需明確瞭解資料及詮釋資料(metadata)的需求及定義 

2. 針對及時的業務需提供具有洞察力和決策制定所需資源 

3. 數據資料管理需考量成本效益 

4. 資料倉儲的可靠性、可用性、可擴充延展性和性能 

    Oracle 自主式資料倉儲是現有的雲端服務中，奠基於次世代、自主驅動的自主式

倉儲科技。該服務使用人工智慧提供前所未有的可靠程度、性能和高度彈性的資料管

理，可在幾秒鐘內完成資料倉儲部署。 

    甲骨文（Oracle）所提供自主性資料庫主要完成任務為消除了關鍵任務資料庫的

所有維運復雜性。Oracle 自主性資料庫包括基礎設施自動化、資料庫自動化，以及資

料中心運作及機器學習自動化，如圖八、自主性資料庫完成任務。提供了自主驅動、

自主防護及自主修護的功能，簡要說明如下： 

1. 自主驅動：Oracle 自主式資料倉儲使用機器學習，無需人工處理，自主調整、補

丁、升級、監控、保護資料庫，無須人工作業或停機。只需要幾分鐘，用戶即可自

行處理資料倉儲，無須依賴專家協助。自主調整與擴充幫助使用者在資料庫運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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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儲存、計算資源。自動化調整（Automatic Tuning）功能提供自動縮放以

適應變化工作量，內建的資源管理計畫調校，自動改善效能問題。 

2. 自主防護：永遠警戒，自主防護的資料庫，自動回應網路攻擊，預防資料失竊，Oracle 

自主資料庫自動將資料備份，並開啟所有安全性更新，包括在系統運作時，執行端

到端的資料加密。此外，監控並追蹤所有存取，自動採取適當行動，確保無論內部

或外部的有心人士，無法存取資料。使用 Oracle，多層次、深入及因應需要的完

整加密的保護，讓使用者免於內外部漏洞及攻擊，確保資料安全。自動更新及備份

使資料安全無虞，並去除人工處理時出錯的可能性，讓資料安全不需再依靠運氣。 

3. 自主修復：去除人工錯誤，利用自主驅動資料庫獲得 99.995 的可用性，Oracle 自

主資料庫遇到任何停機時可自動恢復，包括系統故障、人工錯誤、維修造成之停機，

並確保關鍵任務應用程式永遠在線。資料庫使用人工智慧，為資料倉儲部署實現前

所未有的可靠性與效能。每月停機時間不超過 2.5 分鐘，無論是預先排定或是意

料之外。 

 

 

 

 

 

 

 

圖 八、自主性資料庫完成任務 

 

Oracle 自主式資料倉儲也提供按需付費，容量不受固定構建塊的約束，自動彈性

縮放，可即時調整中央處理器(CPU)和當前工作量的輸入/輸出(IO)資源要求，自動關

閉空閒容量與計算，並可基於工作負載的瞬時擴展要求，只要簡單的一鍵式啟用，即

可提供多達 3 倍的額外 CPU 和 IO 資源。 

在亞洲，Oracle 有很多成功的客戶案例，他們運用 Oracle 自主資料庫減少成本、

降低風險，透過將核心任務自主化，讓他們能將焦點集中在創新上。同時，Oracle 自

主資料庫將協助企業各單位，從財務到行銷、再到人力資源，從自身的資料庫中找到

數據的價值、獲得洞察。」Oracle 自主式資料倉儲之實際應用案例如利用資料市集/

資料倉儲，進行商業分析(Business Analytics)，提供可行的洞察；提供資料數據專

家使用沙箱，應用機器學習；利用數據湖泊(Data lakes)查詢所有的資料(Query all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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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摘錄客戶在甲骨文全球大會亞洲站分享他們的故事： 

1. Forth Smart 業務開發分析師 Pawarit Ruengsuksilp 表示：「對於我們來說，使用

Oracle ADW 自主資料倉儲(Oracle Autonomous Data Warehouse)是一次徹底性的改

革。我們在泰國經營超過 12 萬台的自動販賣機，提供客戶手機與電子錢包充值服

務，或者轉帳給朋友、家人。我們每天大約有 200 萬筆交易，產生龐大的交易資料。

有了 Oracle 自主資料庫，我們現在可以即時獲得自動販賣機網路的市場洞察。在

此之前，需要花上2到3天的時間才能完成。Oracle自主資料庫對我們在財務彙整、

掌握複雜的市場和預測分析上，皆帶來顯著成效，讓我們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創新。」 

2. 香港美心集團高級資訊科技總監馬慶和表示：「身處步調快速的食品產業，我們在

港澳、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經營超過 70 個品牌和 1,300 多家店面。我們想要一直

在業界保持領先，其中關鍵就是數據資料。在香港，我們每天會產生 60 多萬筆交

易和 100 多萬條記錄，對我們來說，管理資料並非易事。但自從使用 Oracle ADW

自主資料倉儲和 Oracle 分析雲，再結合美心自有的 ERP 系統，我們現在可以即時

獲得有關消費者習慣和行為的寶貴資訊，不同餐廳能根據市場狀況做出改變、快速

反應。這對於我們進軍大陸市場和東南亞其他市場來說極為重要。」 

 

主講者總結 Oracle 自主式資料倉儲效益: 

1. 就如自動駕駛一般，可提供自我保護和自我修復的雲服務。 

2. 資訊長(CIO) 可降低 IT 服務的成本和風險，並消除了全額管理費用，降低駭客對

未修補或未加密的數據庫進行網路攻擊，每月少於 2.5 分鐘的停機時間（包括補

丁）。 

3. 開發人員可以更快地構建和增強應用程序，易於使用的自我調整服務，資料庫管理

師(DBA) 更具業務價值性，且能減少其平凡任務的時間，而將更多時間用於高價值

的商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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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數據分析能力用於金融部門監督與政策制定 

(Improving Data Analytics Capabilities for Financial Sector Oversight and Policy Making ) 

(一) 菲律賓中央銀行經驗 

   主講人為菲律賓中央銀行監督分析部（Department of Supervisory Analytics）

Mark Anthony Perez 先生分享菲律賓中央銀行(BSP)經驗。 

   傳統數據分析流程，一般以電子郵寄提供結構、非結構格式檔案或以人工介面輸

入原始資料，並以人工半自動化驗證、檢核比對報告間的一致性，儲存於資料庫中，

以儀表版查詢方式提供給財務金融分析者使用。 

  為改善傳統數據分析流程，近來應用新興科技及工具提供更有效率的數據分析流

程，如圖九、理想的資料分析流程，各應用系統間的資料介接應利用應用程式介面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自動化訊息交換方式，同時一併完成

自動驗證及檢核比對的機制，且後續儲存於資料庫後，系統應自動智能偵測非典型

異常資料，如圖九中的 Intelligent Detection of Atypicality (IDeA) ，俾利在

提供決策分析者於使用前即能剔除異常資料，提高資料的準確率及正確性，另外亦

能部分依決策者需要，提供自動化的財務分析服務。 

 

 

 

 

 

 

 

 

 

 

 

 

 

 

 

圖 九、理想的資料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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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資料的解決方案有以下兩階段： 

1. 階段 1：使用上限和下限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控制限度 

2. 階段 2：數據資料科學技術使用的非典型性的智能檢測（IDeA） 

 

非典型性的智能檢測 IDeA (Intelligent Detection of Atypicality) V1： 

1. 定義財務數據典型性的三個標準是制定： 

(1) 給定某一單項自己的歷史數據（Approach A） 

(2) 相對於其他帳戶（Approach B） 

(3) 與同行相比（Approach C） 

2. 該研究可以更頻繁地分析銀行，補充予常規檢查過程。 

 

如圖十所示，帳戶若經由與以上 Approach A、Approach B 及 Approach C 三種比較

皆屬於非典型者（Atypical），整體而言比較可能屬於非典型異常資料，但若三種都

屬於典型者（typical），整體則屬於典型無異常範圍。 

 

 

 

 

 

 

 

 

 

 

 

 

 

 

 

 

圖 十、IDeA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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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IDeA (Intelligent Detection of Atypicality) V1 的 Approach A、Approach 

B 及 Approach C 等三種方法彙整如圖十一、IDeA 架構彙整圖 

 

圖 十一、IDeA 架構彙整圖 

 

(二) 泰國中央銀行經驗 

    主講人為泰國中央銀行信息技術部數據分析高級總監 Wanpracha 

Chaovalitwongse 先生分享泰國中央銀行(BSP)經驗。 

   泰國央行各年度積極規劃導入創新策略相關科技計畫，優先重點及過程如圖十

二，如 2017 年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單位，於 2019 年推動銀行自己的沙盒、

API 標準及 P2P 網路借貸平台；2019 年成立監理科技（SupTech）單位，推動風險

儀表板、監督入口網及資料數據間隙等；於2017年成立資料分析（Data Analytics）

單位，推動資料治理、資料外洩預防作業等。 

   泰國央行未來將在 2020 至 2023 年間持續推動數位服務、數位支付、數位資產、

強化基礎建設等；另外將強化組織未來能力，如延伸加強監理科技、數據資料驅動

的組織及數位化轉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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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二、泰國央行科技創新發展 

    由圖十三、泰國央行的資料系統:360 度視圖可知，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六大方向： 

1. 非結構化資料：來自於檢查報告、社交網的情感資料或社會傾聽等。 

2. 微觀個別（顆粒化）資料：外匯、存款、貸款、貸款人交易合約及支付資料等。 

3. 第三方資料：個股選擇權（Single-Stock Option，SSO）、進出口資料、公用事

業資料。 

4. 財務金融機構資料：財務平衡表、股票、債券、金融衍生性商品、共同基金。 

5. 調查資料:國外調查報告。 

6. 整體經濟資料:國際直接投資(FDI) 、泰國直接投資(TDI)。 

以上六大來源資料具大數據快速、多樣及大量 3V(velocity,veriety,volume)特性。 

 

 

 

 

 

 

 

 

 

 

 

圖 十三、泰國央行的資料系統:360 度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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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中央銀行資料分析應用案例，如圖十四、泰國中央銀行資料分析架構圖所示，

主要應用案例在監督面，如評估公司的風險、金融市場面，如外匯市場分析、貨幣政

策面，如替代業務活動資料、人力資源面，如促進人力健全方案等。過程包含隱私及

原則性的資料治理；利用人工智慧、自動化、機器學習、文字分析、自然語言及視覺

化等資訊科技，分析各方資料，提供決策分析者完善的系統平台；推動團隊需建立妥

適的工作模式及人員能力的養成；整合以上各面向執行的效能，方能達成整體綜效。 

 

 

 

 

 

 

 

 

 

 

 

 

圖 十四、泰國中央銀行資料分析架構圖 

  

    泰國央行數據資料分析提供的情報，包含金融市場、貨幣政策、銀行監理及內部

卓越等四大面向，為強化所需技能與情報準確性，持續促進與外部合作和知識分享: 

1. 金融市場：提高在外匯交易模式監督的效果及效率；加強出口商套利對沖交易的風

險管理；識別外匯交易網絡中的可疑活動。 

2. 貨幣政策：制定新的領先經濟指標來自可選擇的替代數據，如電力之於房地產；進

口之於出口；社會安全保障之於就業市場與經濟發展。 

3. 銀行監理：促進金融機構使用文字探勘的行為與文化之定量分析；提高持續使用機

器學習監督分析金融交易數據之效能。 

4. 內部卓越：利用半自動化人工智能執行自動化數據資料處理，如政府財務管理資訊

系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財務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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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央行分享其利用監理科技（SupTech）在商業監理(Business Cases)的案例，

包含金融機構監督及金融市場監督，說明如下： 

1. 金融機構監督： 

(1) 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發展不良貸款的早期預警指標系統。從 2018 年 278,672

份合同資料分析，評估每月預測準確率，平均準確度達 91％。 

(2) 使用文字分析探勘技術，探索商業銀行的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協助理解銀行行為和文化。 

2. 金融市場監督：  

(1) 使用外匯交易數據分析出口商及進口商的匯率風險管理行為。 

(2) 使用網絡分析探索非泰國居民泰銖帳戶（(NRBA)）移動的行為模式。 

     其中有關金融市場監督使用之統計分析程序如圖十五，經過資料過濾、群集

分析 (Cluster analysis)、定義群集的行為、追蹤分析群集的行為等步驟，並進

行網絡分析，如指標使用長短期記憶模型（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神

經網路分析學習等。 

 

 

 

 

 

 

 

 

 

 

圖 十五、泰國央行金融市場監理統計分析程序 

 

    泰國央行的數據資料分析生態系統，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央行的資料庫，包含

傳統統計、交易資料及整合性資料，另外來自替代來源的非結構化數據，如社交

媒體、電子郵件、網頁、新聞等，應用計量經濟學及機器學習的機制分析，據以

參採相關數據制定貨幣政策、持續進行監理及監控外匯交易。如圖十六，應用在

四種不同特性的案例如下： 

1. 探索性：屬數據整合與探索，查找與經濟時間序列的數據相關聯性指標，如失

業指標，家庭信心指數，房地產指數，表現出口商，家庭收入的異質性，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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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等。 

2. 描述性：發現與可視覺化，探索並理解大量數據，如非泰國居民泰銖帳戶的外

匯活動分析，金融機構的行為和文化分析，社交傾聽，中小企業情緒，即時預

測消費者物價指數等。 

3. 可預測性：分類與預測，從數據中提取特徵並建立預測模型，如不良貸款上升

的預警，商業情緒指數，企業對沖行為等。 

4. 規範性：自動化與人工智能，自動化流程通常需要人力，央行聊天機器人，自

動數據審核及運作等。 

 

 

 

 

 

 

 

 

 

 

圖 十六、泰國中央銀行資料分析生態系統 

三、 觀念釐清– 法遵科技、監理科技、深度學習、機器學習與人工

智慧 

（Clearing the Confusion – Regtech, Suptech,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 監理科技時代（The suptech generations） 

    主講者為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研究所高級顧問 Jermy Prenio 先生，主要摘

要分享金融穩定學院（FSI）於 2019 年 10 月發佈的「監理科技時代（The suptech 

generations）」，對全球 39 個金融監理機構的監理科技舉措進行了分析。本次報

告指出，「創新技術」專指金融監理機構在監管工具或監管活動中應用的人工智能

（AI）和大數據兩項新興技術。 

主講者首先重新定義監理科技（Suptech）、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I） 

1. 監理科技（Suptech）：金融機構使用創新技術來支持其監管任務，「創新技術」

是指金融監管機構應用大數據或人工智慧（AI）工具，此新定義闡明了監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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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Suptech）用戶的範圍，包括非監管金融機構（例如金融情報部門）以及

使用類型的技術（大數據或人工智慧）。 

2. 大數據（big data）：包含的技術可顯著增加資料的數量（volume），種類

(Variety)，管理數據的速度(Velocity)和有效性(validity) ，所謂的大數據

的四個 V。 

3. 人工智慧（AI）: 包括機器學習（ML），自然語言處理（NLP），視覺分析及其

所有子分支。 

圖十七描繪了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技術的詳盡臚列對應關係（包括它們的定

義）。 

4. 機器學習（ML）：透過從過往的資料和經驗中學習並找到其運行規則，最後達

到人工智慧的方法。包含透過樣本訓練機器辨識出運作模式，而不是用特定的

規則來編程。這些樣本可以在資料中找到。換句話說，機器學習是一種弱人工

智慧(narrow AI)，它從資料中得到複雜的函數(或樣本)來學習以創造演算法

(或一組規則)，並利用它來做預測。 

 

 

 

 

 

 

 

 

 

 

 

     

 

 

 

 

 

 

圖 十七、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對應關係 

    當然，並未所有受訪機構採用的技術都屬於本文討論的「創新技術」行列。

報告指出，監理機構採用的輔助監理技術目前共經歷了四個階段，如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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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機構採用技術四階段： 

1. 大量手動輸入的數據管理工作流程，並且主要提供描述性分析。 

2. 數字化並自動執行數據管道中的某些手動處理環節，一定數量的直接自動化

處理可提供更多商業智能（BI）儀表板中的動態數據可視化，同時改進了分

析處理能力，允許進行更深入的診斷分析（例如記分卡）以及更豐富的描述

性見解。 

3. 涵蓋大數據架構，使用應用程式介面(API)和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的組合，

數據存儲和計算經過優化，可實現無縫和連續數據查詢，需使用雲存儲和數

據湖。耦合更大的數據池具有更強的計算能力，可以進行更高級的統計建模，

包括預測分析（例如，計量經濟預測）。 

4. 涉及添加 AI 作爲定義特徵，啟用 AI 的解決方案或工具，以潛在的大數據

架構為前提，因為大多數 AI 模型都需要大量數據和強大的計算能力，其結

果才能有效，有意義和可行，透過配備“機器”驅動部件，使自動化又邁進

了一步數據管理和分析，以及通知主管部門的行動。 

    所謂“監理科技”（Suptech）主要涉及後兩個階段，尤其是第三階段的

數據收集解決方案（如數據報告、數據管理和虛擬助手），以及第四階段的數

據分析解決方案（如市場監督、不當行爲分析、微觀審慎監理和宏觀審慎監

理）。 

 

 

 

 

 

 

 

 

 

 

 

 

 

圖 十八、監理機構採用技術四階段 

    雖然監理科技（Suptech）能夠助監管部門一臂之力，但是在具體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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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仍然要充分考慮被監管目標的規模、複雜程度和發展狀況。例如，對

大數據體系結構和 AI 工具的投資可能不適合低收入地區的機構，因爲該機構

僅對少數提供基本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此外，當局還應意識

到與監理科技（Suptech）相關的問題和挑戰，例如透明度問題。 

    受訪的 39 個金融監理機構中，幾乎有一半都已經設立了明確的“監理科

技”（Suptech）戰略或已經開始了相關研發工作。其中，有些是以大數據和 AI 

爲核心的路線圖計畫，有些則是將這兩項技術作爲大範圍數字創新計畫的一部

分。而對於那些想要在投入大量資源之前先探索特定“監理科技”（Suptech）

工具的機構而言，可以先通過創新實驗室、加速器等制度進行嘗試。且導入各

類工具需要伴隨相應的數據專業知識和思維定勢，以便將數據驅動的文化完全

嵌入組織中。 

    總而言之，目前出現的“監理科技”（Suptech）解決方案大多還屬於試

驗性質，且多數是通過內部與外部研發機構（如大學）聯合開發實施的，缺乏

明確的功能要求或技術規範。因此，金融監管機構、其他政府機構、學術界以

及研究組織之間必須加大戰略伙伴合作，盡力克服與這些舉措的試驗性質相關

的挑戰。 

    而進一步的國際協調與合作也將有助於“監理科技”（Suptech）的發展。

全球標準制定機構和國際組織能夠爲監管當局提供更多“監理科技”

（Suptech）信息與實踐交流平臺，促進全新、國際化“監理科技”解決方案

的開發，提高研發效率。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BIS Innovation Hub）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該中心旨在促進中央銀行界在創新金融技術方面的國際合作。

這樣的平臺將幫助當局從不同類型的同行權威（中央銀行、審慎監管局、行爲

監管局等）的經驗中受益，尤其是在缺乏專業提供者的情況下。此外，鑑於“監

理科技”（Suptech）解決方案的內在市場很小，限制了私人服務商的商機，

而由國際組織設立或資助的加速器在幫助當局探索特定“監理科技”

（Suptech）工具方面則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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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服務應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市場發展與金融穩定性含義入門 

    主講者為 SEACEN 中心高級金融部門專家 Aziz Durrani 先生，分享人工智慧、

大數據等發展及應用實例。 

    在應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各種技術及工具時，重要的是要注意機器學習不能

做什麼，例如決定性因果關係。機器學習算法用於識別與其他事件或模式相關的模

式，機器學習識別出的只是相關聯性，其中一些是人眼無法識別的，許多應用程序

更傾向於「 增強智能」或增強人類能力，而不是取代人類。正如一位行業觀察家

所指出的那樣：「……循環中的人類至關重要：我們與機器不同，我們能夠考慮上

下文情境，並使用通用知識將 AI 得出的結論導入現實的觀點」。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應用於金融業及金融監理之案例如下： 

1. 情緒指標：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公司使用 AI 和機器學習技術，應用在許多金融

服務投資者者。投資者情緒指標正在開發並出售給銀行、對沖基金、高頻交易

投資者，以及社交交易和投資平台。 

2. 交易信號：機器學習可以幫助公司提高生產率，並透過快速掃描，根據情況

做出決策來降低成本，信息來源比人類更多，但是這些工具是易受虛假信息的

影響。 

3. AML / CFT 和欺詐檢測：一些公司使用 AI 在金融機構進行 AML / CFT 和欺詐

檢測，公司還可以將機器學習用於信用監控和降低風險等。 

4. 法遵科技（Regtech）應用: 

(1) 為了分析非結構化數據，法遵科技可以應用機器學習結合自然語言處理，

除了應用於監視交易行為及交易者之間的溝通，以提高市場行為透明度，

也可以用於辨識數據資料輸入，例如電子郵件、語音、即時消息、文檔和

詮釋資料。 

(2) 資產管理公司可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因應對新法規，在歐盟，投資經理必須

遵守市場中的特定要求-《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指導》(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 II)，歐盟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

(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UCITS）指令和另類投資基金經理指令（The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AIFMD）。 

(3) 公司可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和其他機器學習工具來將這些法規轉變成通用語

言，然後，他們可以分析整理並將規則自動化，整合到風險和報告系統中，

以幫助企業遵守法規。如此將可減少翻譯時間及成本及精力，俾利基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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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遵循即時更新規定的合規需求。 

(4) 協助了解客戶的身分（KYC）是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被用於解決金融行業最

大的痛點之一，無論是關於用戶體驗或是對監理機構的期望。KYC 流程通常

成本高昂且費力，機器學習在金融服務公司的遠端 KYC 中越來越多地用於

身份識別和背景預檢查。主要用於兩種方式：評估識別文檔中的圖像是否

相互匹配，以及計算風險評分，該評分確定哪些個人或應用程序需要接受

其他審查。 

(5) 基於機器學習的風險評分也應用於公眾正在進行的定期檢查中，以及其他

數據源，例如警察單位的罪犯登記冊和社交媒體服務，應用這些來源可以

使風險和信任得以快速且廉價地進行評估。但由於擔心其準確性，一些金

融服務無法合併應用這些工具。 

(6)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方法有助於改善宏觀審慎監理（Macroprudential 

Surveillance）及分析，以及數據質量保證，案例如下： 

A. 跨轄區的一系列新報告要求，導致了更大的範圍報告數據的數量和頻率，

以及來自金融機構要求按時完成報告。在某些情況下（例如，MiFID，AIFMD

模板），接收到數據量大以致無法使用它傳統方法，此外，經常會出現重

大錯誤，空白字段和其他數據質量問題，並且額外的檢查和數據質量保

證需要。機器學習可以幫助提高數據質量，例如通過自動識別異常（潛

在錯誤），將其標記給統計人員或數據提供源，如此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

以提高質量報告以及更有效的數據處理和宏觀審慎當局對數據的監視。 

B. 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可以幫助交易庫（TR）處理數據質量問題，增加了

TR 數據對當局和公眾的價值。機器學習技術的應用有助於 TR –對於櫃

臺交易方式（OTC）衍生性商品或其他類型的交易，例如交易所買賣衍生

性商品或證券融資交易，可提高數據質量。具體來說，經過適當培訓的

機器學習算法可以幫助您識別數據差距，數據不一致和胖手指錯誤以及

匹配可能的交易對或內插丟失的數據。監理機構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技術，

例如，魁北克金融市場監理機構報稱已成功在其金融科技實驗室測試了

一種受監督的機器學習算法，能夠識別櫃臺交易方式（OTC）中非結構化

自由文本字段中的不同類別衍生數據，例如掉期交易的浮動部分。實施

警報正在基於該演算法，自動檢測交易不符合強制性清算要求。 

5. 監理科技（Suptech）應用: 

(1) 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可以幫助監理機構檢測、衡量並預測市場波動、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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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財務壓力、房價及失業率等。 

(2) 在義大利銀行（BDI）的一項研究中，來自 Twitter 帖子的文字情感應用於

時變零售儲戶對銀行信託（the time varying retail depositors’ trust）

的代理。該指標用於挑戰銀行零售融資的預測模型，並試圖捕捉到金融穩

定的潛在威脅，推導從銀行系統可能增加公眾的不信任，此外在義大利銀

行（BDI）中，將處理報紙文章以評估其情緒觀點。在另一項研究中，學者

使用計算方法開發了一個模型語言和概率方法，在美國銀行強制性曝險揭

示，使用自然語義語言。該模型能儘早發現與 2005 年有關的利率、抵押，

房地產，資本要求，評級機構和有價證券等風險。 

(3) 貨幣政策： 

A. 中央銀行可以使用人工智慧來協助貨幣政策評估。大數據可以進行宏觀

經濟分析和金融穩定的目的，通過經濟預測，特別是對於諸如通貨膨脹

和物價之類的經濟指標而言。人工智能可用於預測失業率，GDP，工業生

產，零售，旅遊活動和商業周期。 

B. 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新合併開發具有觀察性的機器學習方法研究，

使公共監理當局和市場參與者能夠：（i）“評分”政策選擇，並將其與

財務指標業績聯繫起來；（ii）模擬在不同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的政策影

響；（iii）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政策功效，檢測比較市場趨勢的市

場創新變化率。 

6. 人工智慧應用於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AML / CFT）檢測 

(1) 澳大利亞證券及投資委員會（ASIC）一直在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和其他

技術辨識和提取有興趣的機構之實體證明文件，以瞭解之間的關聯性，並

探索提升其辨識結果的質量。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正在探索利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分析可疑交易，

以識別那些需要進一步關注，使主管機關可以將資源集中在較高風險的交

易上。 

(3) 調查可疑交易非常耗時費力，而且經常由於受監理機構的防禦性備案，導

致誤報率較高。機器學習用於識別複雜的模式，並突出顯示可疑交易可能

會更加嚴重，需要進一步調查。加上機器學習方法以分析來自交易、客戶

的細顆粒度數據、使用者端文件和各種非結構化數據，機器學習以發現不

同屬性和實體之間的非線性關係，並檢測潛在的複雜行為，洗錢模式以及

無法透過可疑交易備案，而直接觀察到恐怖主義融資來自單個實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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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的法律問題要關注，常與隱私和資料保護、消費者有關的

法律問題保護、反歧視和跨境問題及智慧財產權等皆是主要問題，2018 年歐盟頒布

了《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與使用人

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特別相關的是第 11 條，其他如第 9條、第 22 條及第 24 條等。其

他如供應商之間的責任分配也可能存在疑問，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系統的運營商和

用戶，例如基於金融產品的製造商或分銷商的責任，在第三方數據輸入設備或演算

法上。監理機構應謹記跨境監理、合作調查等監理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應用程序可

能會出現運作於跨轄區的問題。 

四、 法遵科技和監理科技應用於洗錢防制及金融犯罪檢測 

      （Regtech and Suptech for AML and Financial Crime Detection）  

(一)  基於人工智慧的方法改善篩查交易和支付 

    主講者為IBM金融犯罪洞察負責人Scheurmann Steven先生，分享基於人工智

慧的方法改善篩查交易和支付，依據2019 Risk.net,「Smarter thinking around 

financial crime prevention」研究指出,金融業多數開始評估和將人工智慧應用

於金融犯罪案例，大約有87％正在評估或已經導入人工智慧在風險和合規需求上。

當今金融犯罪中的挑戰是浪費90％的時間在干擾無用雜訊（noise）上。 

    金融犯罪中需要人工智慧的地方主要應用於洗錢防制、付款詐欺、保險索賠

詐欺及監理面，有高達81％不瞭解人工智慧需要大數據資料，組織建構人工智慧

旅程之所以出現瓶頸，主因在於多數人僅關注AI演算法與場景應用，雖明知資料

是驅動AI的要素，也利用各部門的力量收集各種資料，但疏於建立好的企業級資

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IA），未能形成統一管理整體資料的流程

管線，以致經常礙於無法適時獲取可被信任、可被分析的數據，讓一個個侷限「孤

島」運作的AI專案功敗垂成。 

    完善的IA能夠幫助企業做好四件事： 

1. 收集：可彙集與正規化企業混合多雲環境中的各種資料源，包含遍佈全球的IoT

或行動感測器、顧客資料、供應鏈資料或交易系統等等，接著透過 ETL、Spark

或Script腳本等標準化分析工具，汲取其中相關資訊，建立單一真相來源。 

2. 準備／組織：讓企業能運用Hadoop、SPSS、SAS或R等資料科學工具，有效分類

與測試汲取到的資料集，透過不斷增加的資料量提升精準度，著手建構模型。 

3. 分析／訓練：易於將模型快速複製並分佈至多個GPU，共享前端資料服務，以

提升模型的迭代開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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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理/注入組織：一來透過低延遲API加速儲存與擷取資料，創造最快回應速度，

二來藉由容器化部署方式管理工作負載，最終將訓練有素的模型順利佈建到組

織的商業流程。 

    組織經由收集、準備、分析而至推理/注入組織的層層堆疊，可完美構成一座

以資料為基礎的AI成功階梯，如圖十九、金融機構正在攀登AI階梯。 

 

 

 

 

 

 

 

 

 

圖 十九、金融機構正在攀登 AI 階梯 

    Watson 是 IBM 的人工智慧和認知計算平台，IBM 將 Watson 應用在金融監理合規解

決方案上，一共推出三種 RegTech 產品:Watson 金融監理合規、IBM Watson 金融犯罪

洞察、IBM Algo One 大數據分析。 

    每年金融機構需要花費巨額於反洗錢、了解客戶需求及開展行為監控，這些活動

基本都需要人工完成，並且通常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從各種來源收集信息。而最終的決

定卻往往十分主觀，全憑分析師個人的經驗。 

    有鑑於此，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匯集了認知計算、智能機器人過程

自動化、身分解析、網絡分析、機器學習和其他高級分析功能，能夠加快盡職調查，

幫助企業更有效地理解和管理現有交易監控系統產生的大批反洗錢警報，如圖二十、

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技術價構圖。各金融機構可以提高客戶認證的速度

和準確性，收集負面新聞以了解客戶要求，從而減少誤報，加快對反洗錢警報審查的

調查。主要從三大領域助金融專業人士一臂之力：理解監理要求、提高對潛在金融犯

罪的洞察力以及利用全新數據架構方法來管理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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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技術架構圖 

    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在收集、準備、分析而至推理/注入組織等過程

中，除能降低假陽性率 (false positive)及成本，並可提升偵測率及合規性效能，如

圖二十一、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效益。 

 

 

 

 

 

 

 

 

 

 

圖 二十一、IBM Watson 金融犯罪洞察解決方案效益 

 

    IBM 已經運用 AI 相關儲存方案創造許多成功案例，包括協助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

醫學院及 Vanderbilt 大學影像科學研究所建構大規模深度學習平臺、協助富國銀行打

造金融風險模型，更扮演世上第一與第二超級電腦（Summit 及 Sierra）的幕後功臣，

藉助優異的儲存設備，方能實現最快路徑，加速驅動 AI 洞察力與商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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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遵科技及監理科技應用於洗錢防制和金融犯罪檢測 

    主講人為馬來西亞國家銀行風險與資訊科技專家高級主管 Akmal Amri 先生分享馬

來西亞經驗及。一般應用於洗錢防制和金融犯罪檢測之監理科技工具，在監理機關為

風險評分、合規分析及網絡分析（暴險於高風險）；在金融情報機構為網絡分析–參與

的實體高風險交易、評估發生金融犯罪的可能性、定義趨勢及模式等，如圖二十二、

洗錢防制和金融犯罪檢測工具，但較難以證明其應用效能。 

 

 

 

 

 

 

 

 

 

 

 

 

 

 

 

圖 二十二、洗錢防制和金融犯罪檢測工具 

      監理科技在洗錢防制監督和檢測方面的挑戰主要在 1.機器執行的效能及容量

（Machine capacity）；2.應用效能(effectiveness) ；3.資料隱私及保密（Data 

privacy&Confidentiality）；4.持續性機器學習需求（Continuous machine learning 

required）。 

     監理科技在洗錢防制監督和檢測方面的機會主要在 1.後動優勢（Late mover 

advantage）；2. 跨境資料共享(Crossborder data sharing)；3.國際化數據分析解決

方案（International data analytic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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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用於財務風險管理的數據分析 

   (Data Analytics for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主講人為路孚特（Refinitiv）亞太地區政府和工業事務負責人 Daniel Warelis

先生，分享主題為「風險管理及合規的數據資料解決方案」，路孚特（原湯森路透金融

與風險業務部門）為 190 多個國家／地區的 40,000 多家機構服務，公司總營業額達

60 億美元，在 190 個國家則超過 40000 人僱員，主要提供信息、洞察和技術，並推動

全球金融市場的創新和業績，涉及 130 多個不同範疇，包括金融產品、反洗黑錢等，

同時也涉及併購項目，辦公處地點建置於 190 多個國家地區，包括位於台北市，則由

路孚特和政大金融科技國際產學聯盟聯合成立「REFINITIV 金融大數據實驗室」，其所

營業及收集全球金融資訊情形詳如圖二十三、路孚特營業資料數據，自稱是從海量數

據中提取洞察的專家。 

     

 

 

 

 

 

 

 

 

 

圖 二十三、路孚特營業資料數據 

    在亞太地區，機器學習已在驅動競爭的優勢，據調查 169 家機構，76％的客戶表

示機器學習是業務策略的核心組成部分，對此的投資不斷在增加；72％的客戶表示他

們正在做大量投資機器學習技術；46％預期數據科學家的數量在他們組織正成長中。 

    全球各地在科技的採用情況方面存在差距。美國和加拿大的金融機構是領先者；

亞洲的機構在某些領域領先於歐洲，但是，在機器學習的實際部署方面，亞洲仍然落

後於歐洲。在亞太地區，組織內部對機器學習的採用比預期的要先進，並且在包括風

險管理在內的關鍵策略領域中，自動化以外的其他技術正在使用。如圖二十四、亞太

地區應用機器學習情形，經調查 169 家機構約 81％經歷過實驗階段，他們組織中的一

個或多個部門已部署了機器學習來管理或分析內容，應用機器學習的數據資料科學家

支持機器學習集中部署在幾個團隊中，且機器學習主要應用在規避風險領域。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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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數據的激增約佔 80％，使從內容中獲取洞察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我們需建立流程

及應用工具來因應這項關鍵的挑戰。 

    在數據科學家的典型“日常工作”中，約 80％的時間花在數據處理上，通常是由

於數據質量差，為讓 AI 計畫提供堅實的基礎，數據必須涵蓋真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自

可信賴的來源、結構良好、易於取得。 

 

 

 

 

 

 

 

 

圖 二十四、亞太地區應用機器學習情形 

    路孚特（Refinitiv）提供更具智能的產品，創建了 AI 應用案例並增強友善的使

用界面。利用自然語言搜索、內容管理及總結、智能代理機器人等友善介面工具，提

供銷售與交易、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及合規等領域案例應用人工智慧。 

    Refinitiv World-Check One 提供可靠的信息，在全球擁有數百名專業研究人員和

分析師，他們遵守最嚴格的研究指南，從可靠和有信譽的來源（例如觀察名單、政府

記錄、行業知識和媒體搜索）處收集和整理信息，以幫助企業遵守法規和識別潛在的

金融犯罪，為全球大型企業提供“了解你的客戶（KYC）”和第三方篩查服務，簡化日

常客戶引導和監控決策流程，並幫助企業遵守與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有關的法

規。從超過 11,000 個高質量的印刷品和網頁來源構建內容，數據經過完整的結構化、

聚合和去重，利用 AI 的力量來豐富此內容，可以實現出色的整合資訊，簡化工作流程，

以及最佳的內容，對於減少金融犯罪至關重要。 

    如圖二十五、World-Check One 產品人工智慧處理流程圖，非結構化資料內容利用

人工智慧的力量，產生完整豐富的結構化資料，以友善介面呈現給決策者，該產品具

有增強審計透明度、更好篩選準確性及關聯性、減少干擾無用雜訊、持續的監控、卓

越的協作與跟踪工具，以及更大篩選靈活性和效率，簡化篩查流程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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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五、World-Check One 產品人工智慧處理流程圖 

   主講人針對負面媒體內容進行篩選提出必要性之見解： 

1. 補充現有金融犯罪和反賄賂貪腐之篩查：僅提供“風險指標”或“預警信號”

未能滿足 World-Check One 產品服務標準，須包含受執法部門或監理機構指

控在特定的人物或企業調查、質疑。 

2. 強化增強型盡職調查：提供高敏感政治人物（PEP）進一步的背景相關比對，

或透過更廣泛的資源庫，對任何已確定的風險，更深入了解背景及範圍。 

3. 名譽風險篩選：可以篩選長官的信譽、董事或企業與第三者有關的案件團體

風險管理、併購投資盡職調查和其他聲譽調查案例等。 

4. 更廣泛的第三方風險篩選標準:包含專注於第三方風險議題之風險智慧。

（ Risk Intelligence），如勞動犯罪、網路安全、智慧財產權及金融健全等。 

    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負面媒體內容構造如圖二十六，所有負面媒體內容，包括

非財務（聲譽）風險屬於非結構化內容，其他如官方清單、高敏感政治人物（PEPs）、

親屬或具密切關係人員（RCAs）、國有企業（SOEs）、結構性負面媒體內容等屬於

結構化內容。 

 

 

 

 

 

 

 

 

 

圖 二十六、結構化及非結構化負面媒體內容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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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數據和科技–增強監理者的當前財務能力市場 

   （Data and Technology – Empowering Regulators in Current Financial Markets） 

    主講人為路孚特（Refinitiv）亞太地區亞太區交易後部門主管 Sachin Somani 先

生先生，分享主題為「數據和科技–增強監理者的當前財務能力市場」。 

     金融產業背景現況概述： 

（一）監管環境 

1. 目前要求金融機構擁有更好的控制、流程和系統，以主動監控任何可能導致

市場濫用或操縱的可疑活動。 

2. 美國和歐洲監管當局對未能阻止交易者試圖操縱匯率進行罰款，總計 7家銀

行被罰款超過 100 億美元。 

3.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 20 家銀行因違反各種金融法規，被罰 2,350

億美金。 

4. 對合規專業知識的需求。 

（二）成本壓力 

1. 銀行繼續面臨日益增加的合規和監管成本。 

2. 整理和管理來自不同來源的大量數據資料既昂貴又效率低。 

（三）數據資料與技術 

1. 數據量大且不一致性很難強化、合併和分析。 

2. 零散且瞬息萬變的技術局勢。 

3. 需要減少對手動流程的依賴，並在自動和手動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並減少

錯誤風險的流程。 

4. 是否需從頭開始開發高精密複雜的行為監控平台，或者購買現成的監視工具，

但軟體若無高品質資料就不具價值。 

     

     

 

 

 

 

 

 

 

圖 二十七、金融市場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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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開市場、次級市場、交易後處理、監管報告、基於交易的評估基準等一系列

的循環活動，構成金融市場生態系，各種角色及關係人在生態系中進行市場交易活動

或監控，如圖二十七、金融市場生態系。 

    金融監視活動之資料來源可為價格與參考資料、交易資料、機器可讀的新聞、金

融基準資料及客戶提供的資料等，提供之監視服務案例有交易的監視、基準監視、員

工交易監控、電子通訊監視，以及防制洗錢等，如圖二十八、金融監視活動圖。 

 

 

 

 

 

 

 

 

 

圖 二十八、金融監視活動圖 

    交易監視流程為輸入資料後經過平台的偵測、個人端的檢測，提供視覺化及合併

性風險預警訊息，供監督者進行審計及個體檢視與視覺分析調查，如圖二十九、交易

監視流程。 

 

 

 

 

 

 

 

 

 

 

 

圖 二十九、交易監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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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分析用途主要在識別與行為相關的威脅、查明有風險的個人和實體，儘早檢

測合規問題及加速利用洞察進行調查，應從基於事件的分析進化到算出實體風險分析，

以各種風險來源及可能機率評估整體風險值。 

    行為分析匯集各種資料來源後，剖析並優化資料存取程序及品質後儲存資料，利

用機器學習模式找出異常值等各種技術進行分析，方能提供視覺化的儀表板、商業智

慧及預警風險工具提供決策分析者參考，如圖三十、行為分析背後情景。 

 

 

 

 

 

 

 

 

 

 

 

圖 三十、行為分析背後情景 

    路孚特提供監控解決方案之分析平台，多樣監視功能使監管者、交易所和行業從

業者可以監視交易的完整性和效率。如圖三十一，監視預警報，是由客戶端定義業務

邏輯，通常用於檢測某些類型的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該流程會監聽市場數據和事件，

根據傳入的數據計算統計信息，將它們與預定義的基準值進行比較，如超出閾值，則

發出預警消息。提供歷史紀錄和即時警報工作流項目的概述。預警狀態可透過圖形方

式顯示標準範圍、預警類別或資產符號，預警音量模式可及時以圖形方式描繪，並附

帶處理回應時間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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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一、分析平台預警功能 

    儀表板不僅解決了數據檢索和顯示方面的難題，而且還解決了性能，可擴展性和

授權問題，為存取公司數據的企業解決方案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儀表板可以視覺化分

析和探索大型的複雜數據集，並能萃取它們內含值。如圖三十二、儀表板監控分析平

台，它們讓不具專業程式編輯知識的用戶可以輕鬆實現，並能獨立檢索數據及處理圖

表，並以顯示趨勢和模式比較數據集，能與他人共享這些洞察及見解。透過存取及管

理大量數據，可在整個組織中交流洞察及見解，結果他們可以迅速部署及學習並立即

提高效益。 

    除了預警監視外，另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管理框架，以管理整個組織特定目的及預

定報告，可提供在 Excel 中建立復雜的報告，並整合利用 Microsoft Excel 的分析和

圖形化能力。 

 

 

 

 

 

 

 

 

 

 

 

圖 三十二、儀表板監控分析平台 

    監視工具可以利用其所基於交易解決方案的回測功能，從而為用戶提供可選擇任

何時段歷史資料的能力，並立即重播當時的匯率和事件。他們可以目視檢查是否有相

關周圍事件，包括新項目、交易高峰，異常活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跡象。 

    可以逐筆處理數據，或以每秒最多 50 個事件的倍數重播。如如圖三十三、交易監

視分析平台所示，用戶可以對所選時間段內每個價格水準發生的情況進行重建，並蒐

索可疑模式、異常或其他惡意意圖的跡象，並可分析執行品質及監管合規性、壓力測

試新運算或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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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三、交易監視分析平台 

    路孚特提供之交易監控解決方案，可使監控機器可讀新聞功能更充實，具有以下

特性： 

1. 將定性資訊轉化為可行的數據資料，在公司公告之前。 

2. 檢測交易活動或重要新聞，檢測基於相關性、新穎性、正面/負面、情緒性的新

聞，有助於減少誤報和優化預警功能。 

3. 高度結構化的經濟數據和純文字資料，較易於應用。 

4. 深入的歷史檔案分析應用。 

5. 互聯網新聞和社交媒體解決方案。 

6. 詮釋資料包括：公司標識符、主題代碼、預警、文章及更新資訊更。 

七、 使中央銀行的跨境支付數據有意義 

    (Making Cross-Border Payment Data Meaningful for Central Banks) 
    主講人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亞太地區數據與分析業務總監 Greg 

Huguet 先生，分享主題為「利用中央銀行交易數據的力量」。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一個國際合作組織，超過 40 年以上運營世界

級的金融報文網絡，為金融機構提供安全的電報轉換系統（Message Switching System），

各間銀行及金融機構都有一個「門牌號碼」，以便機構準確、快捷、標準化、安全地透

過可信的通道傳送和接受匯款指令，從而完成金融交易。除此之外，SWIFT 還向金融機

構銷售軟體和服務，其中大部分的用戶都在使用 SWIFT 網絡。SWIFT 的服務已經遍及全

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1,000 多家銀行和證券機構、市場基礎設施和公司客戶，每

日處理的電報次數達到 3520 萬以上，覆蓋全球大部分以美元計價的跨境交易，每年傳

送超過 78 億條財務信息，用戶包含銀行基金經理、中央交易對手、清算及結算系統、

債券經紀人、國際證券清算保管機關、全球保管人、證券交易所、存託處交易儲存庫等。    

    中央銀行面臨的策略性挑戰有總體審慎監理、洗錢防制與合規、本幣、國際收支

平衡和外幣儲備等議題。如總體審慎監理需確保金融系統穩定、管理本地銀行到海外

市場的風險及管理本地市場到海外銀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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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銀行應利用整合各來源的交易數據的力量，在管理面上應管理國家的數據以

製定合理的政策；整合經濟數據並製定明智、有情報依據的政策；預測趨勢以支持國

家經濟發展；檢測可能對國家造成損害的原因，如當地個人/實體是否從高風險國家/

地區或使用多家銀行發送/接收可疑付款、跟踪付款活動和付款目的以識別逃稅和洗錢

行為等。 

    資料收集和管理的挑戰包括過時的資訊、不可靠的資料來源、有限的分析能力及

耗成本的手動數據資料收集，尤其錯誤率及遺漏情形高。 

因應以上挑戰，中央銀行社群需要： 

1. 無須人工介入，幾乎即時的自動化數據收集 

2. 中央銀行的業務分析工具，可監控國家、銀行和個人的付款 

3. 無需更改銀行現有流程和基礎架構，可透過自動渠道收集數據 

 

    SWIFT Scope 服務提供點到點的即時商務智能解決方案，如圖三十四、SWIFT Scope

點對點即時商務智能解決方案，結合了成熟的技術和專業的商業知識，可以自動包含

整個集團範圍內的 SWIFT 消息、SWIFT 消息和其他多個相關來源獲得的數據，提供針對

用戶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商業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圖形化的可視化效果和報告，以確

保您獲得制定明智的決策所需的商業智能洞察。 

 

 

 

 

 

 

 

圖 三十四、SWIFT Scope 點對點即時商務智能解決方案 

   SWIFT 可以協助金融機構自動向中央銀行報告付款數據，以達自動蒐集及分析之目

的，如圖三十五、SWIFT 資料自動蒐集模式，SWIFT 提供自動複製各種交易訊息予中央

銀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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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五、SWIFT 資料自動蒐集模式 

SWIFT Scope 服務功能主要重點摘要： 

1. 加強洗錢防制的控制：檢測可疑金融活動，並具有全面視覺化檢視每筆交易及其利

益相關者。 

2. 分析經濟活動：創建報告以顯示與世界各地的金融及貿易交易情形。 

3. 監控國際收支平衡：即時監控可用流動資金和資金出入國情形。 

SWIFT Scope 提供中央銀行互動式的數位儀表板共十二項功能如圖三十六。 

 

 

 

 

 

 

 

 

 

 

圖 三十六、互動式的數位儀表板 

        中央銀行面臨的策略性挑戰：總體審慎監理、洗錢防制與合規、本幣、國際

收支平衡和外幣儲備等三議題，相對於在付款方式、貸款投資、外匯、貨幣頭寸及貿

易融資各方面，SWIFT Scope 服務提供即時且可靠的數據供其管理以上策略性議題，如

圖三十七、即時性資訊因應管理策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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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七、即時性資訊因應管理策略功能 

     

    SWIFT Scope ILR 提供一系列的數位儀表板服務，予以全面綜合分析日內流動性監

測，且亦能提供即時流動性監控。SWIFT 服務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自動集中並在集團

司庫的階級整合資料，根據預定義標準，監控、整合 SWIFT 全球訊息，透過自動透明

且即時資料傳遞、資料來自全球各地子公司、無需昂貴的內部整合專案，即可得到合

併後的可靠整合資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要求旨在使銀行監管人能夠監控銀行

的管理和當日流動性風險，SWIFT Scope 提供了有效的當日流動性管理解決方案來滿足

這些要求。 
    日內流動性監控報告具蒐集整合、合併集團財務部門的全景數據、具壓力測試情

境、多樣豐富動態聚合的數據，以及提供依不同時間區間及顆粒度大小的資料取得等

特性，如圖三十八、日內流動性監控報告特性。 

 

 

 

 

 

 

 

 

 

 

 

 

 

圖 三十八、日內流動性監控報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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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的交易數據應用案例如下： 

1. 銀行監管與分析 

(1) 應用機構：銀行監管機構、金融情報機構、貨幣和金融穩定機構 

(2) 使用案例：對每個本地銀行及其同行的活動建立密切的知識及瞭解 

 總體上密切監控跨境付款流量，如圖三十九、跨境付款流量圖，特別是: 

 整個支付鏈中涉及的所有各方，包括訂購和受益客戶、訂購和收款機構、中

介者 

 貨幣，數量和價值 

 對手方國家 

 付款目的 

 分析本地和外國同行間跨境支付流程的總體趨勢 

 

 

 

 

 

 

 

 

 

 

 

 

 

 

 

圖 三十九、跨境付款流量圖 

2. 交易的風險分析、監控和調查 

(1) 應用機構：金融情報機構 

(2) 使用案例：檢測可疑交易並調查個人支付，如圖四十、小額支付可疑交易分析： 

 提供數據以支援對可疑事件的調查交易，特別是用於檢測： 

 低/大額付款和稀有貨幣 

 代理銀行關係 

 高風險支付州、實體及個人 

 監控高風險州，實體或任何付款個人。 

 搜索個人付款和所有顆粒度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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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小額支付可疑交易分析 

3. 宏觀經濟研究，宏觀審慎監理與貨幣分析 

(1) 應用機構：貨幣政策機構、貨幣預測與統計、貨幣與金融機構 

(2) 使用案例：分析跨境支付、外匯、銀行間借貸和銀行對賬單，以提供高效的服

務，對當地經濟的分析和評估，如圖四十一、國家代理銀行分布情形： 

 相關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進行經濟信息有效的分析及評估，包括國內和國

際交易信息、外國直接投資、匯款額等。 

 即時瞭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 

 貨幣管制有效性的分析。 

 監控利用利率和貨幣的貸款市場。 

 即時取得銀行同業間借款利率之參考資訊。 

 
圖 四十一、國家代理銀行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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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使用 SWIFT Scope 服務的效益: 

1. 降低成本: 

(1) 減少數據資料收集、標準化，清除和可視化等人工作業 

(2) 減少國際收支報告的人工作業 

(3) 降低分析軟體授權和市場數據取得的成本 

2. 降低銀行業成本： 

減少銀行因遵守中央銀行的交易數據請求（如人工作業，資訊科技工作，軟體購

買及顧問費用）之成本 

3. 授權做出更好的決策 

(1) 反洗錢法規的執行 

(2) 實施反恐融資和製裁條例，以及對國家金融體系的外部見解 

(3) 外匯法規的執行與國際收支平衡管理 

(4) 貨幣政策 

(5) 管理系統性風險（流動性風險，集中風險，暴露風險） 

(6) 經濟分析，從研究和統計到建立信用機構 

以上各項效益可節省之可量化數據及協助的相關案例等情形，如圖四十二、

SWIFT Scope 服務的效益價值。 

 

圖 四十二、SWIFT Scope 服務的效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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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系統風險分析 

      （Leveraging Big Data and Analytics for Systemic Risk Analysis） 
    主講人為英國 Financial Network Analytics（FNA）Ltd 公司的總裁 Phillip 

Straley 先生，負責全球商業和企業職能，分享主題為「利用大數據和分析進行系

統風險分析」。 

    Financial Network Analytics（FNA）Ltd 提供之平台允許金融監管機構和金

融市場基礎設施（FMI）繪製和監視複雜的金融網絡，並模擬運營和財務風險。分

析和監控的自動化使監督人員可以騰出時間來從事更重要的工作。相關金融網絡

的視圖可以自動實現，並可以從基礎交易中即時創建，從而可以及早識別和緩解

新興風險。Financial Network Analytics（FNA）Ltd 公司針對當前狀態觀察，

如使用新資料集、新目的使用舊資料集、關連性的進階模型建立、增加對非財務

金融風險的專注、加強協作及監理機構針對金融機構互通協同作業能力等，各種

系統性風險分析案例提供視覺化工具及洞察見解的解決方案，如表三、系統性風

險應用案例。其中有關監理機構針對金融機構互通協同作業之案例有應用程式介

面（APIs）、壓力測試、模型驗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監督等。 

表 三、系統性風險應用案例 

 

 

 

 

 

 

 

 

 

 

 

 

 

 

 

 

 

 

 

 

 

 



51 

(一) 衍生性商品交易儲存庫分析案例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觸發國際社會採取行動，針對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各個

範疇推出改革方案，藉以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及減低涉及的交易對手風險。國際監管

機構所採取的改革措施包括規定向交易資料儲存庫（儲存庫）匯報所有場外衍生工

具交易，以及所有標準化場外衍生工具交易都要經中央交易對手結算所結算。 

作為全球監管改革的一部分，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於 2013 年開始透過香

港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資料儲存庫，收集衍生品數據資料。中央銀行和研究人員使用

交易儲存庫收集的數據，提高衍生產品的透明度市場及減低涉及的交易對手風險。

儲存庫是保存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記錄的中央電子資料庫，會收集及向監管機構提供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資料，為監管機構履行監察市場的職責提供重要支援，有助維

持金融穩定。 

FNA 所提供之分析工具就新資料集來源分析並產生網絡關聯圖，提出了一個初

步框架，分析此新數據源，以評估市場穩定和潛在風險的財務狀況，包含發展出金

融機構之間的風險關聯圖，如圖四十三、香港衍生性商品交易儲存庫案例。 

 

 

 

 

 

 

 

 

 

 

 

 

 

圖 四十三、香港衍生性商品交易儲存庫案例 

 

 交易儲存庫分析重要性如下： 

1. 了解產品和交易對手之間的複雜關聯性 

2. 透過直接、間接暴險，可獲得清晰的風險集中度 

3. 可視化觀測隨時間變化的風險集中度（使用時間序列圖） 

4. 聚集匯總和分解暴險（使用多層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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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分析案例 

    屬於關連性的進階模型建立之案例，在 2009 年初至 2018 年底，在全球金融

危機之後，希臘及其銀行發現維持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難取得流動性現金，

這導致到歐元危機的開始。 

    FNA 可視化工具提供希臘銀行業在歐元區債務危機前後之暴險敞口動態；希臘

各銀行在以毛額基礎和相對於 GDP 下，合計持有和發出的索償額持續增長。 

    FNA 提供之洞察分析如圖四十四，顯示法國和德國的銀行對希臘銀行的風險暴

險規模最大，有較大的總體風險反映在節點大小，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兩個政府

熱衷於重組希臘債務。 

 

 

 

 

 

 

 

 

 

 

 

 

 

 

 

圖 四十四、希臘於歐洲債務危機分析 

     

   FNA 可視化工具顯示危機過後，希臘銀行持有的索賠總額突然下降，希臘發出

的索賠總額，其中意思是銀行索賠保持低位。 

    FNA 提供之洞察分析如圖四十五，顯示英國銀行是希臘銀行持有其大部分債權

的銀行之一，德國和美國銀行成為希臘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這可能預示著在危機

之後的一個新的狀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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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五、希臘於歐洲債務危機後分析 

 

(三) 加拿大支付(Payments Canada)銀行同業支付系統 

    加拿大支付 (Payments Canada)是在加拿大運營付款結算和結算系統的組織。

該組織與 FNA 合作設計下一代銀行間支付系統。 

1. 背景：加拿大支付負責一個多年項目，旨在現代化加拿大的支付系統並實現加

拿大的即時支付。初步估計預測流動性需求將大幅增加，促使加拿大付款考慮

該系統的流動性節省機制(Liquidity Saving Mechanism, LSM)。 

2. 目標：模擬替代流動性節省機制，以評估在不增加不適當操作風險的情況下可

以減少多少流動性需求。 

3. 結果：利用 FNA 平台進行的模擬顯示，節省潛在的流動資金價值約 40 億美元。

加拿大支付(Payments Canada)現在為他們的新服務提供了一個可用的工作模

型，他們在 2018 年通過更多仿真來驗證設計，他們計劃 2019 年將 FNA 平台擴

展到持續的監視和管理。FNA 平台在市場上是獨一無二的，使加拿大支付能夠

設計、壓力測試和監控複雜的系統，例如剛推出的 Lynx 銀行同業支付系統。 

  

    FNA 平台提供在全球化運作中，能實現清晰分析的即時操作化需求，從資料管

理、進階分析、監控到模擬等階段提供視覺化平台，即時映射和過濾功能使用戶

可以輕鬆地從其數據中獲取含義，並專注於信號且消除雜訊，有利於政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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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介入、系統性風險監督及市場參與等議題執行，如圖四十六、FNA 平台分析階

段建議。 

 

 

 

 

 

 

 

 

 

 

圖 四十六、FNA 平台分析階段建議 

九、 數位金融數據追踪與測量 

   （Digital Finance Data Tracking and Measurement） 

    主講人為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 Jaspreet Singh 先生，一直致力與聯合國資本發展

基金(UNCDF)合作開展數位經濟領域，尤其是與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利益相關者合作，分

享利用市場情報大數據分析，進行數位金融數據追踪與測量的三項案例。 

(一) 普惠金融入口網(Financial Inclusion Portal) 

    透過監督監控解決方案將數據置於決策中心，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協助尼泊爾啟

用地理資訊系統(GIS) ，具有成本效益、高效和可持續性。提供更準確的市場數據、

增強監督能力及改善財務金融服務品質，使監管機構有能力對基於驗證數據的普惠金

融政策進行數據分析；支持中央銀行監測資金的獲取和供應。效益說明如下： 

1. 更準確的市場數據： 

(1) 清楚了解金融基礎設施覆蓋範圍 

(2) 有效率地識別服務不足的人口分布地區 

(3) 更準確的指標以衡量政策影響 

2. 增強監督能力： 

(1) 目標執法的能力 

(2) 基於風險的方法來監視銀行和非銀行活動 

(3) 讓尼泊爾拉斯特拉銀行各部門之間的更好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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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財務金融服務品質： 

(1) 透過監理機關改善投資決策 

(2) 對客戶需求的反應速度更快 

(3) 提高客戶問責品質所需的管道及活動 

    本案例的政策問題包括管道途徑和地理優先等級、人均管道途徑滲透率、靜止帳

戶、性別平衡、零售信貸滲透、活性劑、監督新的被許可人、外部報告（IMF，MOF）

等。服務供應商包括有效帳戶及每個區域的費用、定位營銷和客戶通訊、代理支援和

管理等。 

    發展系統過程，從數據資料標準化、分類以允許進行不同級別的分析、映射對照

和收集現有數據源、發展資料可視化及分析的雛形系統、最後建立完成系統。在發展

可視化及分析的雛形系統時，顯示點分佈及其可視化方式的地圖（如每 X人口的點數，

按管理區域劃分、距離金融服務點 5公里以內的人口百分比）、可視化分支機構級信貸

和債務數據的分布地圖，以展示從機構轉移的價值級報告到分支級報告、使用不同的

底圖覆蓋數據的能力(如衛星圖像，以探索金融服務點與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地理，

分別是山脈和道路)、將金融服務數據與上下文層重疊的潛力(如人口預期壽命、成人

識字率、人均收入等人類發展指數) 。 

    尼泊爾中央銀行(NRB)之普惠金融入口網與其他系統關係流程如圖四十七，另在建

立系統過程，經歷以下評估考量: 

1. 空間數據可視化和分析工具的選擇和採購 

2. 開發新的數據報告模板： 

(1) 報告模板和轉移至出口級別報告 

(2) 分支機構級數據報告的內部編碼結構 

(3) 新數據資料報告字段 

3. 開發空間數據報告工具: 

(1) 位置數據之手工報告（不使用 App） 

(2) 創建空間數據報告使用(App) 

4. 發展公共可視化功能 

5. 開發新數據報告平台：連接數據庫及同步報告，商業智能（BI）工具和公共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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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七、尼泊爾普惠金融入口網系統流程 

(二) 將數位金融服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聯結 

    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在 2018 年 11 月 29 日宣布成立可持續發展

目標數位化金融全球工作隊(Task Force on Digital Financ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負責提出策略建議，以利用金融技術的潛力來推動可持續

發展目標。 數位金融工作隊由來自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多個部門的領導人組

成。 該小組由南非 Absa Group Ltd.首席執行官 Maria Ramos 和聯合國開發計劃

署署長 Achim Steiner 共同擔任主席。 

    António Guterres 說：「我們已經看到技術如何在短短 6年內幫助 12 億人口

擴大金融包容性，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目標。但我們才剛剛開始挖掘數位金融和

投資的潛力，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提出的更廣泛

的議程。」，聯合主席 Maria Ramos 表示：「數位化使處理金融財務數據變得更快，

更準確，並且成倍增長成為可能。不僅是金融機構，而且整個金融系統都透過數

位革命進行變革。 我們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可以確保出現的以人們為中心的金

融系統。」。 

     為了反映其對系統性金融數位化的興趣，工作隊的成員初期共 17 名，包括投

資界，資本市場，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專家，以及領先的銀行和數字支付創新者。 工

作隊成員以個人身份任職。從 2019 年 1 月的第一次會議開始，工作隊發布了其框

架列出其核心方法，包括範圍，定義，概念框架，工作，橫切面和焦點主題。值得

注意的是，專責小組決定以下： 

1. 著眼於數化化對金融和貨幣的影響，同時認識到社區和經濟體之間更廣泛的技

術轉型，因此請注意秘書長的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的調查結果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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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對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更廣泛，更長期的破壞的背景下，著眼於中短期（1-5

年），並指出採取行動的緊迫性以及在存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數的情況下，

進行過多努力的困難。 

3. 制定實用的建議，同時積極推動雄心勃勃的倡議，既要通過其成員資格，又要

通過其召集的成果，並通過建立協作性的國際倡議來進行。 

    時至今日，全球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在部分的繁榮背後，仍有許多人面

臨著生存的難題。為此，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取代 2000 年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這份目標提出了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並基於積極實踐平

等與人權，規畫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及 169 項追蹤指標，如圖四十八、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 ，作為未來 15 年內（2030 年以前），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

原則。 

 本議題主講人表示，透過交易的資料分析辨別活耀客戶如何使用產品服務，利

用手機調查使用者效益，使用者從這些效益中達到哪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影響？即如何將數位金融服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聯結，如圖四十九、數位金

融服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聯結。 

 

 

 

 

 

 

 

 

 

 

 

 

 

 

圖 四十八、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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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九、數位金融服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聯結 

  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UNCDF)正在調查其中一些解決方案如何影響人們的生

活，以及它們最終如何對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出貢獻，於聯合國組織網站（網

址為 https://impactpathways.azurewebsites.net/），提供動態圖表(如圖五十、

金融工具到永續發展目標的途徑)，概述了概念框架，其中概述了金融工具可能產生

的途徑。每個途徑都可以用三個子行程來描述： 

1. 從註冊使用工具(financial tools)到應用例(use cases)：客戶註冊金融產品

或服務，但他們使用它嗎？ 如果他們確實使用它，將以何種方式使用？ 

2. 從應用例到效益(benefits)：客戶可以以特定方式使用金融產品，但是他們是

否從中認識到收益？ 

3. 從效益到永續發展目標(SDGs)：客戶可能會體驗到效益，但是他們是否繼續以

真正改變生活的方式體驗效益？ 

 

 

 

 

 

 

 

 

 

 

圖 五十、金融工具到永續發展目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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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所有元素之間的淡虛線反映了從金融商品服務到應用例的所有假設聯繫，

從而使其獲得 SDGs 效益。 我們從一系列的經驗中得出了這些假設的應用例，這些

經驗涉及消費者如何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金融工具以及他們可能獲得的效益。資

本發展基金(UNCDF)和BFA正在進行衡量工作，以確定這些假設途徑是否有證據支持，

以及哪些途徑由用戶一致報告，後續將持續就衡量結果修正。 

    這個概念框架和方法論可以提供一種構想從使用金融工具到實現永續發展的行

程目標，和可以顯示金融包容性，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途徑。適用低收入人群於開

發程序，以幫助他們微調財務工具，如何進行最好地強化措施，以改善人們的生活。

它也適用於金融機構，以塑造實現以下目標的產品和工具：具有盡可能多的好處的

許多應用例。對於許多利益相關者而言，該框架和測量方法可能是建立潛在途徑和

進行測量的一種方法，隨之而來的進步，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金融最終將如何

提供幫助改善人們的生活。 

(三) 使用 DFS 大數據減少能源貧困 

    數據公司、電信公司、能源協會和資本發展基金(UNCDF)合作監視移動貨幣市場，

設計監控市場的數位能源財務儀表板。 

    幾乎 80％的烏干達人都缺乏可靠的電力。這意味著他們無法為房屋照明或經營業

務。使用傳統燃料（例如煤油）還具有健康隱患和火災隱患。離網太陽能燈和系統通

常被視為有吸引力且可行的能源解決方案。與移動貨幣技術結合使用時尤其如此。但

是，數位能源金融市場上還有幾個問題。這包括： 

1. 數字能源金融市場發展的效率和速度如何 

2. 他們是否接觸低收入，農村和偏遠人口 

3. 他們是否提高了客戶的生活質量 

    隨用隨付（PayGo）是一種創新的融資方式，允許最終用戶每天，每週或每月使用

小額分期付款方式以數位方式為太陽能家用系統支付費用。理論上，PayGo 技術可以徹

底改變能源行業。它可以使低收入者負擔得起更大的離網能源系統的費用，因為他們

可以向能源服務提供商租用，租賃或借用這些系統，並使用小額的移動資金遠程償還

這些系統。由數位儀表板圖五十一、數位能源金融 PayGo 用戶分布情形得知，推動 PayGo

創新的融資方式，讓烏干達用戶兩年內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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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一、數位能源金融 PayGo 用戶分布情形 

 

加快能源獲取的建議及後續精進如下： 

1. 擴展能源服務在移動貨幣滲透率高地區，但輸電網路通道很少，如圖五十二。 

2. 為客戶量身定製經濟實惠且靈活的融資方法的太陽能 PayGo 家用系統，實具效益。 

3. 數字能源財務儀表板可確定目標擴展區域，並支持針對當地市場需要的量身定制產

品，計劃交易頻率和金額，說明客戶的支付能力並有助於計劃電氣化專案。它監控

烏干達的能源獲取目標，以省、地區和塔級的即時市場增長，簡化的儀表板和銷售

數據將提供給能源提供商及協會應用。 

4. 開發「能源金融儀表板」 2.0 將添加銷售數據、國家金融包容性調查、精益數據影

響調查及增加輸電網路等。 

5. 由於採用了太陽能 PayGo 系統，大約 11 萬名客戶開始使用移動貨幣。 在行動網路

營運商(MNOs)、支付聚合商、（較小的）能源和金融服務提供商之間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降低監管成本以實現數化能源金融，並提高數位意識活動的合作夥伴關係。 

6. 與行動網路營運商(MNOs)合作創建數位廣告系列，以提高人們對 Solar PayGo 的認

識。 

7. 實施旨在改善可再生能源獲取的稅收政策，一旦宣布了移動貨幣稅，數位能源金融

融資便會放緩，取消 PayGo 稅後市場迅速恢復，為太陽能 PayGo 部門創造有利的環

境將直接有助於促進烏干達人能源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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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二、數位金融和能源存取覆蓋率 

十、圓桌會議分享案例 

    本次研討會於第一天（10 月 15 日）及第三天最後一天（10 月 17 日）請各與會經

濟體以 3至 5分鐘在座位上以口頭簡要分享各國推動經驗。 

    第一天分享議題為與數據資料管理有關的發展和挑戰分析（包括使用算法，機器

學習科技或其他大數據分析），進行審慎監理和宏觀金融分析，包括市場和不當行為

監視。本議題由我國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代表吳登彰先生分享，首先分別簡要介

紹我國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督管理會組織與職掌主要的差異，並介紹金融機構如何依監

理單位要求的法報規格，透過中央銀行及金管會檢查局的單一申報系統定期或不定期

上傳申報財報類及非財報類報表及項目，監理機構及周邊單位透過平台能同時能介接

互相分享監理資訊。另為了因應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央行及金管會與時俱進建置數

位監理環境。金管會在檢查作業電子化部分，要優化現行單一申報系統，目前已有幾

家銀行試行，2020 年起將導入 API 自動排程申報，減少人工申報錯誤發生，提升監理

法報系統 效能，金管會也要研擬純網銀監理系統規畫及建置方案，先對純網銀業者的

重要性指標與流動性風險的即時監控。未來，計畫逐步導入票券業者、銀行，甚至是

保險，都能做到即時監控，金管會也為此成立專案小組，共同研議監理科技。 

    第三天分享議題為數據資料和數位身分識別的監理框架，金融科技監理機構近期

的積極監理立場(例如監理沙箱的發展）及業務數位服務原則。本議題由金管會檢查局

代表陳冠竹分享，主要分享我國推動監理沙盒的發展近況，說明如下: 

(一)摘要法規介紹 

1. 法規：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2018 年 4 月 30 日生效，後續也訂定各

項管理細則。台灣成為第一個推行監理沙盒制度的成文法國家，通過此一法律，

展現政府在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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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用所有運用新科技或新商業模式辦理需要經過本會核准的金融業務 

3. 申請人可以是本國人、外國人、自然人或法人。 

4. 實驗期間以 1年為原則，若實驗有效且有必要(如需修正法律始能落地)，則可

延長，最長實驗期間 3年。 

5. 設定實驗規模上限為 2億元作為曝險金，並訂有個別暴險上限，鼓勵試行各項

現行法規尚未同意的金融服務。在試驗期間和合同有效期內提供的金融產品或

服務，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或等值的外幣，如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1 百萬元或等值外幣等。 

6. 是否能進行實驗，必須由審查會議根據創新性、是否有潛在效益、風險管理機

制等共同決議。會議成員包含相關部會代表、外部專家及本會人員 7至 21 位。 

7. 進入實驗的申請人，實驗期間可豁免遵循相關的金融法令，但仍須遵守洗錢防

制(AML)及個資保護規定。 

(二)主管機關監督及管理事項 

1. 實驗前，金管會給予輔導，邀請相關人員就申請草稿給予意見，尤其針對客戶

加入、KYC、洗錢防治、資安及投資人保護等機制之建立。申請人應對參與者

提供妥善之保護措施及退出創新實驗之機制。 

2. 實驗期間，金管會觀察其運作情形，一方面調整法令，一方面調整或建置監理

模式。 

3. 實驗期滿(Expiration of the experiment)，申請人如須繼續辦理業務，必須

以現行法規或修正後的法規申請相關許可(相同業務遵循相同規範)。金管會也

將提供媒合、培育或轉介至他機關之協助。 

4. 澄清法規的灰色區域，包括其他機構授權下的灰色區域。 

5. 洗錢防制(AML)及相關法規仍須遵守。 

6. 尋找發展監理科技(SupTech)的機會。 

(三)申請案例通過情形 

1.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已接受 12 份申請進行審核，其中 6份已獲批准。27

例正在諮詢和指導下。類型主要包括跨境匯款，網路借貸，電子支付和財務管

理等。 

2. 已批准且開始啟用有 3起案件，其中 1例運用在電信公司的個人資料申請銀行

貸款與信用卡；兩例為外籍移工可利用非金融機構跨境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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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持續關注國際金融科技及監理科技等發展趨勢，推動國際合作 

    金融商業模式多元化，科技風險來源複雜化，發展法遵科技與監理科技，已

刻不容緩，集結產官學界的專家，從國際間發展監理科技的趨勢出發，探討監理

科技在我國的發展契機、關鍵挑戰與可行方向，規劃監理科技解決方案，以辨識

與即時因應金融環境的潛在風險。金融穩定學院（FSI）於 2019 年 10 月發佈的「監

理科技時代（The suptech generations）」，對全球 39 個金融監理機構的監理科

技舉措進行了分析，目前出現的監理科技（Suptech）解決方案大多還屬於試驗性

質，且多數是通過內部與外部研發機構聯合開發實施的，缺乏明確的功能要求或

技術規範。因此，金融監管機構應與其他政府機構、學術界以及研究組織之間加

大策略伙伴合作，盡力克服與這些專案試驗性質相關的挑戰，為我國金融科技生

態圈的永續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與思想能量。 

     進一步的國際協調與合作也將有助於監理科技（Suptech）的發展，汲取國

際經驗及作法。如全球標準制定機構和國際組織能夠爲監管當局提供更多監理科

技（Suptech）信息與實踐交流平臺，促進全新、國際化監理科技解決方案的開發，

提高研發效率。 

二、 加速建置監理科技之應用技術，加強監理科技專才 

    為強化金融科技之監理效能，並降低監管成本，應參考各國法遵科技及監理

科技建置經驗，依各項金融監理需要，評估購買現有成熟工具、訂閱整合資訊服

務，或自行建置相關應用系統，尤其利用新興科技建置新監理系統功能，若屬於

高難度者，應分階段導入，在短期內先由幾家個別銀行試行，中長期逐步優化功

能並擴大導入到其他金融業，以更穩健方式導入金融機構。 

    「科技正在改變整個監管的結構。」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 Lawrence Baxter 比

喻，接下來監管者單位會出現「火箭科學家」的人才需求，他用火箭科學家來形

容監理科技及法遵科技人才所需要的艱深學問、數據分析能力。科技法遵人才的

缺乏，將是發展監理科技及法遵科技的其中一道難題，且服務提供者已擴及非傳

統金融機構，監理人員須具備了解新金融商品之能力。鑑於此，監理機關應積極

培訓金融科技專才，持續關注法遵科技及監理科技發展趨勢，就新興科技發展議

題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或與相關金融專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專業訓練，以利監理

人員掌握金融科技發展趨勢與查核技能，以提升我國金融監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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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周邊金融單位積極發展法遵科技(RegTech)及監理科技(SupTech)，精進能力建

構基礎建設 

    鑒於政府經費資源有限，建議應掌握時效，及早利用我國厚實的科技能量，

由監理機關邀集周邊金融單位以專案、結合民間資源方式，產官學研共同發展法

遵科技(RegTech)及監理科技(SupTech)，尤其在建構跨機關構複雜的新監理系統，

需投入大量人力，建置軟硬體設備亦需經費，以及考量系統規模及未來擴充性，

監理機關在資源有限、員額增加困難，預算編列不易，與相關科技專業人才短缺

情況下，由監理機關單獨自行建置實為不易，建議可參考奧地利央行做法，由具

備資源與能力的周邊單位，集合周邊單位力量，組成工作小組共同規劃建置系統，

應用成熟可行的資訊科技，建構穩健的軟硬體基礎建設。 

四、 持續發展普惠金融，積極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普惠金融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各國備受矚目的議題，全球已逾 50 個國家承諾

推進普惠金融建設，並將提高整體普惠金融列為目標，而我國向來對金融服務的

普及非常重視，也採行多項措施，實現以較低的成本提供社會各界，尤其是偏遠

地區和弱勢族群更為便捷的金融服務。 

   利用更準確的市場數據、增強監督能力及改善財務金融服務品質，使監管機構

有能力對基於數據驗證的普惠金融政策進行數據分析，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推出多

項具包容性的金融商品與服務，以達到落實普惠金融價值之長期目標，積極連結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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