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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金額 合併比例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金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率計算之子公司名

稱 

- - - 

 - - - 

- - -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率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萬銀保險經紀

人有限公司 

 

73,755 

 

0% 

該公司資本

額僅 17,300

仟元(本公司

資 本 額 之

0.1%)，總資

產僅為本公

司總資產之

0.05%，並不

重大，故未將

該公司併入

合併財務報

表 

62,007 

- - - - - 

- - - - - 

3. 說明集團內資金或

監理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無相關轉移的限制或主要障礙 

 

填表說明：合併比例一欄，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例合併者填入持股比例，未納入合併

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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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簡要論述銀行面對目前和未來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本行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

金管會)函佈之「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

管理辦法」之計算作業規定，定期計算及掣製

相關報表，以呈報主管機關監理審查資訊，辦

理財務資訊揭露，及進行內部資本適足性管

理。 

本行內部資本需求評估架構，依據所評估風

險，區分為第一支柱風險資本需求，即最低法

定資本需求，該資本計提係依據金管會訂定之

「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

明及表格」，其中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係採用

標準法，作業風險係採用基本指標法之規定，

分別予以計算；另外加上第二支柱之風險資本

需求(包括第一支柱風險評估未完全涵蓋部

份，以及銀行簿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與其

他風險…等)；及外部風險資本需求(依「重大

性」原則，對於經營環境或法令變動所造成的

風險進行資本需求評估)等共三部份。 

本行資本適足性之監督及控制，包括事前之規

劃、事後之分析檢討及資訊揭露。事前之規

劃，即與財務企劃之預算作業整合，於符合本

行核定之風險胃納與可用資本限制下，綜合考

量財務目標、市場狀況與各項業務之風險與報

酬等因素，依現行資產組合及未來一年營運計

畫，進行風險性資產及內部資本等需求評估之

預測；事後之分析檢討，即定期計算本行第一

支柱法定資本適足率，呈報風險管理長及總經

理核閱，並按季提供資本適足性管理及評估報

告，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總經理、風險委員

會及董事會；並依規定完成資訊申報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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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適足率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行 合    併 

101年 12月 31日 100年 12月 31日 101年 12月 31日 100年 12月 31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5,006,705 7,718,751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二類資本 - 4,944,567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三類資本 - - 不適用 不適用 

自有資本合計數 15,006,705 12,663,318 不適用 不適用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89,479,659 82,075,563 不適用 不適用 

作業風險 10,330,633 10,686,562 不適用 不適用 

市場風險 1,699,018 2,048,710 不適用 不適用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數 101,509,310 94,810,835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14.78% 8.14%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本適足率 14.78% 13.36% 不適用 不適用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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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行 合併 

101年 12月 31日 100年 12月 31日 101年 12月 31日 100年 12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 15,255,976 16,234,639 不適用 不適用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 - 不適用 不適用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 - 不適用 不適用 

 預收股本 - -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736,730 90,025 不適用 不適用 

 法定盈餘公積 - - 不適用 不適用 

 特別盈餘公積 - 8,467 不適用 不適用 

 累積盈虧 - - 不適用 不適用 

 少數股權 - - 不適用 不適用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12,056) (9,975) 不適用 不適用 

減：商譽 - - 不適用 不適用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 -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本扣除項目 973,945 8,604,406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一類資本小計 15,006,705 7,718,751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 - 不適用 不適用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 - 不適用 不適用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 - 不適用 不適用 

 重估增值 - - 不適用 不適用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59,200 15,397 不適用 不適用 

 可轉換債券 - 13,538,354 不適用 不適用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 - 不適用 不適用 

 長期次順位債券 - - 不適用 不適用 

 非永續特別股 - - 不適用 不適用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累

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類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者 

- - 不適用 不適用 

減：資本扣除項目 59,200 8,609,183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二類資本小計 - 4,944,567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三類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 - 不適用 不適用 

 非永續特別股 - -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三類資本小計 - - 不適用 不適用 

自有資本合計 15,006,705 12,663,318 不適用 不適用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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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說明 

101 年 12 月 31 日 

項    目 內    容 

第一類

資本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 

第二類

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 

可轉換債券 - 

長期次順位債券 - 

非永續特別股 - 

第三類

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 

非永續特別股 - 

填表說明： 

1.本表係為資本結構之輔助說明，故須配合資本結構揭露頻率每半年辦理更新。 

2.「內容」欄須逐筆說明該資本工具之主要發行條款；以長期次順位債券為例，須註明各

檔次之發行日期、發行總額、發行價格、票面利率、還本付息條件、發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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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策與流程 1.1 管理策略 

本行授信業務以消費金融、企業金融及房

屋貸款為發展主軸，同時持續強化授信資

產品質及提升核心獲利能力。於企業金融

方面，採行大、中型企業與中小企業融資

並重策略以加速調整企業放款結構並增

加授信規模；而消費金融方面，除維持現

金卡與信用卡之業務規模外，更著重個人

信用貸款業務之提升並推動微型企業融

資專案；在房屋貸款方面，慎選優質高資

產客戶並深耕既有客群。並加強與同業之

間的投資及授信關係，及增加境外授信業

務之承作。此外，尚利用本行信用風險模

型之開發與運用能力，積極開發利基市

場，藉由正確評估客戶之風險等級、償債

能力及信用價差，來協助篩選目標客戶，

以兼顧業務成長、盈餘提升與風險控管。 

1.2 管理目標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以合理評估交易對手

違約風險，控制授信品質，及分散風險為

主要目標，藉以控制整體授信組合所承擔

風險於全行風險胃納範圍內。  

1.3 管理政策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目的在於訂定全

行一致之信用風險辨識、衡量、資訊揭

露、及報告等標準監督控制程序，包括目

標客戶之信用標準、徵信審查程序、授信

准駁程序、例外核准之處理程序、風險監

控與管理、信用覆核、不良債權管理及各

項文件與資料之要求與管控。 

1.4管理流程 

i. 本行權責單位依據風險管理政策執行下

列管理流程： 

(1) 徵信審查 

依據所訂目標客戶信用標準徵提必要

證明文件加以審查，以正確篩選客戶，

控制資產組合之品質於可接受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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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2) 授信核准 

對於通過徵信審查之案件，各級授信主

管得依本行授信限額架構與授權制

度，授予客戶往來額度。 

本行授信限額架構與授權制度，除遵照

銀行法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單一交易對

手、同一關係企業/集團、股票擔保品、

行業別及國家地區別等之授信風險承

擔上限，並依據授信主管之專業程度及

資產品質控制情形，定期檢討各級授信

主管之授權額度。 

(3) 授信期中及期後管理 

本行企金業務乃透過帳戶管理員制度

及定期覆審機制，加強追蹤控管授信戶

之財、業務狀況，並定期執行授信資產

組合之風險評估報告，建立預警機制，

以及早因應經濟情勢及資產品質變

化，並調整業務發展策略。消金業務則

透過定期之資產品質評估，追蹤並控制

資產品質之變化，並定期執行覆審，以

及時掌握客戶信用品質之變化。對於問

題債權，本行採集中管理方式，配合資

訊系統及分析模型之應用，定期檢討改

善催收績效，以加速不良債權之收回。 

(4) 風險報告及資訊揭露 

風險管理處負責風險之衡量，並每月/

季做成風險管理報告，包括各項風險管

理指標及風險資本需求評估等，對風險

管理長、風險管理委員會/總經理、風

險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5) 風險資訊系統之開發、運用及驗證 

爲有效評估客戶違約風險，本行積極發

展量化風險評估模型，做為授信決策之

參考。本行依商品別及授信對象特性發

展各項信用評分模型，並依模型評分結

果進行新進客戶篩選、風險定價與額度

管理，且運用客戶行為模式分析，發展

逾期債權之催收管理策略等。另爲提升

授信審查效率及符合一致性之審查標

準，本行已建立授信審查電子化作業系

統，除強化本行作業效率及資訊電子化

程度外，並改善量化模型之發展。 

本行對於風險評估模型訂有定期驗證

機制，由開發人員以外之分析人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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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模型效度檢驗，以評估模型之績效及進

行必要之修正。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董事會為信用風險管理最終負責單位，

轄下設風險委員會，由董事會選任之董事擔

任委員，代表董事會執行風險監督之職責；

總經理轄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及授信審議

委員會，統籌全行風險管理制度與系統運作

之規劃、審議、推行與監督；設置風險管理

處負責推行風險管理政策及相關執行程序，

定期向風險管理長、風險管理委員會/總經

理、風險委員會及董事會提出各項風險管理

報告；徵審單位則依據授信政策所訂定之目

標客戶信用標準，進行審查作業；此外本行

並訂有「萬泰商業銀行授信業務分層授權標

準劃分準則」，授予各級授信主管額度核准權

限。 

對於大額授信之審理，本行授信審議委員會

針對重要授信案件以委員會合議方式審議授

信額度及核貸條件，以嚴控全行授信品質。 

本行並訂有授信覆審相關規範，針對貸放程

序進行覆查，以確認本行授信制度與政策被

確實遵循。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爲使董事會充分了解及掌握本行授信業務所

承擔之風險程度，風險管理處定期向風險管

理委員會、風險委員會及董事會陳報各項信

用風險指標評估結果及檢討風險管理績效，

包括授信資產之風險組合、貸放案件之不良

率與損失率、以及風險資本需求評估等，以

掌控授信資產品質之變化。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本行之信用風險避險或抵減政策，主要依據

本行對授信對象及往來交易之風險程度評

估，徵提流動性佳且足額之合格擔保品，或

轉送信用保證機構（例如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保證，以加強債權之擔保。目前尚無

使用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做為信用風險抵減

之工具。 

對於風險之規避與監控，除於訂約時確認徵

提必要法律文件及其有效性外，並定期實地

勘查擔保品現況，視需要重新評估價值，做

為是否補徵提擔保品或調整授信金額之判斷

依據。 

填表說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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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暴險額 

標準法  167,271,508  7,158,373  157,719,448 

基礎內部評等法 - - - 

進階內部評等法 - - - 

合計 - - - 

註 1: 本表信用暴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

內部評等法係指違約暴險額。 

註 2: 平均暴險額計算期間係以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說明如下: 

採季平均者，以當年度各季底計算之暴險額取簡單平均數。 

 

填表說明: 

(一) 標準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等。 

2. 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

呆帳後之金額。 

3. 平均暴險額之計算方式係依銀行內部管理實務，另須於附註說明採用多久期間之平均

暴險額，例如:月平均或季平均等。 

(二)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3-B、3-C等。 

2.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暴險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之違約

暴險額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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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信用暴險額(註) 
具合格金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暴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暴險額 

主權國家  41,516,370 -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10,786,392 4,935,965 -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25,852,835 11,897,165 278,251 

零售債權  55,652,286 7,557,870 5,885,133 

住宅用不動產  20,775,786 19,181 3,107 

權益證券投資  552,870 - - 

其他資產  12,134,969 - - 

 合計  167,271,508 24,410,181 6,166,491 

註:本表信用暴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填表說明: 

1.欄位二及欄位三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暴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暴險額」等相關欄位填列及說明，且該兩欄應填列抵減前之暴

險額。 

2.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金額。 

 

 

        
 

【附表九】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不適用) 

 

【附表十】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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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行作業風險定義為起因於銀行內部作

業、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

件所造成銀行損失之風險，包括法律風險，

但排除策略風險及信譽風險。 

為有效管理作業風險，本行經常性業務均訂

有完備之內部控制制度及標準作業流程，並

針對風險控制點設計覆核機制或透過資訊

系統進行控管；前述覆核機制之執行記錄及

系統控管之有效性，則透過定期或不定期之

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制度，以及作業風險事

件之統計分析加以確認及檢視。此外，本行

依主管機關規定，訂有緊急應變計畫及設置

異地支援系統等，以因應並控制重大意外事

故之可能損失及確保後續業務之持續執行。 

對於非經常性業務及新產品之推出，本行乃

依權責分工方式，進行充分之事前評估與辨

識、持(後)續之監控、及事後必要之檢討修

正，以確保有關之作業風險均被適度評估與

監控。 

有關委外辦理事項，除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外，並遵照內部管理政策規範，執行委外廠

商及相關作業之查核，以確保符合內外部法

令規定及維護客戶與本行之權益。 

本行亦特別重視風險管理文化之深耕與落

實，透過計畫性之員工教育訓練，持續提升

員工之專業技能智識與法規認識，俾使同仁

能勝任其職責業務。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董事會為作業風險管理最終負責單

位，轄下設風險委員會，由董事會選任之董

事擔任委員，代表董事會執行風險監督之職

責；總經理轄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統籌

全行風險管理制度與系統運作之規劃、審

議、推行與監督。 

本行現行作業風險管理組織架構，係由總行

管理單位負責制定其所轄業務相關之作業

準則，以落實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風險之控

管；各單位於作業風險事件發生時，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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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程序進行通報，並由總行管理單位監督其改

善措施及有效執行，以控制作業風險事件或

損失重覆發生。 

本行法務處負責規劃並落實銀行之法律風

險管理及法令遵守制度之推行；稽核處則負

責獨立之查核作業，以確保各項業務規範、

作業風險事件通報等被確實遵循。 

本行為加強作業風險管理，因應主管機關新

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二支柱之監理審查要

求，已設置專責之作業風險管理單位，訂定

全行一致之作業風險辨識、衡量、資訊揭露

及報告之標準監督控制方法與內部規範，並

定期呈送風險管理報告至風險管理長，及風

險管理委員會/總經理、風險委員會及董事

會。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行依照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定義之作業風

險類別及損失事件型態，訂定全行一致遵循

之作業風險通報規範，由各單位於作業風險

事件發生時，依規定程序進行通報，藉以了

解現行作業流程、資訊系統及員工訓練之妥

適性，及研議與執行改善措施。 

本行持續推行各單位之風險與控制自評

(RCSA, Risk and Control 

Self-Assessment)專案，規劃漸進式全面檢

視各項作業流程暨控制點設置之妥適性，並

建立各業務單位暨全行性之主要作業風險

指標(KRI)，以強化作業風險之監督控制，

並建立有效之預警機制。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

流程 

本行依照主管機關規定及內部分析，對於可

能造成本行重大損失衝擊之作業風險，除採

取投保保險的方式（例如投保銀行業綜合

險、公共意外險、火險…等）進行風險抵減

之外，並進一步強化風險的評估與控管/改

善能力，以確保所承擔風險能持續控制在可

接受範圍內，並做為風險管理策略調整的重

要參酌。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行對於作業風險之法定資本計提係採用

基本指標法。 

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 

1. 簡述銀行採用的進階衡量法，包括其測量方

法中考慮的相關內外部因素。而部分使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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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AMA時，採用不同方法的範圍和涵蓋情形。 

2. 使用進階衡量法的銀行敘述為降低作業風

險而使用之保險。 

不適用。 

填表說明：採用進階衡量法之銀行請增填屬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若無則填不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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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99年度 5,804,727  

100年度 5,207,575 

101年度 5,516,711 

合計 16,529,013 82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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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為強化全行市場風險資訊溝通及整合，控管

各項預期或未預期事件對本行的資本或盈餘

可能帶來之負面影響，對於市場風險控管，

除依主管機關規定外，每年依據預算盈餘目

標及業務發展規劃，設定各項金融商品之名

目部位限額和風險值限額，送董事會核准，

而敏感性限額、停損限額則需經資產負債管

理委員會審核，以規範金融交易處之部位操

作；清算交割處負責每日評估持有部位之損

益情形，風險管理處則每日對暴險部位之風

險值進行監控及定期執行壓力測試，以避免

本行承受過度市場價格波動之風險，且定期

向高階主管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呈報。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董事會為市場風險管理最終負責單位，

轄下設風險委員會，由董事會選任之董事擔

任委員，代表董事會執行風險監督之職責；

總經理轄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與資產負債

管理委員會，統籌本行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與

運作系統之規劃與推行，並定期向其報告。 

風險管理處負責協助風險管理委員會與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擬訂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及其

修正，並執行已核定之市場風險管理架構及

風險辨識、衡量、揭露與報告。 

金融交易處每月向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報告

本行之資產負債管理。 

清算交割處之職責為針對承做部位及交易限

額之日常監控。 

稽核處負責對本行風險管理流程提供獨立的

評估。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行市場風險衡量範圍，以帳列交易簿之部

位為主，並依風險特性區分為利率、外匯、

權益證券等三大類，分別建置風險值衡量系

統，以監控市場價格波動對本行持有部位之

潛在影響及調整風險策略；對帳列銀行簿之

資產和負債部位，依據其利率敏感性缺口，

量化利率波動對經濟價值及會計盈餘的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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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影響，並設定限額管理目標，做為資產負債

管理策略制定參考。風險管理處為強化風險

資訊之溝通及早期預警效果，除定期和業務

管理單位溝通暴險量化及限額遵循外，每季

需向風險管理委員會/總經理、風險委員會及

董事會報告本行之市場風險管理，包括政策

推動及暴險衡量。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避險目的係為規避本行已持有之資產、負債

或交易部位所隱含之風險；從事避險性操作

前，會先衡量持有資產或負債部位所暴露之

風險程度，並藉由避險有效性衡量風險抵減

效果。 

填表說明：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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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利率風險 6,108 

外匯風險 75,402 

權益證券風險 54,412 

商品風險 - 

內  部  模  型  法 - 

合              計 135,921 

 

 

【附表十五】 

市場風險值(不適用)    

 
【附表十六】 
 

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析(不適用) 

 

【附表十七】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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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說    明 

(依銀行簿及交易簿分別揭露) 

1. 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 不適用。(註：本行目前並無擔任資產證

券化創始機構或信用增強機構的案件，

亦無持有資產基礎證券投資。) 

2. 資產證券化管理組織與架構 不適用。 

3.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不適用。 

4.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不適用。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不適用。 

6. 總體定性揭露要求，包括:  

1) 從事資產證券化活動之目的，及銀行從事再

證券化活動所承擔與保留之風險類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險 (例如流動

性風險) 

3)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銀行扮演的各種不同角

色，以及每個過程中銀行的參與程度 

4) 敘述對證券化暴險涉及之信用及市場風險

變化所採取之監控流程 

5) 銀行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化所保留之風

險時，其使用信用風險抵減之管理政策 

不適用。 

7. 綜述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  不適用。 

8. 在銀行簿中，資產證券化中使用的外部評等機

構(ECAI)名稱，及其使用於每一類資產證券化

暴險的情形  

不適用。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量資訊之重大變

動(例如資產於銀行簿與交易簿間移動)  

不適用。 

 
填表說明: 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流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行方須填寫。 
 



 19 

【附表十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易類型 

                                                      10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  

        類別 

銀   

行   簿 

角色  別 

資產類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暴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保留或

買入 

提供流

動性融

資額度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留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行 

銀行簿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易簿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 - - - - - - - - - 

創始 

銀行 

銀行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易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計 - - -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 - 

 

填表說明: 

1. 「資產類別」一欄，依發行證券化之資產類型(例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車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類(例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不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行簿之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 

3. 「提供流動性融資額度」一欄，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暴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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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目 內容 

1.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行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目的在於藉助業

務經營、資金管理及適當避險程序，有效

控管風險，而非完全消除風險。目前部位

管理範圍著重於銀行簿內之利率敏感性資

產和負債部位，但不包括已納入市場風險

管理者，其風險評估除建立利率敏感性資

產負債缺口分佈外，也從盈餘觀點及經濟

價值觀點二個構面分別將風險量化，以衡

量其對本行之負面衝擊和影響趨勢，並透

過定期之指標限額監控及暴險資訊溝通，

輔助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ALCO）及早

訂定因應策略。 

2.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1)本行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架構係由金

融交易處負責利率風險之日常管理，風險

管理處負責定期風險評估並產出監控報

告。各業務部門因各項營業活動所產生之

利率風險部位，統籌由金融交易處負責操

作調節或進行避險活動，並藉由定期檢視

相關風險報告以確認整體暴險符合管理目

標，或依各項情境分析結果，研判是否需

預做因應或研擬資產負債結構調整策略，

經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ALCO）同意後，

由各部門配合辦理之。 

(2)風險管理處需針對利率敏感性缺口部

位之潛在風險進行持續性之評估與限額監

控，並向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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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銀行簿利率風險報告/衡量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率  

(1)本行對於銀行簿利率風險之衡量主要

著重於「重定價風險」以及「收益率曲線

風險」。 

(2)本行所採用之評估方法，乃參酌銀行公

會所制定之「銀行風險管理實務範本」所

建議之部位/期間帶分類原則，整合本行銀

行簿之資產、負債及表外部位資訊，並由

內部建立量化模型，其評估結果尚稱合理。 

(3)風險管理處每月向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ALCO）提供相關評估俾利決策參酌，

另每季向董事會提出風險管理報告。此外

為有效控制風險，亦設置風險限額警示，

俾利管理階層及早研議因應對策；風險管

理處已訂定之風險限額指標如下： 

� 盈餘風險值/最近四季累積之淨利息

收益。 

� 經濟價值風險值/(第一類資本+第二類

資本)。 

4.銀行簿利率風險避險/抵減風險的政策，及

監控規避/抵減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策略

與流程 

本行風險抵減策略若涉及衍生性金融商

品，應事先確認具有評估及控制該等風險

所需之技術或資源及授權執行之架構，並

經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審議同意，目前無

此類避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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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目 內容 

1.流動性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1.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採缺口限額管理

策略，即將資金流入與流出累計差額

（Net cumulative mismatch），計算最

大累積資金流出缺口（Maximum 

Cumulative Outflow, MCO），以監控各

幣別各天期之資金缺口的變化情形，依

各天期缺口訂定最大累積資金缺口限

額，作為流動性風險之控管依據。對於

流動性缺口管理，採積極分散本銀行的

資金來源，並根據缺口報表對於資金到

期日適度分散，拆放（借）對象適度分

散及提高企業存款之續存率，以增加資

金來源的穩定性。 

2.參酌「流動性覆蓋比率實施標準」訂定

本行流動性覆蓋比率限額，定期檢視全行

合格高流動資產配置情形，及 30 天內資

金流出流入之缺口概況，藉以強化本行短

期流動性復原能力。 

2.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1.資金管理單位承擔全行流動性風險，其

權責為集中掌理本行資金調度及剩餘資

金運用，藉由未來可能資金需求預估，

分散資金來源與往來對象，以平抑各期

資金缺口及提高資金運用效率。 

2.流動性風險監控單位獨立於資金管理單

位，負責監控流動性風險，定期分析本行

各天期缺口暴險概況並彙製分析報告，充

分揭露風險。 

3.流動性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

點 

流動性風險監控單位每日監控全行流動

性風險暴險情形，每月產出風險概況呈資

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報告，報告範圍涵蓋流

動性風險監控指標分析與壓力測試結

果。衡量範圍包括: 

(1)流動性指標 



 23

(2)集中度指標 

(3)缺口指標 

(4)其他必要指標，如流動性覆蓋比率 

(5)壓力測試係採整體市場環境危機(5%存

款流失)及個別銀行特定事件危機(10%存

款流失)兩種情境模擬分析潛在之影響。 

4.流動性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

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略與流程 

1. 針對流動性風險，本行訂有年度缺口限

額管理該風險，監控單位定期就資金來

源、去路及資產負債項目之變化趨勢進

行分析，由資金管理單位分散資金來

源，以平抑各期資金缺口及提高資金運

用效率。當流動性風險限額超限時，流

動性風險管理各權責單位於敘明原因後

採取調整恢復措施，並提報資產負債管

理委員會。 

2.倘因市場發生異常波動，造成貨幣市場

突然緊縮，或面臨重大變故，導致本行

流動性風險指標超限時，資金調度單位

與流動性風險監控單位應提出詳盡之因

應措施，或依本行「經營危機應變措施」

啟動緊急應變計畫及措施，以有效解決

危機，使公司營運回復正常。 

 

流動性風險暴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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