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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part 2)

我國監理審查現況

美英等國監理審查現況

Basel ΙΙ對我國銀行及監理機關之影響及衝
擊

建議配合採行內容

法令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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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監理審查現況

事前審核及訂頒風險管理準則

實地檢查

場外監控及公開揭露

後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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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審核及訂頒風險管理準則

將銀行風險管理列為業務核准之審查要點

要求銀行建立各種風險管理制度

「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
處理辦法」

發函要求銀行自訂流動性風險管理準則

要求銀行訂定授信及投資政策，依行業別、集團企業
別及同一人，分別訂定風險承擔限額

發佈「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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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檢查、場外監控及後續監督

將風險管理及資本適足性列入查核重點

檢查報告專章評註銀行資本適足狀況及流動性與資金
管理情形

要求銀行定期申報資本適足比率及內容，納入報表稽
核及場外監督

銀行需於年報及網站揭露資本適足性比率及風險管理
資訊

資本適足比率未達8%銀行，主管機關得採取限制盈
餘分配或其他必要處理或限制措施



5

美國資本適足性監理

以風險為重心之金融監理

具前瞻性之資本適足性實地檢查

將風險管理評估納入CAMELS中「M管理
能力」之評估要項

依銀行風險程度，要求維持高於最低標準
8%之資本
立即導正措施(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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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重心之金融監理步驟

瞭解金融機構瞭解金融機構

評估風險評估風險

規劃及擬定監
理活動時間表

規劃及擬定監
理活動時間表

定義實地檢查
之範圍及內容

定義實地檢查
之範圍及內容

執行實地檢查執行實地檢查

報告檢查結果報告檢查結果

Institutional 
Overview

Scope 
Memorandum & 

Entry Letter

Examination 
Report

Functional 
Examination 

Modules

Supervisory Plan 
& Examination 

Program

Risk Matrix &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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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之資本適足性實地檢查

評估管理政策對銀行資本適足性之影響

如策略性規劃、業務成長計畫、股利政策、增加資本來
源)

評估銀行財務狀況之影響，如資產品質、準備提列、
風險分散

資本改善計畫是否適當及確實執行

是否備抵呆帳提列不足，影響資本適足性

是否有擔保品及保證所提供之信用增強，可降低信用
風險

銀行股價市值，是否影響銀行籌資

是否有超額次順位債券或未實現資產增值，可加強資
本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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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即導正措施」資本分類

資  本  等  級  風 險 性 資 本 比 率

(註 1 ) 

第一類風險性資本

比率（註 2）  

槓  桿  比  率  

(註 3 ) 

資本良好機構  大 (等 )於 1 0 %  大 (等 )於 6 %  大 (等 )於 5 %  

資本適足機構  大 (等 )於 8 %  大 (等 )於 4 %  大 (等 )於 4 % (註 4 )

資本不足機構  小於 8 %  小於 4 %  小於 4 % (註 5 ) 

資本顯著不足機構 小於 6 %  小於 3 %  小於 3 %  

資本嚴重不足機構 有形淨值 (T an g ib le  E q u ity )占總資產比率小於 2 %  
 



9

英國資本適足性監理

以風險為基準之監理制度

依個別銀行風險程度，要求維持8%以上資本比率
風險評估涵蓋範圍廣，並要求進行壓力測試及模
擬測試

「個別銀行資本適足性比率架構」(Individual 
Capital Ratios Framework, ICEF) 
「個別銀行資本適足性準則」(Individual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 ICAS)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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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個別銀行資本適足性比率架構」

最低資本適足性比率：8%
僅適用於風險充分分散、風險控管系統堅強且已涵蓋

所有風險之銀行

不符上述情況之銀行，資本比率需高於8%
Trigger Ratio (individual capital ratio)
指最低法定資本適足性比率，低於比率時即須採取強
烈監理措施

Target Ratio (capital buffers)指最低資本比率加計資本緩衝，低於比率時要求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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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納入資本適足性比率考量之風險

B a n k i n g  B o o k  
B u s i n e s s  R i s k  

T r a d i n g  B o o k  
B u s i n e s s  R i s k  

S e c t i o n  1  –  M o d e l  F i t  
I n t e r e s t  r a t e  r i s k  i n  t h e  b a n k i n g  b o o k  
S e t t l e m e n t  r i s k  
C r e d i t  r i s k  
R i s k s  o n  t h e  l i a b i l i t y  s i d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b e t w e e n  c r e d i t  a n d  m a r k e t  
r i s k s  
L e g a l ,  O p e r a t i o n a l  &  O t h e r  b u s i n e s s  
r i s k s  

S e c t i o n  1  –  M o d e l  F i t  
M a r k e t  R i s k  
I n c r e m e n t a l  c a p i t a l  f o r  l a r g e  e x p o s u r e
U n d e r w r i t i n g  
C A D 1  &  C A D 2  M o d e l s  
L e g a l ,  O p e r a t i o n a l  &  O t h e r  b u s i n e s s  
r i s k s  

 

S e c t i o n  2  –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 O p e r a t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A c c e s s  t o  c a p i t a l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S e c t i o n  2  –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 O p e r a t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A c c e s s  t o  c a p i t a l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B a n k i n g  B o o k  
C o n t r o l  R i s k  

T r a d i n g  B o o k  
C o n t r o l  R i s k  

S e c t i o n  3  –  C O M  f a c t o r s  
I n t e r n a l  c o n t r o l s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c t i o n  3  –  C O M  f a c t o r s  
I n t e r n a l  c o n t r o l s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銀行簿
利率風
險

風險集中

法律風險

業務風險

•資料來源：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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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個別銀行資本適足性準則」草案

2002年5月發佈草案
由銀行進行「內部資本評估」，對第一支
柱未涵蓋之經營及控制系統風險，計提額
外資本

當銀行「內部資本評估」不適當時，由監
理機關採行「補充資本評估」，要求銀行
改正缺失或採取監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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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 II對我國銀行之影響及衝擊

正面影響
完整評估適足資本，落實經濟資本管理

鼓勵銀行發展更佳風險管理技術，提升風險管理品質

加強銀行董事會及高階主管之監督，提昇公司治理

涵蓋各項風險，有助於健全銀行經營

可能衝擊
若風險管理不當，可能增加資本計提

內部風險模型及資料庫建置成本高，加重銀行負擔

風險管理專業人員仍嫌不足

國內風險管理技術尚屬發展初期，未臻成熟

內部稽核多未檢視全行風險管理及適足資本計提作業，風險管理
獨立檢視能力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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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監理機關之正面影響

資本計提依個別銀行風險程度而定，使資本監
理更具彈性

監理審查及評估範圍周延，提升監理品質

監理人員需熟悉各項風險評估技術，提升監理
人員專業知能

要求監理機關及早干預及資本分級管理，保障
存款人權益

監理機關積極管理銀行，促進金融業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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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監理機關之可能衝擊

依個別銀行風險特性及管理品質決定個別銀行資
本比率，提高監理技術之複雜及困難度

核准及定期審查銀行風險管理及內部模型，加重
監理負擔

強化監理人員風險評估專業技術及加強定期審查
工作，增加監理機關訓練及監理成本

各銀行適用不同資本適足率及監理導正措施，增
加監理措施執行困難度

監理透明度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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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合採行內容(1)

原則一(銀行面)
建置內部適足資本計提作業系統，落實風險資本管理

建立真實反映風險之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制度

強化董事會風險監督及管理功能

原則二(監理機關面)
視銀行規模或性質不同，採取不同審查要求

明確規範監理評估範圍，建立質與量的審查標準

強化資本適足率之監理內涵及深度

及早參與業者內部模型發展，縮短審查期限及認知差距

建立以風險為基準之監理及評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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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合採行內容(2)

原則三(維持資本適足比率)
監理機關應鼓勵銀行維持適足資本高於法定標
準，作為營運之緩衝

監理機關應對業務風險較高之銀行，研議訂定
較高資本適足標準，或參採其他監理措施

原則四(及早干預措施)
監理機關應實施資本分級管理，強化及早干預
與導正措施之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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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合採行內容(3)

銀行簿利率風險
銀行應建置衡量利率風險之內部評估系統

監理機關應加強對銀行利率風險之監督

請參考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2001/1月修訂發
佈「利率風險管理及監理準則」

資產證券化
監理機關應確實評估銀行資產證券化之風險移
轉、隱含支持、信用沖抵、贖回條款等對銀行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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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合採行內容(4)

監理透明化與責任

加強監理機關監理程序之透明化，與監理人員
之法律保障

監理機關應儘早公布我國適用Basel II標準，
並由業者自行選擇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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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修訂建議(1)

對風險較高銀行訂定較高資本適足標準或參採其
他監理措施

修訂銀行法第44條第1項「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
之比率，不得低於8%；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標
準，提高比率」

強化資本分級管理，及早干預與立即導正措施

修訂銀行法第44條第3項「凡實際比率低於規定標準之
銀行，主管機關得限制其分配盈餘並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主管機關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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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修訂建議(2)

建立資本適足性程序及風險管理制度

於銀行法第44條明訂銀行應建立一套適合其業
務規模及複雜度之各項風險管理制度、評估整
體資本適足性程序，及維持資本水準策略與相
關之監督錯失

資本適足率計算架構

修訂「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納入
Basel II有關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規定



22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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