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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187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欣盈、羅明才等 64 人，鑒於台灣的外匯存底持績

累積，111 年 12 月底外匯存底金額已增達 5,549.3 億美元，但

央行貨幣政策的沖銷措施卻未能完全發揮，無法抑制貨幣供

給的大幅增長，導致社會游資充斥，長期來對資產價格上漲

壓力影響甚大，造成年輕世代的生活壓力。因此，如何處理

台灣的外匯存底過剩，實為政府當務之急。近年來全球金融

市場面臨流動性（資金）過於氾濫的狀態，各國央行的資產

負債表均過於龐大，易使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美國、歐盟

、日本、英國等國陸續在採取縮表政策；我國央行雖未採行

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卻因外匯存底的持續增長，同樣地

也面臨與他國資產負債表應減縮的處境，因此，如將外匯存

底提撥一部分作為主權財富基金，實不失為央行資產負債表

縮表的另類良方。為避免龐大外匯資產無效率的使用，要求

央行應提撥外匯儲備總額的一定比例（10%），設立外匯投資

基金做為我國之主權財富基金，強化國家競爭力與安全，並

累積國家財富。爰指定央行為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一百二

十八條之一成立政府獨資之專業化及市場化的投資機構，並

應針對相關法制、治理架構與權責、風險管理、監督機制等

建立周延規範，俾藉由該重要的海外策略投資工具，建立台

灣的國際影響力、擴展國際能見度，並與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的觀念輝映，提供直接的高層次全球軟性外

交機會，爰擬具「中央銀行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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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欣盈  羅明才   

連署人：鍾佳濱  邱臣遠  陳琬惠  王美惠  李德維  

林楚茵  蔡易餘  賴香伶  張其祿  余 天  

陳玉珍  李貴敏  洪申翰  陳以信  吳怡玎  

趙天麟  蘇巧慧  林宜瑾  陳培瑜  吳玉琴  

孔文吉  張育美  黃世杰  賴惠員  邱志偉  

陳 瑩  溫玉霞  楊瓊瓔  鄭麗文  羅美玲  

翁重鈞  許智傑  洪孟楷  吳斯懷  林思銘  

林文瑞  徐志榮  林德福  蔡培慧  呂玉玲  

沈發惠  張廖萬堅 陳秀寳  鄭正鈐  廖婉汝  

江永昌  江啟臣  蘇治芬  羅致政  何志偉  

邱泰源  陳靜敏  游毓蘭  鄭天財 Sra Kacaw   

黃國書  林為洲  王鴻薇  劉建國  湯蕙禎  

莊瑞雄  張宏陸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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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在現代經濟、金融之發展過程中，中央銀行（以下簡稱央行）無疑地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

在貨幣政策上擁有決定性之權力，對人民的經濟生活及金融體系的運作亦有不可輕忽之影響

力。近年來我國之經濟環境與金融情勢，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之相互依賴與影響，而變

得日益複雜，因此職掌促進金融穩定及維護幣值穩定任務之央行，其將如何面對複雜而多變

之國內、外經濟變動，不但成為政治上之風暴點，亦為一般人民注目之焦點。 

二、我國「中央銀行法」制定公布於民國 24 年，其後雖曾於民國 68 年、86 年、91 年、100 年及

102 年的數度修正；但其中除民國 68 年為全文修正，其餘之修法，基本上並未影響央行施行

貨幣政策之本質。因此，我們目前使用之中央銀行法，主要是民國 68 年通過之版本，當時仍

處於戒嚴時期，且為凱恩斯學派（Keynesian）當道，以管制經濟為政策主流，致制定之中央

銀行法管制色彩較濃。近些年世界各國對中央銀行在經濟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均已有極重

大之轉變，讓央行擁有更高「自主達成其目標的能力」，並賦予更多的政策職能。 

三、外匯存底或外匯儲備，係指我國央行為了應付國際收支所保有隨時可以動支之外匯存量，也就

是一般通稱「國際流動準備」中的外匯部分。當國家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現象時，央行可以

持有之外匯挹注，而不必立即調整國內經濟或大幅調動匯率，以維持匯率之穩定。原則上，

外匯存底之增加，代表國際收支情況良好、國家經濟實力穩固，除供為支應外債還本付息及

進口外匯之需要外，亦可供特殊情況下國家對外匯的不時之需。然而持有過多的外匯存底，

將會導致央行在外匯存底的運用及管理上操作的難度，其中包括沖銷成本、持有的機會成本

及資產負債表過大的風險等；而且易產生金融市場相對安全的假象，降低金融改革的誘因或

拖延金融改革的時程；甚至影響貨幣供需的決策，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將使貨幣政策

的形成與效果更加複雜。 

四、我國從 1970 年代以來，外匯存底逐年攀升，縱使近年來臺灣經濟較之前衰退，我國的外匯存

底仍呈增加趨勢，根據央行最新公布，截至 111 年 12 月底我國外匯存底金額已逾 5,549.3 億

美元，較 101 年 11 月底之 4,009 億美元增加 38.4%；較 91 年 11 月底之 1,591 億美元，更是增

加 348.7%，二十年間增加三倍餘。因此，社會各界專家學者均分別倡議指出，台灣的貨幣金

融主管機關有偏重金融穩定目標，而輕忽效率的問題。在央行長期採取低利率與低匯率的政

策下，給台灣帶來很高的代價，不但游資充斥，近二十年來的薪資停滯、經濟成長緩慢，甚

而是導致當前產業發展不平衡、民眾所得和財富分配不均的主因，不僅造成了金融發展與經

濟發展的停滯，更可能進一步侵蝕到整個貨幣金融系統的穩定，而其中尤以央行的外匯政策

為甚。 

五、在臺灣貨幣金融政策造成的大量資源扭曲與錯置部分，學者們特別指出央行的外匯存底沒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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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最佳投資，使得台灣的金融體系變得極度被扭曲且低度發展。原則上，國家的外匯存底通

常被視為國民財富，當其數額滿足必要之流動性與安全性後仍有剩餘時，一般國家多會由財

政部門或央行根據政策目標、外匯資產的風險特徵和期限，以及市場上可供選擇的投資工具

，將其分割成不同的投資組合進行管理運用，其中多採行的是成立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WF），又稱主權基金進行獲利投資，蓋因學者預估當長期投資報酬率每年增加

1.5%時，對 GDP 的貢獻每年即可有 0.3%。然觀我國央行，外匯僅係用於購買信用良好之外國

政府債券，或置放外國大型銀行定存，因而獲利非常穩定、但卻偏低。 

六、根據央行編列的民國 109 年度繳庫盈餘預算數額觀察，自民國 92 年起，央行至今已連續 17 年

繳庫盈餘，且金額均高達新台幣 1,800 億元以上，究其原由，主要係央行握有 5 千億餘美元、

高居世界第六位之外匯存底，致其雖未從事投資獲利，但 17 年來央行的盈餘繳庫金額卻高占

政府歲入的一成，除反映出政府財政健全性之不足外，更顯示台灣的外匯存底如能更有效率

地管理，除可活絡政府資產，發揮投資綜效，創造國家總投資獲益，透過「中長期投資收益

，可承擔短期投資高風險」的投資策略，讓「全民股東」「財富極大化」外；更可透過投資

世界優秀關鍵企業的股權，藉由參與董事會獲得高層次全球軟性外交的機會，除有助於達成

蔡總統 520 就職演說所提政策目標，賦予台灣更大的全球連接性外，更可成為全球資本市場

領域認可的力量，建立台灣的國際影響力。 

七、國家的外匯存底累積過於龐大、或貨幣數量增加累積過多時，均易使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甚

至在遭遇經濟衝擊時難以有效回應。就世界各國央行觀之，109 年 12 月，美國聯準會（Fed）

、歐洲央行（ECB）、日本央行（BoJ）為因應 COVID-19 疫情對經濟造成之風險，皆維持政

策利率於極低水準，並持續進行大規模資產購買計畫，採極為寬鬆之貨幣政策，因而造成央

行的資產負債表過於龐大。以美國為例，聯準會資產由 2007 年底 8,940 億美元，因次貸危機

啟動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增加至 2009 年底 2 兆 2,390 億美元，增加了 2.5 倍；2015 年

初增達到 4.5 兆億美元；2021 年 10 月更增達 8.4 兆美元，造成貨幣政策功能不易發揮，因此

美國聯準會採取包括升息、縮小央行企業債券（TAP）資產及公債持有部位等貨幣政策工具，

以進行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瘦身、縮小及停止量化寬鬆政策等。為改善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

資金）過於氾濫的狀態，現階段歐元區、日本、英國等國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亦均採取減

縮政策。我國央行雖未採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卻因外匯存底持續的增長，而面臨與他

國資產負債表相同要減縮的處境，因此，擬具修正草案將央行的外匯存底提撥一部分作為主

權基金，實不失為央行資產負債表縮表的另類良方。 

八、20 世紀末，國際上掀起一股主權基金熱潮，具超額外匯準備之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馬來

西亞、香港、南韓、中國大陸等，為了不讓其超額外匯準備資產對其國內造成通貨膨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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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匯率及資產泡沫化風險，均陸續成立主權基金，俾以賺取更高報酬、降低相關資產

之閒置資金機會成本，其多由主權國家政府建立及擁有，用於長期策略性投資的金融資產或

基金。至於主要資金之來源則各異，其中包括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存底、自然資源出口盈餘

，政府退休基金等；一般多係由專門政府投資機構管理，對於各國的國計民生及整體經濟均

具有一定程度的助益。因此，多年來無論是各界專家學者，或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灣經濟研

究院、或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均紛紛建議我國應成立主權基金。 

九、針對成立主權基金議題，央行一向保持開放態度，但多表示外匯存底與主權基金的目的迥然不

同，二者操作原則必然不同。外匯存底的投資標的，須具備高度的安全性及流動性，且不宜

承擔高風險，因而報酬率必然相對較低；主權基金則以獲取更大利益為目標，故承擔較高的

風險，因此報酬率比較高，但當發生金融危機時，可能無法全身而退，而遭受龐大的損失，

故不宜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操作。一般而言，最適外匯存底數額，係就外

匯存底相對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外匯存底足敷進口月數、外匯存底相對 M2 之比率及外匯存

底相對短期外債之比率等 4 種標準衡量。過去一般認為外匯存底維持 3 個月的進口額即可；

但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新經驗認為維持相當於期限不滿 1 年之短期債務總額以上的外

匯存底較妥。因此，本案擬修正第二十條條文，新增第二項「為強化國家競爭力與安全，並

累積國家財富，本行應提撥外匯儲備總額百分之十，設立『外匯投資基金』，對外投資於策

略性產業、關鍵技術等以財務目標為前提之事業或計畫。」換言之，雖世界各主要的主權基

金規模均在 1,000 億美元以上，然為不影響央行操作外匯存底之流動性，本案僅規範提撥外匯

存底總額的 10%，約 555 億美元；爾後則逐年隨著外匯存底總額之增加，央行應維持提撥基

金達總額之 10%。 

十、就國外以外匯存底設立主權基金之先例觀察，主要為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其部分資

金來源即為超額外匯存底；而全球前十大主權基金中的香港金融局外匯基金，亦是。香港金

融管理局將外匯存底主要分割成兩類，以投資組合的方式進行管理，其中「支持組合」持有

流通性極高的美元資產，按照貨幣發行局制度的規定，為貨幣基礎提供十足支持；「投資組

合」則主要投資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債市及股市，以保障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

力。換言之，金管局以投資組合方式，一方面滿足流動性為目的之外匯存底管理；另一方面

則成立主權基金，進行積極性的資產管理及運用。本案考量央行在現有職掌及工作下應無暇

顧及主權基金之業務，因此，本案修正第二十條條文，擬新增第三項「前項基金應依公司法

第一二八條之一成立政府獨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及運作等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亦即為避免新設機構因缺乏經驗而可能付出的成本，本項規範央行為該基金之主管機關，且

由央行直接管理，可收對所有國家盈餘財富集中管理之效；此外，由於不需要與其他機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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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協調，因此當金融市場出現波動時，央行可以迅速作出反應。然因外匯存底注重流動性及

安全性，和需要進行積極性資產管理的主權基金，在發展策略上迥然不同，故規範央行應依

公司法第一二八條之一成立政府獨資之專業化及市場化的投資機構，並應針對相關法制、基

金提撥原則，治理架構與權責、首長任免程序，報告義務，投資策略、風險管理、委外操作

、監督機制等項目建立周延之規範，應注意排除相關之政治考量，並遵守國際性組織（例如

OECD）、聖地牙哥原則（Santiago Principles）所公認之原則及規範。再者，類此專門投資機

構通常具有獨立法律人格，以公司型態獨立組成，但央行未來可能尚須考量是否排除國營事

業管理法及預算法等法規之適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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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本行為協助經濟建

設，得設立各種基金，運用

金融機構轉存之儲蓄存款及

其他專款，辦理對銀行中、

長期放款之再融通。 

為強化國家競爭力與安

全，並累積國家財富，本行

應提撥外匯儲備總額百分之

十，設立外匯投資基金，對

外投資於策略性產業、關鍵

技術等以財務目標為前提之

事業或計畫。 

前項基金應依公司法第

一百二十八條之一成立政府

獨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

及運作等相關事項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行為協助經濟建

設，得設立各種基金，運用

金融機構轉存之儲蓄存款及

其他專款，辦理對銀行中、

長期放款之再融通。 

一、新增第二項及第三項條文

。 

二、國家的外匯存底累積過於

龐大、或貨幣數量增加累積

過多時，均易使貨幣政策失

去獨立性，甚至在遭遇經濟

衝擊時難以有效回應。然台

灣的外匯存底逐年持續累積

，111 年 11 月底我國外匯存

底金額已增達 5,549.3 億美

元，二十年間增加三倍餘，

高居世界第六位。但央行貨

幣政策的沖銷措施未能完全

發揮，無法抑制貨幣供給的

大幅增長，導致社會游資充

斥，長期來對資產價格上漲

壓力影響甚大，為當前產業

發展不平衡、民眾所得和財

富分配不均的主因，造成年

輕世代極大的生活壓力，不

利於世代和諧及人口成長。

因此，如何處理台灣的外匯

存底過剩、以及央行資產負

債表龐大，實為政府當務之

急。 

三、央行管理外匯資產係基於

其管理貨幣政策的任務，即

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但是

央行並不需要運用全部的外

匯儲備來完成此任務。根據

JP Morgan Assets Management-

Sovereign Solution Team 利

用「 IMF ARA（Adequacy 

reserve ratio）」方法，研究

2017 年中央銀行外匯儲備

資產的流動性，發現中央銀

行僅需要其資產中的 30%即

可應對短期外匯市場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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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再者，學者預估當

外匯儲備資產長期投資報酬

率每年增加 1.5%時，對

GDP 的貢獻每年即可有

0.3%，顯示台灣的外匯存底

如能更有效率地管理，除可

活絡政府資產，發揮投資綜

效，創造國家總投資獲益，

透過「中長期投資收益，可

承擔短期投資高風險」的投

資策略，能讓「全民股東」

「財富極大化」。因此，本

條第二項增訂央行應提撥外

匯儲備總額的一定比例，設

立外匯投資基金，除做為重

要的海外策略投資工具外，

更能建立台灣的國際影響力

、賦予台灣更大的全球連接

性，成為全球資本市場領域

認可的力量，並能與主權國

家（Sovereign state）的觀念

輝映，提供直接的高層次全

球軟性外交機會。 

四、20 世紀末，國際上掀起

一股主權基金熱潮，具超額

外匯準備之國家或地區，如

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南韓、中國大陸等，為了不

讓其超額外匯準備資產對其

國內造成通貨膨脹壓力、提

高其匯率及資產泡沫化風險

，均陸續成立主權基金，俾

以賺取更高報酬、降低相關

資產之閒置資金機會成本，

為重要海內外的策略投資工

具。目前全球前 20 大主權

財富基金的規模，均在

1,000 億美元以上，惟考量

到央行在操作外匯存底之流

動性，因此，在本法三讀通

過後，僅規範提撥外匯存底

總額的 10%，約 55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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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讓台灣的基金規模逐

步增長，爾後逐年隨著外匯

存底總額之增加，央行仍應

維持提撥基金達外匯存底總

額之 10%。 

五、為考量新設機構可能因缺

乏經驗而必須付出成本，本

條第三項增訂央行為該外匯

投資基金之主管機關，且由

央行直接管理可收對所有國

家盈餘財富集中管理之效；

此外，由於不需要與其他機

構進行協調，因此當金融市

場出現波動時，央行可以迅

速作出反應。然因外匯存底

是注重流動性及安全性，和

需要進行積極性資產管理的

外匯投資基金，在發展策略

上迥然不同，因此，未來央

行仍應將精力集中在現有職

責上，而無需處理外匯投資

基金的資產管理業務；換言

之，央行應依公司法第一二

八條之一成立政府獨資之專

業化及市場化的投資機構。 

六、為確保政府獨資之專業化

及市場化的投資機構能穩健

運行，央行應針對設立投資

機構之相關法制、基金提撥

原則、治理架構與權責、首

長任免程序、報告義務、投

資策略、風險管理、委外操

作、監督機制等項目，分別

建立相關周延之規範，應注

意排除相關之政治考量，並

遵守國際性組織（例如

OECD）、聖地牙哥原則（

Santiago Principles）所公認

之原則及規範。再者，類此

專門投資機構通常具有獨立

法律人格，以公司型態獨立

組成，但央行未來可能尚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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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是否排除國營事業管理

法及預算法等法規之適用限

制。 

第三十三條 本行持有國際貨

幣準備，並統籌調度及運用

外匯。 

第三十三條 本行持有國際貨

幣準備，並統籌調度外匯。 

配合第二十條第二項增訂條文

，央行應提撥外匯儲備總額的

一定比例設立外匯投資基金，

因此在統籌調度外，增加「及

運用」外匯等文字。 

 


